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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建设历史脉络，描述了 4 个历史时期、9 个

阶段的特征与成就，认为:“三农”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关键、最繁重的任务，也是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贯穿始终的工作重心。从苏区和根据地建设，到农业农村经济恢复、农
业合作化及“四化”、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

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建设行动，反映了中国百年乡村建设不同阶段的特征和价值

取向，但其本质都是“三农”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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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的本质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全面发展。“三农”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关

键、最繁重的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贯穿始终的工作重心。“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

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①

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②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③、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④为

遵循，参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⑤的历史分期和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趋

向，我们将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建设划分为 4 个历史时期、9 个阶段( 见表 1) 。
表 1 中国共产党百年( 1921—2021) 乡村建设的历史脉络

历史时期 发展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1—1949)

党创立至大革命阶段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 1921—1927)

土地革命阶段苏区和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 1927—1937)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阶段边区和解放区乡村建设( 1937—1949)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49—1978)

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农业农村经济全面恢复( 1949—1953)

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农业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农村建设( 1953—1958)

人民公社阶段农业“四化”和社会主义农村建设( 1958—1978)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 1978—2012)

创立双层经营体制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978—2002)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2—20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012—2021) 美丽乡村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建设行动( 20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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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历史时期，乡村建设的重点及表述各不相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乡村建设表现为苏区和根据

地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经农业农村经济恢复—农业合作化以及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
电气化—社会主义农村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相继展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建设行动。本文将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社
会主义农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乡村建设行动等概念，作为

相似或相近概念使用，其中的主要联系和区别是:“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目标追求都是“三农”现代

化;“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反映了新中国不同历史

时期“乡村建设”阶段特征和价值取向;“乡村建设”侧重于行动描述，“乡村振兴”侧重于目标描述。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至大革命阶段

中共五大《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 1927 年 5 月) 指出:“中国的军阀吮吸全国的膏髓，外国帝国主义

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他们两者的根据地都是农村中的封建组织。所以，中国民众欲达到打倒军阀

和帝国主义的目的，基本条件就是肃清农村中封建势力的残余及宗法社会式的政权。”①缘此，中共早期

的乡村建设，其主要形式就是领导农民运动、组建农民协会，推翻旧政权和建立农民代表会议( 苏维埃) 。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农村，是在崩溃与动荡之状态中了”。② “农村经济之衰落，在中国

已成普遍之现象。水旱蝗虫之天灾，兵匪苛捐之人祸，物价飞涨，举债之绝路。”③面对如此局面，以知

识分子为先导，各种政治力量、团体和派别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与国民政府和其他改良派的理论表

达和实验活动不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主张先“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再开展乡村建设。不

是中国共产党偏好暴力革命，而是“改良”之路不通。陈独秀在《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 1926 年

6 月) 一文中指出: “中国是一个大的农业国，我们或者可以说，农民暴动是中国历史之骨干。”④

毛泽东探索过“教育救国”的道路，也尝试过建设“新村”; 1920 年 6 月，在军阀谭延闿宣称“湘省自

治”的背景下，他还寄望于“改良”道路。经过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的革命活动，毛泽东逐渐认识到

“改良”之路不通，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 1920) 写道:“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

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⑤1921 年 1 月，他在新民学会( 长

沙) 大会上发言时强调:“改良是补缀的办法，应该主张大规模的改造。”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领导人和党员骨干深入农村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党的历史

上第一个村农民协会是由沈定一⑦发起的“衙前农民协会”( 成立于 1921 年 9 月) ，它揭开了中国现

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开展了激烈的抗租、减租斗争。第一个乡、县、省农会，

都是彭湃领导创建的。1922 年 7 月，彭湃在广东海丰龙山庙组织了“六人农会”，同年 10 月将其扩建

为赤山约⑧农会，是第一个乡农会。到 1922 年底，海丰的赤山、平岗、银镇、青湖等十余乡均成立了农

会。1923 年 1 月，海丰总农会成立，是第一个县农会，“加入农会者几占全县人口之四分之一”。1923
年 7 月，广东省农民联合会成立，彭湃为委员长。这是中共领导的第一个省农会。1923 年 9 月，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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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 1 辑，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 页。
许涤新:《灾荒打击下的中国农村》( 1934 年 7 月)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 1 辑，第 469 页。
陈翰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 1930 年 7 月)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 2 辑，中国展望出

版社 1987 年版，第 4 页。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 1 辑，第 322 页。
转引自张太原《毛泽东的初心之路》，http: / /dangshi. people. com. cn /n1 /2018 /0620 /c85037 － 30067826. html，访问日期: 2021

年 4 月 29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
沈定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党员之一，衙前农民运动的发起者。自 1920 年 8 月，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参加过中国

共产党一大至四大的相关活动。后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但亦有一种说法是，他本人因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退党。
“约”是清代南方农村的行政建制，相当于后来的大的“乡”一级建制。



湘区委员会领导建立的湖南衡山“岳北农工会”，是第一个农民与工人结合的“农工会”，其会员人数

一度达到 4 万人以上。1924 年国共合作后，为了“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材”，创办了“广州农民运

动讲习所”，在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等人的主持下共举办了 6 届，为广东、广西、湖

南、河南、山东、直隶、湖北、四川、陕西、江西等 20 个省区培训了 700 多名乡村建设运动的干部; 1927
年 3 月，又在武汉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 800 余名，毕业后被分配到

各地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推动中国南方农村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革命形势。到 1927
年 4 月，仅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 518 万人。①

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关于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农村问题及

解决方案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如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 1923 年 7 月) 、李大钊《土地与农民》( 1925
年 12 月) 、邓中夏《论农民运动》( 1923 年 12 月) 和《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 1924 年 1
月)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5 年 12 月) 、瞿秋白《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 1927 年 5
月) 和林伯渠《湖南的土地问题》( 1927 年 6 月) 等。② 同一时期，中共中央的宣言、纲领、决议案、决定

和指示信等文件，提出了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和乡村建设的思想政策主张，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宣言》( 1922 年 7 月) ，《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 1925 年 11 月)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

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 1927 年 5 月) ，《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1927 年 11 月)

等。上述文献和文件是中共早期乡村建设的行动纲领和指南。

二、土地革命阶段

土地革命阶段，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执行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政纲、路线、任务、政策

和策略，坚持以完成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组织农会开展武装斗争和建设苏维埃基层政权，成立合作

社，恢复集市商贸，开办农民学( 夜) 校，推进妇女解放以及文化、卫生事业，乡村建设全面展开。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纲、路线、任务、政策和策略是不断完善的。《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国际

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 1929 年 9 月 1 日) ，确立了“目前党在农村中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广大

农民群众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以彻底完成土地革命，以消灭一切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以摧毁乡

村中之封建基础”。“党领导农民斗争中的总的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建立广

大农民群众之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战线”。关于土地革命的基本任务，中共六大《关于农民问题决议

案》( 1928 年 7 月) 提出了 9 条方针，包括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农村中农民代表会议( 苏维

埃) 的政权; 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代表议会( 苏维埃) 处理; 取消苛捐杂

税，“国家帮助农业经济”;“一切森林河道归苏维埃政府经营处理”等。土地问题政纲在 1932 年初

中共苏区中央局编写的《土地问题》中被进一步明确，其主张是: 以革命手段没收地主、豪绅、军阀、
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经过苏维埃，平均分配给劳动人民。土地问题政纲、总路线、政策和

策略贯彻实施，对于动员民众参与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如赣

西南当时报告，“各地的农民，自动的将本村居的人口及土地数目调查，报告到乡政府，并将一切契

约田据，摡行烧毁; 不分日夜开群众大会，解决土地问题，所以不到半月之久，将赣西南的土地分了

廿二县”。③

组织农会、武装斗争、建设苏维埃基层政权，是中共早期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土地革命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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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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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参见王景新、鲁可荣、郭海霞编著《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建设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8、190 页。
参见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 1 辑，第 318—320、95—101、110、111—114、196—199、218—21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3—11 页。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 1 辑，第 27—28、42—43、50 页;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

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8 页。



( 1927—1930) ，农会组织形式主要是农民协会。自 1931 年 3 月中共中央发出“各苏区在红五月中必

须在每个乡村将贫农团与雇农工会小组( 包括苦力在内) ……成立起来”的指示后，贫农团在各苏区

大量涌现，逐渐成为农民协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到 1933 年，江西省 10 个县的贫农团会员达 25. 71 万

人，入会比率约占贫农人口总数的 35%;“在中央苏区内八县里，贫农团团员便超过十四万九千人以

上”。建立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的主要做法是: 解散旧有之地主阶级武装团体，将其武器交与农

民自卫军，将“土豪劣绅手中的武器，移转与农民协会接近的绅士及其他进步分子手中”，最后“渐次

归到农民协会手中”; 同时“须派有军事工作能力及经验的同志训练农民自卫军，使其有野战及迅速

集中的能力”，并“置于( 党的) 指导之下”; 在各地“成立乡村自治机关的保安队，并须实行民兵制，使

每个农民都能获得军事训练”。① 动员、组织农民参与苏维埃政权建设，包括选派代表参加苏维埃大

会、讨论和决定政治事务、对政府工作监督批评等。
1. 乡村经济建设。( 1) 组织合作社。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经济政策的

决议案》( 1931 年 11 月)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 1932 年 4
月) 、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颁布《合作社工作纲要》( 1932 年 9 月) 等政策文件，推动了苏区农民合作

社形式多样、快速发展。② 一是成立耕田队、犁牛合作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江西省兴国、长汀、瑞
金等县的耕田队、犁牛合作社、互助组都有很好的发展，其中瑞金叶坪乡犁牛合作社被授予“模范犁

牛合作社”称号。二是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 1934 年 2 月，“中央苏区南部 17 县的手工业生产

合作社发展到 176 个，社员 32 761 人，股金 58 552 元”。③ 三是成立消费合作社。中央苏区的消费合

作社普及到各区乡，闽、赣两省及 17 县成立了消费合作总社。四是成立粮食合作社，到 1934 年 2 月，

仅中央苏区就成立了 1 071 个粮食合作社，社员 2. 4 万多人，股金 24. 2 万多元。五是成立信用合作

社，1933 年 9 月，苏区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信用合作社标准章程》，推动了信用合作社的发展。( 2) 兴

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植树造林等基本建设。据《红色中华》④( 1934 年 5 月 28 日，第 3 版) 报

道，“福建只长、宁、汀三县就修好坡圳四千三百六十六座，而且新开了几十条坡圳。兴国县修好坡圳

八百二十多座，水塘一百八十四口，水车、筒车七十一乘，计费人工八万七千四百八十九天，能灌溉四

十二万五千九百五十一担田”。1933 年 2 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动员农民开垦荒地的训令。1934 年

2 月，中央土地部发出“为消灭四十万担荒田而斗争”的号召。据统计，仅 1933 年，中央苏区共开垦荒

田 22 万多担，兴国、瑞金及上杭县的才溪乡，基本消灭了荒田。⑤ 此外，中央人民委员会还规定了苏

区“植树节”( 每年 3 月 16 日，自 1932 年始) ，颁布《保护山林条例》( 1934 年 2 月) 。同期，在“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革命根据地，⑥共产党领导开展土地改革，开垦荒地、培养森

林，疏浚河流、新修水利、修路架桥、地力培养，改造农业、经营( 木) 耳山、豢养牲畜、筹划田地肥料、制
造农具、禁止种植鸦片、加紧耕田耕地多打粮食，动员川陕苏区部队、机关人员及各行各业支援乡村

经济建设，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川陕苏区的面貌。1933—1934 年，仅川陕苏区首府巴中通江( 含“三

县两特区”⑦) 粮食亩产量由 1932 年的 200 来斤提升到 300 多斤，少数地方达到 400—500 斤，棉花亩

产达到 40 斤左右，粮、棉产量比红军到通江之前普遍增加 1 倍以上; 此外，大力发展茶叶、银耳、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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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景新、鲁可荣、郭海霞编著:《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建设思想研究》，第 114—115 页。
以上文件参见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 下)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3 页。
王景新、鲁可荣、郭海霞编著:《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建设思想研究》，第 137 页。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该报记录了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知识分子的许多关于农村调查和

乡村运动和建设的文章，报道了乡村革命和建设的模范案例，是研究中共早期乡村建设思想的重要史料。
王员、孙平芬:《中国共产党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当代价值———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例》，《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2 期。
川陕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辖 23 县 1 市，4. 2 万多平方公里，600 余万人口。
含赤北、赤江、红江 3 个省直辖县苏维埃政府辖区，以及苦草坝、洪口两个省直辖特别区苏维埃政府辖区。



等产业，鼓励发展畜牧业和家禽养殖，改善生活，如长赤县镇子区苏维埃有 807 户、4 600 余人，1933
年底生猪存栏 4 000 余头、牛 1 000 余头，当年支援红军肥猪 700 余头。( 3 ) 恢复集市和商贸。比如

川陕苏区的公营、合作、私有和个体商业同存共荣，农民政治地位和生产生活面貌迅速改观。这一时

期的党政军共同建设和治理乡村被苏区广大人民群众传颂为“德政”。①

2. 乡村文化和社会建设。一是建立乡村初级小学。至 1934 年，在中央苏区的 2 932 个乡中，建

成列宁小学 3 052 所，学生达 8. 9 万多人，多数学龄儿童能够入学读书，兴国县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60%，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儿童入学率不到 10%。二是开办农民夜校，推行识字和妇女解放运动。
中央苏区近 3 000 个乡中，有夜校 6 052 所、学生 9. 07 万人，学员按住所近邻编组，3—10 人一组，设

组长 1 人，规定每天每人识 5 个字，识字 3 000 个才算扫盲。三是共青团、妇委会、儿童团、少先队、赤
卫队等组织，广泛动员群众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四是发展卫生防疫事业，开展群众性卫生运

动，如闽浙赣苏区，“1932 年与 1931 年相比，疾病减少了百分之九十”。②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阶段

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和各解放区纷纷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农村土地

改革，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开展文化教育和妇女解放运动。乡村建设成为军民给养和战争胜利的重

要保障，其思想政策在实践中得到了发展。
根据地农村土地改革，是在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1942 年 1 月) 、《关于

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 1942 年 2 月) 、《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 年 10 月) 等文件，

以及《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 年 10 月) 等法规指导下展开的。这一时期，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研

究，撰写了大量指导乡村建设文章，如《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1940 年 3 月) 、《新民主主义论》
( 1940 年 1 月) 、《组织起来》( 1943 年 11 月)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 1945 年 1 月) 、《新解放区

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 1948 年 5 月) 等，丰富和发展了中共早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政策。
这一阶段，土地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更趋理性和成熟。“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恢复了原本

内涵，土地法律制度更加完善，更加重视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如《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 年 10 月) 初

步确立了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建立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框架，并赋予“农民及

其他代表有全权得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③ 抗日战争时期，“农民抗

日救国会”“农民救国联合会”等形式的农会组织建立起来。至 1939 年，“山西 111 县有各种农救会

组织，会员上百万人”。④ 在党的领导下，农会团结农民，拥护抗日军及抗日政府，组织民众参加抗日

救亡活动; 开展减租减息以及清理旧债、抽地换约等经济斗争; 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互助合作组织，开

办农民夜校、识字组和农民干部培训班，发展社会教育等诸项活动。
战争条件下的乡村建设，不仅保障了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给养，取得了抗击侵略和民族解

放战争的胜利，而且为新中国党在农村基本制度的创立和农业农村全面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国民经济恢复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农村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农业劳动力占全

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达到 89. 36%、88% 和 70%。⑤ 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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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通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5—11 页。
王景新、鲁可荣、郭海霞编著:《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建设思想研究》，第 114—115、120、137、142、166—173 页。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 1 辑，第 75—76 页。
王景新、鲁可荣、郭海霞编著:《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建设思想研究》，第 121 页。
宋洪远总主编，王景新、冯开文、车裕斌本卷主编: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变迁史论( 1949—1978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版，第 335 页。



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就抓住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
第一，恢复农村社会安定，保障农民生产、生活及生命财产安全。1949 年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一

方面有步骤地开展清匪反霸斗争，另一方面开展减租退押运动。新解放区按 25% 的比例减租，同时

废除南方农村的押租制。减租退押运动至 1951 年秋完成，增加了农户收入; 清匪反霸斗争至 1953 年

初基本完成，共歼灭匪特武装人员 240 余万人。
第二，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和保障农民财产权。自 1950 年秋始，新解放区即按照《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清匪反霸、减租减

息，同时分期分批进行土地改革。至 1953 年春，全国完成了土地改革。“它使全国 3 亿多无地、少地

的农民无偿获得了 7 亿亩的土地和其他生活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 700 亿斤粮食的苛

重地租。农民还分得了耕畜 297 万头，农具 3 954 万件，房屋 3 807 万间，粮食 5. 25 亿公斤。”①1954
年《宪法》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纳入保护范畴。自此，中国农村铲除了延续

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获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生命财产权有了保障，实现了

身份自由和人格平等。
第三，建设农村基层政权和共产党基层组织。清匪反霸摧毁了封建统治势力，瓦解了国民党基

层政权; 土地改革奠定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基础。自 1950 年 12 月至 1952 年

底，各地按照《乡( 行政村) 人民代表会议通则》和《乡( 行政村) 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基本完成农村基

层政权体系构建。“据内务府 1952 年 9 月统计，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外，共建乡( 行政村) 284 026
个。”②在这个过程中，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乡村农民协会组织、妇女组织等也都逐渐建立健全

起来，一大批乡村工作骨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乡村干部。
第四，党和国家推出系列政策措施恢复农村经济。( 1) 水利建设方面，整修堤防 4. 2 万多公里，

对水患较为严重的河流进行全流域治理。1950—1952 年，水利建设投入经费约 7 亿元，占国家预算

基本建设投资的 10%以上。( 2) 出台系列政策促进农业生产。一是制定农产品收购政策，保证农产

品按级定价、公平合理的收购和畅通运销渠道; 二是通过农产品预购办法，帮助农民筹措扩大再生产

的资金; 三是调整工农产品相对价格，增加农民收入; 四是降低农业税收，减轻农民负担，至 1954 年，

农户户均负担农业税占其收入的比例下降到 15% 左右，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至

13. 4%。( 3) 国家农业税更多的返还于农村建设。据估算，“1950—1952 年，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建设

的经费占农业税的比重从 37. 7% 上升至约 70%”。③ 党的农村系列政策措施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

性，1949 至 1952 年的 3 年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 53. 4%，年均增速约 15. 4% ( 详见表 2) 。
表 2 1949—1952 年农业农村经济主要指标

类别 1949 年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2 年比 1949 年

增长( % )

农业总产值( 亿元) 271. 8 317. 6 257. 4 417. 0 53. 4
粮食( 万吨) 11 318. 0 13 213. 0 14 369. 0 16 392. 0 44. 8

棉花产量( 万吨) 44. 4 69. 2 103. 1 130. 4 193. 7
油料( 万吨) 256. 4 297. 2 362. 0 419. 3 63. 5
糖料( 万吨) 283. 3 337. 8 498. 9 759. 5 168. 0

猪牛羊肉( 万吨) 220. 0 253. 8 293. 0 338. 5 53. 9
水产品( 万吨) 45. 0 91. 0 133. 0 167. 0 271. 1

说明: 表中数据转引自王景新《推动历史变革 探索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中国领导科学》202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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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杰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改运动再评说》，《党史文汇》2012 第 7 期。
转引自陈磊《中国共产党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949—1978) 》，硕士毕业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9 年，第 18 页。
参见苏星、杨秋宝编《新中国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9 页。



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阶段

土地改革后，农民获得了土地，但农耕具和畜役力等其他生产资料都严重不足，农民要求互助合

作，加之国家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促进，这些条件共同成为促进农业合作化的重要动力。①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草案) 》( 1951 年 12 月) 颁布实施，我国农业社会主义

改造运动进入高潮。至 1952 年底，发展互助组 830 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3 663 个，加入各类合作

组织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比例达到 41. 8%，其中新解放区约 25%，老解放区超过 65%。②“互助组

有三种类型: 一是临时互助组，主要是季节性劳畜变工互助组; 二是常年互助组，成员基本固定，组内

有生产计划和一定的制度，除劳畜变工互助外，开始在技术、副业与供销领域合作; 三是若干互助组

联组，日常生产仍然以小组为单位，在联组内互相调剂劳动力，共同使用农具。互助组的实质是农户

个体经济联合体，尚不具备集体经济的完整形态。”③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社的决议》( 1953 年 12 月) 颁行，标志着农业合作化进入到初级合

作社阶段。“1955 年底，全国已经有 190 多万个农业合作社，入社农户 7 000 多万户。”④1956 年初，

全国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初级社阶段，“合作社已经有一部分公有的生产资料; 对于社员交来

统一使用的土地和别的生产资料，在一定时间内还保留社员的所有权，并且给社员以适当的报酬”。⑤

这表明初级农业合作社已经初步形成集体经济制度。
1955 年，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 5 月 17 日)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7 月 31

日)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10 月 11 日) 等三次讲话，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编

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1956 年 1 月) 出版发行，促成了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1956 年 6 月 30 日) 颁行，标志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制度基本成型。到

1956 年 10 月，全国多数省市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各省市总农户的

90%—95%”。⑥ 1957 年，我国粮食、棉花和油料的总产量分别达到 19 505 万吨、164 万吨、419. 6 万

吨，比 1952 年分别增长 72. 3%、269%、63. 7%。⑦ 实践证明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制的效率。⑧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及时启动了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拉开大

幕，《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 》( 1957 年 10 月 25 日) 则是中国社会主义农

村建设第一个中长期规划。《人民日报》社论( 1957 年 10 月 27 日) 指出:“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

村的伟大纲领，它给我国五亿农民指出了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规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方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这一阶段: 我们党“遵循

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
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但是，

“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

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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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农村人民公社阶段

人民公社运动发轫于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958 年 8 月) 的颁行。
运动初期高潮迭起，犯了急躁冒进错误。仅 1 个月后，农工部《人民公社化简报》( 1958 年 9 月) 宣

布:“截止到本月底，全国已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当年底，“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合作社改组成为二万六

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有一亿二千多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1962 年 9 月，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简称“六十条”) ①颁布实施，人民公社进入稳定运行阶段。
农村人民公社阶段，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以推进农业现代化为主轴展开:

第一，推进农业现代化。“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经过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再到农业机械化、水
利化、化学化、电气化的发展过程。”②人民公社初期，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问题多次指示和写信，如

《党内通讯———关于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 1959 年 4 月) 强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关于

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批示》( 1966 年 2 月 19 日) 指出“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关于

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 1966 年 3 月 12 日) 强调农业机械化“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

来”。③ 随着实践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渐意识到农业现代化不仅需要“四化”，而且需要科技。因

此将现代科学技术加入到农业现代化政策中。“新中国前 30 年，我国农业经济主要指标向现代化水

平迈进了一大步: 1952 年农业机械总动力仅 18. 4 万千瓦，到 1978 年达到 11 750 万千瓦，增长了

637. 6 倍，农村种植业综合机械化程度由新中国初期不到 1% 提高到 20% 左右。”④其他指标也有大

幅度增长: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由 1952 年的 19 959 千公顷增加到 1978 年的 44 965 千公顷，约增长了

1. 25 倍; 农村用电量由 1952 年的 0. 5 亿千瓦时增加到 1978 年的 253. 1 亿千瓦时，增长了 505. 2 倍;

主要农作物，如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分别由 1949 年的 1 029 公斤 /公顷、160
公斤 /公顷、606 公斤 /公顷，提高到 1978 年的 2 527 公斤 /公顷、445 公斤 /公顷、839 公斤 /公顷。⑤ 但

也要看到，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我国农业现代化延缓了进程。⑥

第二，以农田水利为重心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开放以前的 30 年间，我国农田水利事业建

设和水利基础建设投资达到 760 多亿元，取得显著效果，打机井 230 万眼，灌溉面积达 7 亿亩。与农

田水利建设同步，党领导农民开展改良土壤、治理盐碱地和植树造林工作。到 1970 年，全国的高产

稳产农田达到 4. 5 亿亩。自 1949 年至 1953 年，全国共造林 2 565 万亩，生产木材 3 229 万立方米;

“一五”期间全国造林 1 650 万亩。⑦“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植树造林遭遇干扰与挫折。
第三，以粮为纲，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人民公社历经曲折，但这一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

年除外) 我国农业总产值及主要农产品产量始终保持了增长趋势。表 3 显示，三年自然灾害年最严

重的 1961 年，农业总产值以及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猪羊牛肉、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产量，比人民

公社初的 1958 年分别下降了 26%、26%、59%、62%、68%、62%、18%;“文化大革命”及至“拨乱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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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两年间( 1976—1978 年) ，上述指标一直有所上升。这一时期，农村工商业也得到了发展。
1978 年，“全国共有社队企业 150 万家，农村工人 2 800 多万，占农村劳动力的 9. 5% ; 94. 7% 的公

社和 78. 4% 的大队都有工业企业，近 30% 的公社和大队收入都来自社队企业”。① 社队企业发展吸

纳了剩余劳动力，改变了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也为后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小城镇蓬勃发展奠

定了基础。
表 3 1958—1978 年期间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产品产量变化

类别 1958 年 1961 年 1966 年 1976 年 1978 年
1978 年比 1958 年

增长( % )

农业总产值( 亿元) 550. 0 405. 0 640. 9 1 197. 8 1 288. 7 134

粮食( 万吨) 20 000. 0 14 750. 0 21 400. 0 28 631. 0 30 477. 0 52

棉花产量( 万吨) 196. 9 80. 0 233. 7 205. 5 216. 7 10

油料( 万吨) 477. 0 181. 4 386. 9 400. 8 521. 8 9

糖料( 万吨) 1 563. 1 506. 5 1 403. 5 1 956. 3 2 381. 8 52

猪牛羊肉( 万吨) 444. 4 166. 7 611. 9 780. 5 856. 3 93

水产品( 万吨) 281. 0 231. 0 310. 0 448. 0 466. 0 66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92) 》( 国家统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26 页) 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第四，调整农业税收和农民收入分配政策，减缓农村贫困。1949 年以来，党和国家就以促进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为核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农村分配制度、不断调整农业税收政策、减轻农民负担;

同时通过社会救济、自然灾害救济、赡养农村特困户、“五保户”等措施救济式扶贫。1978 年，“农民

人均纯收入由 1949 年的 44 元提高到 134 元，增长了 205% ; 恩格尔系数由 1949 年的 98% 下降到

67. 7%，降低了 30. 3 个百分点; 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 2. 5 亿人，贫困发生率由 1952 年的 95% 降低到

30. 7%，降低 64. 3 个百分点。这些成就，无疑为 2020 年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和实现全面小康奠定了重

要基础。”②但也要承认，“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从 1957—1978 年，农民人均纯收

入仅增长的 60. 6 元，农民无法忍受旧体制的掣肘，耐心等待农村改革时机到来”。③

第五，构建农村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体系。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投资采取“民办公助”方式。比较

而言，1966 年以前财政投资力度稍大，1966 年以后“民办”色彩愈来愈浓。人民公社时期，我国农村

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体系，比如农技站、农机站、水利站、畜牧兽医站、文化站、广
播站、卫生站( 所) 等服务于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七站八所”; 在流通领域，建有供销合作社、信用

社、粮管站，分别负责农副产品收购、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物资供应、资金储蓄贷款、粮食收购

等。尽管其服务和供给能力有限，但其组织体系健全、功能完善在中国前所未有，对于推动农村经济

发展，满足农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稳定农村社会等诸多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七、创立双层经营体制阶段

创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以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为中

心，以提高农户和村集体的生产经营能力为出发点，以发展农业、乡镇企业和建设小城镇为基本内

容，并且与撤销人民公社三级体制、恢复和重建乡镇人民政府、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等基层组织体制改

革结合在一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 年 12 月) 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拉开了农村改革大幕。翌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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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 25 项政策措施，对实现农

业现代化进行部署。自 1982 年至 198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颁布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 5 个“中

央一号文件”( 见表 4) ，渐次推进农村改革、创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开展经济建设。
表 4 创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农村基本制度阶段的 5 个“中央一号文件”

发布时间 文件名称 政策导向

1982 年 1 月 1 日
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

议纪要》

“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

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

1983 年 1 月 2 日
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

策的若干问题》

“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

营的道路”“建设星罗棋布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

经济”，改革“人民公社的体制”

1984 年 1 月 1 日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

工作的通知》

“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发展商品生产”“延长土地承

包期……应在十五年以上”“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使集镇逐

步建设成为农村区域性的经济文化中心”

1985 年 1 月 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放宽山区、林区政策”“放

活农村金融政策”“完善农村合作制”“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指导”“发

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1986 年 1 月 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

年农村工作的部署》

“落实政策，深入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推动农

村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

资料来源: http: / /www. scio. gov. cn /zhzc /6 /2 /Document /1075489 /1075489. htm，以及相关链接，访问日期: 2021 年 4 月 30 日。

村民自治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创建过程中农民的又一创举。1979 年，广西宜州宜山县三岔

公社合寨大队( 今屏南乡合寨村) 果作屯的农民将田地承包到户。翌年 1 月，果作屯农户每户派出 1
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村民委员会”，随后又制定了“村规民约”。“1981 年下半

年，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派出调查组对广西宜山、罗城一带出现的村民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1982 年

《宪法》认可了村民委员会的合法地位。”①1983 年“中央一号文件”及《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

府的通知》( 1983 年 10 月) ，指导人民公社体制改革沿“实行政社分设”的方向推进。到 1985 年春，

“全国 5. 6 万个人民公社、镇，改建为 9. 2 万多个乡( 镇) 人民政府，同时按照宪法规定，取消了原有生

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建立了 82 万多个村民委员会”。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987
年 6 月) 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基层治理的“乡政村治”格局正式形成。

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1991 年 11 月) ，明确提出“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1998 年 10 月) ，制定了“从现在起到二○一○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明确了

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坚持的十条方针。研究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程和经验，不能忽

视上述两个《决定》的重要历史贡献。
1978 年到 1988 年，是我国乡镇企业迅速崛起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 1989 年至 1991 年，进入治理

整顿阶段; 1992 至 1994 年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首部《乡镇企业法》( 1997 年 1 月) 实施

后，东西部合作进程加快，促使乡镇企业逐步走上了法制、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到 1998 年，乡镇

企业发展到 2 004 万个，作用日益显现: 一是拓宽了农村就业门路，1998 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 12 537
万人，比 1978 年的 2 827 万人增加了 3. 4 倍; 二是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巩固，

1978 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不到四分之一，到 1987 年则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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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4%，成为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而 1998 年仅集体工业企业上交的支农资金就达 64 亿多元; 三是

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1998 年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 22 186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 27. 9%，其中乡镇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 15 530 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 46. 3%，上交国家

税金达 1 583 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 20. 4%。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小城镇迅速崛起，1998 年我

国仅建制镇就发展到 1. 9 万个，是 1978 年的 5. 7 倍，全国建制镇约容纳了 1. 5 亿农民定居，完成了由

农民转向城镇居民的历史性跨越，促进了我国乡村城镇化进程。①

八、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阶段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逐步上升为国家战

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 2004 年 9 月) 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

论断，标志着我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政策由“多取少予”向“多予少取”转变; 十六届五中全会( 2005
年 11 月)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升为国家长期战略，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为扭转“三农”发展相

对滞后局面而提出的重要历史任务。
进入 21 世纪，面对工业化、城市快速推进和“三农”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学术界提出跳出“三

农”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做出了“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

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强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从国民经济社会全局角度，提出城乡共同发展战略。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

四中全会上( 2004 年 9 月) 提出了“两个趋势”论断，指出“工业化之初，农业要支持工业，为工业积

累资金; 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要支持农村”。党的十七大报告( 2007 年

10 月) 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自党的十

六大开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指导

思想。
为了遏制 2000—2003 年粮食总产量连续下降局面，2004 年颁发“中央一号文件”。这是时隔 18

年中央就“三农”问题再次下发“一号文件”。自此至今，每年初颁行“中央一号文件”形成惯例。
2004—2012 年的 9 个“中央一号文件”分别聚焦“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2004)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 2005)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6)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2007) 、“切实加强农业基础

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2008)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2009) 、“加大统筹

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 2010) 、“加快水利改革发展”( 2011) 、“推进农业科技

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2012) 。党的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2005 年 10 月) 和《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 2008 年 10 月) ，以及 9 个“中央一号文件”，是推进这一时期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和行动指南。
特别要指出，自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以来，

我们党就认识到实施这一战略的长期性。2005 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2006 年“中央一号

文件”认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历史任务”。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预期，需要持之以恒、坚持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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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段数据系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 50 年系列分析报告之六: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999 年 9 月 18 日) 一文相关内容整理，

http: / /www. stats. gov. cn /ztjc / ztfx /xzg50nxlfxbg /200206 / t20020605_35964. html，访问日期: 2021 年 4 月 30 日。



九、美丽乡村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建设行动

党的十八大启动的美丽乡村建设，是逐渐富裕的中国对农村地域空间综合价值追求的高标准规

划和建设。党的十九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追求“四化同步”、“城乡融合”和构建城乡一体

化发展新格局的新举措。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它聚焦“县域综合

服务能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完善乡村……基础

设施”“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等重点。①

2012—2021 年的 9 个“中央 1 号文件”，政策导向分别聚焦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

村发展活力”( 2013) 、“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2014)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

代化建设”( 2015) 、“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2016) 、“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201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18) 、“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 2019) 、“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2020) 、“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021) 。上述政策文件，指引新时代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和乡村建设行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特别要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战略不断推出。其中，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发展影响最

为深远的是“脱贫攻坚”、“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三大战略。中共十八大以后，国家扶贫战略进

入到“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新阶段，至 2021 年初，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

“脱贫攻坚”预期目标顺利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1 年 2
月 25 日) 中“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9 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 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

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②

新型城镇化始于党的十六大( 2002 年 11 月) 提出的“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胡锦涛同志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

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发展方略。③ 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2013 年 12 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主要

任务，指导着新型城镇化卓有成效的推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分别是中共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来的，晚

于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出。但从历史逻辑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建设行动，是社会主义农村建

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延续，是在上述战略实施成就基础上展开的。从这个角度看，

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行动早于新型城镇化战略。
“三大战略”相互衔接，在农村地域空间同时植入了“四化同步”“城乡融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等多重愿景，推动了中国农村

地域空间重构。一是乡村“三生”空间再造，包括生产空间整备( 如土地整理) 、生活空间改造( 如危

旧房和旧村改造) 、生态空间修复拓展; 二是城乡聚落空间重构，包括中心城镇、圩镇、村庄、道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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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单行本) ，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版，第 21—22 页。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单行本) ，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 页。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单行本)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 页。



系及其相对应的人口、产业、医院、市场、学校……全域布局、规划和建设; 三是区域主导产业转型和

产业体系重构( 如农业二、三产业拓展，农村地域空间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农村地域空间重构

的壮阔局面、体量规模及其制度变革的广度、深度和效益，中国无前例，全球无二例。
2021 年 4 月 29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

进法( 草案) 》。这部法律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自此，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建设行动

将进入法治的轨道。可以预见，中国“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将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大业中更加熠熠生辉。

The Historical Lineage and Stag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100 Years of Ｒural Construction

Wang Jingxin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line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100-year rural
construction，and describ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ments of nine stages in three major historical
periods. It holds that the modernization of“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 ( San Nong) ”is the most
critical and onerous task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nd has been the focus of the
CPC’s work throughout the past 100 years. Evolution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areas where“Soviet Ｒegime”
was adopted and revolutionary bases to the economic recovery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the“Four Modernizations (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y，Agriculture，National Defense，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ist rural construction，an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rural construction action，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essence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
Key Words: Ｒural Construction，A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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