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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1．国家乡村振兴局 农业农村部《关于鼓励引导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的指导意

见》

发布源：乡村振兴局

发布时间：2022-09-30

摘要：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日前在全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重点工作推进视频会上，谈了当前乡村振兴工作三个着力点，其中之一是鼓励引导脱

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充分利用现有庭院，大

力推动庭院经济与现代农业有机结合，既是促进脱贫地区发展帮扶产业的重要途径，也

符合农村老、弱劳动力多，庭院增收作用尚未有效发挥等实际情况。农业农村部、国家

乡村振兴局日前印发《关于鼓励引导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的指导意见》。“这

次文件提出的庭院经济是高质量庭院经济，与以往所说的庭院经济是有区别的，更加突

出市场化、特色化、生态化、规范化。”刘焕鑫说，要把握高质量庭院经济的发展重点，

要从特色种植、特色养殖、特色手工、特色休闲旅游和生产生活服务五个方面入手，支

持农户发展高质量庭院经济。

链接:

http://www.nrra.gov.cn/art/2022/9/30/art_50_196921.html

2．国家乡村振兴局 《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的指导意见》

发布源：乡村振兴网

发布时间：2022-09-30

摘要：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日前在全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重点工作推进视频会上，谈了当前乡村振兴工作三个着力点，其中之一是健全联农带

http://www.nrra.gov.cn/art/2022/9/30/art_50_196921.html


农机制。联农带农机制是促进农户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保障。刘焕鑫表示，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如期完成后，各地认真落实“四个不摘”要求，继续加大产业帮扶力度，建立产业

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不断巩固拓展产业帮扶成效，取得了积极进展。据介绍，在实

际工作中，有的地方还存在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带动责任落实不到位、带动

方式比较单一、带动效果不够明显等问题，影响帮扶项目资金效益发挥和农户持续稳定

增收。这需要更加注重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尽可能让脱贫群众和监测对象等农民群众参

与进来，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近日，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帮

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的指导意见》。《意见》中明确，纳入扶贫项目资产管理的经营性

项目资产，使用各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东西部协作资金、中央单位定点

帮扶无偿援助资金、社会捐赠资金扶持的经营性项目，原则上都要建立联农带农机制，

经营主体都要落实联农带农责任。

链接:

http://www.nrra.gov.cn/art/2022/9/30/art_50_196922.html

3．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国科协 印发《组建产业顾问组支持脱贫县产业发展专项工作方

案》

发布源：乡村振兴局

发布时间：2022-09-30

摘要：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日前在全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重点工作推进视频会上，谈了当前乡村振兴工作三个着力点，其中之一是组建产业顾

问组支持脱贫县产业发展。组建产业顾问组是推动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

的有效途径，对于促进脱贫县产业发展和脱贫群众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强化科

技和人才支撑，推动脱贫县产业发展，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科协联合下发专项工作方

案，近日启动组建产业顾问组支持脱贫县产业发展工作，采取“一县一组”的方式，推动

产业顾问组与脱贫县科技服务需求精准对接。“落实好这项工作，各地要精准对接，认

真梳理科技服务需求，精准匹配科技专家，及时确定对接关系，要把握重点任务，聚焦

主导产业，提供决策咨询，加强技术指导，培养本土人才，促进成果转化。”

链接:

http://www.nrra.gov.cn/art/2022/9/30/art_50_196923.html

【动态资讯】

1．《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实施进展新闻发布会（实录）

【乡村振兴网】2018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http://www.nrra.gov.cn/art/2022/9/30/art_50_196922.html
http://www.nrra.gov.cn/art/2022/9/30/art_50_196923.html


年）》，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顶层设计的重要文件。今年是《规划》的收官之年，为

了让社会各方面更好了解五年来《规划》实施进展情况，9月28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召

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实施进展有关情况。参

加此次新闻发布会的有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司长吴晓先生，农业农村部总农艺

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先生。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0311.html

2．积极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多元化实施路径

【乡村振兴网】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应该怎么走？笔者认为从发展现实看，既要立

足各区域基础条件与发展水平，还要重视各地前期农业农村发展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创新探索与经验积累。在近年来对各地农业农村发展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承担多地农业

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究过程中，研究组初步总结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五种

探索。1、乡村产业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模式。乡村产业加速了乡村资源的集约化、

高效化与高值化利用，为乡村发展提供物资供应与经济支撑；同时通过现成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建立，也极大促进了乡村产业组织水平、管理水平与发展水平的

提升。2、城市经济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模式。3、城乡互促农业农村现代化模式。

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后，我国从整体经济到城市经济都取得了丰硕成

就，具备了城市支持（或反哺）乡村发展的物质基础，也符合我国城乡相互促进的阶段

变化与要求。因此说，城乡互促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应该是最符合我国整

体发展实际的实现路径。4、工商资本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模式。工商企业通过投资乡

村产业、投资农村开放建设等方式获得了众多成功案例与经验模式，从诸多工商资本推

动乡村发展案例可以看出，这种工商资本既可以是国有企业，也可以是民营企业，既可

以是外来工商企业，也可以是本地乡村企业。5、合村并居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模式。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0001.html

3．强化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与根本保障?

【乡村振兴网】《国务院关于“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通知（国发2021年第25

号）》（简称：《通知》）指出，“三农”工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中之

重。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0311.html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0001.html


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只有广大农民

都实现了“小康”，中国才真正完成了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同样，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

化，农民过不上现代化生活，中国就不能说实现了现代化，也就不能说真正成为现代化

强国。那么，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应该怎么走？据了解，按照《通知》要求，农

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首先要坚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

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其次，要把新发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贯穿于农业

农村现代化全过程和各领域；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全国各地立足实际进行创新探索实践，

同时也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障体系，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保

障。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49991.html

【文献速递】

1．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与路径分析

作者：王涛；武友德；陈长瑶；李君；李金晶；何艾桦

文献源：知网,2022-09-28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相关研究的

系统性不足，缺乏阶段性的时空视角，亟需通过多学科融合与多主体、多路径及多尺度

集成的方式构建系统性理论框架，并开展试点分区示范研究。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

角，沿着“问题-理论-路径-示范”的思路展开，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总

体框架。以聚焦一个“共”字为研究对象，通过共富之道、共同奋斗与命运与共，实现顶

层设计与底层政策逻辑的有效衔接；从战略目标出发，实现对阻断、衔接、要素驱动和

城乡融合发展等机制的分析，立足实际构建其关键路径，分阶段、分区域、分类型规划

高质量试点示范区，为中国乃至世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可移植或借鉴

的“中国方案”。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0/Csgk0YeYI-GAVi8fABvGpmnpq6I720.pdf

2．农村金融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分析及空间溢出效应——以广东省20个地级市为例

作者：孟令国；陈烜

文献源：知网,2022-09-23

摘要：基于2012—2020年广东省（除深圳外） 2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计

算乡村振兴和金融发展两个系统各指标的权重，构建金融发展水平和乡村振兴深入程度

http://www.zgxczx.cn/content_49991.html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0/Csgk0YeYI-GAVi8fABvGpmnpq6I720.pdf


的综合评价体系，分析乡村振兴和金融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以及金融发展对

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时序上，2012—2020年广东省各城市金融与乡村

振兴的耦合度均为高耦合，其协调度稍有上升但总体水平较低，大都处于轻度失调和基

本协调阶段;空间上，以处于良好协调的粤港澳大湾区为辐射圈逐步向外辐射，仅有佛

山市跨入了高度协调阶段;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一个地

区的金融发展能提升其周边城市乡村振兴的实施效果。因此，未来应重视金融的高质量

发展，注重金融机构和农业企业之间供给与需求的衔接，加强各政策工具的协调性，推

动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2/Csgk0GNBdKSAAPskAAUbxLKOEFY118.

pdf

3．乡村振兴视域下推进农村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作者：高千；孙鹤汀

文献源：知网,2022-09-19

摘要：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之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摆上

了重要议程。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大背景下,认识与厘清乡村振兴和农村共同富裕的内

在逻辑关系,探寻推进农村共同富裕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就成为必须面对的重要

问题。从乡村振兴的视角,通过文献梳理和实证调查,认为农村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存在

集体经济发展薄弱、城乡发展不平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缺乏有效衔接、乡村建设水

平相对较低等问题。治理路径可以从何以可能与如何可能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当下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为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理

论前提与现实基础;另一方面,针对推进农村共同富裕的现实实践,应从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发展集体经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加快乡村建设

高质量发展等五个方面持续发力,以推动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2/Csgk0GNBfSKAEfQSAB2kTZ6Ji-o996.pdf

4．金融助推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区域异质性研究

作者：王益君；娄晨雨；张於琛

文献源：知网,2022-09-19

摘要：促进共同富裕要破解农民农村发展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农民农村实现共同

富裕的必经之路。乡村振兴必须要依靠包含银行信贷在内的大量资金的投入，而中国东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2/Csgk0GNBdKSAAPskAAUbxLKOEFY118.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2/Csgk0GNBdKSAAPskAAUbxLKOEFY118.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2/Csgk0GNBfSKAEfQSAB2kTZ6Ji-o996.pdf


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不平衡现状必然会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产生重要影

响。本文利用2015到2020年中国1350个县级的面板数据，将表征乡村振兴五个层面的

指数通过主成分提取，构建出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指数。在此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GMM

模型回归方法，检验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及共同富裕的异质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

发展不仅能够加快乡村振兴的整体步伐，而且对不同地域具有异质性的影响。金融发展

对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大于东部地区，且西部地区表现最为强烈。本文为金

融支持乡村振兴，循序渐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定量分析，提供了一定的研究证据。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0/Csgk0YeYJf2AZgDqABRxFa3JNsc638.p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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