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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1日 

中心理事长出席《中国农村发展报告》发布会并致辞 

7 月 25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主

办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暨中国乡村全

面振兴高层论坛在京举行。中心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发表致辞。 

蔡昉表示，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

有的奇迹。从 1978 年至 2016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高达 9.6%。

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40 年时间里，中

国对世界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 25.6%。 

他指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着生产率提高

动力不足的挑战。蔡昉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是有效破解这一难题的

出路。实现高度的城镇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就是为了保证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走向高度城镇化。在推动新型城镇

化、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需要照顾到农村、农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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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发展。“也就是说，劳动力转移多少取决于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提高到什么

水平，而农业劳动力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又取决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三者之

间存在制约关系。所以，城镇化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户籍制度改革要加快，但

仍然要有渐进性。”蔡昉解释到。 

最后，蔡昉提醒到，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不应该把它和推进城镇化对立起来，

而应是两者相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解决城市化中出现的矛盾和悖论现

象提供了出路。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发布《报告》。 

《报告》认为，新时代背景下，要从根本上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就必须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走中国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为此，

应始终抓住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不放松，建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联动机制，

构建可持续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明确乡村全面振兴的标志和实施路径，采取分

区分类的差别化推进策略。 

《报告》指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程度保持持续提高的态势，但是进展速度

呈减缓趋势；各领域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提升，特别是生态环境一体化成效显著；

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程度稳步提高，而且区域差距持续缩小。为此，《报告》提

出要稳步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优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城乡一体化内容，促

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以三产融合发展化解

城乡二元经济，进一步加大美丽乡村建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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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强调，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但实现产业兴旺面临着农

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不充分、核心竞争力不强、农村经营主体去精英化、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体制机制障碍有待破除等问题。为此，应深化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优化乡村产业区域布局和产业结构；提高物质技术装备支撑，实施科

技助推战略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创新多元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小农户和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互促共生；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搭建农民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的桥梁；加快推进农村体制机制改革，强化生产要素对产业发展的支撑。 

《报告》建议，应该加强党组织对基层工作的思想引领作用，不断提高农民

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通过推进城乡教育平等，搭建立体式教育培训机

制；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加大农村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培育农村文化产业，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培育优良家风乡风，打造

新乡贤文化；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并保护民俗文化。 

据悉，《报告》还发布了中国农村发展指数及中国农村发展指数测评报告。

《报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版的“中社智库” 系列之年度报告，《报告》包括 1 个总报告及综合篇、经济发

展篇、社会发展篇、生态环境篇 4 篇 17 个专题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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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心理事会、学术委员会，教育部“2011 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教育部社科司、南开大学党委、中心各协同单位 

  送：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战略发展部、社科处，各专业学院、研究单位， 

      中心各团队首席专家、研究人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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