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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aliz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establishing a new type of industrial-

rural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o realiz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we must not only rely on external forces, 

but also stimulate endogenous long-term strength, to form a powerful joint forc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aking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aus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ng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rural modernization in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hings"with 

external impetu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eople" with internal impetus.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ogenous 

dynamics, we can mainly conduct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industries, governance, ecology, culture and life, focusing 

on the two groups of farmers and you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imulating endogenous dynamics,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in role of farmers and you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and make suggestions for the full 

release of the potential of farmers and college students and create great impetus. 

Keyword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new industrial-rural urban-rural relations, causal analysis,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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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要借助外力，而且

要激发内生的长久力量，形成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强大联合力量。本文以四川省为例，基于哲学中事物发展

原因的理论，把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分为外生动力“物”的现代化和内生动力“人”的现代化。从外生动力视

角出发，主要对产业，治理，生态，文化，生活这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重点从激发内生动力视角出发，选

取农民和青年学生这两个群体，充分发挥新时期农民和青年学生的主体作用，为充分释放农民和大学生的潜

能，创造巨大动力提出建议。 

关键词：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原因分析，内生动力  

1.前言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业是基础产业，实现

国家的现代化必然要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目前，作

为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突出的发展中国家，我

们正处于一个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的时代之中，

农民不富裕、农业不发达、农村不美丽的问题仍然突

出。当前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建

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战略意义的重

要任务。“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更长时间内，必须

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国家工作的重点，走中国

特色乡村振兴道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

需要依靠外在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激发农民和青年学

生的内在力量，迫切需要充分发挥城市对乡村的辐射

带动作用，强化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共同

分享农村发展红利。 

2.文献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不断探索中国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但由于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发

展水平落后，再加上外部国际形势紧张，便形成了城

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结构促使农村劳动力资源和各

种农业资源流动城市，进而拉大了城乡差距
[1]
。 

张婉学者提到立足具体国情，坚持道路自信
[2]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脱贫攻坚、稳粮增收保耕、农

村经济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社会治理等方面着

手
[3]
，并在政策执行上扬弃传统的农村发展观念，这

实际上就是从乡村振兴战略的各个方面进行阐述了

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当前把将新型工农城乡

关系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主攻方

向，就是打破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格局、构建新型工

农城乡关系
[4]
，如今研究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和农业农

村现代化存在许多桎梏，一是许多讨论具有较强“本

位”色彩，没有摆脱“各说各话”窘境；二是许多讨

论忽视基本区情农情民情，没有重视乡村基本特征与

特殊价值；三是许多讨论忽视一些基本问题，没能找

到共同的认识起点
[5]
。现有文献资料缺乏“助推农业

农村现代化和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动力因素”的系

统研究，目前提出的观点总会忽略人作为主体或外部

环境二者之一，因此本文以“物”和“人”两个方面

来分析该如何促进乡村发展，“物”主要分为产业、

治理、生态、文化、生活五个方面；“人”主要阐述

了青年学生和农民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立新

型工农城乡关系中的作用。 

3.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

的标准厘定

3.1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演进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党和政府便提出了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设想，1954 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构想。然而，建国初期，国家经济落后、一穷二白，

发展工业的任务迫在眉睫，在种种约束条件下便形成

了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的内涵是：城市和农

村是相对封闭的单位，农村农业的资源要素不断流向

城市工业，而城市工业向农村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得

到严格的限制，从而工业与农业的差距、城市与乡村

的差异被不断拉大。1978年，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

对于农村的改革措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城

乡关系带到新的阶段。到了 20 世纪末期，约束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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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发展的部分限制得到放松，户籍制度松动，

农村居民开始有条件在城镇落户，从而农民进城务工

的现象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但随着我国工业化

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加剧了工农城乡之间要素配置

的不协调，“三农”问题成为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 

针对城乡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差距，党的十六大提

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用工业来反哺农业、让城市来

支持农村，但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失未能

得到有效控制，工农城乡差距问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

解决。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

为了解决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

等问题，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构想。近

年来，国家致力于乡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着力构建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谋求农业农村发展崭新的未来。 

3.2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工农城乡关系不断趋向
协调的演进过程 

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质就是工农城乡关系不断趋

向协调的演进过程，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关键在

于协同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进程。 

着力推进乡村振兴。想要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就要改变城乡差距大，工农差距大的局面，并且要推

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同步发展。强化以工补农、

以城带乡，重视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将城市的资源

要素更多地投入到乡村建设去，借助社会资金、整合

社会资源等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将城市与乡村、工业

与农业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推进要素平等交换、

双向流动，破除重视城市而忽视农村，重视工业而忽

视农业的固定思维。加快农村发展速度，提高农村发

展质量，重点解决“三农”问题，加快乡村振兴，推

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加快推进乡镇现代化进程。农村城镇化作为统筹

城乡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建立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有力支撑。大力推进乡村城镇化

建设，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

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逐

步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加快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增强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生产要素

双向流动。 

4.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基于

“物”的多重角度的思考

4.1 产业现代化视角：提高质量效益，在农村
产业现代化中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产业现代化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建立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的重点。目前四川省要实现乡村经济的振兴，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就必须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

术，由粗放型生产、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生产方式

向现代集约型生产方式转变。同时大力拓展“农业+”

集体经济，依据四川省地方打造特色品牌，加快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努力实现乡

村产业与电子商务的进一步融合，延长农产品生产产

业链，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大足联手四川安岳，以特

色农业示范带为抓手，打造国家级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带，发展三大支柱产业，实现工商增利农民增

收，推动新型乡村产业兴旺
[6]
。建设现代化经营体系，

需要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巩固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济制度，发展壮大集体主义经济，丰富集体经济

表现形式，同时，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享受

更多的福利。发展休闲生态农业和乡村生态旅游产业

等新的旅游产业发展形态，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农村城

乡经济融合协调发展和大力拉动农村实体经济增长

中的重要作用。四川现已经形成了七个五星级农村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十一个四星级农村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并已打造了 10 多个省级乡村休闲旅游特色品牌，

带动旅游发展，为实现乡村产业现代化不断增添新动

能。 

4.2 治理现代化视角：创新治理模式，在农村
治理现代化中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社会治理一直被摆

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不断开辟四川治理新境界，乡村

治理对于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和建立新型工农城乡

关系意义重大。在治理上，要不断创新治理体系，推

动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形成德治，法治，自治三者

相统一，坚持德治为根本，法治为保障，自治为基础，

让农民自我管理与四川基层政府治理相结合，成为乡

村治理现代化的内生性治理力量。拓宽村民参与民主

选举、决策、监督的途径渠道，村委会实行党务公开、

村务公开、财务公开。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制定法律

政策，充分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

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为战

斗堡垒的先锋模范的作用，提升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

能力。不断加强邻里关系构建，促进村民和睦，村村

和谐。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各级领导干部的不断努力

下，四川省乡村治理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在试点中不

断推广，为乡村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3 生态现代化视角：坚持绿色发展，在农村
生态现代化中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四川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

的影响。单纯追求农业产出量的粗放型发展给农村环

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垃圾乱扔、农田废弃，公厕不

完善成了现在农村普遍的现象。因此推动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乡村至关重要。当前四川农村地区环境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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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废水处理率逐渐开始升高，水资源利用率不断

提高，水资源利用更充分，生态环境逐渐见好。但是，

农业生产中化肥和农药的使用超过标准，农村生活垃

圾、污水处理不达标等问题仍然突出。四川省要始终

坚持绿色发展的政策，推动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逐

步实现农业生产无害化，从传统粗放型发展，转到注

重质量效益并重，农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上来，为建

设美丽乡村而努力。可以大力发展太阳能、生物能等

农村清洁能源，促进污染废物循环利用。当前四川省

致力于开发和使用清洁能源，且预计到 2022 年，全

省清洁能源发电量达到 4100 亿千瓦时，以减少火力

发电的比重
[7]
。减少森林砍伐，提高森林覆盖率，发

展绿色新产业新业态，与观光旅游农业相结合，大力

发展康养农业等新业态。发展中要带有“绿色”，推

动生态方面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是要坚持绿色可持

续发展。 

4.4 文化现代化视角：厚植文化底蕴，在农村
文化现代化中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乡风文明建设是推动四川省农业农村现化和建

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重要力量。随着四川省脱贫攻

坚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农民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物质

上得到基本满足，但仅仅实现“富口袋”是远远不够

的，还要不断满足农民精神需求，为乡村振兴提供内

在精神力量。要大力打压“村霸”“市霸”“行霸”

等农村黑恶势力，加强邻里关系构建，促进村村关系

和谐，不断增强农民安全感和幸福感。开展形式多样

的活动，不断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深入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加强农村法治

宣传教育，营造良好乡村建设法治环境。助力乡村优

秀文化传承，挖掘农业文化深厚底蕴，培养良好家风，

传承淳朴民风。 

4.5 生活现代化视角：提升幸福指数，在农村
生活现代化中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四川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村的现代化，农村的现代

化离不开城市的支持。建设富裕乡村，提升农民幸福

指数，实现农村生活现代化，既顺势而为，也符合四

川省农民的期盼。振兴乡村，交通先行。围绕农村交

通现代化目标，2019年四川省已经提前实现交通脱贫

攻坚兜底目标。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的虹吸效应

不断增强，公共财政资源配置明显不均等。要坚持优

势资源向农村延伸，在医疗卫生，农村教育，基础设

施，社会保障，基本住房安全保障等资源方面上与城

市双向流动。当前，要想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必

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

各种体制有效协调，加强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推动公共服务资源优化配置。2020 年全面小康实现，

四川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5929 元，农村

增速快于城镇
[8]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

让农民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推动农村生活现代

化水平更上一层也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必然要求。 

5.新型城乡关系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基于“人”

的多重角度的思考

5.1 发挥农民主体地位，在农民现代化中建立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四川是农业大省，有众多农民。要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和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就要求充分发挥农

民群众中蕴含的无限潜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

背井离乡，但没有农民的“空村”又谈何发展？因此

要想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必须发挥农民的首创

精神，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愿意在农村扎根，为建设家

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要充分发挥四川省农民的

主体地位，就要完善各项政策制度，在农民回乡创业、

开发乡村时给予税收优惠，农产品价格补贴，不断完

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各项资源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

双向流动。同时积极有效解决广大农民群众担心的就

业机会、子女上学等方面的问题，完善利益分配机制，

增加多重创收渠道，激发农民建设家乡的热情。当前，

由于农民自身能力缺乏的阻碍，也限制了不少农民在

乡村振兴中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就要求培养更多高素

质职业农民，促进农民的综合素质能力不断提高，早

日实现传统向现代农民的转变。农民不仅要“富口袋”，

更重要的是要“富脑袋”，要用先进的思想理念来改

造武装农民、指导农业生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 2017 年“两会”四川代表团审议时要求，就地培

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9]
。

作为农村振兴的主力，需要农民群众有参与乡村振兴

的综合素质能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是推动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可以不断增强农村自我发展

的内生能力。可以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农村课堂、

培训学校等方式，并提供一定的补助金的形式积极调

动农民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以此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

忧。不断增强农民群众民主参与的意识，充分发挥四

川省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保障广大农民

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断拓宽

其民主参与的渠道。 

5.2 发挥青年重要作用，在勇担责任中建立新
型工农城乡关系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先实现乡村的

振兴。新时代青年学生也是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青年

学生精准务实，攻坚克难，拼搏实干，为祖国和人民

奉献自己的青春。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兴则国家

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10]

乡村振兴

是当代农村青年的历史机遇，它要求青年学生勇敢地

承受风雨磨难，积极担当推动发展农村现代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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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青春梦想，强国必定需要发挥青年的重要作用。 

当前，面对城乡之间的选择，大多数青年人选择

了前往城市，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虹吸效应不断

增强，相比农村，城市有着更优质的资源，更完善的

基础设施，更多的就业机会，如何留住人才，返乡回

流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可以通过制定相关优惠

政策，在大学生回乡创业之时提供税收、贷款优惠吸

引更多青年扎根乡村。深化创业金融扶持，与相关银

行机构进行贷款合作。同时借助社会资源成立“乡村

振兴项目基金”，为创业青年大学生提供创业资金，

开办青年大学生乡村振兴创业大赛等多种活动，与四

川各大高校合作，鼓励青年大学生运用自己所学的专

业知识，开展关于农村地区的科研项目，根据地方特

点因地制宜，打造四川地方特色品牌，并促进科研成

果及时转化。积极对青年大学生进行职业培训，不断

提高综合素质能力，强化智力支撑，要培养一批懂农

业、爱农村的新时代农村青年骨干队伍。进行经营管

理技能等培训，培养一批现代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加

快乡村振兴青年人才库建设。文化作为乡村的灵魂，

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十分重要。实现文化振兴，

就要加强农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农村地区的精神文

明建设，让精神文明之风吹遍乡村各地。通过开展下

乡宣讲活动、寒暑期的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等活

动加强对农村地区红色文化、特色文化的宣传，充分

发挥青年学生的组织动员优势，加强社会舆论宣传，

让更多人才回流乡村地区。传承优秀文化，助力乡村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培养，挖掘农业文明的

深厚底蕴。现实中，仍有大部分大学生犹豫是否回乡，

归根到底，农村需要发展，需要建设，只有一个充满

发展希望，有着良好前景的农村才能真正地达到“人

才回流”的效果。而当代青年，应当在中华文化的熏

陶下，始终怀揣着乡愁，热烈回应乡愁。 

6.结论

围绕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与推动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目标，运用哲学中事物发展的原因理论，把充

分发挥“物”的外生动力作用与“人”的内生动力

作用作为当前乡村工作的出发点，从乡村实际情况出

发，精准施策，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发展思路，不断

提高解决乡村问题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牢牢把握乡村

发展的基本规律，充分发挥外生动力产业、治理、生

态、文化，生活的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农民作为乡村

主体的作用，切实发挥青年学生引领带动作用，为吸

引更多的有志青年建功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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