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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后减贫战略】 

 

1．共同富裕：理论脉络、主要难题及现实路径 

文献源：求索，2022-01-19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起源于马克思

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其内涵不断丰富。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地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进入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

史阶段。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求相比，现阶段我国在收入分配、发展机会、公

共服务、精神文明等方面还存有短板。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应贯彻新发展理念，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通过赋权、强能、并轨与融合，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现

实路径。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1E/Csgk0WHoL_-AYFoTABciWQA7Y5A634.pdf 

 

2．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 

文献源：经济研究，2021-12-30 

摘要：中国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不仅是新发展阶段的一个愿景，而且被确立

为一个远景目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提出"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本文首先阐述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目标。共同富裕是全

体人民的富裕，但不是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推进共同富裕不能采取激进的分配方式。共

同富裕的长期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基本实现。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当前的发展基础，认为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

面临发展水平不高、收入和财产差距过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偏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程度不高等一系列挑战。为实现共同富裕，一方面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另一方面



要加快发展速度。最后本文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的建议，应从初次分配、再分

配和三次分配方面着手，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F/F0/Csgk0GHosZCATYc9AA_lHD_p8xU031.pdf 
  

3．刘焕鑫：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乡村振兴局】做好2022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要继续落实“四个不摘”要求，

即摘帽不摘责任、防止松劲懈怠，摘帽不摘政策、防止急刹车，摘帽不摘帮扶、防止一

撤了之，摘帽不摘监管、防止贫困反弹，具体要抓好七项工作。第一，抓牢“两个环节”，

即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第二，抓住“两个关键”，即产业和就业。第三，抓细“两个

重点”，即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第四，盯紧“两个风险点”，

即医疗保障和饮水安全。第五，抓实“两个基础”，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扶贫项目资

产。第六，抓好“三类帮扶”，即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和社会力量帮扶。第

七，用好“两支力量”，即驻村工作队和农村基层组织。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1/12/art_624_193379.html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同关系研究——以秦巴山区为例 

文献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1-19 

摘要：基于2019年秦巴山区75个县（区）为研究对象，构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耦合

协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的综合水平及二者耦合协调度。研究发现：相对于脱贫攻坚，秦巴山区目前处于乡村振

兴滞后期;秦巴山区整体处于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初级阶段，其中有62%的县

（区）处于初级协调及以下，87%的县（区）处于中级协调及以下；摘帽越早的县（区）

平均耦合协调度越高；秦巴山区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程度地区差异明显。基于

上述结论，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为方向提出“五大衔接”路径，以期推动

秦巴山区加快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F/F0/Csgk0GHoL-6ABpGUACDyUEWYN6w816.pdf 

  



2．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 

发布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发布时间：2022-01-12 

摘要：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

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

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

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

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十四五”时期，

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为应对新形势新挑战，把

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制定本规

划。 
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12/content_5667817.htm 

  

3．农业农村部印发《“十四五”全国渔业发展规划》 

发布源：农业农村部 

发布时间：2022-01-06 

摘要：近日，农业农村部制定印发《“十四五”全国渔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系统总结“十三五”渔业发展成就，研判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对“十四五”全国渔业发

展作出总体安排。《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将坚持“稳产保供、创新增效、绿

色低碳、规范安全、富裕渔民”的工作思路，坚持数量质量并重、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扩大内需、开放共赢、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原则，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统筹推动渔

业现代化建设。具体提出渔业产业发展、绿色生态、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四个方面12项

指标，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渔业现代化。 
链接: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201/t20220106_6386442.htm 

 

 
【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区域】  

 

1．金融科技进步与农户机会型创业动机:抑制还是促进 

文献源：农业技术经济，2022-01-14 

摘要：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利用2015—2017年CHFS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进

步对农户机会型创业动机的影响，并从农户创业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视



角探讨了金融科技进步创业效应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科技进步显著促

进农户机会型创业动机。在运用工具变量应对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运用处理效应模型

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和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本文研究结论仍然

成立，即金融科技进步会提升农村创业质量，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2）从影响

机制来看，农户风险偏好、创业认知、融资约束、产品创新和自我效能在金融科技进步

与机会型创业动机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3）金融科技的创业效应具有异质性。

在东部地区、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投入较高地区，金融科技进步对农户机会型创业动

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4）金融科技进步会显著促进农户创业行业选择更倾向于建筑

和生活性服务业，有助于提振消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本文结论对于厘清金融科

技进步影响农户创业动机的机理，提升农村创业质量与加快中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F/F0/Csgk0GHotHOAedLSAAzvNeUNYlY035.pdf 

  

2．合同农业能否有效提高家庭农场技术效率和收入——基于812个种植业家庭农场调

查数据的倾向得分匹配分析 

文献源：农业技术经济，2022-01-13 

摘要：本文基于812个种植业家庭农场样本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分

析了合同农业对家庭农场技术效率和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样本选择偏差

后，合同农业在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农场技术效率和收入。分组分析发现，参与合

同农业后，低收入和小型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和收入显著提高，而高收入和大型家庭农

场的技术效率和收入提高不显著;务农人数对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和收入提高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但合同农业对务农人数越多的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和收入提高的影响越大。

不同作物种植异质性分析表明，合同农业可以非常有效地提高各种作物种植家庭农场的

技术效率，但对于经营收入来说，它只在某些种植类型下有效，比如对高价值作物种植

有效。不同模式分析发现，“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契约模式较之“龙头企业

+家庭农场”契约模式更能提高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和收入。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生产

技术效率的提高是家庭农场经营收入增加的关键因素。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1E/Csgk0WHotHKAKTnlAA2vsMOnuj8875.pdf 

  

 

 



3．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逻辑与博弈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文献源：农业经济问题，2022-01-06 

摘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事关乡村振兴大局，对中国农村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采用典型案例方法，从地方政府、村委会、村民三个层面，

进行多维度案例解析，重点分析并考察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基层的实践逻辑。结果表明，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层实践既有政治逻辑又有经济逻辑，政府和村庄博弈力量交织共

存。在政治逻辑主导下，由于考核要求和村庄发展等因素，地方政府会积极推进改革;在

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逻辑下，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考核标准、村庄自身经济状况等

因素会影响村委会的改革实践，且优惠政策因素的影响力相对较高;未分红状态下，村

民对改革的认知度相对较低，其参与改革的经济逻辑凸显，且不同村民群体对改革存在

认知差异。基于此，地方政府在推行改革时应提高政策的普惠化程度，打造典型的同时

应重视资源的均衡利用;适当放宽对集体资产参与市场竞争的管制，壮大集体经济，提

升村庄改革获得感;采取差异化的宣传策略，提高村民的改革参与度与认知度。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F/F0/Csgk0GHost2ARMA9AAtBoOZtBEs128.pdf 

  

4．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地方经验——全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

振兴高峰研讨会暨第十七届全国社科农经协作网络大会会议综述 

文献源：中国农村经济，2021-12-30 

摘要： 2021年10月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城乡发

展一体化智库、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十堰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新型城镇化与乡

村振兴高峰研讨会暨第十七届全国社科农经协作网络大会”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召

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有关部委、地方社科院、有关高校、湖北有关省直机关的领

导、专家学者和企业家160余人齐聚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为

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深切回应当前社会普遍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1E/Csgk0WHosm2AcuoGAD9OAkCN7zg386.pdf 

 

5．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产业政策优化调整研究 

文献源：经济问题，2022-01-07 

摘要：目前，我国已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

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优化调整农村产业政

策是抓住乡村振兴发展机遇的关键，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以2013年1



月—2021年7月中央层面发布的121份农村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构建政策结构、政策工

具、政策效力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政策工具法和PMC政策效力评价

模型，对农村产业政策的成效与不足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政策主体存在"局部聚集"现象;

政策工具呈现"重环境型、轻需求型";政策效力整体处于良好及以上，部分政策在政策受

众、政策作用方式等方面存在不足。为此，梳理政策退出、延续、升级、新增的优化调

整清单，提出政策优化调整建议。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F/F0/Csgk0GHoMR-AEMjwADXm57hO_nk578.pdf 

  

6．全面反映农业全产业链价值 加快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

有关负责人就2020年全国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数据答记者问 

【农业农村部】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0年全国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数据。国家

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接受媒体记者采访，对发布数据

有关情况进行专题解读。 主要包括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与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有什么

区别，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是怎样进行核算的，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主要数据反映

了农业产业发展的哪些重要信息，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核算工作的下一步考虑。 

链接: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201/t20220114_6386919.htm 
 

 
 【乡村振兴:国际经验与动态】 

 

1．USDA to Invest up to $225 Million in Partner-Driven Conservation o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Land 

【USDA】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nounced up to $225 million in available 

funding for conservation partners through the Regional Conservation Partnership 

Program (RCPP). RCPP is a partner-driven program that leverages collective resources 

to find solutions to address natural resource challenges on agricultural land. This year’s 

funding announcements include opportunities for projects that address climate change, 

benefit historically underserved producers and support urban agriculture. 

链接: 
https://www.usda.gov/media/press-releases/2022/01/13/usda-invest-225-

million-partner-driven-conservation-agricultural 

  

 



2．USDA Offers Expanded Conservation Program Opportunities to Support 

Climate Smart Agriculture in 2022 

【USDA】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Service (NRCS) is announcing several new and expanded opportunities for climate smart 

agriculture in 2022. Updates include nationwide avail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centives Program (EQIP) Conservation Incentive Contracts option, a new and 

streamlined EQIP Cover Crop Initiative, and added flexibilities for producers to easily re-

enroll in the Conservation Stewardship Program (CSP). These improvements to NRCS’ 

working lands conservation programs, combined with continued program opportunities 

in all states, are part of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broader effort to support 

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链接: 

https://www.usda.gov/media/press-releases/2022/01/10/usda-offers-expanded-

conservation-program-opportunities-support 

  

3．Charcoal Production in Palestinian villages - The Paradox of resistance to 

innovation driving rural development 

文献源：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22-01-18 

摘要：An attempt to implement new charcoal-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Palestinian 

villages in the West Bank, Jenin area, is examined in this research. The ‘retort’ system 

avoided air pollution associated with traditional kilns by recycling flue gases. The attempt 

was mad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ongoing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and life under 

Israeli military rule. The stud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orters and 

opponents of the new technology and the moves leading to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a survey,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ield observations, the research identifies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socio-cultur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onflicting parti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e leading hamulas' 

(extended families) use of resistance tactics against the technology to preserve their 

dominant status within the socio-cultural structure, while traditional kiln usage was 

prevented by Israel. As a consequence, new strategies were adopted by various parties. 

Flexible negotiation led to an agreed resolution that opened new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obility and brought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rosperity to the rural area. The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resistance to innovation theory in traditional rural communities.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1E/Csgk0WHoLuOACVo5AB2i9vfveqE587.pdf  



4．City region thinking, a zombie idea in region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Scotland and Finland compared 

文献源：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22-01-08 

摘要：Both region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have enduring “received wisdoms” to 

which wise practitioners and policy makers pay lip-service. In the case of the latter the 

role of land-based industries as drivers of the rural economy is ignored at peril, whilst 

regional policy makers must pay their respects to cities and towns as the engines of 

growth. We suggest that city region thinking is a “zombie idea”, which refuses to die, 

though unsupported by evidence. In this paper we trace the influence of city region 

thinking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Scotland and Finland and explore the way in which it 

coexists with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These two case studies provide examples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reconciling the received wisdom and traditions of regional/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City region thinking is influential in both countries, but 

policy legacies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lead to different outcomes. We suggest that 

city region thinking may become increasingly anachronistic in the post-Covid world and 

needs to be superseded by rural/regional development paradigms fully refreshed by 

evidence of twenty-first century rural-urban relationships.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F/EF/Csgk0GHoLfaAJrb2AAintFfw7js952.pdf 

 

 
【其他重要资讯】 

 

1．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发布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时间：2022-01-24 

摘要：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载体，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

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为重要支撑的新型经济形态。近年来我国平台经

济快速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为进一步推动平台经济规

范健康持续发展，现提出此意见。其中第十五条指出，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鼓励平台

企业创新发展智慧农业，推动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领域数字化，提升农业生产、加

工、销售、物流等产业链各环节数字化水平，健全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以品牌化、可

追溯化助力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规范平台企业农产品和农资交易行为，采购、销售的

农产品、农兽药残留不得超标，不采购、销售质量不合格农资，切实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支持有机认证农产品采购、销售。引导平台企业在农村布局，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推进“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进一步引导平台经济赋能“三农”发展，加快推动

农村信用信息体系建设，以数字化手段创新金融支持农业农村方式，培育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新动能。 

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1/t20220119_1312326.html?code=&s

tate=123 
 

2．金砖“中国年”预计将举办100多场活动 发展是最大亮点 

【新华网】中方今年将减贫和粮食安全作为办会重点之一，倡议举办首届金砖国家农村

发展和减贫研讨会，探讨成立金砖国家农村发展工作组，签署关于粮食安全合作的备忘

录，促进五国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助力实现消除贫困和零饥饿的目标。中方还将聚焦

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发起《金砖国家贸易投资与可持续发展倡议》，举办金砖国家数

字经济对话会、绿色投资专题论坛、遥感卫星星座应用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发布“金砖

国家可持续发展数据产品”，并围绕科技创新领域开展一批旗舰型联合研究项目。 

链接: 

http://www.news.cn/world/2022-01/19/c_1128280125.htm 
 

3．中国政府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赠5000万美元用于支持第三期南南合作信托基金 

【农业农村部】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设立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三期南南合作信托

基金的重要承诺，农业农村部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关于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三期南南合作信托基金总协

定》。根据总协定，中国政府将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捐赠5000万美元，围绕减贫、

粮食安全等全球发展倡议重点合作领域，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

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首笔3000万美元已到位。 

链接: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201/t20220112_6386803.htm 
  

4．国家乡村振兴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召开全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视频会 

【乡村振兴局】1月18日，国家乡村振兴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召开全国脱贫人口稳

岗就业工作视频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和国

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相关部署，总结2021年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分析形势，

安排部署2022年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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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刘焕鑫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俞家栋出席会议并讲话。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1/18/art_624_1934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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