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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后减贫战略】 

 

1．家庭财政转移支付如何有效阻止脱贫家庭重返贫困呢——基于多维返贫测量视角 

文献源：农业技术经济,2021-12-17 

摘要：贫困被视为人类幸福的敌人。我国脱贫攻坚战略在取得成效的同时面临返贫风险，

财政对阻止返贫的机制及效用值得重视。本文探讨返贫发生机制及财政“阻返”作用机

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在A-F多维贫困测量的基

础上识别家庭的多维返贫情况，并使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家庭财政转移支付的“阻返”

效应。结果显示：家庭财政转移支付中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能显著阻止脱贫家庭返贫

的可能，现金转移支付的“阻返”和阻止致贫或持续性贫困效果不明显。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1A/Csgk0WG_OkaAZVmuAAzGGsPfjgQ184.pdf 

 

2．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

验证据 

文献源：农业技术经济,2021-12-15 

摘要：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发展的影响已被广泛讨论，但少有研究从生命

周期视角探讨留守经历与儿童长期发展的关系。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调查（CMDS）数据，构建4个维度6个指标的多维测量框架,系统考察了儿童期留守经

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新生代农民工收入贫困率很低，

但多维贫困率较高,健康和社会保障维度贫困是其陷入多维贫困的主要原因。（2）留守

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状态和多维贫困指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果通过

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3）留守经历对女性、“90后”、短期流入、省内流动的新生

代农民工多维贫困影响更大，父母双方均外出型比父母单方外出型留守经历的作用更明

显。（4）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留守经历产生多维贫困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新生代



 

农民工健康的显著负面作用。因此，有必要制定针对性政策提升农村留守儿童与新生代

农民工人力资本，减轻“拆分型”家庭模式对农村儿童长期发展的不利影响。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F/EC/Csgk0GHAHmOAZiVpAA0YPajOwTw990.pdf 

 

3．中国传统村落与贫困村的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 

文献源：自然资源学报,2021-12-09 

摘要：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五批传统村落及"十二五"期间"整村推进"贫困村为对

象，分析中国传统村落和贫困村的空间相关性，并探讨其与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

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传统村落与贫困村的空间相关性方面，传统村落密度

高—贫困村密度高的聚类区域主要分布在湖北、湖南、贵州以及广西的交界、山西北部，

集中在连片特困山区。低—低类型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沿边、西北以及部分沿海地区，

低—高类型区域集中在省际边界地区，高—低类型区域则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浙江和福建。（2）将传统村落密度低—贫困村密度低类作为参照，低—高类区域与

交通可达性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显著负相关，与人口、气温、高程、坡度这几个变量显

著正相关；说明传统村落密度低的区域，人口更多、交通可达性水平差、地区经济发展

更差、自然条件更为恶劣（气温变化、坡度和高程增加,降水量少）地区，陷入贫困的

风险也更高。（3）相对低—低类型区域，城镇化率与高—低类型区域显著正相关，说

明当同时位于低密度贫困村区域时，传统村落密度更好的地区其城镇化率也更高，城镇

化进程没有严重冲击传统村落的保护；高—高类区域与交通可达性水平、人口呈显著负

相关。（4）不同坡度、气温、降水量对传统村落与贫困村分布空间相关性的影响情况

均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因地制宜制定传统村落扶贫开发策略。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基于

传统村落保护和开发的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对象指引支撑。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1A/Csgk0WG_OyGANWhCACgi55fM8Xs013.pdf 

 

4．2021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成功举办 

【国家乡村振兴局】2021年12月7日，由国家乡村振兴局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

的“2021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第11届中非减贫系列会议）以线上视频

会议形式成功举办。会议主题是“中非减贫合作：乡村发展的政策与实践”。刘焕鑫在

致辞中指出，201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中国

现行标准下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这一伟大成就，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减贫进程，



 

极大增强了国际社会减贫信心，为世界减贫和乡村发展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本次会议共有来自26个国家的70余人线上参会，其中国外副部级参会嘉宾4人，其

他参会人员包括25个非洲国家的政府及相关部门官员、12个国际机构和地区组织代表、

19个非洲国家的驻华使节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非洲国家在华留学生等。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1/12/8/art_624_192921.html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及演进展望 

文献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2-13 

摘要：基于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关于乡村振兴等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打赢

脱贫攻坚战以来近一年的实践，从历史、理论、实践三个维度阐述了脱贫攻坚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分析了有效衔接实践的进展及面临挑战。从有效衔接战术、衔接

战略、党的领导三个视角展望并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对策建议。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1A/Csgk0WG_PBmAfbIVABu6UYZ0cO4699.pdf 

 

2．农业农村部：《“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将聚焦七大重点任务 

【国家乡村振兴局】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表示，近日

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了

未来五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思路目标和重点任务。这是首部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

代化一体化设计、一并推进的规划，近期将公开发布。《规划》明确“十四五”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要聚焦七个方面重点任务，就是“三个提升、三个建设、一个衔接”。聚

焦“三个提升”，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提升农业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聚焦“三个建设”，推进农村现代化：

建设宜居宜业乡村，建设绿色美丽乡村，建设文明和谐乡村。最后是聚焦“一个衔接”，

就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1/12/10/art_624_192973.html 
 
 



 

【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区域】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

－2025年）》 

发布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们政府 

发布时间：2021-12-05 

摘要：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方案（2021－2025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民群众健康，

事关美丽中国建设。为加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制定本方案。行动目标为，到2025

年，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步。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稳步提高，厕所粪污基本得到有效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断提升，乱倒乱排得到

管控；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明显提升，有条件的村庄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源头

减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升，长效管护机制基本建立。着重于扎实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推动村容村

貌整体提升，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

化组织保障。 

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2/05/content_5655984.htm 

  

2．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国土整治研究进展及关键问题 

文献源：自然资源学报,2021-12-08 

摘要：中国国土整治历经40年发展，在促进乡村耕地保护、解决土地资源低效利用问题、

助力扶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中国国土整治事业发展历程，基于文献计量

分析与文献综述方法总结相关研究进展，提出了未来国土整治研究的关键问题，得到以

下结论：中国国土整治事业与研究都历经国土整治规划、专项国土整治、国土综合整治

三个阶段，促进乡村振兴是当前国土整治的最重要历史任务；目前形成了以解决国土空

间与资源利用问题为目标，以服务政策管理需求为导向，以土地利用研究为理论支撑，

以农用地整治、农村居民点整治、国土综合整治等为主要对象并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拓

展的研究体系；形成了包括业务管理部门与特色科研单位为核心的分散组团式研究群

体；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国土整治研究围绕土地整治规划选址与分区决策、土地整治项目

全流程监测监管与绩效评价、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评价、土地整治政策成效评估等现实

需求以及土地整治驱动生态系统变化机制、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方法、土地利用冲突协调



 

机制等科学问题开展了大量特色研究,充分发挥地理学经世致用特点。面向未来国土综

合整治研究，应重点围绕"理论框架—问题识别—规划决策—技术体系"解决关键问题，

以理论研究推动中国国土整治事业发展，为促进乡村振兴目标实现做出贡献。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F/EC/Csgk0GG_O1qAfsT2AFKdtelmRv0143.pdf 

  

3．中国农地流转与农民收入的时空耦合关系及空间效应 

文献源：自然资源学报,2021-12-08 

摘要：基于中国省域2003—2018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分析农地

流转与农民收入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剖析农地流转对不同

类型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在时间维度上，农地流转与农民收入的耦

合协调发展程度趋于优化，但农地流转一直以滞后于农业收入为主，农地流转由同步于

非农收入转为超前于非农收入。（2）在空间维度上，农地流转与不同类型农民收入的

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在不同省区之间差异明显。（3）农地流转显著促进了本地区农业收

入与非农收入的提高，且农地流转对农民人均收入产生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虽然户均

农地规模增加并没有显著提高非农收入，但农地的规模经济使得户均农地规模增加，显

著促进了农业收入提高。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F/EC/Csgk0GG_OWuAaR5uACu6UtPFF-8151.pdf 

  

4．农产品网络销售会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地经营规模吗 

文献源：农业技术经济,2021-12-07 

摘要：农产品网络销售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日益凸显。但是，目前尚未有研究就

农产品网络销售是否会影响以农地规模化经营为代表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进行充分探

讨。本文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CMES），以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分析对象，在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模型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检

验农产品网络销售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1）农产品网络销售会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2）农产品网络

销售会通过增加销售收入、减少销售过程的交易成本、促进农产品质量标准化三条路径，

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该结论为以期培育与“互联网+”紧密结

合的规模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科学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借助农产品网络

销售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向规模化转变。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F/EC/Csgk0GG_OkiANh_TAAo3AV-v-lQ495.pdf 



 

5．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全面发展的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 

文献源：改革,2021-12-13 

摘要：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主体是人，让占我国人口1/3以上的农

民融入现代化进程以实现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有之义。从逻辑上讲，农民

全面发展应具备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素质与生活方式维度充分且均衡发展的特征。

现阶段，我国农民文化、健康及信息素养均有不同程度提高，经济维度现代化进展明显，

政治参与情况趋于改善，社会参与呈现个体差异，人居环境改善明显，现代生活方式意

识不断提升。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我国农民全面发展既有来自体制机制的阻碍，又有来

自乡村建设和农民自身层面的阻碍。建议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为着眼点，以城乡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抓手，着重从破除体制机制瓶颈、推进村庄建设与强化农民

主观意识三个方面推进我国农民全面发展。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1A/Csgk0WHAH4mACZXdACgYlSm6Q48422.pdf 

 

6．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印发《“万企兴万村”行动倾斜支持国

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 

发布源：国家乡村振兴局 

发布时间：2021-12-14 

摘要：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倾斜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决策部署，

广泛动员民营企业助力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意见》总体部署，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确定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的意见》和全国工商联、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光彩会、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的实施意见》部署要求，国家乡

村振兴局、全国工商联联合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倾斜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专项工作，制定工作方案。以“万企兴万村”行动为平台，采取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

结合、政策支持与民营企业参与相结合、集中发动与持续推动相结合、公益帮扶和投资

经营相结合等方式，动员引导民营企业与重点帮扶县开展帮扶对接，帮助发展产业，参

与乡村建设，促进就业创业，开展消费帮扶，救助困难群众，助力重点帮扶县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尽快补齐区域性发展短板，在全社会营造民营企

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1/12/14/art_624_193003.html 
 



 

【乡村振兴:国际经验与动态】 
 

1．USDA Invests $5.2 Billion to Build and Improve Critical Rural Infrastructure in 46 

States and Puerto Rico 

【USDA】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Secretary Tom Vilsack announced that 

USDA is investing $5.2 billion to build and improve critical rural infrastructure in 46 

states and Puerto Rico. The investments reflect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commitment to Building a Better America by investing in rural communities and will 

help expand access to high-speed internet, clean water and reliable electricity in 

people’s homes and businesses across rural America. This announcement follows the 

recent passage of President Biden’s historic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 and reflects 

the many ways USDA Rural Development’s programs are helping people, businesses 

and communities addres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needs to help rural America build back 

better. 

链接: 

https://www.usda.gov/media/press-releases/2021/12/16/usda-invests-52-billion-

build-and-improve-critical-rural 

 

2．The CAP contributes to a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U rural areas 

【European Commission】Poverty and land abandonment would be more pronounced 

in the absence of 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 however administrative burden 

limits the efficiency of CAP support in rural areas. The evaluation of the CAP’s impact 

on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ssess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AP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by reducing social and economic 

imbalances, including social exclusion in rural areas and between rural and surrounding 

areas. Based on an external evaluation support study, replies to a public consultation 

and additional analysis carried out by the Commission, the evaluation is relevant for the 

long-term vision for the EU’s rural areas, which aims to enable rural areas to make the 

most of their potential and support them in facing demographic change, the risk of 

poverty and limited access to services. 

链接: 

https://ec.europa.eu/info/news/cap-contributes-balanced-development-eu-rural

-areas-2021-dec-13_en 

 



 

3．EU agricultural outlook 2021-31: sustainability and health concerns to shape 

agricultural markets 

【European Commission】Over the next decade, EU forest area will continue to grow,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ole of forests in carbon storage supporting it. Consumers’ 

concerns over th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will result in a higher attention paid 

to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products’ origin for meat. Organic milk production is 

expected to rise, providing higher economic value for producers,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nd contributing to higher animal welfare. Consumption of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is also projected to increase, benefiting from further health awareness. 

These are just a few of the projection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gricultural outlook 

for 2021-31 report published on 9 December 2021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链接: 

https://ec.europa.eu/info/news/eu-agricultural-outlook-2021-31-sustainability-a

nd-health-concerns-shape-agricultural-markets-2021-dec-09_en 

  

4．Navigating the early stages of a large sustainability-oriente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roject: Lessons from Træna, Norway 

文献源：Tourism Management,2021-11-18 

摘要：This paper draws on data collected through multiple approaches and presents an 

exploration of the early stages of a large sustainability-oriente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roject. Through a streamline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study revealed 

four tactical moves deployed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project. The moves include 

instilling project legitimacy, forging a support network, anchoring the project, and 

mobilising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se moves tend 

to reinforce each other, and thus they require concurrent implementation. 

Subsequently, the study develops a framework delineating drivers, enablers, challenges, 

and key success factors for navigating the early stages of a large sustainability-oriente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roject. Intriguingly, the study contradicts the path 

dependence perspective, which is often used in project management research. Instead, 

it suggests that the early stages of such projects require tactical path creation involving 

well-calculated actions that serve as a breeding ground for valuable random incidents.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F/EC/Csgk0GG_OCSAMMLAAChghzy0Lgs247.pdf 



 

5．‘We would like this place to be a town’: The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of rural 

development near protected areas 

文献源：Wor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2021-10-25 

摘要：The degree to which African small town development poses a challenge to 

conservation near protected areas remains understudied. Low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imit the ability to investigate and theorize how rural populations alter the 

built environment as incomes ris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s of dwelling construction in two Mozambican villages located near Limpopo 

National Park where rhino poaching has financed rapid rural development. We 

analyzed 495 photograph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110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occurring over a six-year period (20092015) corresponding with increased rhino 

poaching. We find a rapid and exponential increase in dwellings rebuilt or renovated 

exclusively with finished construction materials, a process we refer to as upgrading. 

Exposure to upgraded dwellings corresponds with positive assessments of 

community-wide development, even for individuals not living in these dwellings. 

Residents of neighborhoods with the least upgrading were most likely to discuss low 

quality dwellings as diminishing human dignity. Taken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suggest 

growing acceptance of illegal activity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rural communities.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1A/Csgk0WG_N7KAShJ5AGPqz7bGzHc897.pdf 
 
 

【其他重要资讯】 
 

1．国家乡村振兴局指导、清华大学牵头组建的乡村建设高校联盟在京成立 

【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乡村振兴局指导、清华大学牵头组建的乡村建设高校联盟在清

华大学举行成立大会。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

记、局长刘焕鑫，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刘焕鑫在讲话中表示，成立

乡村建设高校联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的有力举措，是高校等社会力量直接参与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高校联盟的

成立，契合了“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要求，顺应了亿万农

民和广大乡村建设者的新期待，彰显了高校在乡村振兴中主动担当的新作为。陈旭在致

辞中表示，一直以来，清华大学发挥综合优势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首创“乡村振

兴工作站”模式，扎实推进定点帮扶工作，助力培养地方“三农”工作队伍，积极开展

智库建设，为“三农”工作建言献策。坚持服务国家、坚持立德树人、坚持协同创新，



 

乡村建设高校联盟一定能够探索出高校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为乡村振兴事业汇集

青年智慧，注入青春之力。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1/12/19/art_624_193064.html 
 

2．第三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在京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12月17日，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乡村

振兴局、新华社在京以视频形式发布第三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中央农办副主

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鑫，新华社党组成员、

秘书长宫喜祥出席发布会并讲话。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乡

村振兴局启动第三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征集推介活动，经过地方推介、专家评

审、实地核查等环节，遴选出北京密云等21个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农

村公益医疗、养老服务、学前教育、人居环境、乡村文化等多个领域，反映了各地加强

农村公共服务的成功实践，是统筹推动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宝贵经验。 

链接: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112/t20211218_6385018.htm 
 

3．中国—欧盟农业农村发展对话机制第十四次会议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12月15日，中国—欧盟农业农村发展对话机制第十四

次会议线上举行。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欧盟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发展总司长博彻共

同出席会议并致辞。马有祥指出，自2005年中欧建立农业农村发展对话机制以来，双

方围绕重点议题不断增进共识，农产品贸易持续发展，经贸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农业

科技合作成果丰硕，青年农业人才交流频繁。当前，中欧农业农村发展都进入新的历史

时期，有责任加强合作，共迎挑战，推动全球农业稳定发展。下一步，双方要构建更加

紧密稳固的农业经贸合作关系，推动对话机制升级，挖掘农业可持续发展、乡村建设、

气候变化、智慧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博彻高度评价双方近年来的合作，表示愿与中

方进一步巩固提升各领域农业合作。会议还围绕农业农村政策、农业可持续发展、青年

农民培育、农业科技合作等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链接: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112/t20211215_63848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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