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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乡村产业振兴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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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乡村产业存在着发展动力不足，缺乏创新成果和人才支撑，城乡产品供需发展不平衡，

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损伤过大，乡村产业发展渠道受限，发展红利的普惠性较弱等问题。针对乡村产业发展存

在的问题，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未来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坚持走创新发展之路，用创新驱动乡村产业转型升

级和人才培养; 坚持走协调发展之路，促进乡村产业平衡发展; 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兼顾产业振兴与生态保

护; 坚持走开放发展之路，借助“互联网+”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打通产业振兴渠道; 坚持走共享发展之路，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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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内容，乡村

产业振兴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产业兴旺的目标要

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破解我国乡村产业发展难

题，增强乡村产业发展动力，化解产业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增强乡村产业内

外联动，促进公平分配，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促进农业现代

化、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路径和乡村产业振兴需

要注意的问题等方面。
关于促进农业现代化方面。宋伟认为，要将

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农业的发展中去，合理利用

大数据来检测和分析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污染和资

源浪费等问题。通过有效信息的提取及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损伤。此外，大

数据还可以为农产品的精准生产和调节供需平衡

等方面提供诸多便利［1］。方向明将信息技术应

用到农业生产中称为绿色革命，这场绿色革命将

颠覆传统农业。智能型的农业模式有利于增强农

业生产力，拓宽市场渠道和融资途径，提高农民经

济收益，还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在农村的普及

性［2］。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是推动农

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列宁认为技术奇迹应该用

来改造全民的、最落后的生产———农业生产［3］324。
要改造农业生产，就要把农业纳入到科学技术的

发展轨道，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把它从盲目经营

的旧模式改造成建立在科技成就之上的现代化农

业。
关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路径。乡村振兴的

目的和落脚点就是实现产业兴旺，孔祥智认为产

业兴旺是改变了以往对量的要求而侧重于对质的

提升。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充分挖掘农业多功

能，健全发展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振兴乡村产

业要延长乡村的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

链，使农民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4］。马克思指

出:“要使这些被排挤出农业的工人不会被迫集

结到城 市，必 须 使 他 们 在 农 村 中 从 事 工 业 劳

动。”［5］369马克思认为乡村要配置一定的工业部

门，把一些集结在城市的工业转移到劳动力资源

密集的农村去发展，这样既可以解决剩余劳动力

的问题，又可以推动乡村产业的发展。
关于乡村产业振兴需要注意的问题。姜长云

指出，乡村产业振兴要避免出现盲目跟风和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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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竞争等问题，要推进我国乡村产业专业化、特色

化发展。我国乡村资源禀赋各异，产业振兴要因

地制宜、分类施策，形成分工协作、错位发展的格

局［6］。此外，还要注意对农民的主体地位的保护

和落实，防止在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中出现农民

利益被边缘化的问题，还要注意提升农民参与产

业振兴的能力。恩格斯认为在产业发展的过程

中，资本家生产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利润，而

对自然生态等其他事项漠不关心。传统粗放型的

发展模式下，产业越发展，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破

坏越严重。恩格斯看到了产业发展造成的生态的

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7］383。因此，在

产业振兴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生态损伤问题的关

注。

二、我国乡村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乡村产业振兴存在着缺乏创新成果和人

才支撑，城乡和产品供需不平衡，产业发展生态环

境损伤过大，开放程度有待深入，发展红利的普惠

性较弱等问题。
( 一) 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缺乏创新成果和人

才支撑

当前我国乡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一方面是

因为缺乏科技创新成果的助力。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产量逐渐增加，但

是我国农业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较低，科技

成果供给和需求脱节问题较突出，使科技成果转

化呈现出“哑铃型”特征。我国每年约有六千项

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投入到市场中开发使用的

仅有 30%到 40%，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科技创

新成果向市场转化困难，造成了科技创新成果的

闲置与浪费，还严重影响了我国乡村产业生产设

备的更新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阻碍了我国乡村产

业的现代化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我

国乡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是因为缺乏新型人才的

支撑。在我国现有的教育模式中，对乡村产业人

才培养的方式较为单一，主要以全日制的课堂教

学为主，在教学安排和教学时间设置方面较为死

板单一，没有对教育对象的特点和作息规律进行

充分的考虑。当前职业教育模式下教学安排单

一、培养周期长等限制使很多潜在的受教育者望

而却步。
( 二) 协调发展程度不高，城乡和供需发展不

平衡

发展协调程度的欠缺，导致了我国城乡发展

的不平衡和农产品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一方

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把

改革的重点和中心放在城市上，农业支持工业、乡
村支持城市发展，共同推进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

的进步。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我国人口和资本在

城乡间的自由流动，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资本、劳
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出，农民失去了平

等发展的机会，乡村产业和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严

重制约。另一方面，我国农业经过长期的发展与

进步，农产品总量已经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温饱

型农产品供给已经满足了需求，甚至出现了产能

过剩的现象，但是中高端农产品供给却存在着很

大的缺口。农产品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与我国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此外，由于大量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造成了消费

者对农产品信任度和安全感的降低，部分产业，特

别是乳制品产业进口量激增。近十余年来我国低

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已经逐渐丧失，以补贴为主

的农业政策难以推动我国农业竞争力长足的增

长，我国农产品抢占国际市场也愈加艰难。如何

确保农产品优质有效地供给，实现经济发展新常

态下农产品市场的供需平衡，是当前我国农业领

域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
( 三) 绿色发展存在短板，产业发展生态环境

损伤过大

以往用传统工业化式的思路来发展农业，追

求的是生产总量的提升、生产规模的扩大，在此方

式的引导下农民只能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机械的使

用率、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农药化肥使用量等方式

来实现增产，对于产品的附加值却没有予以重点

的关注。我国化肥和农药的大批量使用，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量，但是却降低了产品的

绿色质量，造成了土地硬化、食品安全等问题。工

业化农业的发展对生态和环境带来了诸多负面影

响，是当前乡村产业振兴需要着力解决和克服的

又一难题。
( 四) 开放程度有待深入，乡村产业发展渠道

局限

当前，在以线下实体销售为主要形式的农产

品销售模式下，农产品需要经过生产者、产品收购

企业、经销商等诸多的流通环节，农产品的流转周

期较长，产品的经营成本和损耗率也随之增加。
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难以建立直接的交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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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无法获取关于产品生产最直接的信息，对于产

品的品质保障和生产溯源也多有担忧。农产品的

销售也深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往往采取就近售

卖的方式，产品的受众面和销售渠道十分有限。
“互联网+”模式的提出和推广为我国乡村产业振

兴打开了新渠道，但是我国乡村产业整体信息化

水平偏低，乡村传统产业与互联网技术产业缺乏

深度的融合，乡村产业缺乏大型产品供应链的信

息共享平台，无法将农户的生产信息、物流运输信

息和市场销售信息进行全面有效的整合，导致了

产品的供应方和需求方信息的不对称，进而阻碍

了农产品的销售和推广。此外，由于我国乡村产

业现代化和开放程度较低，主要局限于周边区域

性贸易，没有广泛地参与到国际贸易的竞争与合

作中，严重限制了我国农产品潜在市场的开拓。
( 五) 发展红利的普惠性较弱，成果共享有待

优化

在城乡二元发展机制的影响下，乡村大量的

青壮年进城务工，2016 年，中国乡村进城务工高

达 28171 万人 ，这不仅导致乡村产业振兴缺乏劳

动力资源，还导致了乡村地区养老问题的加剧。
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不仅使农村青壮年人口

流出，乡村产业从业人口老龄化加剧，还使我国

“养儿防老”的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
现阶段我国乡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非常薄弱，

根本无法满足当前乡村地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大量

缺口，建设公共服务型养老事业缺乏大规模的资

金支持。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为城市的建设和产业

的发展贡献了税收、劳动和技术，但是在城乡二元

结构的影响下，他们难以被城市纳入市民的行列，

年迈后被迫回到农村，使乡村医疗、养老等社会公

共服务问题面临巨大压力。

三、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乡村产业振兴

实现路径

乡村产业振兴需要遵循新发展理念，坚持走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路。用创新驱动乡

村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农

产品的供给平衡，在振兴乡村产业的同时兼顾生

态环境保护，借助“互联网+”和“一带一路”合作

倡议拓展乡村产业振兴渠道，用乡村产业兴旺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快实现“农村美、农业

强、农民富”的发展目标。
( 一) 坚持走创新发展之路，用创新驱动乡村

产业转型升级和人才培养

创新发展重点是解决发展动力的问题。要实

现乡村产业振兴，必须改变传统的依靠物质要素

投入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向依靠科技创新驱动。
要用科技创新驱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科技

产业与乡村传统产业的关联度，通过政策优惠、金
融支持、人才下乡等方式积极引导产业技术向乡

村产业的扩散。把创新作为改造乡村传统产业的

突破点，鼓励乡村产业从简单的制造和贴牌生产

转向自主创新领域，开发自主产品，创造独立品

牌，实现由制造向创造的突破。乡村产业要重视

产业价值链和附加值的提升，通过发展与主导产

业相关联的副产和培育新兴产业，延伸乡村产业

链，提升乡村产业整体的规模和市场竞争力。用

科技创新驱动乡村产业的升级，关键在于对核心

技术的突破，拓展产业的发展方向，培育经济新增

长点。乡村产业振兴要利用好“互联网+”、人工

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各生产领域的升级转型，用

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长足的发展。
要突破阻碍创新成果转化的藩篱，打通科研

机构与乡村产业合作的通道，建立以市场为导向

的合作机制，提升科技创新成果向乡村产业领域

转化的能力，为我国乡村产业振兴增添动力。一

方面，要建立快速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以及时获

悉市场需求。密切关注乡村产业发展的动态，实

现科研机构与乡村产业的沟通常态化，帮助科研

机构及时捕捉市场信息，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研

究方向和内容，构建市场需求与内部研发创新能

力的协调机制，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另

一方面，要加强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引

导乡村产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同建立技术创新

成果的服务平台，鼓励乡村产业与高校、科研机构

共同申报项目。通过选派专业的科研人员到乡村

产业园区、产业基地挂职交流等方式，搭建以科技

创新成果数量、成果转化率、接轨应用的程度等因

素为考核指标的评价体系，提高科技创新成果在

乡村产业应用的成功率，为乡村产业振兴更好地

注入发展动力。
要用创新引导人才培养，创新乡村人才培养

模式，推广符合乡村产业发展需求的培训内容，为

实现产业兴旺培育人才，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是当前推

动我国乡村产业振兴所迫切需要的，要以此为人

才培养的目标，创新农村职业教育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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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职业教育要针对不同类别受教育者合理安排

时间进行培训，采取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结合、远
程教育和现场指导结合、常态化学习与短期培训

相结合等方式，开展脱产、半脱产等多种教学模

式。在教学方式方面，农村职业教育要以实践教

学为主要特点，除了安排必要的课堂教学方式进

行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之外，要以能够快速有效

解决产业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为标准，加强实

践教育的内容安排，增强受教育者的实践感性认

知，避免出现教育内容和乡村产业实际运用相脱

节的现象。改进农村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积极

开展联合培养等方式。通过学校与企业的合作，

提高教学、生产资源的利用率，增强人才培养的针

对性和与生产对接的紧密性，提高人才培养与乡

村产业振兴需求的契合度。
( 二) 坚持走协调发展之路，促进乡村产业平

衡发展

协调发展重点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实

现协调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维持好系统内部

各部分的平衡，着重补齐发展短板，以实现整体的

优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立健全城乡发

展一体化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要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

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
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8］。当

前，要推动城市资本、技术、人才下乡，促进城乡间

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在城乡协调发展的倡导下，要鼓励城市居民

下乡进行投资和消费，促进人财物等资源向农村

的回流，形成城乡间良性互动。要积极实施城市

社区支持乡村发展的合作项目，由城市社区与乡

村农户直接达成合作协议，形成互信、稳定的市场

合作关系，增加合作双方的经济收益。要引导和

鼓励城市居民和各种社会资本入驻乡村产业，在

乡村联合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营。在经营模式

上，开展种植与养殖结合的循环经济。市民可以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租赁菜地和农舍等场地进行种

植和饲养活动，在闲暇之余可以到乡间体会田园

的乐趣，在其他时间可将租赁的菜地托管给农场

统一打理。在城乡协调发展的机制下，市民下乡

盘活了农村生态、人文等以往不被纳入生产要素

的资源，拉近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减少农产

品因中间流通环节所产生的损耗，丰富了农户的

经营销售模式。市民下乡派生出对绿色生态、休

闲观光等产业多样化的需求，可以丰富乡村产业

的业态，为乡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

乡村居民不仅可以增加经济收入，还可以避免因

外出务工而造成的老失所养、幼无所教的困境。
为了缓解当前我国农产品的供需失衡，要推

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培育具有地域特色的优质农

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国幅员辽阔、农业的

地域性特征较为鲜明，要根据不同区域生产条件

的差异性和市场需求合理布局农业生产。农业生

产要由扩大生产规模转向适度规模的特色生产，

以产品的唯一性和品质的不可复制性为导向，引

导农业生产向最有优势、最适宜的区域集中，避免

产品同质化的恶性竞争，以适应新时代个性化、品
质化的消费市场需求。要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

发展适宜的主导农业，在沿海发达地区发展高科

技含量、外向型农业，重点培育高附加值的区域优

质农业品牌; 在平原地区要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发

展大宗农产品生产，根据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进

行分区种植，发展区域优势种植品类; 在城市的近

郊区域要积极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发展特色郊

区农业，促进农业、服务业等产业的协同发展。要

重视对传统工艺和独特资源的挖掘，开发区域特

色的优质农产品，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现实需求。
( 三) 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兼顾产业振兴与

生态保护

绿色发展重点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良

好的生态环境是公共产品，是普惠民生的福祉。
新时代乡村产业振兴要转变传统粗放式的发展模

式，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将生态文明落实到

产业振兴中的各个环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

乡村产业生产的节能减排，兼顾产业振兴与生态

保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对

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建设好生

态环境、治理好污染问题，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新 时 代，为 人 民 创 造 良 好 的 生 产 生 活 环

境”［9］。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生产的物质基

础，不同代际之间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谋求生存

和发展的权利是平等的，当代人应该为子孙后代

的资源管理负责。面对乡村产业无限的发展与自

然资源有限的矛盾，就要求我们转变传统粗放型

产业发展模式，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在从事生

产活动时产生的废料可以转化为其他生产环节的

原料，通过资源的再利用，从生产的各个环节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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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浪费，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率，避免低利

用率造成的资源浪费，实现乡村产业的节能减排。
根据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建立起立体循环式农

业，统筹好农牧渔林产业和种养各环节的循环。
通过发展绿色循环产业，节约生产成本，提高资源

的利用率，有利于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

重提升。除了提高资源利用率，还要优化调整乡

村产业结构，改造乡村传统产业，利用清洁技术、
可再生资源等现代科技，推动乡村产业新旧动能

的转化，降低生产的能耗和污染。对于现有的生

产能力远落后于行业平均水平且高能耗、高污染

的产业要及时淘汰。通过以上举措，来降低乡村

生产领域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缓解生产发展

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乡村产业的绿色振

兴。
( 四) 坚持走互联网发展之路，拓宽乡村产业

振兴渠道

互联网发展重点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的问

题。传统的线下销售模式，农产品流通的中间环

节较多，产品损耗和交易成本也随之增加。借助

“互联网+乡村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将市

场细节融入到乡村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借助互联

网技术在消费者和乡村产业经营者中间搭建一个

互动便捷的平台，推动电子信息技术与乡村传统

产业的结合，开辟乡村产业经营、流通的新渠道。
1．在生产领域。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构建

农产品供应链的服务平台，对农产品集中控制和

同步化传输，加强供应链主体的信息交换，实现农

产品的企业互联、信息对称、服务互补和资源共

享。要打通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推进“互联

网+”模式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应用与发展，使各类

信息渗透到农村中，切实指导乡村产业的生产，借

助云端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等科技手段提高乡村产

业的现代化程度。
2．在销售领域。信息技术和通讯水平的提高

可以促进乡村产品供应链的发展，增加乡村产业

的市场份额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大数据的收集帮

助供给端精准定位目标消费者，提高市场营销效

率。要加快完善乡村的物联网建设，促进大数据、
云计算、移动通信等技术的融合，引导第三方应用

程序接口的开放，形成终端平台的应用商店，为乡

村产业扩展更多的下行渠道。在乡村地区“互联

网+”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农业电子商务，线上的

营销渠道成本与传统线下销售相比更具有价格优

势，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要进一步发挥好其流通

半径小、价格优惠的特点，提升农产品供货和到货

的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电子商务优质、低价、便
捷等优势。借助于第三方物流企业，将产品销售

至其他地区和国家，突破传统线下销售的地域限

制。
3．在监测领域。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农产品

质量溯源平台，提升农产品追溯系统的信息化水

平，采集和公示等各个环节的数据，提升产品相关

信息的透明度，提高农产品的食品安全保障。将

农产品各环节进行信息化处理，还有利于产品监

管部门开展质量监测和管理工作，快速、准确地定

位到不合格产品的问题源头，有针对性地处理和

解决问题。“互联网+”模式的应用和推广可以突

破传统的时空限制，为乡村产业打通与外界连接

的路径，大大提升开放的程度，为乡村产业振兴创

造了新的发展模式。
( 五) 坚持走国际化发展之路，引导乡村产业

开展国际贸易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出口性贸易政策导

向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农业市场的交流与合作，

农业经济快速发展。“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推

进为我国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更宽阔的发展平

台。我国乡村产业要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合

作，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优化配置世界市场的农业

资源。我国农业国际贸易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

进出口市场集中化的问题，借助“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倡议的良好契机，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以

拓宽农产品的贸易市场，为我国乡村产业创造更

多元化的市场选择路径，对接国际化发展的轨道。
一方面，我国乡村产业要加强“走出去”。要扩大

中国特色优势农产品的出口贸易，重点培育一批

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产品优质品牌，提高我国农产

品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占有率。在积极拓展国

际市场的同时要侧重我国农产品贸易的战略转

型，平衡好合作区域间产品贸易的竞争与互补，实

现合作双方效益的最大化，理性避免与沿线国家

农产品贸易的恶性竞争。为促进国际农产品贸易

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要逐步实现国际农产品进出

口标准的统一化，通过签订农业贸易合作标准化

认证协议，减少贸易摩擦。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

标准的制定，在保障本国农业贸易利益的同时促

进世界农产品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我

国乡村产业要利用好“引进来”。“一带一路”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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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国家农业资源差异性特征明显，存在着较强的

互补性，这为我国乡村产业提高开放度，打开国际

市场提供了合作前提和基础。乡村产业要提高对

差异性资源的整合能力，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建立优势资源合作项目，实现资源的互补。要

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经验，合理利用农业

技术区域比较优势，提高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含

量和农业资源的利用率，提高我国乡村产业的现

代化和科技化水平，提高跨境农产品贸易一体化

水平，形成我国乡村产业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 五) 坚持走共享发展之路，促进乡村产业振

兴的共建共享

共享发展重点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目

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

造者，只有履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责任和义务，

才能享有社会发展红利，在共建的过程中实现共

享。乡村产业振兴要坚持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

通过政府、企业与农户形成利益联结机制，以逐步

提升乡村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我发展能

力，实现持续增收，彻底激活乡村产业的生命力。
政府要协调好乡村产业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合作关

系，尊重农户的主体地位，激发其参与产业振兴的

热情与活力，科学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与农户开

展系列合作，加强信息、技术、资源的共享，密切合

作行为的协调联动。企业在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要处理好产业获利与

济困帮扶的关系，加强社会责任意识，发挥好先富

带后富的作用。社会力量要加强组织内部运作管

理与帮扶能力建设，促进社会资源向广大的乡村

地区流动，积极承担起带动乡村产业振兴的责任。
此外，农户要利用好合作机遇，不断提高自身的技

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完成好与企业、社会组织的对

接工作，积极参与到乡村产业的建设中去，丰富自

己的角色和功能，在产业振兴中获得自身的收益

与发展。通过完善政府主导、多方合作、共建共享

的乡村产业振兴机制，以“先富”带“后富”助力乡

村产业振兴的顺利开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总

目标。
在“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的共享发展理念指导下，人民不止

是生产者、劳动者，还是消费者和享有者，人民有

资格和权利来共享产业发展的成果。要用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满足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时代

需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让广大乡村

人民更有获得感的具体形式之一。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保障广大人民群

众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要在多层面来保证

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各主体的权利公平和机会公

平: 在社会权利层面，要完善我国现有关于乡村产

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条例，保障其在参与产

业振兴的过程中的正当权益以及权利受损时平等

地享有法律援助和救济; 在经济层面，要妥善处理

参与乡村产业振兴各主体的分配关系，保障其平

等地享有社会公共服务、产业振兴资源和产业利

润分配的权利; 在政治层面，要理清政府、企业和

农户的主体责权，保障其平等地享有乡村产业振

兴的参与权、监督权及个人发展权，促进多元主体

协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在文化层面，要积极发展

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和乡村职业教育，保障其平

等的享有教育和再教育等促进自我发展的权利;

在生态层面，要将生态损伤成本核算进乡村产业

振兴的成本中，本着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

的原则，明确各主体平等地享有绿水青山权利及

承担生态环境污染代价的责任。最为重要的是，

在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中要保障权利与义务的对

等，政府、企业和农户都有义务参与到产业振兴

中，通过过程的共建和成果的共享最终实现共同

富裕的总目标。保障参与乡村产业振兴各主体的

权利公平和机会均等有利于激发其投身乡村产业

的热情和信心，使他们能更有参与感和获得感，实

现人人尽力、人人参与、人人享有。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自成立以

来始终都是心系群众，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改革和发展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

民福祉”。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具有的公平性、普

惠性等特征，基本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可以缓解广

大人民群众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还可以充实人民美好生活的内容，是乡村产业振

兴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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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Guidance of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LIANG Huichao1，2，ZHOU Xuan1

( 1．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 Ｒesearch Center for Beijing-Tianjin-Hebei Development，Tianjin 300401，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 in our country's rural industry，such as insufficient de-
velopment power，lack of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and talent support，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roduct sup-
ply and demand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excessive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industrial de-
velopment，limited development channel of rural industry，and weak universality of development dividend．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in the future needs to adhere to the road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ural industry and personnel training with innovation; to adhere to
the road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to adhere to the
road of green development，giving consideration to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to adhere
to the road of open development，opening up the channel for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help of“Internet
+”and“the Belt and Ｒoad”cooperation initiative; to adhere to the road of shared development，promoting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counter-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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