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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具体建设目标和任务要求，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建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4]这二十字方针所体现的五大目标任务是相互联

系的有机体，需要我们既要把握二十字方针的科学内涵，

还要把握好这二十字方针所蕴含的五大目标任务的内在逻

辑性和相互关联性。[5]

我国农村发展水平还不高，与城市发展水平存在一

定的差距，据统计资料显示，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39218元，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182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91元，低于国家平

均水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约为2.39，收入差距

依然明显。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后如何在农

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样的更高要求下全面

建设乡村。所谓农业强就是要真正实现农业强国，农业强

国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农村美要求不仅要

有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更要有传承乡村文明

的深厚文化底蕴。同时，让农民真正实现口袋和脑袋同时

富有的“富农民”。在《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中，党中央提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乡村振兴

的最终目标，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乡村振兴的最终

目标必将实现。

（二）正确处理“城市”与“乡村”的辩证关系彰显

乡村振兴系统的关联性

系统的相关性，也被称为系统的关联性，它是指系统

与外部环境、系统与其他系统、系统与其构成要素、系统

内部的各要素，以及系统的结构、功能、特征之间呈现出

普遍联系的特性，这些联系的特点是相互依赖、制约和影

响的。系统相关性要求我们不但重视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

之间的联系会对该系统的发展进度和发展方向有影响，而

且强调系统与系统之间的联系也同样产生一定的影响。因

此，在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我们不能只注重乡村

振兴系统中结构、要素与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要重点

处理“乡村振兴”（系统）与“城市发展”（系统）的关

系。乡村和城市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乡村与城市不是简

单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

个健康的社会，必然是乡村和城市和谐发展的社会。

1926年，毛泽东同志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

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不

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

革命”[6]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以农村作为突破口，

以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带动和帮助其他领域的改革，形成

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三农”思想。邓小平同志强调，

“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7]他也意识到，农村作为微

观主体，也要实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富。1984

年，邓小平同志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

外代表时强调，“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

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

来，”[8]“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

不行的。”[9]江泽民同志认为，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

矛盾在于大力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

自由流动。胡锦涛同志在深入考察城乡发展状况、工农关

系变化后提出“两个趋向”的科学论断。十七届三中全

会提出将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农村改革的目标，以进一步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协调发

展。这一时期是践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

重要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加强调城乡融合发

展。2021年1月，党中央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县域内城乡融

合发展。首次将县域定为城乡融合发展的突破口，以县级

为重点，加强对农村地区的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消除城

乡分割的体制弊端和制度缺陷，强调从制度上打通城乡之

间要素平等交换与双向流动的通道。紧接着，4月，国家发

展改革委印发《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

务》，明确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

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以工补农、以

城带乡，推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

置，以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为突破口，推动体

制机制改革和政策举措落实落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

中，要求我们要在人才、土地、产业、公共设施等领域，

正确处理“城市”和“乡村”的辩证关系，真正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三）因地制宜破解地区发展差异问题彰显乡村振兴

系统的差异性

从全局来看，系统既有整体性，也具有相对稳定性的

特征，但每个系统中各个构成要素既呈现出不同的运动状

态，各要素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乌杰指出，差异

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动力的根

源。针对系统和差异的辩证关系，他进一步指出，系统是

差异存在的根据，差异是系统存在的表征。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这个系统工程中，由于地理因

素、政策因素、历史因素以及发展水平因素导致不同地区

发展程度都不同，发展侧重点也有所差异。在推动乡村振

兴进程中，不能一刀切，要与不同地区的具体实际相联

系，要正确把握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的具体差异变化，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