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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注重运用系统观念来指导实践和推动工作。习

近平总书记把系统观念运用于治国理政各个时期、各个领

域，“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根

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

念是一种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1]在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必须遵循的原则

提出来，并纳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

调国家“十四五”规划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

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

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

要坚持好并运用好贯穿其中的各种立场、观点和方法，重

申要“坚持系统观念”。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

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

维能力”。[2]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

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

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系统观念作为具有基础性的

思想和工作方法，它的精髓在于用系统思维分析事物的本

质和内在联系，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尊重科学，

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立足实

际、关乎长远的任务，要遵循乡村建设规律，着眼长远谋

定而后动，系统观念始终是贯穿其中的科学方法。 

系统观视域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意蕴

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持以人民幸福为己任，以实现国家复兴为使命。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蹄疾步稳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和决心推动乡村振兴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部署

本质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对我国“三农”问题工

作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和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新时代全

面实现乡村振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

的系统工程。我们需要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运用系统

思维，准确把握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深刻内涵和思想意蕴，

深入认识乡村振兴的发展规律。乡村振兴作为系统性工

作，正确客观认识其表现出目标性、关联性、差异性、动

态性和层次性等基本含义和特殊要求，更有利于指导实践

工作。

（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彰显乡村振兴系

统的目标性

系统观念理论强调，任何系统都有其所要实现的目

标，即特定的目的性，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系统的发展

变化不受或很少受到条件变化和路径经历的影响，坚定的

表现出某些预先确定的某种倾向的状态的性质”。这种目

的必须是系统的整体目的，不是构成系统要素或子系统的

局部目的。人心齐，泰山移，系统内各个单元要素为了实

现这一目的或完成这一任务而集合在一起的整体。“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是全面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习近

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农业

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质量”。[3]党的十九大从战略高度明确乡村振

系统观视域下乡村振兴的基本意蕴和实践进路
 马　丽

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党的一项重大战略提出，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强调“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即脱贫攻坚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运用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系统观念研究和阐释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本意蕴，尝试探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践进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中国共产党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的治国理

政智慧。对于我们国家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走好中国特色乡村振

兴道路，既有理论借鉴意义，又有实践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