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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速递】 

1．农业强国建设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4-05-24 

摘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在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时，

对农业农村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未来5年“三农”工作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2035年

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农业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强国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 2023年全国政治经济学界以及整个经济学界围绕

农业强国建设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 

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2R7H8JGA7ExFNHcuc63JyY7YwTQQyrltwZI

f7EfAixgv_GuvqACw9IalwSjok2MNyCuHKsMijl7KfFHv4Oc7JWV8KLdcgLEkGppzfE3XBo9Mb

FAWO3JkGJNwGXZll0xDrjavI4fKcsk=&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2．农业农村现代化：重点、难点与推进路径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4-05-20 

摘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城乡融合背景下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相互交

融的有机整体。基于“三化一融”视角来分析研判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国在2027-2030

年间可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设定目标值，2033年左右可基本实现“三化一融”设定目标

值，为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重要基础。2012-2021年中国“三化一融”的系统协

调程度不断提高，但农民现代化成为影响农业农村现代化整体进程的突出短板。在新时

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是：锚定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和2050年农业强、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2R7H8JGA7ExFNHcuc63JyY7YwTQQyrltwZIf7EfAixgv_GuvqACw9IalwSjok2MNyCuHKsMijl7KfFHv4Oc7JWV8KLdcgLEkGppzfE3XBo9MbFAWO3JkGJNwGXZll0xDrjavI4fKcsk=&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2R7H8JGA7ExFNHcuc63JyY7YwTQQyrltwZIf7EfAixgv_GuvqACw9IalwSjok2MNyCuHKsMijl7KfFHv4Oc7JWV8KLdcgLEkGppzfE3XBo9MbFAWO3JkGJNwGXZll0xDrjavI4fKcsk=&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2R7H8JGA7ExFNHcuc63JyY7YwTQQyrltwZIf7EfAixgv_GuvqACw9IalwSjok2MNyCuHKsMijl7KfFHv4Oc7JWV8KLdcgLEkGppzfE3XBo9MbFAWO3JkGJNwGXZll0xDrjavI4fKcsk=&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两阶段目标，按照“守底线、补短板、寻突破、促提升”的思路

抓好“独立项”，根据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之间的联系做好“交叉项”，

将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贯穿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以用好“串联项”。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难点是谋划解决中长期农业农村工作中难以化解的突出矛盾、关键难题和体制障

碍，包括：协调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目标冲突，化解小农户与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矛

盾，破解推进城乡融合所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有效解决农村空心化、农村人口老龄化

的难题，以及推动乡村闲置资源要素盘活利用机制改革等。针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

与难点，要以农业农村重要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改革、创新与发展为突破口，坚持“三化

一融”协同推进，把农民现代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整体

性、协调性、前瞻性和内生性，实现城乡融合基础上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

代化更高水平、更优结构、更佳质量的协调发展。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E/Csgk0WZWh0OAJaKPABSRigFdaTc903.pdf 

  

3．全球视域下国际形势、粮食安全与中国方案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4-03-15 

摘要：粮稳天下安。基于全球视角，坚持系统观念，立足世界政治深度调整、经济全球

化链条重塑的大势，研判世界粮食安全的新形势与新特点，审视国际形势与我国经济社

会深度联动的大局，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把握我国粮食安全发展的新态势，辨析我国

粮食安全面临的“内忧”与“外患”。研究表明，应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推进全球粮食

治理体系变革，坚守“立足国内、以我为主”的粮食安全观，提升全球粮食市场掌控能力，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从顶层设计和战略维度擘画确保粮食安全的中国方案，努力

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1/Csgk0EH_09uAfQ5pABVqF4sQnog499.pdf 

  

4．习近平关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及其重大价值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4-03-15 

摘要：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重点难点。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统筹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农业强国，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对我国农业现代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

述。主要包括：以战略思维审视农业现代化的时代价值；以系统思维概括农业现代化的

中国特色；以创新思维谋划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途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丰富拓展了经典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E/Csgk0WZWh0OAJaKPABSRigFdaTc903.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1/Csgk0EH_09uAfQ5pABVqF4sQnog499.pdf


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理论，创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同时也为推进中国

式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E/Csgk0WZWhUSAX8hcABaOVgeHh4k433.pdf 

  

5．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及其实现路径探讨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4-01-15 

摘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色和阶段特征。在新

发展阶段，厘清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要遵循整体性、协同性、可持续性和可

借鉴性的原则，将农业农村现代化概括为立足于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以实现“物”的现代

化为主线，以推进“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以提升“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为突破口，推动农

业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相互促进、统筹联动，并为世界贡献中国智

慧的一种状态。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应准确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以大

国小农的国情农情为出发点，走好城乡共同繁荣之路、绿色发展之路、农村善治之路，

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为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E/Csgk0WZWhjeAZP-RABFz27CUgaA8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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