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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专家参加首届乡村振兴（山东）高峰论坛并发言 

10 月 30 日，首届乡村振兴（山东）高峰论坛在济南举行。本次论坛由山东

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新时代新机遇新征程，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为主题，凝聚社会各

界力量和智力优势，为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凝聚共识、建言献策。 

中心理事、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立胜，在致辞中表示，

就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潍坊模式”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在新时代下，人们应当准确认识“潍坊模式”，这能更好地发挥“潍坊模

式”的经验引领作用，对于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王立胜表示，潍坊模式具有内生性发展突出的特点，这与苏南模式为代表的

长江三角地区，和以珠江模式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比较，缺乏独特的资源禀赋和

明显的区位优势，依靠农业完成现代化的起飞。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相比，“潍

坊模式”内生性特点更为突出，主要依靠自身资源，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实现

了迭代计划，这是“潍坊模式”非常重要的特点。 



潍坊模式发挥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引导调控作用和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回

顾潍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过程，始终是与基层党委政府的积极作用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政府力量的深度介入和积极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农户与市场的链

接问题，也解决了小农户的组织化问题，将政府的信誉注入潍坊农业产业化过程

当中，在克服市场失灵方面作用巨大，体现了中央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求。 

王立胜认为，潍坊模式很好地形成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态势，吸纳了大量

分散农业经营者。潍坊模式形成了良性城乡关系的结构，造就了各具特色的发达

县域经济，形成了巨大的产能，县域吸纳人口能力较强，80%以上农村转移劳动力

可以不出县实现就业。这个特点，王立胜概括成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大工业与

大农业并存，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并存。所以在潍坊不存在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就

连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现象也少。 

王立胜认为，潍坊模式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鲜明体现，在实践

中不断对打造乡村振兴战略齐鲁样板，对国内欠发达地区农业农村发展有很强的

指导作用。同时，对落后发展中国家也有较大借鉴价值，具有很强的国际意义。

他表示，农村改革应该着眼于增加内生动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多种实现形式，

发挥集体经济的综合功能。积极鼓励农民返乡创业，构建良性的乡村治理体系。 

王立胜指出，研究乡村振兴都在研究人的问题、钱的问题、地的问题，实际

上人的问题是最关键的因素。王立胜表示，非常希望看到农民工返乡创业，返乡

创业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他们可以利用本有的血缘地缘等关系来降低经营成本。

更加重视新技术革命对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促进作用。不

管是种植还是经营，都要充分的利用现在已经非常成熟的互联网，这可以大大降

低农村的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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