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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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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与城镇之间的资源需要
双向流动，经由“市场之手”
实现城镇与乡村经济的一体
循环，为增加农村发展势能
持续提供动力，主动缩小城
乡发展势差，才能最终实现
乡村振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成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脱贫攻
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2020 年是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也
是我国扶贫战略的转折之年。站在承
上启下的时间节点，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明确指出扶贫之路长效持续的方
向：“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城
乡发展尚不协调，城乡之间的发展势
差是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一大阻碍。如何缩小城乡发
展势差，成为扶贫战略转折之年政府、
社会和市场共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辉煌的过去：脱贫攻坚取得巨
大成效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湖南湘西考察时作出“实事求是、因
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
要指示，正式开启中国特色的“精
准扶贫”，在政府主导下推进资源逆
向配置，城镇企业定向精准帮扶农
村，全社会广泛参与、全市场协调促
进，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下表统计了
2013-2019 年全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
距变化，可以看到，城乡居民收入比
逐年下降，由 2013 年末的 3.03 降至
2019 年末的 2.64。
　　2020年起，我国通过“精准扶贫”
消除绝对贫困后，重心将转向解决“相
对贫困”，同时也更加强调扶贫模式
的持续性，旨在实现“长效扶贫”。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
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
兴道路”。乡村振兴战略包含五个层
次：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
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这五个
方面的振兴都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理
念。扶贫战略将彻底摒弃“输血”，
深入推进“造血”。

奋进的现在：缩小阻碍乡村振
兴的城乡发展势差

　　在精准扶贫阶段，经过多年艰苦
努力，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已实现脱贫。
然而，如何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
实现从精准扶贫顺利向乡村振兴过
渡，依然任重而道远。其中，城乡区
域间的发展势差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衔接过程中最大的挑战。
　　20 世纪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
断推进，个体层面的资源不断由农村
单向流入城镇。城镇不断蓄能，乡村
不断耗能，城乡发展势差越来越大。
城镇聚集的势能转换为城镇经济循环
的动能，而该循环圈逐渐剥离失去能
量的农村，基础建设、教育投入、资
本投入等几乎所有资源都倾向城镇经
济循环圈。据统计，2003年至2010年，
城乡居民收入比始终在 3.2 以上，城
乡发展势差显著。
　　2013 年底我国正式开启“精准扶
贫”之路，通过政府主导和城镇企业
精准定向帮扶，为农村经济循环注入
了新动能。数据显示，2014 年底城乡
居民收入比为 2.92，十三年来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首次降至 3以下；2013 年
至2019年，该比值一直稳步下降。“政
府之手”主导的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为乡村积累势能奠定了基础，城乡发
展势差被动缩小。
　　然而，政府强干预下的经济发展
模式并不是长久之计，农村要做到“政
府放手”后仍能不返贫，就需要建立
可持续的脱贫机制。乡村与城镇之间
的资源需要双向流动，经由“市场之
手”实现城镇与乡村经济的一体循环，
为增加农村发展势能持续提供动力，
主动缩小城乡发展势差，才能最终实
现乡村振兴。

灿烂的未来：统筹规划实现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

　　今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
之年，在精准扶贫转入乡村振兴的历
史拐点，实现顺利过渡的核心问题在
于缩小城乡发展势差，实现城乡区域
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
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
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
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
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势差是核心

村现代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实
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这就需要政
府顶层设计加以主导、社会广泛参与
进行配合、市场主动加入予以促进，
全方位推动城乡区域一体化建设。
　　首先，政府需要统筹规划，做好
顶层设计。在精准扶贫阶段，政府引
导城市定向对农村予以多方位扶持，
众多城镇企业利用其资金、技术、平
台等优势，坚持互惠互利原则，有针
对性地与贫困地区农民实现对接，也
为贫困地区搭建市场平台、营销渠道，
将政企支持与市场化相结合，建立“产
业带动型”扶贫模式，初步建立了农
村新型产业。迈入乡村振兴阶段，政
府在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产业布局总体规划上要以区
域功能性为主导，引导城乡之间各种
要素的双向流动，实现城乡之间由“帮
扶关系” 转向“互惠互利关系”。
更重要的是，在产业布局、要素配置、
公共服务、教育资源分配、生态建设
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一体化设计、创造
好城乡经济一体循环的条件之后，建
议弱化政府干预，交由“市场之手”，
将城乡协调发展从被动模式转入主动
模式。
　　其次，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全
社会广泛参与。当前，劳动力不断流
入城市、人才资金均在城市中循环增
值，若不加以引导，农村只能越来越
被“孤立”。政府可以引导资金、人才、
技术、信息等现代经济要素突破原有
在城市内的循环圈，逐步与农村的经
济循环相融合，将农村传统廉价的农
产品实现产业化，一方
面可以促进城市的现代
物流、电商、文化包装、
概念营销等新型方式方
法在农村的推广；另一
方面，可以将由此形成
的供 -产 -销一体化布
局纳入社会经济循环的
现代化建设之中，实现
城市与乡村联动，逐步
缩小城乡在产业发展水
平上的差距。科研院所
可以协助推广科学、高
效的科技农业，在减少
污染、保护生态的同时

实现增产，为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找到新的着力点。高等院校、大型医
疗机构等事业单位可以开展一体化布
局，规划开设职业技术培训试点，开
展乡村定向专业培训，普及推广农业
产业科技化、农产品多功能开发、农
产品销售新型营销渠道等知识，助力
农村人才培养，吸引外出务工的辍学
青壮年回乡接受再教育，从而进一步
助力乡村产业经济发展。文化科教单
位可以积极推进文化产品下乡，寓教
于乐，丰富乡村民众精神文化需求。
还可以引导年轻优秀的党员深入乡村
基层组织，提高乡村领导班子中党员
比例，优化乡村基层组织人员的年龄
结构与知识结构，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最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市
场力量的主动加入。城乡协调发展需
要市场力量的主动推进。企业可以在
乡村建立产业园、企业集群，将资本
与岗位带入乡村，同时配套新的基础
设施，践行新的发展理念，最优配置
乡村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要促进
前沿农业科技、新型供应链体系与市
场相结合，精确定位乡村在市场发展
中的功能，合理规划布局，将资本、
科技、人才、信息等要素融入乡村发
展，利用市场力量激活要素、激活主
体，促进企业与乡村互利共赢。政府
主导逐渐弱化后，市场的角色最终要
从“辅助位”转向“主攻位”，建立
城乡之间要素双向流动、经济一体循
环的动力模式，真正实现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努力实现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