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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强国建设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王　欧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00810）
摘要：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强国建设有着

深厚的历史基础，重农兴农强农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在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农业强国建设注重发挥生产力在农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同时遵循生产关系适

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围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开展了一系列

强国建设实践。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经济快速发展，乡村社会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进步，

广大农民的综合素质日益提高，形成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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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1]纵观世界强国发展史，一个国家要真正强大，必要条件之一是有

强大的农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支撑。我国正处于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全新历史方位，是转变发展

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关口，要充分借鉴国际农业现代化的有益经验，探索符合中

国国情农情的大国强农之路。我国有着上万年的文明史，以农为本是其重要特点之一。本文从历史发

展阶段入手，梳理农业强国建设的历史逻辑，分析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科学回答农业强国从

哪里来、现在何处、到哪里去等重大理论问题。

一、农业强国建设的历史逻辑

中华民族自古以农立国，重农兴农强农，以固邦强基的重要治理方式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近

代以来，面对封建制度腐败、社会动荡不安，仁人志士在内忧外患中探寻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其中

也包括以发展农业、建设农村即以农立国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紧紧抓

住不同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通过解放农民、组织农民、富裕农民，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因

此，无论从中国史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角度看，农业强国建设都有着深厚的历史逻辑。

（一）中华民族自古以农立国，形成了重农固本思想

自先秦以来，就以“籍田亲蚕制”为核心推行劝农政策，刺激生产、固本宁邦。战国时有农本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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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要“务本”“强本”。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西周时普遍实行助耕

公田的劳役地租制。周天子每年春耕开始时都在其自领地籍田，然后由各级官吏监督庶民“终于千

亩”。籍田亲蚕带有督劝耕织的意义，但主要是与助耕公田制度相联系的。此外，通过设置专职官员以

督课农桑，并以其成绩优劣考核政绩。据《国语》记载，西周农官以后稷为首，地位非常高，包括农师、农

正等。春秋战国时期，有的国家设立了“大田”，这是掌管农业与税收的职官，这些官员如果能实力助农

则加以宣扬，以示鼓励，对擅自征召劳役而使百姓贻误农时的官员查明申斥。两晋南北朝时期，均规定

各有关部门及地方官吏务必劝农耕以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农官每年以其官事勤惰为奖惩

升黜的首要标准，不尽职者免官。凡随意征调夫役妨碍农事者应受弹劾。同时，委派专官或颁行农书，

具体教谕、指导耕作，推广作物新品种，推行先进农具和耕作技术。《吕氏春秋》中的《上农》诸篇所引《后

稷农书》《礼记·月令》等即其代表。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主要推行重农抑商和轻徭薄赋政策。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则实

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等重农政策，形成了“扶民以静”、农为邦本的重农思想，使农民获得土地并减轻

其赋役，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使得唐朝前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空前繁荣。在宋元时期，为

鼓励农业生产，推行了一整套的劝农制度，包括“厚农桑”措施和设置“劝农使”。其中，“厚农桑”主要是

以减税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等手段鼓励农业生产。明朝则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把“田野

辟，户口增”作为治国之急务来抓，以“休养生息”为大治天下的决策，继续采取重农兴农强农措施，推进

赋役制度的不断变革，从而繁荣社会经济、推进社会发展。在清朝时期，农业的发展与“康乾盛世”的出

现和持续密切相关，繁荣的农业为“盛世”提供了持久的支撑力。由此可见，农业是国家社稷的根基，重

农兴农强农自古以来都伴随着国家社稷的安危与兴盛。

近代以来，没地少地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动荡。20世纪

30年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美国经济大萧条带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及自然灾害的双重影响，中国农村面

临严峻挑战，农村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在这一背景下，章士钊、董时进、梁漱溟、晏阳初等一批知识分

子提倡以发展农业、建设农村来解决中国现代化中的问题，其核心理念是从农业入手实现现代化，从而

实现中国的富强，即“以农立国”。但与我国传统的农本思想不同的是，他们主张在特殊的历史和国际

环境下，从振兴乡村、建设乡村入手去振兴工商业，“以农立国”并不排斥工业化，而是基于对现实问题

的考量和担忧，强调问题解决过程中农业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总之，近代的“以农立国”论试图系统解

决农村发展中的问题，以谋求农业发展推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救亡图

存的艰巨任务面前，并没有认识到农民的巨大力量，也没有致力于改造农村。只有一批主张实业救国

的民族资产阶级，例如张謇等开办了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涉农企业，但这也只是为了“稍分洋商之

利”，距离救民惠民还有很远的距离。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提供强大支撑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紧抓不同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通过解放农民、组织农民、富裕农民，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回顾中国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直

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夯实农业的基

础地位，制定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蓝图，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带领亿万农民翻身解放、

摆脱贫困，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大踏步迈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粮食短缺等工农红军的后勤保障问题，毛泽东同志

和朱德同志等在井冈山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建设措施。这包括了早期的《告农民书》的发布，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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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同志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调查报告，以及八七会议后决定的土地革命政策。在此基础上，井冈

山根据地的土地改革成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保障军队供给的重要一环。以农民土地私有制替代封

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让没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分到了田

地后，积极向边区政府缴纳公粮，为工农红军缓解了粮食压力。同时，红军还通过宣传和教育活动，提

高民众的政治觉悟，激励了更多人积极参与土地改革和粮食征收等活动。毛泽东同志等还积极鼓励红

军干部和民众参与农业生产劳动，增强根据地农业生产合作的意识，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在土地改

革的推动下，实现了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量大幅增加，为红军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其中包括对农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此后，周恩来同志在 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构想，将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改造落后的小农经

济，以合作化和机械化为推进重点，对个体小农进行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双重改造，使我国经济不断发

展，在世界舞台逐步奠定了大国地位。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从党和国家的全局上明确了农业的国民经济

基础地位，中国人民开始迈向“富起来”的新征程。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六大正式宣布人民生活总体上

达到小康水平，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强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破除城乡二

元经济结构。200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

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建设农业强国，并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了战略部署，提出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步骤和路径，农业强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农业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

推进农业强国建设，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建设道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原始社会以来的人类

社会演进，发现食物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要，确立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出发，剖析了资本主义特定条件下传统小农经济的局限性，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需要对小农经

济进行改造，用合作化的方式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将合作生产看作是向共产主

义过渡的手段。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

中国实现形式，也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面对个体农户与规模经营主体并存共生的格局。因此，农业

强国建设需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

（一）农业强国建设需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农业劳动为其他劳动提供了最原始的食物供给，为其他劳动的产生

创造了条件。马克思[2]在剖析 1853年欧洲爆发的粮食短缺危机时指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开化

的野蛮人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考虑获取别的东西；财富的増长和文明的进步，通

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他强调：“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

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3]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农业劳动是

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4]因此，作为食物生产主要部门的农业及农业劳动是

人类历史活动的前提，也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前提。建设农业强国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

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安全供给为首要任务和基本要求，通过建设基础稳固、体系完备的粮食供给保

障体系，为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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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强国建设需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

马克思[5]指出，小农经济“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

的畜牧和科学的累进的应用”，因此，小农经济限制了资本主义社会交往和生产力的发展，无法满足社

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但马克思所说的小农经济消亡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趋势，农村家庭工业的破

产、农村公有地和公共空间的消亡、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竞争等条件，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全部具备的。我

国第一产业人口就业数量、农业劳动力人口数量巨大，均位居世界前列。同时，农业以小农户家庭经营

为主，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 98%以上。我国小农生产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以家庭承包经营为

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也是当前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因此，“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农情，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正视的基本现实，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的起点。我们

不能照搬欧美国家和日韩的发展道路，要依据我国国情农情和发展阶段，通过土地流转和发展农业社

会化服务，把先进的技术、良种、装备等引入农业生产，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发展的有机衔接，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巩固基本经营制度，支撑农业强国建设。2022年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指出，建设农业强国要体现中国特色，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所以，农

业强国建设需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

（三）农业强国建设需要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

马克思考察了以英、美、德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指出“一经形成的工业推动

所带来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的前进运动会传播到所有其他的部门”[6]，强调在工业革命

的推动下“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

民”[7]。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现代技术，通过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大大提高

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形成[8-9]，如同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

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10]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

题》中对小农的合作化改造进行了阐述：一是先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

有；二是通过国家的引导与示范，在小农联合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初级形式；三是坚持社会

主义公有制与合作制方向，实现农业规模经营。[11]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业合作理论揭

示了建立合作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并没有过多探讨以合作化改造小农经济的过程，且因研究需要，

也没有讨论经济落后国家的小农经济需要经历怎样的时间和过程才能实现合作化。因此，当前我们致

力于建设的农业强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现实的国情农情制定战略

举措，推动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建设。

（四）农业强国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立足于物质资料生产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是对生产力作为人类社

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观点的深刻把握，推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

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扬。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探寻社会形态演变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指明生

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揭示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12]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

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

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

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这里，他详

细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

力。二百六十多年前，工业革命的兴起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通过对工业革命的深入考

察，揭示了劳动生产力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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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13]。他认为，科学技术作为渗透性要素，可以通过在生产中的应用促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

改造，优化生产力要素，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正席卷而来，新兴科学技术

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优化生产力要素及其组合，推动着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

跃升。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

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

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4]因此，加

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重在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的有机

结合，从而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扬。

三、农业强国建设的实践逻辑

我国是人口大国、小农大国、消费大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决定

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之路。

（一）建设农业强国是对中华农耕文明的传承与实践

农耕文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传统种植方式和生态循环为特征的农耕体

系，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农耕文明的演进过程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融互

进的伟大实践过程。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我国农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对自然界的适应、征服和

动植物的驯化过程中，我们的先祖遵守珍惜生态资源、保护自然环境、顺应自然规律、农林牧结合、精耕

细作、培肥地力、注重生态平衡等生产原则，形成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哲学思想。农业强国

建设也秉承了赓续文明、生态低碳的原则与特色，在悠久文明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一是以传

统种植方式和生态循环为特征的农耕体系，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作为世界农业

三大起源中心之一，目前我国栽培作物有 840多种，其中约 420种属于本土起源。以伏羲开创畜养、神

农尝百草、嫘祖发明养蚕、后稷教人稼穑、大禹治理水患等为文明发端，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东方特有

的农耕体系和模式，技术水平和文明程度在工业革命前长期领先世界。[15]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需

要注重传承这些传统的农耕智慧和模式，如农林牧结合、精耕细作、注重生态平衡等，以促进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二是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可为当前以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实践之基。在

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中，生产工具的革新也是重要驱动力之一，其所形成的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及其创

新思路，能为当前以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实践基础。在一些地方，许多传承下来的

农具和耕作技术至今仍在沿用。因此，可在继承传统农具和耕作技术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进行革

新，如智能化农具、精准农业技术等，发扬用养结合、深耕熟化、易种轮作、保土培肥、巧用天时等农耕智

慧，维持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并不断革新技术、提升生产效率，推进中华农耕文明继承与发展。

（二）建设农业强国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生动实践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

略部署。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建设农业强国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

平。同时，农业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保证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应充足，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但与农业关联的第二、三产

业则不断拓展，体量也在扩大。2021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7.3%，而按农

业全产业链口径统计，2021年全国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6.05%，农业的

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凸显。农业涉及衣食住行各个行业，对稳定社会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

位和平抑物价都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也有着巨大潜力可挖。习近平[16]总书记指

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因此，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不仅是农业强国建设的

基本要求，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所在。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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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全国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农业农村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城乡差别和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明显缩小，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从 2017年的 2.81降至 2022年的 2.44，5年时间下

降了 13%。但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来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直观、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农业仍是“四

化”同步的短板弱项，农村仍是现代化建设最薄弱的领域。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主

义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以强大的农业为支撑，紧紧抓住发展的主动权，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摆在

优先位置，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三）建设农业强国是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的生动实践

回望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农业作为最基础的产业和最重要的部门，与复兴的进程紧密联系。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需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实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一是强供给、保安全。习近平[17]总书记指出：

“虽然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但这就是一个紧平衡，而且紧平衡很可能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长期态势。”

中国是拥有 14亿多人口的大国，端好自己的饭碗、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国之大事。要夯实

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通过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强化耕地治理，发展绿色低碳的

生态农业和传承灿烂悠久的农耕文化，推进农业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夯实农业基本盘。二是促

振兴、得复兴。农业强国与乡村振兴是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关系，农业强国建设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

享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18]

（四）建设农业强国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9]以农业强国建

设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基础稳固、技术先进、装备强大、链条齐全、生态美好的农业强国，是实现

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压舱石和助推剂。当前，

我国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农业发展方式急需转型，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亟待提高，结构性、区域性矛

盾尚需解决，农业生产基础不牢、大而不强、多而不优问题仍然突出。[20]建设农业强国是稳固基础、做

强产业、决胜未来的战略性部署，着眼于“固安全、促发展、兴产业、共富裕”，全方位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盘活城乡要素、畅通经

济循环，激活农业农村潜在的投资需求和消费动能，进一步增强产业效益和竞争力，为拉动经济增长助

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添动力、聚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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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Logic，Theoretical Logic，and Practical Logic of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Agriculture

WANG Ou
（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Economy，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Beijing 100810）

Abstract：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griculture has been the pillar industry in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and thus 
building up the strength in agriculture has a profound historical foundation. Emphasizing，revitalizing，and 
strengthening agriculture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a definite result of his⁃
torical evolu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building up the strength in agriculture 
should underscore the core role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while following the objective 
laws of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dap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thus achieving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regarded agriculture as a foundation for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has carried out various measures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in agriculture，rural areas，and farmers 
for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With these efforts，China has achieved comprehensive victory in poverty allevia⁃
tion，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rural social governance improvement and ecological progress，and 
enhancement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vast number of farmers. Accordingly，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ve been formed，which are featured by comple⁃
menting agriculture with industry，driving rural development with urban progress，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complement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coordinated development，and com⁃
mon prosperity. This lays a solid basis for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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