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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必须持续推进城乡要素流动

【光明网】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农

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

任务仍然在农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决破除体

制机制弊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因此，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形成以县域城镇化为中心的乡村振兴发展格局，不仅要打破二元体制下城市偏好的

外生性制度障碍，而且要化解农村本身的内生性制度约束。在赋权强能的基础上打开村

门、激活村庄、盘活资源，采取农业农村优先的政策导向和干预措施，畅通城乡间要素

流动，畅通农村内部要素流动，才能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链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2934633796582739&wfr=spider&for=pc

2．以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引领农业强国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网】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对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作出系统部署，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和主攻方

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必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

源利用率，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支撑农业强国的内涵式发展之路。一、深刻认识科技支

撑农业强国建设的重大意义。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是

实现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是保障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关键所在，是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我们要深刻认识科技创新支

撑农业强国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责任感使命感。二、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2934633796582739&wfr=spider&for=pc


牢牢把握科技支撑农业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中国的农业强国之路必须立足中国国情，

同时吸收世界各国发展农业的经验，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任

务，是传承和发扬中华农耕文明的迫切需要，是立足中国国情、彰显制度优势、践行道

路自信的重要体现，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新阶段推进农业强国建

设，补上农业农村现代化薄弱环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更加需

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根据党的二十大的部署，农业强国主要包含六个方面的重点

任务，每项任务核心都是科技问题，对农业科技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三、奋力担当科

技支撑农业强国建设的领头羊。中国农业科学院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017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明确指示：“要立足我国国情，遵循

农业科技规律，加快创新步伐，努力抢占世界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牢牢掌握我国农业

科技发展主动权，为我国由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提供坚实科技支撑。”新时代新征程，

中国农业科学院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发挥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作

用，团结带领全国农业科研力量，聚焦战略目标开展跨学科、大协同的创新攻关，完成

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前景好的重大任务，在最短时间内实施最优方案、突破最强

技术、破解最难问题，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推动我国

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速取得重大突破，为农业强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链接:

http://www.cssn.cn/shx/202303/t20230328_5616240.shtml

3．提升农业产业韧性 助力农业强国建设

【乡村振兴网】农业经济作为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产业链在新发展格局

中处于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提升农业产业韧性，发挥农业产业“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

是我国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现实选择。农业稳，全局才稳，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韧性，

不仅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农业大国迈入农业强国，更将为我国经济发展迈上新

台阶奠定坚实基础。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6841.html

4．促进涉农“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乡村振兴网】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摆在更为重要的位

置，金融要充分发挥好桥梁作用，全力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等提供保障。农

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进步与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农业强国，2022

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

http://www.cssn.cn/shx/202303/t20230328_5616240.shtml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6841.html


件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深刻体现了我国坚定走好科技兴

农道路的决心。涉农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以及大规模生产应用需要大量资金，离

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金融要充分发挥好桥梁作用，全力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

用等提供保障。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6771.html

5．李强谈乡村振兴：三个价值、三个空间、三个趋势

【乡村振兴网】“中国是农业大国，我们现在还有近5亿人常住在农村，没有农业农村的

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全面的。”在总理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强阐述了下一

步乡村振兴的重点。他说，乡村振兴下一步要关注三个关键词。第一是全面，乡村振兴

不仅仅是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全面彰显乡村的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

价值、文化价值等；第二是特色，中国地域辽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因此各地

必须因地制宜，保护好、传承好地域文化，不能搞成千村一面；第三是改革，要通过深

化农村改革来促进乡村振兴，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我们一定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

积极性，让农民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让农民更多分享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6641.html

【文献速递】

1．政策计算视角下乡村振兴效应研究

作者：段尧清；王丽娜；易明

文献源：知网,2023-04-11

摘要：[目的 /意义]探究不同政策工具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有利于政策

创新，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过程]依据我国2006—2020年时序数

据，采用熵权法对乡村振兴实施效果进行赋值，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向量

自回归模型实证揭示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方向和贡献程度。[结果 /结

论 ]结果表明，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这3类政策工具对乡村振兴指数起着正向影响

作用，但供给型政策工具在前期对乡村振兴指数存在负向影响作用；同时不同类型的政

策工具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实证结果表明需求型政策工具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最大。因此，为提高乡村振兴实施效果，在改善政策工具体系的同时，应注重各类政策

工具的灵活运用，以形成最大合力。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6771.html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6641.html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uoqIhG8C45S0n9fL2suRadTyE

Vl2pW9UrhTDCdPD64x4e0tUALKgnD9Z1FTNAlm_pcnFmsyU8ORhTLzfbFZ3Aw

9AoeiZ7Nx&uniplatform=NZKPT

2．基于质量评价的乡村振兴类型识别及优化路径——以福建省为例

作者：梁发超；朱润苗；刘黎明

文献源：知网,2023-04-07

摘要：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及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乡村振

兴质量评价理论分析框架；基于遗传算法优化的投影寻踪模型，对2020年福建省64个

县域单元的乡村振兴质量进行测度；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影响乡村振兴质量的障碍因

素。基于评价结果，识别乡村振兴类型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结果表明：(1)福建省乡

村振兴总体质量处于中等水平，空间上总体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从5个维度而言，

生态宜居指数值最大，其次为生活富裕指数，乡风文明有待加强。(2)产业兴旺和乡风文

明对乡村振兴总质量的影响较大；对乡村振兴总质量影响较大的五大障碍要素依次为：

医疗服务、生产产出、资源设施、产业融合、生产条件。(3)福建省乡村振兴类型分别为

弱发展型、单维主导发展型、双维驱动发展型、多维综合发展型4种；结合区域发展特

点和障碍诊断结果，提出不同类型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8/Csgk0YiOMTuAWUVtADld_T_ESmg456.c

aj

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实践、短板及优化向度

作者：张海洋

文献源：知网,2023-04-05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实践演进经历了总结深化以往“三农”建设经验、

开启新时代乡村现代化建设征程的创建阶段，提高生产要素的现代化水平、强化新时代

乡村现代化发展基础的深化阶段，积极推动参与主体能动创新、激活新时代乡村现代化

内生活力的升级阶段。当前乡村振兴面临的短板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现代化发展与农产

品市场竞争力不足、农地功能优化与主体行为的负外部性、农村治理功能发挥与基层权

力配置不均衡、乡村共同体重建与多元主体发展不充分。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可以把以制度拉力为基础优化基层权力运作的政治生态、以地方性知识为保障推动乡村

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以技术赋能为驱动拓宽乡村公共服务的价值链及以村域合作创新

为支点提升乡村振兴主体的自主能力，作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优化向度。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uoqIhG8C45S0n9fL2suRadTyEVl2pW9UrhTDCdPD64x4e0tUALKgnD9Z1FTNAlm_pcnFmsyU8ORhTLzfbFZ3Aw9AoeiZ7Nx&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uoqIhG8C45S0n9fL2suRadTyEVl2pW9UrhTDCdPD64x4e0tUALKgnD9Z1FTNAlm_pcnFmsyU8ORhTLzfbFZ3Aw9AoeiZ7Nx&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uoqIhG8C45S0n9fL2suRadTyEVl2pW9UrhTDCdPD64x4e0tUALKgnD9Z1FTNAlm_pcnFmsyU8ORhTLzfbFZ3Aw9AoeiZ7Nx&uniplatform=NZKPT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8/Csgk0YiOMTuAWUVtADld_T_ESmg456.caj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8/Csgk0YiOMTuAWUVtADld_T_ESmg456.caj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8/Csgk0YiOVMSAI290ABKRxMzQuO0456.c

aj

4．乡村振兴战略下帮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作者：周厚熹；聂凤英；李思经；朱海波

文献源：知网,2023-03-30

摘要：[目的 /意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是保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推动帮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根本之策。[方法 /过程]本文通过对中西部代表性脱贫县域产业帮扶

项目及帮扶产业的实地调研与前期跟踪研究，梳理并总结当前我国脱贫地区帮扶产业的

发展现状，分析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帮扶产业在促进脱贫地区稳脱贫、促发展中的任务

转变，以及面临的主要风险问题。[结果 /结论 ]脱贫地区帮扶产业发展总体态势向好，

有效带动了区域发展和农户增收，但总体上仍处于起步期，存在市场、社会和自然三方

面复合风险，暴露出一些基础性、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为了保证在扶贫政策有序、渐

退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须从风险预警、强链补链、精准施策、联农带农以

及科技支撑等多方面对产业风险进行系统性防范。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A/Csgk0GQ3oa-AZJKAAAvxaGiwl-c001.caj

5．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依靠自己的力量端牢饭碗

作者：司伟

文献源：知网,2023-03-06

摘要：农业强国的首要任务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首先是要落实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强化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46亿亩永

久基本农田底线。其次是有完善的“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

健全粮农收益保障机制；同时要注重发展可持续农业，保护与修复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

性，不断拓展食物来源，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A/Csgk0GQ3qWCAPdqlABYwIa0R6qE828.c

aj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8/Csgk0YiOVMSAI290ABKRxMzQuO0456.caj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8/Csgk0YiOVMSAI290ABKRxMzQuO0456.caj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A/Csgk0GQ3oa-AZJKAAAvxaGiwl-c001.caj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A/Csgk0GQ3qWCAPdqlABYwIa0R6qE828.caj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A/Csgk0GQ3qWCAPdqlABYwIa0R6qE828.c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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