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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发展过程有其共性规律和区域差异。本文首先以亚洲主要国家为例，分析了农

村转型和结构转型存在的共性问题及其与农村发展的关系; 其次基于 40 年中国农村发展改革经

验，分析了农村转型路径与转型效果以及与农村转型各阶段相适应的的制度安排、政策支持和投

资重点;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加速农村转型速度，促进高值农业发展和

农民增收; 加速结构转型速度，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要转变

政府职能，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和投资创新，加快农村转型和结构转型，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顺利实施; 不同地区加速农村转型不能搞一刀切; 同时也提出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政

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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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相

关规划和政策相继出台。十九大提出到 2035 年基

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 2050 年实现乡村全面

振兴，并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总要求。之后的

2018 年和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分别就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等工作提出具

体意见。为指导各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与国

务院还于 2018 年 9 月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 2018—2022 年) 》( 下文简称《规划》) ，对近五年

乡村振兴做了总体部署。
在以上中央文件指导下，各地也相继公布地方

的乡村振兴规划，并部署了近期的相关项目。在国

家《规划》发布仅一年多时间内，全国 31 省市区都

已相继公布了地方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但多数同国

家规划大同小异，有些地方希望借此机会实现跨越

式的农村发展( 郭晓鸣，2018; 黄祖辉，2018) ，还有

一些地方更明文规定“把公路沿线、铁路沿线和江

河沿线”等容易看得到的地方作为近期乡村振兴

的重点工作区域。
然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当务之急更是长

远之计，不理清农村经济发展趋势和转型路径难以

避免未来走弯路。首先，从国家层面看，必须理清

农村经济转型的路径、主要特征和普遍规律，只有

这样才能为实现 2035 年和 2050 年长远目标做好

顶层设计，制定好未来的发展路线图。其次，我国

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发展阶段和自然资源的区域

差异显著，乡村振兴需要在尊重农村经济转型的普

遍规律基础上，明确各地目前在农村经济转型过程

中所处的阶段，并探讨与该阶段相适应的制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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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政策支持和和投资重点;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未

来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走弯路。
近年来，农村经济转型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重

点和热点问题。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于 2016 年专门

出 版 了 题 为 《 Fostering Inclusive Ｒural
Transformation》( 促进包容性的农村转型) 的农村

发展 报 告 ( IFAD，2016 ) ，指 出 农 村 转 型 ( Ｒural
Transformation) 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农产

品商品化不断提高，生产结构不断多样化，非农就

业和创业机会不断增加以及基础设施和可获性服

务不断改善的过程( IFAD，2016) ; 同时指出，结构

转型(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即国民经济从农业

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 与农村经济转型 ( 简称

“农村转型”，下同) 相互关联( Interconnected) 。早

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农业发展的基础作用和对整体

经济的乘数效应( Multiplier Effects) ( Johnston 等，

1961; Schultz，1964; Johnston，1970 ) ; 但在 70 年代

初期出现全球粮食危机之后，农业经济学界的研究

重点转向了粮食安全、减贫和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等领域。近期，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农村转型和结

构转型，包括结构转型对农村非农就业、减贫和农

民收入的影响( Christiaensen 等，2013; Ｒeardon 等，

2014; IFAD，2016; Haggblade 等，2007; Ｒeardon 等，

2007) 。
本文目的是探讨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

遍现象和主要特征，特别是农村转型和结构转型与

农村发展的关系问题、农村转型路径与驱动力、以

及政府职能问题，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提出促进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的相关政策建议。为此，本文结构如

下: 第二节介绍亚洲发展中国家农村转型速度及其

效果; 第三节分析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

转型及其效果。基于以上分析，第四节对农村转型

与结构转型的效果做了总结和分类( 或农村转型

分类) 分析。第五节讨论中国农村转型路径、主要

特征和驱动力，重点分析了农村转型路径、阶段和

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政策和投资重点。基于以上研

究结果，最后一节提出主要政策建议和未来需进一

步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亚洲主要国家农村转型特征及其效果

( 一) 农村转型: 总体趋势

基于 IFAD 定义的农村转型( 见上文) ，本文从

三个指标来衡量农村转型程度或水平: ( 1) 农业从

低价值的传统作物生产向更具多样化和商品化的

高值农业的转型; ( 2) 农业生产力或农业劳动生产

率; ( 3)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从亚洲总体上看，伴随着食物需求和农产品市

场的变化，亚洲农业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较快的转

型过程。在食物需求方面，受收入增长、城市化和

消费方式变化等影响，食物消费向更多量、更多样

和更安 全 的 需 求 转 变 ( Huang，2017; Ｒeardon 等，

2014) ; 在农产品市场方面，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
供应链系统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等推进，市场向更商

业、更竞争和更整合的方向转变。与此同时，农业

生产对农产品需求及市场变化也做出了与之相适

应的反应。例如，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的数

据，1961 年亚洲的谷物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的 64%，到 2015 年该比例已下降至 50%左右，而高

价值的经济作物生产不断增长; 同期，养殖业快速

增长。例如畜产品与谷物的产值之比已从 1961 年

的 1∶9 提高到 2015 年的 1∶3; 另外，同畜产品生

产相比，水产品生产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除了农业结构调整外，农业生产力和农村劳动

力非农就业是衡量农村转型的另外两个主要指标。
已有研究表明，亚洲过去几十年的农业生产力增长

速度显著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平均增长( Fuglie 等，

2012) 。IFAD 采用农业劳动增加值( 或农业劳动生

产率) 来衡量农村转型水平; 结果表明，亚洲发展中

国家在 1990—2014 年间的农业劳动增加值年均增

长率达 2. 2%，显著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平均增长率

( 1%左右) ( IFAD，2016) 。亚洲的工业化过程也为

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90 年代后

期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力非农就业占 20%～
40%，非农收入占 25%～50%( ADB，2000) ; 而近年来

的研究表明，亚洲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一直呈

现上升趋势( Headey 等，2010; Wang 等，2011; Hoang
等，2014; Imai 等，2015) 。

( 二) 农村转型: 国家差异

虽然从总体上看，过去几十年亚洲农村经历了

较快的转型过程，但国家间差异显著。首先，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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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谷物农产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来衡量

农村转型程度，对亚洲 9 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过去 30 多年这些国家农村转型的水平

和速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等是农村转型速度最

快的国家之一，而菲律宾和柬埔寨农村甚至往相反

的方向转型，其他 5 个国家介于前两类国家之间

( 见图 1) 。

数据来源: FAO ( 2015)

图 1 1980—2010 非谷类农产品占农业总产值比例 ( %)

其次，如果以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农村转型的

衡量指标，本文发现各国农村转型水平和速度存在

很大差异。例如，基于世界银行数据( World Bank，

WDI) ，采用农业劳动增加值计算 1992—2012 年间

的年 均 增 长 率，中 国 高 达 3. 7%，越 南 也 达 到

2. 7%，而菲律宾和柬埔寨只有 1. 9%，巴基斯坦更

低( 0. 59%) 。
第三，农村转型另一重要指标———农村劳动力

非农就业———在国家间也存在很大差异。过去 40
年，中国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发

展中国家之一，70 年代后期几乎所有农村劳动力

从事农业生产，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

调查数据表明，2018 年农民工数量达到 2. 884 亿

人，相当于农村常住人口的 50%* 。东南亚不少国

家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也增长较快，如越南自

21 世纪初以来，每五年就有 10%的农业劳动力向

工业和服务业转移( OECD，2015) ; 而与中国和越

南相比，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国和其他地区部分国

家转型速度则相对较慢; 例如 Misra( 2013) 研究印

度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在 1983 年至 1994 年

间只从 19%提高到 22%，虽然之后非农就业增长

有所加快，但到 2010 年也仅达到 32%。
( 三) 农村转型: 转型效果

农村转型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它对国家食物

安全、农民收入、社会公平( 特别是农村减贫) 和农

村可持续发展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问题

是农村转型研究领域的重点，但目前国内外在这一

领域的研究不多。一个预期的假设是: 加速农村转

型能促进食物安全保障、农民增收、农村减贫和农

村可持续发展，当然这需要合适的制度保障和政策

支持。
从促进食物安全保障的角度来看，在保证谷物

人均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加速农村转型或促进高价

值的农产品( 例如，经济作物、畜产品、水产品等)

生产，能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在食物营养、种类和

数量上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此同时，食品质量与安

全也随着农业分工、生产规模化、农业生产者应对

各种风险能力的增强等而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至于农村减贫和农民增收，无论是从促进高价

值的农产品生产、还是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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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看，都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了说明这一

问题，这里以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转型和农

村减贫为例。上文已经讨论了这些国家的农村转

型速度( 见图 1) ，这里就重点介绍这些国家的农村

贫困发生率变化情况( 见图 2) 。图 2 的数据表明，

过去 30 年亚洲多数国家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下降

趋势，但农村减贫成就在国家间也存在较大的差

异。以世界银行定义的每天 1. 25 美元的极端贫困

线为标准，中国和越南是农村减贫取得最大成就的

国家，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则在农村减贫方面进展缓

慢，其他国家在农村减贫方面的成就则介于前面两

类国家之间。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WDI ( 2015)

图 2 1984—2012 年亚洲主要国家农村贫困人口比例( 标准: 1. 25 美元 PPP/天)

基于图 2 数据，本文可以算出每个国家在有数

据年份的平均每年农村贫困发生率变动的百分点

( 即减贫速度) ，另外基于图 1 的数据可计算出每

个国家相应时期平均每年非谷物农产品占农业总

产值比例变动的百分点( 即农村转型速度) ，它们

之间的关系见图 3。
图 3 的结果表明，农村转型速度越快的国家，

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的速度也越快。虽然这种关

系不是完全的线性关系，但它们之间的负相关还是

比较 明 显 的。例 如，越 南 ( 1993—2008 ) 和 中 国

( 1990—2012) 在各自的相应时期内，年均农村转

型速度( 或非谷物类农产品在农业总产值中的占

比变化百分比) 分别为 0. 9%和 0. 8%，而相应的农

村减贫速度则分别为 3. 18 和 2. 98 百分点; 而菲律

宾和巴基斯坦的农村转型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这些国家的农村减贫速度也最慢( 见图 3) 。值得

一提的是，如果把图 3 中的年均减贫速度改为其他

农村发展指标 ( 例如，人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

度) ，也得出类似的结果，即农村转型速度越快，农

民收入增长速度也越快。当然它们之间多大程度

存在因果关系，这是还需要做更深入的实证研究。

三、亚洲主要国家结构转型及其效果

( 一) 发展中国家

本文首先还是以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结构转

型和农村减贫为例来探讨结构转型与农村发展之

间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这些国家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12 年间的结构转型变动趋势见图 4，个

别国家的起始年份有些差异是因为本文缺乏这些

国家早期年份的数据。
由图 4 可知。首先，从总体上看，亚洲发展中

国家已经发生较显著的结构转型，主要体现为农业

就业占比( 最上部的一条模拟线) 和农业 GDP 占比
( 中间的一条模拟线) 都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即

随着农业的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 即经典文献中证明的农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乘

数效应) 。其次，农业就业占比都显著高于农业
GDP 占比，但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农业就业占

比下降速度快于农业 GDP 占比下降速度，这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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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工资开始上涨，资本替代劳

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开始显著上升。第三，近期

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加速，农业就业占比

和农业 GDP 占比开始趋同，它们之间的差异( 最底

部的一条模拟线) 显著缩小并开始趋向于零 ( 例

如，马来西亚) 。如果它们间的差异为零，结构转

型结束，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工业服务业平均劳动

生产率，劳动力在部门间的生产率或收入差异消

失，这时城乡收入差异也随之消失。

图 3 农村转型速度与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速度( 例如，非

农部门在 GDP 中占比的年均增长幅度) 同农村的

减贫速度存在什么关系? 基于图 2 和图 4 数据，本

文分别计算了这两个指标，它们之间的关系见图

5。图 5 的结果表明，结构转型速度与农村贫困下

降速度也成正相关。即一般来说，结构转型快的国

家，其农村减贫的速度也越快。这是因为结构转型

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非农就业机会，在增加农民收

入的同时，也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人口比例。
( 二) 日本与韩国

本文再以亚洲发达国家 ( 如日本和韩国) 为

例，说明加速结构转型对缩小农业与非农部门劳动

生产率差距( 或城乡收入差距) 的重要作用。图 6
显示了日本从 19 世纪末至今和韩国从 1950 年至

今的结构转型过程，最底部两条线分别代表日本和

韩国农业 GDP 占比与农业就业占比之差。
图 6 的结果表明，到 21 世纪初，日韩的农业就

业占比与农业 GDP 占比基本上驱同，两者之间的

差异在近年来都下降到 3%左右。欧美许多国家在

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或在结构转型结束时，农业就业

占比基本上等于农业 GDP 占比( 黄季焜等，2019) ，

而日韩即使完成了工业化过程也难以彻底消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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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劳动生产率差异，这是因为日韩是人多地少的国

家，而欧美相对来说多为人少地多的国家。虽然农

业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日韩

和欧美国家之间产生差异，但在通过加速结构转型

来促进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或缩小城乡劳动者

收入差异的作用是一样的。

图 4 亚洲发展中国家 80 年代至 2012 年的结构转型变动趋势

四、农村转型和结构转型及其效果的类型分析

基于农村转型速度与农村减贫速度的相关关

系( 见图 2) 和结构转型速度与农村减贫速度的相

关关系，本文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农村转型做了分类

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表 1 显示出非常有意思的

现象和值得进一步论证的假说。

首先，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都快的国家，农村

发展( 如农村减贫) 也都较快; 表 1 的结果还说明，

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都快的国家，不会或很难出现

农村减贫较慢的结果，这从反面进一步说明农村转

型和结构转型的重要性。

表 1 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农村转型、结构转型与农村减贫效果

项目 具体描述
农村减贫速度

较快 中等 较慢

结构转型较快

农村转型较快
中国
越南

农村转型较慢
老挝

柬埔寨

结构转型较慢

农村转型较快
印尼
印度

农村转型
较慢

菲律宾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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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亚洲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速度与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之间的关系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日本统计局( http: / /www. stat. go. jp /english /data /chouki / index. html) 和韩

国银行( http: / / ecos. bok. or. kr /EIndex_en. jsp)

图 6 日韩两国实现农业 GDP 占比与农业就业占比的趋同趋势

其次，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都慢的国家，农村

发展( 如农村减贫) 也都较慢; 结构转型和农村转

型都慢 的 国 家，没 有 出 现 农 村 减 贫 较 快 国 家 的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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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中，出现一个转

型较快而另一个转型较慢的国家，农村发展( 如农

村减贫) 则呈现中等的速度，即介于前面两类国家

之间。
以上转型分类分析结构表明，要加速农村发展

与加快乡村振兴进程，需要加速农村转型和结构转

型的速度。前者属于农村内部的发展，即我国现在

提出的加快绿色高效高值农业的发展; 而后者属于

农村外部的发展，即加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和推

进城乡融合发展，能够更大幅度地拉动农村发展。

五、中国农村转型、结构转型和农民增收

( 一) 农村转型与农民增收

为进一步分析农村转型速度与农民增收之间

存在的关系，本文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农村转型

路径因农业生产类型不同而异( 例如，在农村转型

初期，农业以牧业或渔业为主的省份和郊区农业为

主的直辖市，同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的省份相比，农

村转型存在不同的路径问题) ，本文在分析时没有

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 主要牧区) 、海南( 转型

从渔业等起步) 以及北京、上海和天津等直辖市。
其次，由于改革初期农村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为此本文以 1978 年农民人均收入为指标，把所有

省份分成较低收入和较高收入两个组。最后，以高

值农业( 农业总产值－粮棉油糖产值) 占比作为衡

量农村转型指标，分析农村转型与农民人均收入增

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见图 7。
由图 7 所示，高值农业占比年均增长较快( 即

农村转型速度较快) 的省份，其农民增收速度也较

快。有部分省份偏离正相关的模拟线较远，因为还

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同时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包

括本文后面要分析的结构转型与农民增收的关系。

注: 以 1978 年农民人均收入 600 元( 2000 年不变价) 来划分高低收入组

图 7 中国分省的农村转型速度与农民增收速度的关系

( 二) 结构转型与农民增收

为了更清晰地描述改革以来我国结构转型趋

势，本文对每个省选取 3 个年份( 1978 年，2000 年

和 2016 年) 的农业 GDP 占比和农业就业占比数

据，它们同人均 GDP 的对数关系见图 8。对中国分

省数据的分析结果同前面对亚洲主要国家的结构

转型分析结果相似，即中国各地在改革以来也经历

了较快速度的结构转型，部分高收入省份近期农业

就业占比与农业 GDP 占比的差距已显著下降，有

望在不久将来完成其结构转型，实现农业劳动生产

率在部门或城乡之间的趋同。对中国分省数据的

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结构转型对提升农业劳动生

产率和缩小城乡劳动收入差距有极其重要的和决

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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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978 年、2000 年和 2016 年中国分省结构转型变动趋势

基于图 8 中的数据计算的非农 GDP 年均变化

速度( 或年均变化百分点) 和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

长率进行分析，结果见图 9。图 9 中的模拟曲线同

本文所预期的一致，即结构转型速度到达一定程度

( 例如，年均超过 0. 5%左右) 后，由城市化和工业

化带来的结构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增收的速度。

图 9 中国分省的结构转型速度与农民增收速度的关系

六、中国农村转型路径、主要特征和驱动力

( 一) 农村转型路径、阶段和主要特征

尽管现有文献已经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经历了

不同程度农村转型过程，但研究多集中于某特定时

期或某些特定地区，对农村转型过程缺乏理论概括

和系统总结。本节结合中国农村转型历程分析，认

为在广大的农区( 不包括牧区、林区和渔区) ，农村

转型基本上都要经历如下四个阶段( 见表 2) 。第

一阶段是以主食生产为主，解决温饱问题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限的水土

资源能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农业生产开展向第二阶

段转变，即向多种经营和农产品商品率不断提升的

阶段转变。在第二阶段，农业生产力继续提高，使

部分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随着更多的

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农村转型进入了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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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阶段非农就业不断增长，并逐渐地从兼业到农业

与非农就业的分工、以及农业生产向规模化和机械

化方向转变。最后，农村转型进入高值农业、可持

续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第四阶段( 见表 2) 。
从全国总体上看，我国农村已开始从第三阶段

向第四阶段转型，但区域差异较大。基于对前面讨

论的衡量农村转型的 3 个主要指标的综合分析，多

数西部地区处于转型的第三阶段，中部地区正从第

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而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已经

进入了转型的第四阶段。

表 2 中国农村转型路径、阶段特征和主要驱动力

阶段 主要特征 主要制度、政策和投资( IPIs)

( 1) 主食生产为主 基础: 制度( 如土地) +灌溉等基础设施+农业技术

( 2) 农业多种经营与商业化 加上: 市场改革+市场基础设施+农村道路

( 3) 农业专业化与非农就业增长

3. 1 兼业化: 务农+非农 加上: 乡镇企业与农产品加工业

3. 2 专业化: 农业与非农就业分工 加上: 劳动市场+土地市场+城镇化+组织化

3. 3 规模化: 农业规模化; 非农就业增长 加上: 机械化+社会化+ 城市化

( 4) 高值农业+可持续发展+城乡融合 加上: 完善市场+资环保护+生态政策+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投资创新等

( 二) 农村转型和主要驱动力

作为发展中国家农村转型速度最快的国家之

一，中国农村转型有哪些主要驱动因素? 过去有许

多文献对中国农村发展与改革做了大量的研究，作

者也于 2018 年对过去 40 年中国农业发展与改革

做了总结，得出农村制度创新、农业技术进步、市场

化改革和农业投入是中国过去 40 年农业增长的四

大驱动力，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四大法宝 ( 黄季

焜，2018) 。Huang ( 2017; 2019) 在分析农村转型问

题时，把以上四大驱动力重新整合成如下三大类:

制度( Institution) 、政策( 例如科技政策和市场改革

等，Policy) 和投资( Investment) 或简称 IPIs。
在表 2 中本文列出了驱动每个阶段农村转型

的主要 IPIs。就是这些 IPIs 的相继出台，推动着中

国农村从一个阶段顺利地转到下一个阶段( 见表

2) 。例如，改革初期中国农村总体上还处于农村转

型的第一阶段，在一定的农业灌溉和农业技术保障

前提下，当时出台的制度创新( 或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 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显著地提高

了农业生产力( Lin，1992; Huang 等，1996) 。之后

技术进步成为中国农业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最主

要源泉之一( Huang 等，1996; Jin 等，2002; Jin 等，

2010) 。
到 80 年代后期，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随

着农业生产力的继续提升，农村开始进入多种经营

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化生产阶段( 即农村转型

的第二阶段) 。在这个阶段，与本阶段相适应的政

策( 如市场改革) 和投资( 如市场和农村道路等基

础设施建设) 对加速农村转型起到极其重要的推

进作用。市场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农产品在 21
世纪初实现了全国整合或一体化的农产品市场

( Huang 等，2006) ，极大地改善了农村资源配置和

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农村转型速度。在这

个时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继续提升，农民能够逐

渐的把更多的水土资源、劳力和资金投入到价值和

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生产，实现农业生产

多种经营，并提高了农产品生产的商品率。
到了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继续

提升和结构转型的加速，农村进入了转型的第三阶

段。在这个阶段，除了上述两阶段的驱动力推动

外，这个时期先后出台的促进农村企业与农产品加

工业发展政策、放松城乡和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管制

政策、土地流转的制度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制

度创新、农村城镇化制度安排、农业机械化补贴政

策、农业社会化服务制度创新、农机及机械化补贴

政策，以及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展( 结构转型) ，加

速了第三阶段的农村转型速度，使农村在不断提升

农业生产力的同时，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

门释放出来，从事非农就业。在这个阶段，农村也

逐渐地从农业的兼业生产转向专业化和规模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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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见表 2) 。
21 世纪初以来，特别是从“十二五”以来，东部

沿海发达地区开始进入了农村转型的第四阶段。
在这个阶段，完善的市场保障和资源永续利用与环

境友好等激励政策极其重要，这些政策促进了绿色

高效可持续的高值农业发展; 同时，在这个阶段，需

要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展。

纵观我国农村转型过程及其驱动转型因素，我

们认为，制度创新、政策支持和投资( IPIs) 极其重

要，但更为重要的是 IPIs 出台的顺序性。即在农村

转型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制

度、政策和投资，它们能够使农村顺利地从一个阶

段向下一个阶段转型。

七、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论述的许多问题和观点实际上在近期中

央相关文件中都有所体现，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初期，实际情况和要求还相差甚远。例如，国务院

2018 年出台的《规划》在指导思想上特别强调要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和政策体系”，在具

体推进上也强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原则; 《规

划》的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和第三十一章等章

节更分别对“统筹城乡发展空间”、“优化乡村发展

布局”、“分类推进乡村发展”和“完善城乡融合发

展政策体系”等做了规划。但实际情况正如本文

引言中提到的那样，许多地方存在急于求成，在没

有理清农村转型路径与规律的情况下，盲目推进乡

村振兴的建设项目，难免未来要走弯路。基于本文

对农村转型和结构转型及其效果的分析，本文就我

国未来全面推进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如下几

条政策建议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修改问题。
首先，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各地农业要以

加快转型速度为方略，促进高值农业发展和农民增

收。要让每个劳动力、每一亩耕地和每一滴水创造

出更高的价值和收入，这样农业才能吸引更具生产

力的劳力和资金的投入。要使每个农业生产要素

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和收入，就必须发展绿色高效多

功能的高值农业。未来农业发展重点不在数量，因

为农业增产往往导致农民减收; 未来农业发展要靠

质量提升农产品的价值，靠绿色、高效、特色和多功

能的农业增长。
其次，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各地各部门要

以加速结构转型速度为方略，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

就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不加快结构

转型，单靠农业内部生产力的提高，难以实现农业

劳动生产率与非农行业劳动生产率的趋同，从而难

以较大幅度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我国 2018

年农业 GDP 占比已下降到 7%，但农业就业占比还

高达 26%; 预计到 2035 年，农业的 GDP 占比将下

降至 5%左右，到时要使农业具有活力和吸引力，农

业就业在全社会就业的占比必须下降到 8%甚至更

低的水平; 要达到这目标，急需加速结构转型，使更

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只有这样才能大幅度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地缩小劳动生产率在

农业与非农行业之间的差距。
第三，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各级政府要以

转变政府职能为方略，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和

投资创新，加快农村转型和结构转型，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制度创新、政策支持( 例如，科技创新和

市场改革等) 和农业投入是我国过去 40 年农业增

长的法宝，更将是现在和未来乡村振兴的法宝。要

有更加创新的制度安排( 例如，农村土地制度、农

民产销组织、农民能力建设制度、农产品市场法规

监管制度、城乡融合发展体制等) 、更加创新的激

励政策( 例如，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支持和市场改

革等激励政策) 和更加有效的政府投资( 例如，农

业农村发展的公共物品与服务、提升农业生产力与

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投入) ，加快农村

转型、结构转型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速度。
第四，不同类型的农村存在不同类型的转型路

径或属于同一转型路径但处于不同转型阶段的农

村，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不能搞一刀切。牧区、
渔区和林区的农村转型路径显然不同于表 2 所描

述的农区的农村转型路径，而不同转型路径的农村

转型有其特定的制度安排、政策支持和投资重点;

即使是属于同一转型路径，处于不同转型阶段的农

村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政策和投资。西部地

区可以学习和借鉴沿海东部地区在制度、政策和投

资上的创新思路，但农村转型路径差异和转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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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以及加快转型需要与各阶段相适应的 IPIs 的

要求，意味着简单复制先进地区的做法可能会欲速

则不达。
第五，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还有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学术界开展深入的研究。
本文仅对农区农村转型、结构转型及其与农民收入

与农村减贫之间的关系和特征等做了讨论和分析，

这种关系和特征是否是农村转型的普遍规律? 它

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 这些问题还需要开展更

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严谨的实证研究，特别是主要

IPIs 的影响和 IPIs 出台的顺序性问题。同时，还要

加强农村转型对食物安全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研究，为国家顺利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科学的决策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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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Ｒural Transformation，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Government’s Functions

HUANG Jikun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has its common feature and regional variation． Taking
major Asian countries as examples，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common problems existing in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rural development． Then，

with 40 years of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experience，this paper shows the pathway and
effectsof rural transformation，as well as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policy support and investment fo-
cus corresponding to each stage of rural transformation．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es，several policy im-
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 1) it is suggested to accelera-
tethe speed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value agriculture and increase
farmers’income; ( 2) rural labor off － farm employment and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should be
raised through accelerating the speed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 3) another implication is to trans-
formgovernment functions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policy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 4) different areas to accelerate
rural transformation should not be one size fits all． This paper ends with raising several theoretical and
policy issues that need more in－depth stud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Ｒural revitalization; Ｒural transform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Pathway of trans-
formation; Government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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