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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能够使系统各构成要素发挥出“1加1大于2”的作用，

从而提升工作的执行效率。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

程中，必须重视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协同推进。要

实现全面乡村振兴，并非简单相加就能够达成的目标，而

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大转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

要全社会多主体、多力量、多机制的介入与协同，这种介

入与协同的系统结构应该是农民主体、政府主导、企业引

领、科技支撑、社会参与的“五位一体”。[17]有效借鉴脱

贫攻坚的经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培养造就一批觉悟

高、能力强、素质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激发农民对乡

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政府积极发挥在乡村

振兴中的主导作用，主要包括政策引导、示范引导、投入

引导；各类涉农企业发挥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尤其

是在投资、产业融合方面；科技支撑就是要在乡村振兴中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社会参与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

在，既包括吸引乡村的社会力量，也涵盖城市的社会力

量。除此之外，乡村振兴协同推进，还需要我们在原有基

础上推进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从乡村振兴制度安排的角度看，法治属于具有他治偏向的

正式制度，德治则属于具有自治偏向的非正式制度，两者

一“硬”一“软”，可以实现硬制度与软约束相结合。自

治是村民自主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形式，也是实现乡村有

效治理的重要制度基础。这种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既体现了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又体

现治理手段的刚柔并济。

（四）坚持动态性原则，稳步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引导

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具有长期性，它是一个从宏

观顶层设计到微观具体实施，稳步推进的系统工程。“系

统之所以作为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构成系统的

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运动性”，[18]

乡村振兴系统的演化始终是动态的，这种动态性要求乡村

振兴政策落实，切忌搞一刀切政策。我们必须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实事求是、立足当前，全力把当前乡村振兴能

做的事情做好、该做的事情做好。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程

尤其是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来的探索实践一直注重稳步推

进。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的战略工

程，涉及范围广、部门多，利益交织，关系复杂。要始终

以人民为中心，以农民为根本，科学分析乡村振兴目标的

阶段性与动态性，在做好整体顶层设计和具体任务的同

时，还要一条一条地把各项政策落实好，以保证乡村振兴

的平稳有序进行。这就需要，一是在政策制定上从中央到

地方加强顶层设计，促进财政、金融、土地、人才、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等各项政策协同高效、形成合力；二是各

级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工作中，根据各自

不同实际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本地区乡村振兴的具

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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