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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伟大战略，并将这一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 2017 年开始，连续

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充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2018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召开专题

会议，审议通过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年 -2022 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纲领性”指导。姜长云博士

新著《乡村振兴战略：理论、政策和规划研究》一书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化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成果。本文拟从研究观点、

理论创新和应用等多个视角来对本书形成全面分析。“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定与出

台，正是当前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要认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既是一项热点问题，也是从现实出发的焦点

问题。从理论、政策与规划视角来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极具现实价值，更是当前广大“三农”

问题研究学者的专业方向。

一、理论、政策、规划：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系统化探索

姜长云博士于 2018 年 6 月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乡村振兴战略：理论、政策和规划研究》一书是截止目前我国

第一部系统化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著作。该书选择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时代热点，从理论、政策和规划出发，对乡村振兴战

略的全面、系统化的研究。全书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基础，综合作者长期的研究成果，深入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定位、中国

特色，以及该战略实施的难点、重点和基点等一系列问题，并且明确指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一项系统化工程，要按照增强

协同性和整体性的实施要求，通过科学把握“推进产业兴旺”等经营重点、“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等难点，以及“党对‘三

农’工作的领导”基点之间的关系，实现系统发力。该书理论创新多。《乡村振兴战略：理论、政策和规划研究》一书是作者

本人承担入选文化名家之后所形成的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性成果，也是截止目前为止，国内第一本深入探讨乡村振兴

战略的著作。本书在科学理解习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的新思想与论断的基础上，探讨了做好乡村振兴工作的相关措施。尤

其是强调在建设乡村振兴平台时，要深化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当然，本书也围绕了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与“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体系”两大前瞻、核心问题进行了专项论断。在全书的第四部分“专论”中，特从“怎么看”

和“如何办”的角度对推进城乡融合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使得本书的创新价值大大提升。

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是以“乡土社会”为基础内涵的农耕文化，因此，振兴乡村，极为重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明确将乡村振兴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共列为国家“七大战略”。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同时也

是关系我国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焦点。所以，从理论政策和规划视角来对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的发展思路、实施

目标和措施进行研究，对于当前我们认识和研究“乡村振兴战略”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尤其是本书在第三章“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与难点、基点”的具体描述，为当前我们探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直观、全面认识。本书中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是“产业兴旺”，帮助我们更有效地理解该战略的理论内涵和政策践行。推进乡村“产业兴旺”这一

观点，也在贫困地区得到重视与应用，“产业扶贫”已经成为当前消除贫困的重要“突破方向”。本书有着诸多新颖观点，在

第九章至第十一章中，作者从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业改革优化”、“农民增收”和“产业建设”等多个方面出发，提出

了个人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第十一章，作者提出了“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诸多未来乡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因素，

并且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可以构建的“龙头企业 + 农民合作社 + 农户”乡村发展格局。因此，全书研究视角的更加

完善和巧妙。本书通过使用一系列数据，对当前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进行了有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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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验借鉴、立足自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经验探索

本书旁征博引，案例丰富，可读性强。农业农村问题是一项世界性问题，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转变

进程中，都需要解决“三农”问题。因此，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践行思路，本书对我国三农问题特色，

欧美各国“农业农村”政策演变及亮点案例进行了描述，进一步提升了论述的丰富性。在本书的第一章“战略定位和中国特色”

中，作者首先就对中国特色“三农”问题进行了描述。随后，作者通过第七章和第八章两个章节来对美国和欧盟地区（法、德）

的农业农村政策演变问题进行了论述，从而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出了相关启迪性看法。正是综合了中外不同地区的

农业农村政策演变历程、趋势及重点，帮助我们开阔了对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问题的研究视野，特别是作者对法德两

国农业农村政策演变的亮点进行描述，提升了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探讨研究活动的生动性，也对“中国特色”三农问题的解决

给与了相关借鉴与具体启发。比如，德国的发展“规模化经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经营者进行准入制度”，

法国所推出的乡村“行动区”、“更新区”等发展理念，这些先进做法都对当前我们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形成了重要启迪。

结合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正是因为这些国家普遍重视“城乡地区一体化”发展战略，有效避免了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

此外，对于各个国家、地区来说，自身经营基础不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策略与方案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盲目借鉴，

要在充分了解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扎实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

三、规避风险、大众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完善性探索

本书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现实针对性突出。目前我国国内尚未形成更多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问

题研究的系统化著作。相关研究论文文献中，也更多是在 2017 年之后才开始进行的理论探究，所以如何有效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就成为该战略“落地”的一项难题。因此，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规划与发展方向，就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理论、政策和规划研究》一书联系了我国乡村的特点，系统化讲述了编制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相关

问题思考。在本书的第五章，以“国家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和“战略思维”、“网络经济视角”、“规划的杠杆作用”和“规

划精神的普及”等五部分来对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提出了具体思考。作者也结合个人经验提出了几种应该避

免的错误倾向，从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辩明”了方向。特别是其中提出的应该规避“改革工程化”和政策

的“盆景化倾向”、发展目标“浪漫化”等一系列问题倾向，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从而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本书通过具

体讲述的方式，对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所需要规避的几类倾向问题进行了具体解读。在讲述问题的同时，也为当前

正确开展乡村振兴战略活动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客观的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复杂工程，想要实现该战略的真正推进，就必须注重整合一切可以应用的积极因素，

通过坚持发挥广大农民的主体地位，在维护农民利益的同时，提升农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农民，

不能让农民变成“旁观者”。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要注重规范大众参与乡村振兴的行为。结合我国国情，以及乡村

建设实际看，当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一战略过程中，要充分注重强化党的领导，从本质上保障广大乡村大众的利益。本

书分析科学，全面生动。就该书的整体写作结构看，作者从理论背景分析出发，对政策内容和理论规划设计等各项元素全面“串

起”，形成了全面完善的叙述体系，这就让整个论述结果更有说服力。本书从乡村振兴的特色与战略定位解读出发，对当前

乡村振兴战略活动所存在的实施难点、重点与基础点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也亮明了许多作者研究的观点。在全书研究过程中，

作者也并不拘泥与一种形式，第五章的“专论”，完全打破了许多传统的写作手法，实现了对重点问题的深度论述。当然，

全书数据分析、案例讲述与理论研究相融合，增加了结论的可行性。从结构安排上看，全书极为合理，脉络清晰，内容学习

也并不枯燥。在当前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相对较少的背景下，广大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本书，对该问题形成具体的理解

与认知。

总的来说，姜长云博士的新著《乡村振兴战略：理论、政策和规划研究》是我国第一本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理论著

作，书中对经济理论和数据分析方法的应用，达到了一流水平。当然，本书依据乡村振兴的理论背景、政策内容以及规划设

计的写作思路，国内特色 + 国际案例的对比分析法，使得本书中所得到的各种研究结论更加科学、规范，因此，值得一读。

（本文责编：宁　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