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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虽然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稳定增长，但城乡居民以及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依

然很大，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目标将任重道远。本文在分析过去 40 多年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民收

入的关系基础上，展望未来 30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愿景与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未来在保障口

粮安全的基础上，推进以高值农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经济转型，大幅提升

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民与全体国民共同富裕。为此，需要加快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转型速度

以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持续增长; 养殖业通过规模化与现代化率先消除工农收入差距，种

植业逐渐向“二八格局”转变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支持体系，进而实现大农小农共同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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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过去 40 多年，中国农村经济实现了较快的转

型，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农村经济转型主要

体现在 农 业 生 产 转 型 和 农 村 劳 动 力 就 业 转 型。
1978 年以来，在粮食生产实现稳步增长的基础上，

经济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生产实现了快速增长，

显著提 高 了 农 业 增 加 值 ( 或 农 业 GDP ) ，1978—
2020 年农业 GDP 年均增速达 4. 4%，提高了农业

劳动生产率或农民收入。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非

农就业不断增长( Li 等，2021) ，非农就业增长进一

步地提升了农民非农收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

业单位劳动力拥有了更多的水土等农业生产资

源) 。
然而，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

城乡居民间和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

大。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

已经从 1978 年的 0. 32 提高到 2020 年的 0. 47( 国

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司，2021) ，城乡居民间和农村居

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全国居民收入不均程度扩

大的重要来源( 李实等，2022) 。收入和公共服务

等不均现象不但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 ( Benjamin
等，2011) ，而且也通过需求影响经济增长甚至社会

的和谐发展。
确保广大农民收入更快增长是实现全民共同

富裕的关键，但农民增收还面临诸多挑战。随着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解决农民( 特别是低收入农民) 的收入增长问题是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工

作。“十四五”规划提出于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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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为 2050 年全面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奠定

基础。然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长远目标的重

点和难点在农民，特别是低收入农民。
未来农村经济转型路径和政策取向将影响中

国农业发展方向和农民增收，决定农民能否与全体

国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为此，本文目的是在理

清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村居民增收关系的基础上，展

望未来中国农业发展愿景和农民增收与实现共同

富裕的发展思路。

二、过去 40 多年中国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民增收

( 一) 粮食稳步增长与高值农业快速发展，促

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增长

过去 40 多年粮食产量稳定增长解决了温饱问

题，粮食产量增长主要来自单产提高。1978—2020
年，基于国家统计局( 2021) 数据，全国粮食产量从

3. 048 亿 吨 增 加 到 6. 695 亿 吨，产 量 增 长

( 120%) 是同期人口增长( 46. 7%) 的 2. 6 倍; 实际

上从 20 世纪末开始就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

饱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过去 42 年的粮食产量增

长是在粮食播种面积下降( －3. 2%) 的情况下实现

的，单产提高是过去粮食产量增长的唯一来源; 其

中，谷物增长更为显著，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的目标。

在基本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蔬菜水果等园

艺作物和畜产品及水产品等高值农业快速发展。
过去 40 多年，我国蔬果等园艺作物、畜产品和水产

品生产大幅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蔬菜种植面积 2148. 5 万公顷，是 1978 年 ( 333. 1
万公顷) 的 6. 45 倍; 水果产量更从 1978 年的 657
万 吨 提 高 到 2020 年 的 2. 87 亿 吨，年 均 增 长

10. 3%; 同期，奶产品、水产品、肉类产量也分别以

年均 8. 4%、5. 8%和 4. 2%的速度增长。值得一提

的是，虽然粮食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仅从 1978
年 80%下降到 2020 年 70%，但粮食生产释放出的

少量耕地却能大幅促进其他农产品大幅增长。例

如，非粮棉油糖农产品( 简称高值农业) 占农牧渔

总产值的比例更从 1978 年的 51%提高到 2018 年

的 86%( Huang 等，2021a) 。
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在满足城乡居民食物消费

需求的同时，显著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

农民的农业增收。农业生产增长和结构调整，使广

大城乡居民从吃饱向吃好和更有营养的食物消费

转变。伴随粮食生产力增长以及逐步形成以高价

值农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的农业收入也得到稳

步增长。
( 二) 经济结构转型促进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

业、农业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升

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农

产品需求市场的扩展，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劳动生

产率和农民收入。工业化进程显著提升了农业生

产资料的质量和供给能力，为化肥、农药、农机、水

利设施等现代投入品在农业中得到广泛应用提供

了技术和物质支撑，提升了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业

生产力。同时，城镇人口的扩展提高了城镇居民对

高价值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推动了农业发展和生产

结构的优化，进而也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

收入。
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型，更为

农村劳动力创造大量的非农就业并提升了农业劳

动生产率。据测算，1978 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参与

非农就业的比例仅为 7. 6%，2020 年该比例已提

升到 41. 3%，工资性收入已成为目前农民增收的

主要来源( 国家统计局，2021) 。大量农村劳动力

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为剩余从事农业生产的

农民拥有更多耕地、灌溉用水和其他农业资源创

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

业收入。
( 三) 实践经验表明农村经济转型越快的地

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也越高

从全国来看，以高值农业发展和非农就业增长

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经济转型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和

农民收入提高的主要来源。这里定义高值农业为

单位耕地面积创造更多经济价值的农产品( 例如

蔬菜水果、花卉茶叶、烟草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业与

水产业等产品，即非粮棉油糖的农产品，简称高值

农业) 。高值农业发展无疑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

率( 例如农业增加值 /农业劳动力) 的分子价值;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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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非农就业增加减少了劳动生产率的分母数量。
按 2020 年不变价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从 1978 年

的 2，123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38，382 元( 年均增长

7. 1%) ; 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从 1978 年的

900 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17，132 元，年均增长 7. 3%
( 国家统计局，2021) 。然而，不同地区农村经济转

型水平和速度存在明显差异( Huang 等，2021b) 。
从跨省的分析看，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居民

收入也呈现明显的正相关。这里选择改革开放初

期种植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 24 个农区

省份作为分析对象，这些省改革开放之前农业都

是以粮棉油糖( 特别是粮食) 生产为主。过去 40
年，虽然农村经济转型水平和转型速度在各省间

存在差异，但除了东北的 1 个省份( 该省在过去

10 年显著扩大玉米生产) 外其他所有省份都存在

高值农业发展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显著正相关的

关系( 见图 1) 。同样，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

越高的省份，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越高，无一

例外( 见图 1) 。

数据来源: Huang 等( 2021b)

图 1 1978—2018 年中国各省份高值农业占比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拟合关系

根据 2016—2018 年各省高值农业、农村非农

就业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进行分组，发现如下有意

思的现象。首先，农村经济转型两个指标( 高值农

业占比和非农就业占比) 都较高的省份，农村居民

人均收入不可能出现较低的结果( 表 1 的右上角是

空的) 。其次，农村经济转型两个指标都较低的省

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可能出现较高的结果( 表

1 的左下角是空的) 。第三，农村经济转型两个指

标只有一个较高的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要么属

于中等、要么属于较低。将农村经济转型速度( 年

均变化百分点) 作为分析指标，也发现农村经济转

型越 快 的 省，农 村 居 民 人 均 收 入 增 速 也 越 快

( Huang 等，2021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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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2018 年分省的农村经济转型水平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组

非农就业 高值农业
人均收入

高 中 低

较高

较高
浙江 江苏

福建 广东 山东
湖北 四川

较低
河北 江西

重庆 湖南 安徽

较低

较高 辽宁
广西 陕西
青海 贵州

较低
吉林 黑龙江

河南
宁夏 山西
云南 甘肃

注: 由于牧区( 新疆、西藏、内蒙古) 、特大直辖市( 北京、上海和天津) 和海南同其他农区省份的农村经济转型( 例如农业生产结构

转型) 有显著差异，因此本分析只包括全国 24 个农区省份。非农就业和高值农业都是按中位数分成较高与较低两组; 农村居民人均

收入高、中和低组分别为大于 15000 元、11000～15000 元和小于 11000 元( 2018 年不变价) ; 所有数据都是按 2016—2018 年三年的平

均数计算

三、未来 30 年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和农业发展愿景

( 一) 经济结构转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趋

势与未来发展愿景

过去 40 多年，经济结构转型逐渐缩小了农业

与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经济结构

转型是经济逐渐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变的过

程，即农业在增长的同时，工业和服务业以更快的

速度增长。特别是 21 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结构

的快速转型导致农业 GDP 和农业就业占比都显著

下降的同时，它们之间的差异出现了收缩趋势( 见

图 2) 。农业 GDP 占比从 1980 年的 29. 6%下降到

2020 年的 7. 7%; 同期农业就业占比也从 68. 7%下

降到 23. 6%。由图 2 可知，虽然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于工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农业劳动生产

率增长高于工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特别是在

21 世纪初以来) ，这使得农业 GDP 占比与就业占

比之差呈现缩小趋势，从 1980 年的 39. 1%下降到

2020 年的 15. 9%( 见图 2 最下面的一条线) 。

数据来源: 历史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2021) ，未来展望数据来自作者的分析和预测

图 2 1980—2050 年全国农业 GDP 占比和农业就业占比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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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30 年，经济结构转型必须也必然会加快

农业 GDP 占比和农业就业占比的趋同，这是实现

农业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要求和愿景。许多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只有加快经济结

构转型，农业 GDP 占比和农业就业占比的差异才

能更快地缩小，并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服务

业劳 动 生 产 率 的 趋 同 ( Timmer，2009; 黄 季 焜，

2020) 。中国要在 2035 年基本实现和 2050 年全面

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民共同富裕，也必须要求劳动

生产率在农业和工业服务业间的趋同 ( 见图 2) 。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

民，他们的收入( 农业收入加上非农收入) 才能赶

得上城市居民和农村非农居民的收入，从而消除城

乡收入和工农收入差异。基于结构转型趋势分析

和未来农业发展愿景，农业 GDP 占比和就业占比

可能于 2035 年分别下降到 4. 9%和 11. 0% ( 见表

2) ，这相当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日本( 1977 年分

别为 5. 1%和 10. 8%) 和 90 年代中的韩国( 1996 年

分别为 5. 0%和 11. 1%) 。到 2050 年农业 GDP 占

比和就业占比将进一步分别下降到 3. 2%和 4. 3%
( 见表 2) ，在农业就业占比上，相当于 2000 年的日

本( 4. 4%) 和近年来的韩国发展阶段。

表 2 1970—2050 年中国农业 GDP 与就业占比和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差异

项目 1970 2000 2020 2035 2050

农业 GDP( %) 40. 0 15. 0 7. 7 4. 9 3. 2

农业就业( %) 81. 0 50. 0 23. 6 11. 0 4. 3

劳动生产率: 非农 /农业 2. 0 3. 3 3. 1 2. 2 1. 3

数据来源: 历史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2021) ，未来展望数据来自作者的分析和预测

即使到了 2035 年和 2050 年，趋向职业化的农

民还需有相当高的非农收入才能弥补他们与城镇

居民的收入差距。例如，至 2035 年即使经济结构

转型能大幅度减少农业劳动力，非农部门的劳动生

产率还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2. 2 倍( 见表 2) ，农

民还需要有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非农工作和其他

收入，才能消除工农间的收入差距; 甚至到了全面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2050 年，预计非农部门的劳动

生产率还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1. 3 倍( 见表 2) ，

即农民非农收入占其收入到达 30%以上的时候，他

们才能与城镇居民( 约占人口的 85%) 或农村非农

居民( 预计农村居民中有 2 /3 左右完全不从事农业

生产) 的收入相当。这意味着非农兼业或非农收

入还将是未来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从

事种植业生产的小农户。
( 二) 未来农业生产结构转型和粮食及食物安

全变动趋势与发展愿景

基于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变化

趋势和国情，未来中国农业必须在保障口粮绝对安

全情况下，继续向高效优质绿色的高值农业的方向

转型和发展。一方面，中国是人多地少且水资源相

对短缺的国家，粮棉油糖等土地和水资源较密集的

大宗农产品( 每单位产值或增加值需要更多的耕

地和水资源) 的比较优势较低; 但中国又是人口大

国，粮食安全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必须保障粮

食特别是口粮的安全。另一方面，未来中国农业必

须发展、农民必须增收并期望与全体国民一起实现

共同富裕，发展中国有相对比较优势、能加快农民

增收速度的高值农业是必须也是必然的选择。过

去 40 多年呈现在图 1( Panel A) 中的高值农业发展

趋势在未来必然会得到延续和发展。所以，在有限

的耕地和水资源情况下，只能通过夯实“藏粮于

地”和“藏粮于技”战略，在保障口粮安全的情况

下，实现高值农业的快速发展。
对未来我国农产品供给与需求的预测表明，中

国能够实现口粮绝对安全和高值农业的持续发展。
因为人均大米和小麦消费已经出现下降趋势，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可能很快就达

峰，加上人口老年化等因素，口粮需求将逐渐下降。
即使播种面积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通过技术进步

提高单产，到 2035 年我国大米和小麦完全能够自

给，少量的进出口是品种调剂需要，与粮食安全无

关，中国食物的总体自给率也有望保持在 90%左右

( 黄季焜等，2022a) 。进口的主要是饲料粮和其他缺

乏比较优势的大宗农产品，而高价值农产品( 例如蔬

菜、水果、茶叶、畜产品和水产品等) 产量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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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高值农产品还将保持出口的比较优势，这些高

值农产品生产增长在提高土地生产率、水资源生产

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将产生重要影响，也是农民

从每亩地、每滴水和每天劳动中获得更高收入的重

要保障。
( 三) 未来农业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变化趋

势和发展愿景

过去 40 年农业劳动力数量经历了增长到显著

下降的变动趋势( 见图 3) 。全国农业劳动力数量

从 1980 年 的 29808 万 增 加 到 1991 年 最 高 时 的

34186 万; 之后，得益于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

速以及工农劳动生产率的显著差异，大量农村劳动

力从农业转向工业与服务业，进而又促进了城镇化

和工业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数量逐

渐下降，并于 2020 年减少到 17715 万人，从 1991
年至 2020 年的 30 年间，累计减少了近 1. 65 亿农

业劳动力，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数据来源: 历史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2021) ，未来展望数据来自作者的分析和预测

图 3 1980—2050 年全国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变动趋势 ( 万人)

未来农业劳动力数量还需大幅减少，促进劳动

生产率在农业和工业服务业间的趋同。基于图 2
和表 2 对未来经济结构转型下的农业就业占比和

国内外权威机构对我国未来人口与劳动力数量的

预测，本文也对未来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做了初步

的估计( 见图 3) 。主要结果如下，在较理想的状况

下，到 2035 年全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将减少到 8760
万左右，并进一步下降至 2050 年的 3260 万左右，

未来 30 年需减少农业劳动力总数达 1. 45 亿。在

这种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快速增长，为实

现农民和城镇居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在农村经济转型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民人

力资本也要大幅度提升。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

紧密相关并需同步增长，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和农业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要成为有竞争的产业和农

民要过上体面的生活，都必须逐渐提升农民的人力

资本。目前我国农业就业人员教育水平还相当低，

2019 年具有高中或中职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还不到

8%，而日本、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这一比例在

2016 年分别达到 94%、86%、75%和 66% ( 国家统

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21) 。
( 四) 养殖业和种植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劳动生

产率变动趋势和发展愿景

主要养殖业将逐渐被养殖大户和企业等新型

主体替代，率先实现现代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

升。根据中国畜牧兽医统计数据，生猪规模大于

50 头养殖场的猪肉产量占全国的比例已从 2010
年的不到 65%提高到 2019 年的近 80%; 同期，大于

500 头生猪养殖场的猪肉产量占比也从 35%提高

到 53% ( 农业农村部，2021) 。2018—2021 年因受

非洲猪瘟和生猪价格上涨的影响，生猪的规模化生

产更出现超常规的发展。规模化的养鸡场和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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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年出栏超过 10 万只和

5 万只 的 养 鸡 场 生 产 的 鸡 肉，分 别 从 2010 年 的

22%和 33%提高到 2019 年的 50%和 62%，年出栏

超过 1 百万只的养鸡场生产的鸡肉也从 2010 年的

不到 9%提高到 2019 年的 25%。拥有奶牛 500 头

以上和 200 头以上的奶牛场生产的牛奶占全国生

产比例也分别从 2010 年的 20%和 27%，提高到

2019 年的 53%和 61%; 其中，超大规模的奶牛场

( 超过 1000 头) 增长更快，其生产的牛奶占全国比

例从 2010 年的 11%提高到 2019 年 42%。随着养

殖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未来生猪、家禽、牛
羊肉与牛奶生产预计会以更快的速度实现规模化

和现代化，这必将显著提升养殖业的劳动生产率。
虽然水产品生产的规模化和现代化进程较大程度

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但过去 20 多年也呈现向规

模化生产的演变态势，预计未来其规模化和现代化

进展也将加速。
中国国情决定了种植业不可能走大规模生产

的现代化道路，大农小农将长期并存。基于对未来

全国人口、劳动力数量和农业就业占比的预测，如

果到 2050 年农业就业占比能下降到 4. 3%，还将有

3260 万左右的农业劳动力，其中约 90% ( 或 2930
万左右) 从事种植业生产，即使到 2050 年能守住

18 亿亩的耕地红线，种植业的劳均耕地也只有 61
亩( 见表 3) ，部分规模化经营的大农将同众多的小

农一起长期共存。在这样耕地经营规模的条件下

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民与全体国民共同富裕，

需要新的发展思路。

表 3 2018—2050 年全国农业劳动力、耕地总量和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趋势

年份
农业劳动力

( 万人)
从事种植业

劳动力( 万人)
耕地面积
( 亿亩)

劳均耕地面积
( 亩 /劳动力)

2020 17715 15900 20. 0 12. 5

2035 8760 7880 19. 0 24. 0

2050 3260 2930 18. 0 61. 0

数据来源: 历史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2021) ，未来展望数据来自作者的分析和预测

中国的国情决定必须在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

基础上，推进高值农业发展以实现农民增收和共同

富裕的目标。保障粮食安全不但要依靠提高农业

生产力，而且也要有充足的耕地保障。但就是到了

2035 年( 或 2050 年) 仅仅依靠平均每劳动力只有

24 亩( 或 60 亩左右) 的耕地生产粮食，是不可能实

现大幅度的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的中国梦。粮食

等大宗农产品是土地相对密集型的低价值农产品，

蔬菜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是劳动与资本相对密集

型的高价值农产品，种植业生产必须通过大宗农产

品和高值农产品的生产分工来大幅提升这两类农

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并为农民提供在当地可从事非

农经济活动的机会，为大农和小农实现共同富裕创

造更有利条件。
为此，本文提出种植业必须逐渐地向“二八格

局”转变，即 20%的大农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产品，

80%的小农生产高值农产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到 2050 年是否要形成“二八格局”或者形成其他

比例的格局( 例如“三七格局”或“一九格局”等) 并

不重要，这里强调的是未来种植业向“二八格局”
方向转变的重要性。在种植业逐渐向“二八格局”
转变情况下，大农通过扩大耕地经营规模来提高农

业收入，主要生产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保障粮

食安全; 小农在较小的耕地规模上通过更加密集的

资本、劳动和技术生产更高价值的农产品，实现最

大限度的增收。
基于上述展望的农业发展趋势，表 4 刻画了至

2050 年种植业趋向“二八格局”转型的理想愿景。
这里也需要说明的是，未来 30 年是否出现如表中

所示的具体数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发展方向

与生产分工格局。假设到 2050 年种植业劳动力能

够减少到 3000 万以下并达到“二八格局”的发展

愿景( 见表 4) ，理想中的大农小农刻画如下: 大农

的平均耕地经营规模有 385 亩( 还不到 26 公顷) ，

这在欧美国家只能算是中小规模农场; 而小农的平

均耕地经营规模只有 74 亩( 接近 5 公顷) 。大小农

户的劳动生产率趋同，实现共同富裕; 占农场总数

80%的小农将使用 73%的种植业劳动力 ( 2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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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0) 和 44%的耕地，通过发展高值农业也将创造

73%的农业增加值( 或收入) ; 占农场总数 20%的

大农将使用 27%的劳动力( 780 /2930) 和 56%的耕

地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也将创造 27%的农业增

加值( 或收入) ( 见表 4) 。

表 4 至 2050 年种植业趋向”二八格局“的理想愿景

指标 小农 大农

农场占比( %) 80. 0 20. 0

家庭农场数( 万) 1075. 0 260. 0

每个农场平均劳动力数( 人) 2. 0 3. 0

劳动力总量( 万人) 2150. 0 780. 0

劳动力比例( %) 73. 0 27. 0

种植业增加值占比( %) 73. 0 27. 0

平均耕地规模( 亩 /农场) 74. 0 385. 0

耕地总面积( 亿亩) 8. 0 10. 0

耕地面积占比( %) 44. 0 56. 0

数据来源: 作者的预期假设

四、实现未来发展愿景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 一) 实现未来发展愿景的任务艰巨

首先，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非农部门的三

分之一，实现农业与工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趋同

的任务将极其艰巨。2020 年工业服务业劳动生产

率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3. 1 倍，这差距到 2035 年

和 2050 年要分别下降到 2. 2 倍和 1. 3 倍 ( 见表
2) ，这需要未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显著地高

于工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值得一提

的是 2000—2020 年的 20 年间，在农业劳动力大幅

减少( 见图 2 和 3) 和农业增加值持续增长的情况

下，工农劳动生产率比率也仅从 3. 3 下降到 3. 1
( 见表 2) 。

其次，目前农村居民收入仅为城镇居民收入的

五分之二，农村低收入群体还生活在贫困边缘，促

进农民共同富裕的任务将任重道远。国家统计局

住户调查司( 2021) 的数据显示，2020 年农村居民

收入只有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 39% ( 或近 2 /5) 。
换言之，2020 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
2. 56 倍，分省的收入比指标介于 1. 86 ( 天津) 和
3. 27( 甘肃) 之间。更为严重的是，农村低收入家

庭( 20%) 人均收入仅有 4681. 5 元( 略高于当年国

家贫困线，4000 元 /人) ，仅相当于城镇低收入家庭

人均收入( 15597. 7 元) 的 30%、是全国居民人均收

入( 32188. 8 元) 的 15. 5% 和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收 入
( 43833. 8 元) 的 10. 7%。在农村内部，低收入家庭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仅有高收入组 ( 20% 人口，

38520. 3 元) 的 12. 2%。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低收

入家庭除“五保户”外，多为缺少非农就业机会和
( 或) 从事粮食生产的小农户。

实现未来农村经济转型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不

但任务艰巨，而且还面临诸多挑战，包括近期和中

长期面临的挑战。
( 二) 近期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首先，高值农业发展面临新挑战，农村经济转

型在农业内部的转型速度近期出现减缓的局面。
农民在发展高值农业上不但面临市场风险，现在还

面临政策风险。2020 年 11 月中央关于治理耕地
“非农化”和“非粮化”的通知，是既要保障粮食安

全也要确保其他农产品的稳定供给; 2022 年中央
“一号文件”又进一步地提出“耕地主要用于粮食

和棉花、油料、糖料、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

产”。但在实施过程中常常出现“一刀切”现象，把

原来政府为促进农民增收与减贫而支持农民发展

特色高效的高值农业的耕地恢复粮食生产，严重影

响了各地农民增收和情绪。
其次，在世界经济复苏脆弱等新形势下，近期

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压力加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增速已出现减缓局面。基于国家统计局( 2020) 的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民工数量增速从
2016 年的 1. 5%下降到 2018 年的 0. 6%; 受新冠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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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疫 情 影 响，2020 年 农 民 工 总 量 ( 28560 万) 较

2019 年又减少了 517 万人，下降 1. 8%。从分行业

看，2020 年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住宿餐饮业的农

民工占比分别为 27. 3%、18. 3%和 6. 5%，较 2019
年分别下降 0. 4、0. 1 和 0. 4 个百分点。2021 年虽

然国内 经 济 出 现 恢 复 性 的 8. 1%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 GDP) 增长，但近期的俄乌冲突使世界经济复苏

更加脆弱。在新形势下，国内经济增长下滑压力加

大，增加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前景更加渺茫。
第三，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方面，坚决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任务还相当艰巨。随

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将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作为新的奋斗目标，2022 年“一号文件”提出要促

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但在许多地方( 包括不少欠

发达地区) 因高值农业发展受到近期相关政策影

响的情况下、在全国各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增速

出现下降的背景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

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正面临严峻挑战。
( 三) 中长期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首先，未来在各行各业都在推进“全员劳动生

产率增长”增加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大幅减

少农业劳动力将面临巨大挑战。基于本文前面的

分析，从 2020—2050 年的 30 年内，农业劳动力还

需减少 1. 45 亿左右，年均减少数量几乎同过去几

十年相当。随着经济发展和工资增长，工业和服务

业为降低劳动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十四五”规

划也提出促进“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未来工业

化过程必然伴随着自动化的过程，全社会就业增长

的压力将与日俱增。相比早期农村存在大量富余

劳动力和经济与新增就业保持高位增长的情况而

言，未来 30 年要大规模地减少农业劳动力将是一

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其次，近年来种植业适度规模化进程已经出现

了减缓趋势，这种格局不但影响粮食安全保障，而且

更难以形成未来理想的“二八格局”。过去 10 多年，

虽然在种植业出现一些耕地经营规模较大的种田大

户和其他新型主体，但并没有改变小农占据种植业

生产主体地位的局面( 见表 5) 。例如，从 2011 年以

来全国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占比变化来看，小于 10
亩的农户占比一直保持在 85%～86%，而 2011—2020
年耕地经营规模介于 10～30 亩的农户占比也几乎没

有变化( 见表 4) 。经营规模小的农户生产粮食难以

支撑家庭足够收入，出去打工并兼种粮食的农户难

免影响粮食单产提高。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在农

产品价格出现较大波动和缺乏种粮收益保障的情况

下，也难以避免出现耕地的非粮化现象。

表 5 2011—2020 年全国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占比 ( %)

年份 ＜10 亩 10～30 亩 30～50 亩 50～100 亩 100～200 亩 ＞200 亩

2011 85. 9 10. 7 2. 3 0. 8 0. 2 0. 1
2012 86. 1 10. 5 2. 3 0. 8 0. 2 0. 1
2013 86. 0 10. 3 2. 4 0. 9 0. 2 0. 1
2014 85. 9 10. 2 2. 6 0. 9 0. 3 0. 1
2015 85. 7 10. 3 2. 6 0. 9 0. 3 0. 1
2016 85. 5 10. 5 2. 6 0. 9 0. 3 0. 1
2017 85. 3 10. 6 2. 7 1. 0 0. 3 0. 2
2018 85. 3 10. 5 2. 7 1. 0 0. 4 0. 2
2019 85. 2 10. 7 2. 5 1. 0 0. 4 0. 2
2020 85. 1 10. 7 2. 6 1. 1 0. 4 0. 2

资料来源: 农业农村部 . 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 2015—2018 年) ; 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 2019—2020 年)

第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必须大幅提升农民

人力资本，但这将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农村人才振兴

事 业。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人 口 和 就 业 统 计 司

( 2021) 数据，2019 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中具有大

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只有 1%，而这些高素质的农

业从业人员主要是在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涉农企

业工作，真正在村庄从事农业生产的少之又少; 而

只有初中及以下( 初中、小学或文盲) 学历的比例

则高达 92%，这与农业现代化对农民素质的要求相

差甚远。例如，2016 年德国、英国和美国农业就业

人员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就分别达到

24%、26%和 34%( 黄季焜等，2022b) 。通过提高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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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教育水平提升农民人力资本将是未来任重道远 且涉及政府和广大农民的一项重大人才振兴工程。

五、未来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民增收的发展思路、战略重点与政策保障

( 一) 发展思路

加快城镇化速度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为大量

减少农业劳动力和实现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与非农

部门的趋同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农民与城镇居民平

均收入的趋同; 在保障口粮绝对安全和谷物基本自

给条件下，加快以高值农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非农

就业为主的农村经济转型; 养殖业通过规模化与现

代化提升劳动生产率并率先消除工农收入差距，种

植业逐渐向大农和小农生产分工的“二八格局”转

变，大农主要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以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并通过耕地规模扩大和种粮收益保障机制

实现增收，小农主要发展高值农业并通过价值链延

伸和政策支持实现增收，最终实现大农小农的共同

富裕。
( 二) 战略重点

首先，加快经济结构转型以实现农民与城镇居

民共同富裕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发展战略。加

快工业化与城镇化以及城乡融合发展进程，持续不

断地为未来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和农村创造大量的

非农就业机会，使有限的水土资源向不断减少的农

业生产者集中，大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速消

除城乡和工农间劳动收入差异的进程，使未来从事

农业生产的农民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闲

季节的非农工作持续提升收入，最终实现农民与全

体国民的共同富裕。
其次，加快养殖业现代化进展和种植业向“二

八格局”转变的粮食安全保障与大农小农共同富

裕的转型发展战略。通过规模化、智能化和生态

化，大幅提高养殖业的劳动生产率，养殖业率先实

现共同富裕和现代化。种植业通过土地制度和生

产组织创新，并建立适合大农小农分工生产和向

“二八格局”转型的政策支持体系。大农在夯实

“藏粮于地”与“藏粮于技”战略和种粮收益保障体

制机制下，通过耕地经营规模的扩大生产粮食等大

宗农产品，确保粮食安全和种粮农民的增收; 小农

在国家稳定政策的支持下，提高土地、资本和技术

的集约经营水平与延伸特色农产品的价值链来发

展高值农业，实现收入的持续增长，最终实现小农

与大农的共同富裕。
第三，加快农村经济转型和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的农村人才振兴发展战略。重构农业高等教育体

系，为未来培育大批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就业和创

业等高素质的、复合型的人才，满足农村经济转型

过程中对从事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高效高值绿

色的高值农业生产、现代化的畜牧与水产品生产、
非农就业与创业等的人才需求; 建立高素质农民培

育制度，探索构建农民终身学习体系，提升小农和

大农的生产、技术与经营管理等能力。
( 三) 政策保障

首先，加快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为农村劳动

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除个别特大城市外，进一步

放开大中小城市的准入门槛，加快以人为本的新型

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村居民进城工作和定居的市民

化; 促进县域农村的城镇化发展，给予农村劳动力

更多的创业和就业的发展机会和增收渠道，为提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创造良好的条件。
其次，构建大农小农共同发展的政策支持体

系，推进种植业向“二八格局”转型。建立专门支

持大农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支持体系，通

过创新土地制度促进家庭农场规模扩大和发展，加

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和

农业信息化服务与应用，探索大户农业生产资料信

贷支持体制机制，完善粮食生产和收入保险等种粮

收益保障体系。建立专门支持小农发展高值农业

的政策支持体系，创造稳定支持小农安心 /专心发

展高值农业的政策环境，发展设施农业的信贷业

务，支持小农组建营销合作社，发展全产业链的社

会化服务体系，通过生物技术与数字技术不断升级

高值农业发展业态，通过区块链等技术促进地方特

色品牌建设，帮助小农发展高值农产品的电商和延

伸产品价值链实现更大幅度的增收。
第三，建立适应种植业向“二八格局”转变的

制度保障体系。建议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种子司

和科技司以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机构主管

和支持大户生产与营销，经管司和乡村振兴局等机

构主管和支持小农高值农业发展; 促进土地制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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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升土地流转平台功能，稳步推进大农和小农

的生产分工; 出台农业教育与农民教育培训的法律

法规，探索支持大农和小农共同发展的科技创新和

人才培育体系，促进农村人才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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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ating Farmer's Income Growth and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Accelerating Ｒ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UANG Jikun

Abstract: Although rural per capita income has been growing steadily，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
ban and rural and among households in rural remains large.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r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armers’income in the
past 40 years，and the prospect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visions and the main challenges in the next
30 years，this paper shows that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will require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agricul-
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through accelerating r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erms of boosting high－
valu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labor non － farm employment，and subject to ensuring food
grain security. To do these，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accelerate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non － farm employment for rural labor; livestock and aquaculture
through enlarging production scale and modernization will take the lead in eliminat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farming and non－farming works; crop sector should gradually move to the“20－80 Pattern”
( 20% farms with large scale land mainly produce grain and other bulk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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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farms with small scale land develop high－value agriculture) with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support
system，in order to achiev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for both large and small scale farms．

Keywords: Ｒ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High － value
agriculture; Non－farm employment; 20－80 pattern; Farmers’income;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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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十大重点
*

黄祖辉 胡伟斌
(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杭州，310058)

摘 要: 我国已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

科学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针、目标任务和改革举措，扎实、有力、高效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和

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至关重要。本文结合近年来中央重要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尤其是有关

乡村振兴发展与改革的文件精神与笔者的研究探索，从乡村振兴的发展引领、实践运行和改革深

化三个层面，梳理和提炼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把握的十大重点，即坚定乡村振兴“三步方

略”; 坚持“两山”理念“三大思维”; 确保农业农村“三个优先”; 建立现代农业“三大体系”; 推进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推进“三种类型”规模经营; 建构“三层协调”服务体系; 建立“三治合一”
治理体系; 深化供给侧“三个激活”改革; 深化“三权分置”产权改革。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农业农村现代化; 全面推进

一、“乡村振兴”发展引领

( 一) 坚定乡村振兴“三步方略”
在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已

经实施了近 5 年。这 5 年来，围绕“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和

“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

兴”五大抓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的战略规划和政策举措，各地也相应制定了乡村振

兴规划和行动方案。同时，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还

提出了“三步走”方略①。第一步方略是到 2020 年

取得重要进展，第二步是到 2035 年取得决定性进

展，第三步是到 2050 年实现全面振兴目标。“三步

走”方略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制定了阶段性目标，

表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是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同

步的战略，是个需要循序渐进、长期实施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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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项目来源: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体系研究”( 编号: 21＆092) 。胡伟斌为本文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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