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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农村的发展至始至终备受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近些年以农村经济、农村发展、农

村政策等为关注点的文章层出不穷,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研究著述成果颇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对农村的了解与认知对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弊端做了一个大致的描述,并对我国现

阶段国家对农村采取的基本政策进行简单概括,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农村发展前景作出展望。 

[关键词] 我国农村；现状；问题；展望 

中图分类号：S-3  文献标识码：A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Areas 
Meiling Shan  Parhatijan Abibra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Xin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areas has alway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articles focusing on rural economy,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policies, etc., 

have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and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made many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makes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problems and disadvantage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uthor's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briefly summarizes the basic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country at the current stage of our country, and on this 

basis, it makes an outlook on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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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土地

资源与自然资源使用不当,对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农村常住人口

比例严重失衡、人口面临“空心化”现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

务区域及城乡比例发展不平衡；农村综合治理水平有待进一步

提高等一系列问题。国家根据农村发展与现状采取和制定了土

地流转权、精准扶贫等有益于农村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强制性

的政策鼓励扶持农村经济发展,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促进农

村经济水平的提高。 

1 农村在我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及发展历程简述 

1.1改革开放背景下农村发展历程简述 

众所周知,农村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纵观改革开放

后农村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时代的特征,分为以下几

个阶段：(1)1978-1988年：在此期间,我国农村出现了大量的乡

镇企业,促使乡村经济得到初步振兴。(2)1988-1998年：我国把

改革的重点从农村逐步向城镇转移,重点放在了工业化和基层

治理的探索上,我国也在进行农业工业化和现代化乡村治理的

探索。(3)1998-2005年：这一阶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为重点。(4)2005—2012年：这一阶段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

化农村作为加快新时期农村发展的根本方向。2012之后,我国农

村全面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道路。在不断的发展

过程中,国家对于农村地区的发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

的政策和措施,旨在进一步建设农村、发展农村。 

1.2改革开放后农村发展取得的一些成就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回顾我国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力显著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长。40多

年来,我国农村的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经历了由单纯释放农

村生产力、逐渐恢复和发展农村工业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到

全面协调发展,依靠科学技术为内生动力的全方位统统发展的

发展脉络。 

2 农村未来发展的基础及驱动力 

科技与政策是农村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如：精准扶贫、土

地流转权、国家在全球中的影响力,都将有效的推动我国农村未

来的长远有效的发展。 

2.1政策制度强力倾斜为农村发展提供坚实保证 

农村的发展首先离不开政策的支持,改革开放后,政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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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农村的经济发展,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这是农村得以大力

发展的有力保障。在20世纪70、80年代：实行“家庭承包责任

制”,“放权”给农民,大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使得长期以来

被压制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实现了农村全面发展

和农民收入的飞速增长。这是一系列鼓励农村发展的措施之一,

政府把资金投向了农村,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调动了农民的

积极性,给农民强烈的安全感,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保证。 

2.2土地权及流转是农村发展的核心动力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合理的流转,可以挖掘土地的潜

在生产力,增加农民因土地带来的综合收益。一方面,农村土地

流转可以有效提高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时可以有效缓解由

于农民的大量劳动力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出造成的人口老龄

化问题。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可以将闲

置的耕地重新加以利用,从而提高土地的使用率。在农村土地的

合理流转,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可以通过租赁方式实现土地的转

移,从而扩大自身的收益。 后,通过农村土地的流转,可以使更

多的农民从土地中脱离出来,这一过程中土地也被合理利用,促

使更多的农民将投身于社会的经济发展。 

2.3国家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将促成农村经济深度嵌入国

际经济一体化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积极影响。

在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的影响之下,我国的不断融入到国际市

场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融入

市场经济,适当的获得与自身的发展也需要一定程度上融入市

场经济。这主要得益于我国主动加入世贸组织和“一带一路”

之中。国家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促成了农

村经济深度嵌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中。 

3 农村未来翻天覆地的发展形势 

根据目前我国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形势来看,农村未来发

展前景一片大好。农村将会抓住国家发展大势,乘胜追击,相信

农村的未来在党的带领下,将朝着更加好的方向发展。 

3.1城乡已融合并一体化,生活品质提高 

国家根据农村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加快发展一体化的进程。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如现在每个村庄都配套有基本的基

础设施：村委会、文化站、村级卫生室、提供新型合作医疗保

障不仅解决过去农民看不起病,在解决医疗卫生问题的同时还

强化了农村的文化发展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问题,

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别的一种有效途径,而多元化融

资体制的变革,也会推动我国政府的功能转型。当前,我国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是农

村能够获得良好发展的先决条件。 

政府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投

入经费。在当下精准扶贫的进一步推动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城乡一体化会 终实现。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进一步的提高。

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实现城乡的完美融合,“新农村”建设将会普

遍的落实到中国的每一个村庄。城乡之间将不会有差异,城市市

民将会向往农村的生活,实现心里反差。 

3.2农业产能扩大,产业多元化、规模化、现代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真理。在未来

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科学技术不但不会削减,反而会加大技术

的开发利用。“农业产业化模式、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特色农

业导向模式”是未来农村发展的三大主要模式。未来农村的

发展不仅是将农作物产业化,而是将农业产能扩大化、产业多

元化、规模化、现代化。对于农村出现的“空心化现象”将

荒芜的土地实行集中化作业,将在农村出现一批小型、中型的

农场,农场实行集约化作业。当今,许多农产品使用过度农药、

尿素等化学物质,对人体有害。温饱将不会成为困扰农民的问

题。未来的农民将会更加看重生活质量问题。在发展过程中,

绿色有机农业将会作为农民的主要发展方向,农产品将会向着

品牌化的方向发展。 

3.3农业与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深度结合,

是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的增长极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第三产业迅猛发展。当前,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工业的结构也在不断地优化和升级。第一产

业有了一定的下滑,第三产业则快速发展。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

以互联网为主导。发展同属第三产业的信息化技术,推动我国农

业经济的发展将是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式。未来农村及农业发展

也将与互联网联系起来。无论在生产、销售、还是售后方面,

都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息息相关。因此在

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农业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

的紧密融合,不但可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而且可以通过信息

化技术减少农业交易的风险,成为中国农村农业发展的的一个

主要的增长点。 

3.4农村生态环境优美宜居,生态旅游、休闲观赏农业成为

农村主要功能之一 

未来的农村旅游业将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大主流方

向。农村的功能将不仅限制在为农民生活居住,主要功能将会朝

着生态环境优美宜居、市民们发展生态、休闲观赏农业等方面

发展。“发达国家和先发地区在农村发展时强调将农村生产功能

和消费功能结合起来,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挖掘农村地区

的旅游功能和生态功能等,如开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家庭农

场采摘、乡村旅游等项目。”这也将会是我国农村未来的面貌,

并且不会太远。浙江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导

下,以“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专项治理行动为抓手,浙江

农村面貌整体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截止2013年浙江省共有2.7

万个村完成环境整治,村庄整治率达到94%,成功打造了35个美

丽乡村创建先进县。以浙江为代表的“美丽乡村”,其重点在于

营造良好的生态和居住条件,以生态为导向,在改善农村的公共

服务设施的同时,重点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生态旅游、养

生旅游等,开创生态旅游新格局。美丽乡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可

以看做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弥补和克服了早期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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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在未来的农村将会以浙江为起点以点带面、典型示范、

逐步推广的一步步推进下我国传统农村发展思路将会转变,实

现农村消费主义的新局面。 

3.5知识型新农人开始成为一支生力军,农民职业化、专业

化,商业化 

农村要发展,农业是关键。农业要发展,一要靠政策,二靠

科技,科技的发展和影响是无限的。现阶段培育知识型新农民

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

择,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国家对于大中院校师资

力量的培训、对具备知识的高素质农人的培养及鼓励政策,在

一步步加强对农业知识型人才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批生在农

村、爱农村、致力于建设新农村的骨干人才,国家对大学生村

官的优惠鼓励政策等等都是为了加强农村知识型人才的建

设。相信在大的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借助于世界舞台、互联网

及信息技术的应用、新农村的建设,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型

人才走向农村、选择农村。农民将会不断的实现专业化、现

代化、走向商业化。 

3.6农村文化繁荣、农村元素的娱乐业和文艺作品繁荣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现代文化将会通过广

播电视、人员流动、文化市场传播等全方位地渗入农村,为农村

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农民对文化活动、文艺作的兴趣也

将日益浓厚,对娱乐性文化的要求也会逐渐提升,农村文化氛围

也会越来越好,农民对先进文化和高雅艺术的鉴赏能力也会随

之提升,农村基层文化队伍的综合素质全面提高。文化是时代的

折影,而农村文化同样折射着时代之光,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追

随着历史的步伐,反映着农村和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深刻变

革。在未来,农村的文化生活将得到广泛推广,农民的文化素养

将得到普遍的提升,农村的整体生态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整个社

会的风尚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农村社会对精神和文化的需要

更加迫切,从而使农村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同时,文娱和文化产

业也将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4 小结 

过去40多年来,我国农业改革取得的成绩屡创佳绩,关键

是准确掌握了农村改革基本规律、与时俱进推进农村全面深

化改革,树立以农民为本的发展思想理念,加强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与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尽管发展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和矛盾,但这并不妨碍乡村振兴。当前乃至今后,都是中国深

化农村的 佳时期,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们的农

业将更好地与世界接轨。在当下和今后长期发展过程中,我们

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基础,又具备良好的经济条件。我们

相信在未来,农村经济将是我国未来经济 主要的增长点,农

村将会实现“生态环境向好、社会和谐稳定,医疗、社保、文

化和基础设施全面完善。”未来的农村将会是农民安居乐业,

全面振兴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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