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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这一系统的存在、运动和演化都应该是以这种差

别的改变为基础的。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如

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

进，最艰难、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

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10]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提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们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这一发展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征，

也为我们破除乡村振兴的阻力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依

据。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

深厚的基础仍然在农村。[11]

而在实施乡村振兴的具体工作中，更应注重系统自身

存在的差异性，这样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乡村

振兴战略没有统一模板，需要按照不同地方发展阶段、区

位条件、要素禀赋等，对于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村

庄的特点，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对症下药，打造各具特

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要求“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

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

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

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截至目前，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

差距依然存在。2021年，国家发改委在《“十四五”特殊

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发展规划》）中明

确特殊类型地区包括以脱贫地区为重点的欠发达地区和革

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老工业

城市等。针对特殊类型地区既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共

性难题，也有制约其自身发展的个性难题。《发展规划》

中明确规定将这些特殊类型的地区视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重点区域，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战略，解决城乡发展、缩

小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问

题。依据脱贫攻坚实践经验，科学部署符合地区实际的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探索形成各有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

（四）三个时间节点的战略安排彰显乡村振兴系统的

动态性

系统作为一个运动变化着的有机体，它具有一定的相

对稳定性，同时，呈现出绝对的运动状态。其中构成系统

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是一种运动，它与外部环境的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也是一种运动。乡村振兴作为一项有着

明显动态特征的系统工程，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国家发展所属发展阶段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

化、乡村自身发展的现实情况和乡村振兴的阶段性目标变

化，乡村振兴的战略安排和决策部署也应发生变化。乡村

振兴战略阶段性目标策略问题，事关乡村建设成败大事。

2018年党中央在《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中，明确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即

2020年，有关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乡村振兴取得重大进展；到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目

标基本实现，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50年，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任务全面实现，乡村全面振

兴。乡村全面振兴的三个时间节点安排与分两个阶段实现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时间安排是完全契合

的，乡村振兴战略每一阶段任务的完成，必将促进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进。[12]这种安排是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系统工程动态性的表征。这“两个十五年”即三

个时间节点阶段安排，既是我们实施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

“两个十五年”，也是我们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

标迈进的“两个十五年”。只有科学地确定每一个阶段的

战略任务，并逐步攻坚克难逐步解决，才能最终实现全面

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五）从宏观到微观的科学把握彰显乡村振兴系统的

层次性

系统的层次性是指一个复杂的系统由许多子系统组

成，子系统可能又分成许多子系统，而这个系统本身又是

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通常来说，层次越多系统越复

杂。中国当前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发展阶段，农村的发展依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短板弱项。从宏观上看，党的十八

大以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强调“三农”问

题是依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必须把解决农业农

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提

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第一次将“乡村振兴”提升到

战略高度，并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写入党章。党的

二十大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在战略高度的基

础上，着重强调“全面”的覆盖面，这为进一步推动农业

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持续做好乡村振

兴这篇大文章指明了具体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是党

中央着眼于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将乡村振兴放在整个国家发展大

局中考量。

在微观层次上，乡村振兴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包括

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

五大关键要素。这五大要素共同构建了乡村振兴的全面实

施，其中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人才振兴是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