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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内在逻辑与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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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农业农

村现代化科学内涵论、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地位论、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目标论、农业农村

现代化重大任务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论 、“四化同步”发展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论、中

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论。蕴含清晰的内在逻辑，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定位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思维指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选择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基本依据，中国式现代化

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方向指引，中国基本国情农情是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基础，马

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富有深刻的价值意蕴，为新

时代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根本指引，为全面振兴乡村提供了重要方略，为建设农业强国

提供了实践指导，为世界农业发展提供了思想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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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发展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创造性

地回答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农业农村现代化理

论，为全面振兴乡村指明了实践路径，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分析习近平关于农业农村

现代化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认识其内在逻辑，把握其价值意蕴，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

振兴乡村、建设农业强国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

1.农业农村现代化科学内涵论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这一战略是党中央针对“三农”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18年中

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分“三步走”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 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到 2035
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那么，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科学内涵是什么？习近平对此进行了深刻论述。一是强调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对长

期以来党的“三农”工作重要任务——解决吃饭问题进行分析，认为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取得了长

足进步”，“农产品供给极大丰富” [1]。表明农业现代化重在提高农作物产量，提升农产品供给能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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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粮食安全，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于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突出短板的分析，习

近平指出：“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 [1]。深刻阐明了农村现代化不仅要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也要让农村居民过

上美好生活，还要让乡村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二是指明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要

求。“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1]。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集中在乡村

场域展开，二者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农业现代化为农村现代化提供物质条件，农村现代化为农业现

代化铸就发展基础，两者必须协调推进、贯通发展，发挥协同效应。

2.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地位论

习近平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明确指

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1]不仅阐明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中

的重要战略地位，并且指明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从战略地位来看，农业农村现代化

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随着时代发展，乡村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从事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地

域，其在现代社会的独特价值必须得到重新审视[2]。《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

《规划》）指出，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

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3]。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包括

农村人口的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农村人口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从重要着力点分析，农业

农村现代化为国家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在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没有农业强

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有利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为建

设农业强国、建成现代化强国提供战略支撑。

3.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目标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一直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将农业现代化作为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实施。新

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

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4]。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次正式和完整地提出 “四个现代化”

的目标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

强国”[5]。改革开放后，农村现代化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将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将农业农村作为有机整

体，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农业农村现代化作

为这一战略的总体目标。习近平强调：“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来

进行。”[1]从新时代党的“三农”工作总目标角度，阐明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所处

的重要地位。乡村振兴战略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延伸、发展和升级，明确了共同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方向[6]，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应按照乡村振兴总体要求，在

统筹乡村“五大振兴”建设中，协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7]。

4.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大任务论

习近平提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 [1]这一论述深

刻阐明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紧密关联及重大战略意义。一方面，农业农村现代化

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于国家现代化的探索历程来看，早在 1954
年，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

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摆脱贫穷和落后的发展目标，此后，农业现代化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

的重大目标任务。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进一步丰富拓展了农业现代化的

科学内涵。另一方面，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短板。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发生转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现代

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农业农村[3]。运用系统思维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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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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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补短板、强弱

项的实践要求出发，习近平强调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坚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了行

动指南。

5.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论

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基本方针。2018年，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优先”原则。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四个优先”总方针：优先考虑“三农”干部配备、优先满足“三农”发展

要素配置、优先保障“三农”资金投入、优先安排农村公共服务的政策导向。2022年，习近平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结合农业农

村现代化实际分析，必须通过制度化安排和战略化推动，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实落细。一是以保

障粮食安全为根本。习近平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

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1]。要坚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提升种业科技

水平，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二是以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为重点。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农村发展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全

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也是农民群众的深切期盼。”[1]三是以深化农

村土地改革为关键。要“以土地制度为牵引推进农村改革”，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1]。巩固好、运

用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完善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以后再延长 30年的配套政策，保

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

制度等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6.“四化同步”发展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先后提出了工业化、“四个现

代化”、新型工业化等一系列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作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同步发展”（简称“四化同步”发展）的重大决策。这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选择，体现了党对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多次指出，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中国式现代

化走的是“四化”同步推进、同步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的重大判断，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基本

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二〇三五年的重要发展目

标。新型工业化，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

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四化同步”发展的基础所在[8]。

信息化，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四化”提质增效、进行全域赋能的关键，是“‘四化’同步发展的加速

器、催化剂”[1]。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衡量指标；农业现代化，蕴含着农村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深刻意涵。总体来看，相较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和城镇化的发展，农业现代化因其先天存在的劣势而明显滞后[9]，“四化同步”发展充分彰显了赶超

型、跨越式的中国式现代化特点。

7.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论

“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1]十八大以来，面对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紧迫任务，习近平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

业绿色发展，深化精准扶贫，提高广大农民生活水平，对农业科技和农业农村人才提出了新的要

求。”[1]科技和人才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要着力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人才队伍建设。一

方面，科技发展的关键在创新，“创新是第一动力”[10]。党的十八大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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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

新型国家前列的发展目标；二十大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是第

一资源”[10]。十八大以来，《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6）、《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

的意见》（2017）、《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2018）、《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的意见》（2022）等政策文件相继印发实施，为人才强国提供政策制度保障。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要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选拔、任用、评价和培养制度体系，让科技

和人才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8.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论

2013 年，习近平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

路。”①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

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从农业生产技术、经营规模选择、市场竞争能力、绿色生态环

保等方面阐明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一是要坚持问

题导向，聚焦农业农村重大问题。习近平强调，“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

“进行深入研究和实践”[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要以“谁来种地”“地怎么

种”“如何确保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为重要突破口，探索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难题。二是要立足发展

现实，坚持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

计、一并推进，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11]。这一论述高度契合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需求。改革

开放以来，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快于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格局[12]，农村现

代化则是弥补这一短板的重要途径。三是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农业经营方式。一方面，

培养造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民文化技能素质，切实抓好农业人才队伍

建设，不断充实农业农村发展后备力量，提高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农业经营方

式。习近平强调，要“激活乡村振兴内生活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1]。通过改革创新农村

经营体制机制，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确保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稳定农民心理预期，激励他们投身农业农村长远发展。

以上“八论”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重要论述的科学理论

内涵。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科学内涵论阐明了重要意涵，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地位论明确了重大

价值，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目标论指引了发展方向，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大任务论强调了战略任务，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论突出了重大原则，“四化同步”论提出了基本方略，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论指出了

工作重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论指明了实践路径。这一重要论述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和方法论，为全面振兴乡村，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实现民族复兴擘画了战略蓝图，提

供了行动纲领。

二、习近平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

1.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定位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维指向

“三农”工作是党的根本工作，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习近平强调，“农

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13]提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11]；“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14]等重要论断，明确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

独特战略地位。党的十九大立足于新时代“三农”工作新的历史方位，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三

①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汇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2013年 11月 28日），http：//www.gov.cn/ldhd/
2013-11/28/content_2537584.htm？f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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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作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优先位置。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全面实现，是习近平在客观分析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基础上，基于筑牢现代化强国“三农”基础所

提出的新观点新论断，深刻揭示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内在规律，充分体现了党对新时代解

决“三农”问题新要求的科学把握。

2.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选择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基本依据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概括。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

化，为新时代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供了基本依据。《规划》指出，“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集中体现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待深

化，产业融合发展深度不够；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较为突出，基础设施建设仍旧滞后；农民适应市场

经济能力不足，农村人才队伍建设亟需加强等。这决定了必须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重

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

中央一号文件从干部配备、要素配置、资金投入、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四个优先”条件支持，加快补

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全面阐释了“四

个优先”政策导向。全面振兴乡村，促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

关键。

3.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方向指引

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重要论断，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为

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方向指引。2019年，他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

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5]，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2022年，他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思想指引。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农村场域的实践样态，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方向指引。一是

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2022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

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强调，“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合作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业

经济体制改革到面向市场的农业产业化、以城乡融合为核心的农业农村整体推进，再到以乡村振兴

为核心的农业农村现代化[16]，我国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二是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本质是农村人口的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包含农

业生产力提高等“物”的现代化，也包括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等“人”的现代化，并努力实现“物”的现代

化与“人”的现代化有机统一。农业农村现代化以“物”的现代化为基础支撑，以“人”的现代化为内在

动力[17]，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高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是坚持以协调发展为

内在要求。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

化。”要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推动乡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体建设、协调发展，实现农村

居民物质富足、精神富有。

4.中国基本国情农情是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基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各地农业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我国耕地占世界耕地总量

9%，淡水资源占世界 6%，人口占世界约 20%，如何利用有限的耕地、淡水资源发展农业，保障 14亿

中国人的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如何让农村具备现代生产生活条件，让农民过上现代化

的美好生活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课题。习近平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1]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主要有两大特征：大规模经营、大机械作业；依靠高

农业补贴维持农产品高价格和农业经营者高收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偏少，户均耕地规模偏小。据

2021年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2019年底，我国耕地总面积约 19.18亿亩，全国人均耕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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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1.36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50%。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1年，全国农村经营耕地 10亩以下的

约 2.1亿农户，农户户均经营规模只有 7.46亩。人多地少，耕地分散，家庭经营为主的国情农情决定

了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道路不适合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要应用和推广先进的农

业生产技术，提高土地生产和使用效率，为粮食安全提供技术保障[18]。发展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

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现代化农业，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业发展方式

转变、发展优质农产品等方面，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

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5.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穿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习近

平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是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这一论

述的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

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概括为“六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

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习近平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

论述基于“六个坚持”而展开：例如，坚持人民至上，提出农村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要促进农民

农村共同富裕；坚持自信自立，主张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守正创新，强调“洪范八政，食

为政首”，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

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保证粮食年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确保中国人

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提出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坚持系统观念，顺应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出发，提出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坚持胸怀天下，将“民以食为天”的中国智慧

拓展为全球粮食安全理念，提出粮食安全事关人类生存，减少粮食损耗是保障粮食安全重要途径，呼

吁世界各国加快行动，切实减少世界粮食损耗[1]。

三、习近平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

1.为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根本指引

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

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提高新时代党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完善党领导“三农”工作体制机制，建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推进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各类资源

下沉到农村基层，党领导农村工作的效能不断提高。

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基本途径。习近平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根本要

靠深化改革。”[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历史和现实表明，深化改革是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关键任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依托和现实指向在于农民，农民现代化是

现实的、有效的、本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抓手[19]。2018年，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指出，开展农业

农村工作，“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

富渠道”。要加快推进产业振兴，筑牢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根基；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发展优质高效农

业；探索多种现代农业组织形式，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2.为全面振兴乡村提供了重要方略

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全面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部署安排，产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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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是政策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目标任务。习近平深刻论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科学

意涵，强调要实现“物”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业振兴、人才

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五大振兴”并举，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

化。为整体加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发展愿景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

农业农村发展要优先支持。补短板、强弱项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宝贵经验。进

入新时代，从城乡两大地域的发展格局来看，城乡差距较大，乡村是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和弱项，加快

乡村建设、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势在必行。习近平深入论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指出科技

和人才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强调优先考虑“三农”干部配备、优先满足“三农”发展要素配置、优

先保障“三农”资金投入、优先安排农村公共服务的政策导向，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促进城乡协调发

展、加快现代化强国建设指明了政策方向。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不断提高。农业是关涉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农业发展事关经济、政治和

社会稳定，必须高度重视。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是全面振兴乡村的内在

要求。习近平强调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要有强烈问题意识，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

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缓解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满足

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体现了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着力保障

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乡村环境的战略思维逻辑，为提升农业发展质量、

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明确了工作重点。

3.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了实践指导

农业农村发展要以建设农业强国为目标导向[21]。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农业发展事关

民生福祉改善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

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不仅阐明了农业强国在现代化强国中的重要

战略地位，并且指明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农业强国建设的综合目标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阐明了新发展阶段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任务的紧迫性。新时代全面振兴乡

村，要以建设农业强国为目标，持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服务于建设农业强国战略需求。在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

出，“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

条件”。综合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指出，要“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

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深刻揭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农业强国建设中的基础地

位以及农业强国的科学内涵。基于我国国情，将农业强国的中国特色概括为“依靠自己力量端牢饭

碗、依托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业、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等五个方

面，突出粮食安全的战略地位以及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向。习近平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

要论述契合农业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为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战略需求提供了实践

指导。

4.为世界农业发展提供了思想启迪

有助于世界上一些国家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因忽视农业农村而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习近

平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强调要统筹农业农村一体化发展，明确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国家现

代化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将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工

补农、以城带乡，推动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农业农村

现代化致力于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对

一些国家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有益于发展中国家加快现代化进程。与欧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模式不同，我国农业农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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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在小农家庭、小农农业广泛存在且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村社会依然普遍延续的条件下推进的，

必须走符合这些实际需要的现代化道路[20]。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推进中

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深刻阐释了赶超型、跨越式发展的中国式

现代化大逻辑，为发展中国家加快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有利于促进全球粮食安全。习近平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中蕴含着深刻的粮食安全

观和深厚的人类发展关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安全取得历史性成就。截至 2021年，我国粮

食年产量已连续 7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2021年产量创历史新高，达到 13657亿斤，人均粮食占有

量达到 483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 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①。把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推动国际粮食贸易发展，分享粮食市

场资源和发展经验，实施多边南南合作项目，深化粮食安全国际合作，建立双边农业合作工作组，实

施农业援助项目，提供力所能及的国际紧急粮食援助，为全球粮食安全和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

智慧和中国力量。

习近平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重要论述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根本思想指导，为世界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启迪。新时代新征程，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客观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关照、国内与国际相对接，顶层设

计与基层探索相统一，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就坚实的“三农”基础，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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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Internal Logic and Value 
Implicat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XIE Ruoyang， WANG Shumei， LIANG Weijun

Abstract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has 
rich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It mainly include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theory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e theory of strategic posi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 the theory of stra⁃
tegic goal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e theory of major task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
ernization，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s top priority， the theory of synchro⁃
nous development of “Four Modernizations”， the theory of the key to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
tion， and the theory of the pat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 contains clear internal logic， with the resolution of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s the ori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Chinese society’s principal con⁃
tradiction in the new era as the essential basis for giving priority to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the guide for promot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agricultural conditions of China as the basis for choosing the pat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Marxist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a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understanding agri⁃
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Moreover，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 has profound value implications 
providing fundamental guidanc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era，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building China’s agricultural power， and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agricul⁃
ture.

Key words a new era ；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
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rural revitalization；agricultur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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