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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

——基于发展观三种理念的分析

刘金海

摘要： ， 村 村 。中 式现代 西方现代 现代 不同 方 现 基国 化不同于 化 中国农 化道路亦 于西 农 代化道路

三 ，本 村 ，发 的 种理 于 国农 发 实 结于 展观 念 文立足 当代中 展 践 合 2006 来以年 18个中央“一 文件号 ”

，对 村 。 ， 村和党的 中国农 现 行探 究认为 当前 农 现代化 设进程重要报告 代化道路进 索 研 中国 建 同时蕴

本 义、 本 义 义三 ： 本 义 了 村 一着物 主 人 主 种 物 主 反 现 中 发含 主 和生态 发展理念 不仅 映 代化进程 农 展的

， 村 较 ； 本 义 对 本 义般特征 前 现代化 设 表 为明显 人 是 现代化进 的而且在当 中国农 建 中 现得 主 程中物 主

， 村 也一修正 中 建设 行着国农 现代化 直践 “ 本以人为 ” ； 义 了 村 义，旨 生态主 越 西方的宗 超 乡 浪漫主

村 类 本 。 来 ， 本 义、 本 义 义三回归农 成 产和 活载 原 合 主 生 种为农业生 人 社会生 体的 综 看 物 主 人 和 态主

村 了 、 、 。 ，理念 现 路中形 同 推 调发展 和 共生的共时 此同时 党在中国农 代化道 成 步 进 协 谐 性局面 与 的

十八 大 ， 一 村 。 村会提 新发展理念 推进和拓 中国农 设 不同于届五中全 出五 进 步 展 现代化建 西方农 “单

线式” ， 村 一路 中 农 代 条现代化道 国式 现 化道路是 “ 线复 式” 。展道路发

关键词： 村乡 振兴 村现农 代化 展观发 本 义物 主 本 义人 主 义生态主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村 化在农 现代 相关研究中，“ 村农 ”不仅是“传统”“落后”“ 发达欠 ”的代名词， 且处而 于“现

代” 对 面的 立 ； 村在 进农 现代化 程中，“ 村农 ”常常与“发展”“改造”“改革”“建设”“ 划规 ”“振

兴” 一 。表述结合等 在 起 20世纪30 村，代 中国农 有年 的 “ 村改乡 造”“ 村乡 教育”“ 村 设乡 建 ”等社

会 践实 ，也 子有知 行识分 推 的“ 村乡 动运 ”“ 村乡 实验”“ 村 验农 试 ”等社会活动。笔者梳理历年中央

“一号文件”后发现：20 纪世 80年代的中央“一 文件号 ”中有“ 村 革农 改 ”“ 村农 工作”等关键词语；

21世纪 来历年以 中央“一 件号文 ”中先后有“ 义 村会主 农 设社 新 建 ”“发展现 农代 业”“农业 设基础建 ”

“统筹城 发展乡 ”“农 化 设业现代 建 ”“ 村振兴乡 战略”“‘三农’ 域领 重点工作” 表述等 。从“ 村农

改革”“ 村 作农 工 ”到“ 义 村社会主 建设新农 ”再到“ 村 战略乡 振兴 ”， 文 键表述的中央政策 件中关 变

了 村 ，也反映 中国 历史巨变 着中化不仅 乡 的 意味 国 村农 代化建设现 一将 入 个即 进 “质变” 。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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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国农 代化起现 始于 20 纪世 50 代 的年 初 村农 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 在这 西方被称为“ 现左翼

代化道路”
①
。 村中国 研究关于 农 现代化的 ，20世纪 90年代 较的 果 多相关成 ， 村主要 现代化聚焦于农

、 、 。 三 ：一的 进程 内容 径等 些 果有 个特 是 数从 史和实践 度进行 总背景 和途 这 成 点 多 发展历 角 阶段性

，典 的如结 型 “三步走”（ ，艺陆学 1995a）和“四步曲”（ ，学艺陆 1995b）；二 一 义是均以 般意 上

， 、 、 （ ） ；三的现代化指 参照 业化 市 和科技化 业现代化标为 标准 例如工 产业化 城 城镇 化 等 是以农 为

线主 ，在突出 化目 共 的同时现代 标 性 ，更 调 景强 背 、内 体道路上 特殊性涵和具 的 。2017年 村农中央 工

议 义 村作 提出 色 兴道路会 走中国特 社会主 乡 振
②

， 了对 村后 会科学界特 农经在中国社 别是 界兴起 乡 振

村 。 ， 村兴与 代 的研究 有 为 乡 振兴中国农 现 化道路 研究者认 是“ 一别于 切既 式现 性 式的新区 有旧 代 模

型 代 路径现 化 ”（吕方，2021）； 了 村研究者在 基础上 就 现 化道有 此 界定 农 地 代 路（萧洪恩，2022）。

本 了三 ：述 究提供 个 考上 研究为 文研 方面的思 一是应该立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来 村成立以 农 发展

本 ， ；二 ，实 进行过程 准化的分 不能局限 段性 政 文件和战 实 而应践 身 并 性而非标 析 是 于阶 的 策 略 践 先

对史角度从历 中 人民共华 和国 来 村 一 ；三 村立 中 农 发 个 识 是不能成 以 国 展进程有 系统性的认 就中国农

本 来 讨 村 ， 较 村 村发展实践 身 国农 而应 代 发展实践 现代化道探 中 现代化道路 该在比 当 中国农 与西方农

， 讨 村 。基础上 探 结中 农 代化道路路的 并总 国 现

二、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三种发展理念

较 村 ，比 国和 现代化道要 中 西方农 路 需 一 ， 一 村有 个 前 即 贯穿 现共同的 提 条 中西方农 代化道路的

理论主线—— 。 ， （蕴含于其中 值取 这个 林发展观及 的价 向或理念 在 方面 王野 2014） 了 展观的梳理 发

三 ， 本 义、 本 义 义， 三种 主 人 主 和 主 认为这 展理 在 方现代化 程 呈现理念 即物 生态 种发 念 西 进 中 历时态

， 了 ， 才 较 。的演进过 中间经 转 最 得以 念 整的格局程 历 两次 向 终 在发展理 上形成比 完

2003年，在 十六 三届 中全会上党的 ， 涛正 发展胡锦 式提出科学 观。2007年， 十七大 对报党的 告 科学

： 一 义 ， 心 本， 本 ， 本发展观进 括 第 要 是 核 是以人 要求 全 协调可持 根 法是行科学概 发展 为 基 是 面 续 方 统

顾筹兼 ；同时提出“要建设 明生态文 ”
③
。 本 本 义意 着科 的 主这 味 学发展观 基 理念是人 ， 了同时还蕴含 基

本 义现代化的物于 主 理念 义和 持续 态基于社会可 发展的生 主 理念。 ，本 村正因如此 西方农 现文在总结 代

，经验的基化 础上 村立足 当 中国农 发 实于 代 展 践，结合对2006年 来以 18 中央个 “一号文件”和党的重

大 文 的 考政策 件 思 ， 村 三认 现 含着 种发为中国农 代化道路蕴 展理念， 本 义物 主即 、 本 义 义人 主 和 主生态 。

①Kearney（1996）将农村现代化道路总结为两条：一条是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以资本逻辑驱动的现代化，称为右翼现代化

道路；另一条是集体主义基础上的以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场为具体形式的现代化，称为左翼现代化道路，以苏联和（集体

化时期的）中国为代表。

②
资料来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二论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018年 1

月1日A01版。

③
参见《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106155/106156/

6430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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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义 本 义。 义 ，第 物 主 西 型表现是 求的目标 质财富的发展意 上的 发展主 在 方的典 现代化 追 是物

长， 崇增 推 “ 本以 为物 ” ，价值取向 发 理念 为的 在 展 上表现 “ 本 义物 主 ”。这 仅是现 发 国不 代欧美 达

村 ，也 三 。 村农 现 型 国家和第 的发展目标 农 正 业现家 代化的典 特征 是后发 世界追求 中国 在进行的农 代

义 村 ，也 了 本 义 ； 义 村会 建设 受到 响 中国农 代化和社 新农 设 要以化和社 主 新农 物 主 的影 业现 会主 建 主

“项目”“ 程工 ” ， 村方式 得现阶段 国农业 化 的等 推进 使 中 农 现代 中 “ 本 义主物 ”特征较 。为明显

二， 义 本 义。 义 长，第 上的人 主 主 思潮主要 经济 是发社会主体意 西方发展 追求 增 其结果往往 展实

践的“异化”（ ，荣杨寄 2010），对 村 ，农 发展 农民的而言 则是 “异化”。 村国在农 现 建设中 代化 中

， ， ， 村不 尊重农民 主 地位 挥农民的 体作用 动 万 民的 农仅 的 体 切实发 主 还要调 亿 农 主动性 让 民重回农

心 ， 一展的主体 地位 实质是发 地位和核 种“ 本 义主人 ” 。的发展理念

三， 义 义。 ，可持 上 主 西方现 果是不平 经济关系 导致 平第 续发展意 的生态 代化的结 等的 由此 不 等

的社会关 和 治关系 政 系。对 村 言农 而 ， 一则是 系 的列 “异化”—— 村对 的 赖农 城市 依 、 业的农 边缘化、

。 ，一 （ ）乡 和生态环 等 基于此 些 国家 北美 持城 关系的扭曲 境的恶化 发达 例如西欧和 国家 在可 续发展

义 了 ， 了 义意 上重新 与自然以 与自然的 形成 循 然生态规 和 态法 态主界定 农业 及人 关系 遵 自 律 生 则的生

发展 念理 。 村 村中国 化 设 仅关 现农 现代 建 不 注农业农 代化， 了时提出更是适 “生态农业”“ 色农业绿 ”

， 了发展 同时目标 提出 “ 明建生态文 设”， 了 义 。有 色的生态形成 具 中国特 主 发展观

村 ，三 ， 对 义在中国农 化道路中 念相 出 且形成并 的 面 既 发展主 的 思和现代 种理 继 现 存 局 与 西方 反

， 了对 村 。超 更 体 中国 实越有关 是 现 农 现代化 践的总结 ，国式现代 科学发展观 出中 化道路中 的提 、新

， 村 了 。创新 全 农业农 现 方向发展理念的 和发展 为 面推进 代化指明 ，本基于 分析的重 蕴含此 文 点是 于

村 。 料来 ， 了中 农 现代化 路 的发 以及实践 的具体 表 等 资 源国 道 中 展理念 中 举措和 现 在 方面 除 究研 当代

村发展历史 就中国农 和实践成 的文献 ， 村 （外 引领 方向 策 别是更有 中国农 发展 的中央政 文件 特 2006

来年以 历年中央“一号文件” 十八大、十九大以 的 和及党 二十大 ）。报告

三、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物本主义倾向和反思

（一）西方农村现代化的物本主义特征及后果

村 ， 义乡 社 发 的演进 发 主随着 会 展 展 为成 村 。乡 实践哲学发展的 方发达 现 化 发展西 国家的 代 是 主

义 形的典型 态。 各国当今世界 ，无论 发展阶段处于什么 ，都 入现 进程被纳 代化的发展 。西方 国发达 家的

村 三现代化进 个方面的农 程均呈现 特征：一是农业现代化（是最 典 的特征为 型 ），各 现 化的种 代 生产要

村素无差别 进入农地 ， 本 义 了 小生 方 替代 生资 主 的 产 式 传统的 农 产方式；二 民的职业是农 化， 代具有现

义意 的农业 经营生产 者（farmer） 了替代 性 化的农民无差别地 具有传统 且多样 （peasant）①
；三 村是农 的

， 村 、 。代化 农 的 公共产品 福利 与 市并无明 差现 各种 社会 等 城 显 别

①
“farmer”是生产和职业意义上的农业生产经营者。“peasant”是社会和身份意义上的农民——20世纪60年代农民学

兴起后，农民被看作是不发达社会、宗法式社会或农业社会的居民（包括农业生产者与非农业生产者），是传统社会和

落后生产力的代表（秦晖和苏文，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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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村西方 进程通过 个途径 的现代化 两 摧毁 农 “ 然当 ” 。一 本 ，式 是 的 夺农形 通过资 化 途径 直接剥

民身份的物质附庸， 料 本 。二最为突 便是 产资 化 资 的土地 过出的 作为农业生 的土地异 为工业 资源 是通

， 了小 ，商业化 径 以现代 或非 业 产方式替 农 产方 由此延伸 社会行 使的途 农业 农 生 代 生 式以及 的 为方式

对 来 大农 外部 赖得 民 世界的依 性越 越 。 果是其结 ， 村农 中 间的关系被 物之 代人与人之 物与 间的关系替 ，

“ 对人 物的依赖” ，开始形成 “ 对物 人的支配”大行其道—— 一 本 义。这是 种典 物 主型的

本 义对物 主 西方发达 村 了三大家 农 发展造 负 且深 响国 的 成 面 远的影 。一 了 本 村是确认 在农 发资 展中

正 性 至上的 当 和 性。对 本 的 崇资 偏好 现代化的推 ， 了 本实际上 统治和剥削 的合是认同 资 农民 理形式，其

必果 将 全 等发展结 忽视人的 面和平 。 本挟在资 制之下，农民无论 行动怎么 ，其结 于己 利果都 不 。二 没是

村 落有改变 民 身份 及农 的 后 况农 的 地位以 状 。 村西方 农 然 不断国家的 虽 在 地推进 代现 化， 对 市但相 于城

和整个 代化进程和 水平国家的现 发展 而言， 对落后的仍是相 ； 家 清单中在发达国 的政策 ， 村农 发展和农

权民 利仍然 在后面被排 。三 村是 不断 现 化农 在 地 代 ， 了但农民 然 持 历 续性仍 保 史的连 ，其与 代社会现 之

。 ，鸿 并 有因 消间的 沟 没 现代化而 失 这说明 “ 的现代化物 ” 未 村 。决西方农 发 题并 真正解 展问

（二）现阶段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举措及特点

20 来世纪中叶以 ， 村也 了国农 现 路中 业农 走上 代化道 ，既不同 翼的现代 路于西方右 化道 ，也不同

于西方左翼 代 道路现 化 （Kearney，1996）。原因 多 面的是 方 。 一个方面是首要的 ， 国没有 业中 经历工

命革 。 ， 义 ， 。 ，一而 作 典 代化 依然 最为主要的 取向然 为发展主 型形式的现 成为中国 发展 在此基础上

， 必 。 一 ，般现 与 展实践相 果 然是中 现代化道 崛起 个 面是 作为代化理论 中国发 结合 其结 国式 路的 另 方

一 ， ， 落 ，后 现代 继续沿袭 方道路 远 于 地位 不 界现代化个 发 化国家 西 不仅永 处 后 而且永远 可能跟上世

伐的发展步 。 一 ， ， ，作为 个后 家 受 社会 的 只能打破发国 制于经济和 条件 中国 现代化 常规 走“ 超战赶

略”， ， 轨 。充 挥国家和 的主 作 快速迈入 代 道分发 政府 导 用 现 化

， 村 了 ：一 ，在 现代化道 的指引 农 农 代化 阶 主革命 具中国式 路 下 中国 业 现 经历 四个 段 是通过民 有

权 村， 了 村 力 ；二 ，的国家政 扎 起到 现代 用 农业合作现代性 根农 引领农业农 化的动 作 是通过 化运动 中

村 了 义 ；三 ， 村 力国农 走上 主 道路 是 市场 和 制改革 以 民 业市 农 劳动 非 化等集体 通过 化 体 农 就 场化和 农

了 村 ；方 中 农 农 现式重启 国 业 代化 四是 21 来 大力 村 ，世 进农业农 设纪以 开始 推 现代化建 2006年以来

18个中央“一 文件号 ” ，的连续出台 描绘了 村农 的发展中国农业 现代化 图景。

， 。个阶段 中 农业现代 设全 展在第四 国的 化建 面 开 ： （具体措施 次 要有 准农田依 主 建设标 2006①
）

（并 渐提高逐 标准 2012）； 子 （动 工启 种 程 2006）， （建立现代种业 2014）；加 设施建设强农业基础

（利和田间配 程建特别是水 套工 设 2006）； （机械推进农业 化 2006）， 业 步实现农发展农 科技逐 技入

（户 2006）， 术 （立现代农 推广体系建 业技 2016）； 、 、 （特色 业 单农业 循 农推行 农 订 环 业 2006）和

有机农业（2007），发展设施 业农 （2021）等；建 农 产 园设现代 业 业 ，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

（2017）和“数商工程”（2022）； 龙头 业培育 企 、 类企业集群 基地 作经示范 和各 专业合 济组织（2006）；

、 （动 场 联户经 立各种农 营性服务推 家庭农 营以及建 业经 组织 2013）； 、建设 代 业产业园 业现 农 农 产

①
除非特别说明，括号内年份表示该举措首见于该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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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强镇、 势 色产业集 等优 特 群 （2021）。 子农业 建 的 的是 生 是优良种现代化 设 目 以现代性 产要素特别 、

料、 、 术 ， ，业机械以及 技 等 为单 生 不断调整 业结肥 农药 农 种植 改变以家户 位的农业 产方式 优化种植

构，促进 林牧渔业农 面发 和 代转型的全 展 现 ， ，培 现 性的 产和经营 织 建立 的 业育 代 农业生 组 现代化 农

，产体 体 是生 系和市场 系 最终目标 “建设农业强国”（2023）。

义 村会主 新农 建 面最社 设方 为典型的是“村村通” （工程 2006）和 （下家电 乡 2009） ；等 在政策

网络 础上下乡的基 ，推进“ 网互联 +”战略（2019）；逐 进饮 安 工程步推 水 全 、 村农 能 建源 设、村庄规

划、 、村 （境治理 庄 全建设人居环 安 等 2006）。 义 村 了 村 ，主 农 设提 设社会 新 建 升 农 基础 施水平 提高

了 村 。农 物质化发展程度

村中国农业农 化建 现代 影现代 设受中国式 化建设的 响， 出明显的表现 “ 加并联式叠 ”特征，特别表

现在农业 化现代 、 村农 业工 化、 村乡 城镇化、 息 字化信 数 的“叠加”之中；与之 应相 ， 划各种规 、政策、

、 也 来， 村 一 。项 经 随之 现 入 个快速目 费 而 中国农 代化建设进 发展时期 2017 村 议年中央农 工 明确作会 ，

到2035年， 村 取得 展乡 振兴 决定性进 ， 村 本现代化基农业农 实现
①
。 味着这意 ， 村当前 农业农 现中国 代

建设 仅化 不 间紧时 ，而且 务 重任 繁 。基于此， 前中国农当 业 村农 现代 多化建设 以“项目”“工程”等方

进式推 。 建设项目前者如各种 、产业项目、 类惠民项目以 试点及各 项目、 目等示范项 ，以“ 准农业标 化

项目示范 ”（2008）为典型； 繁出现在 重要政策 特别 中后者频 党的 文件 是 央“一号文件”中， 如例 2006

中央年 “一号文件”中仅与农 现代化业 有关的“工程”就有“农业 工科技入户 程”等11 。项之多

（三）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物本主义倾向及反思

，从当前建设成效看 “项目”“工程” 了 村 ， 了的 加快 现代 程 高推进 中国农业农 化建设进 明显提

村 。 ，农业现 和农 现代 度 然而代化水平 化程 “项目”“ 程工 ”等 设 式及其结 呈 明显建 方 果 现 的“ 本物

义主 ” ， 来了一 ， 三 。一倾向 带 系 的后续 主 表 在 个列 性问题 要 现 方面 是以“项目”“工程” 式推等方

进现 虽然目标明代化建设 确， 主要 可在 取 成效或有 项目或工但 集中于那些 短时期内 得显著 显示度的 程。

二 ， 。 ： ，注重建设 的扩 但 有充分考 由 产生 后果 例如 农业现 设 现是 路径 展 没 虑 此 的负面 在 代化建 中 代

一 本 ， ， ， 村性要 个 资 下乡 它 领域 并扩展 产领 农 基素输入的 重要途径是 始于流通 到生 域 再扩展到 础设

； ， 本对 村 。三设 然有政府 策指导 但 避免资 农 价值 支 性获取 是 注施建 领域 虽 监管和政 无法 经济 的 配 仅

当前 效重 建设成 ， 长而不考 后期管 效虑 理和 期 益。例如： 村 村农 基 设 建设的重础设施建 是农 现代化 点，

了 ， 、 ， 长经取得 非常 的成 在供 管 机制不健 使得 期效目前已 突出 效 然而仍存 给不均衡 理管护 全等问题

； 村 ， ，一法得到有 挥 目 正 推行的数 乡 设尚 步阶段 总 发展水 提 些益无 效发 前 在 字 建 处于起 体 平亟待 升

（ ，方在 存 区 李丽莉地 建设中还 在着实践误 等 2023）。 ， 村上看 虽然目 国农 中从整体 前中 现代化建设

呈现的“ 本 义物 主 ” ， 。特 段性的 但 起注意征是阶 不能不引

本 义 来 村 。 村物 向及其带 题会 接 响中国农 代 发展 业农 现代 是中国主 倾 的问 直 影 现 化 中国农 化 式现

一 ， 。 村 村化 个 要且 方 国式现代 国家和城市 承担代 的 重 基础性的 面 但却是中 化的短板 应该 农 发展和乡

①
资料来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二论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018年 1

月1日A01版。



中国式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

- 37 -

，振兴 就的重任 这 是“ 城乡统筹 ” 。 ， 大发展 论基础 然 乡统筹发 略在 程 上仍然战略的理 而 城 展战 很 度

， 村沿 政 主导 结果仍然 城市与袭 府 的路径 是 农 各自“ 对相 性” 。地 展 与 发 平相发 中国城市 展进程及水

， 村比 中 是国农 仍然 “ 对落相 后” ； 来一的代 近些 区出名词 年 些边远地 现的“ 村 心化农 空 ”“农业边

缘化”“农民老龄化” 一问题叠加等 在 起， 村致使这些 农 呈 衰 景象地区 现 败 。另外， 央中 “一 文件号 ”

也一 着直蕴含 “三农”问题的 义喻 。 ， 村为此 兴 略在乡 振 战 的 ，基础 展上 县域发 战略
①

，出 其适时提

目的是 心、过推进以人 以县 体的 化旨在通 为核 城为重要载 新型城镇 建设, 。动县域内 发展推 城乡融合

，从历 程看 西方 化道 是史进 现代 路 18 ；纪工业革 的 物 中 代化道路 仅是世 命 产 国式现 不 20世纪中

来以叶 义国 会主中 社 、 ，和 更是革命 建设 改革的产物 21 来 义 。世纪 色社会主 建 结果以 中国特 设的 从

， 、 、 力 。看 中 化 实践场域 建设动 和 战略上均 于西 中具体内容 国式现代 道路在 主体特性 发展 不同 方 国

式现代化 能 赖于不 依 西方 18 来 本 义纪以 的工 化和资 经世 业 主 发展 验，而 该立应 足于 21 的世纪 世界经

、 本 。 村 ，治格局 当 和经济发展 以及 推及 代 不等同于济政 代的科技 水平 中国社会 身 中国农 现 化 它既 农

村 ，也 本 ， 、 。不等同于 资 化 更不 纯的 质 代化 农业 代 和流 化 中国式工业化 农业 是单 物 现 现 化 通现代 现

村 ，一 来 ， 一代化建 国 业 现代 面 避免西方 路带 的负面 另设和中 农 农 化建设 方 要尽可能地 现代化道 后果

力 、 本 村 来 。方 以国 市 资 主导的 道路可能 消极影响面要竭 规避 家主导 城 主导和 农 现代化 带 的

四、对人本主义的推崇

本 ，化理 以 业化和资 为 向 注现代 论 工 化 导 重的是“ 本资 ” 权的主导 和“物” ， 了的现 忽代化 而 视

“人” 。 ， 本、 ， 村、主体 虽 有利于社 是资 工业和 占主的 性 现代化 然在整体上 会发展 却 城市 导地位 乡

民和 被农 农业处于 动、 地位客体 。 必这种 转局面 须扭 。在现代 程中化进 ，要尽 地避 发 上的可能 免 展 “物

本 义主 ” 向倾 ， 尽可 出并 能地突 “人”的主 性体 、主动 体 位性和主 地 、 导作主 用， 之树立与 相应的“人

本 义主 ” 。发展理念

（一）西方农业资本主义化对人本主义的偏离

在 村现代化进程西方农 中，一 西方些 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很快经历了 本 义 。化过程 虽资 主 然英、

法、美、德等国 本的 资农业 义主 ， ：一化过 方式 有 同 但都是 两 分离 是农民与 地程和 各 不 以 个 为前提 土

的分离；二 权 权 。地 有 经营 结是土 所 与 的分离 其 果是， ，剥夺土地 产者 并完全 于农民被 而成为无 从属

本 义农 营者业的资 主 经 （ ，凡欣 2020）。

本资农业 义主 对 大民的影响化 农 是巨 的， 三现在 个方表 面。一 了 ，农民失去 生产 自 性是 农业 的 主

本 义 ， 。二 了不仅自 成 资 主 产的工人 且逐渐 除 农 生产 是身 为 农业生 而 地被排 在 业 领域之外 农民被剥夺

， 了 ， 大 。社会身份 础 丧失 作为 社会 性 具 量 产者的出的经济基 独立 主体的自主 体表现为 农民无 现 现实

， 一 。 本 义 ：这两个方 结合在 起 克思 论 资 主 农业 说中 面是 的 马 在 述 时 “ 本 义 ，主 农 何进步 都资 业的任

仅是掠 者 技 的进不 夺劳动 的 巧 步， 掠 巧的进步而且是 夺土地的技 。”
②
三 了渐失去 独立 会是农民逐 的社

①
参见《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5/06/content_5688895.htm。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5/06/content_56888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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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 本为资劳动者成 的附庸。 因原 在于：“ 本 一 力不是 种个资 人 量， 一 力种社会 量而是 ”
①
。它不

了 小 力 村 ，仅摧毁 以 济为 础 农业生产 农 产关农经 基 的 和 生 系 而且“ 了 村破坏 农 工 的精神人 生活”
①
；不

， 本 义仅 此 业资 系如 农 主 运作体 “ 耕农 活动的还包括处于 ‘上游’和‘ 游下 ’的行业”（ ，伯 坦恩斯

2011）， 村 一 本 义 。与 农 经 切 被纳入资农业生产和 济有关的 活动都 主 体系

本 义 了 ， 了 ， ，方发达国 农业资 主 然促 农 生产革命 著 高 农 效率 但是西 家的 化虽 进 业 显 提 业生产 资

本 义 大主 农业 两 柱 要素生产的 支 性 —— 本资 和效率—— 类始 会发展的终是人 和社 “异化” ，贯穿因素

力于其中 作为 的的是 社会发展动 “ 本资 ” 会与作为社 主体的“人” 对 ；的 立 “效率”“平等”也一直

。 本 义 本对 ， 少 对大是社会发 法平衡的 方面 业 主 不仅仅是 劳 者的 是 数人 多展无 两个 农 资 资 动 支配 更 数

； 一 ， 本 义 一 了 ， 、劳动者 更 步 主 生 占 的主导地 独立性 价值的支配 进 资 产方式 旦 据 社会生产 位 个体的

了 落， 类 。严等 而这 社 的正当前和尊 就被挤到 角 些恰恰是人 会进步 提

（二）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人本主义倾向

村 ， 本 对 势 ， 也农 现代化 进程中 虽 没有 绝 优 化 但在中国 建设 然资 被 地 引发了一些 在的 问潜 风险和

， ：一 本 、 ， 小题 表现 两个方 下 有 于促 产 业化和产 挤压 农在 面 是资 乡 助 进农业生 的规模化 专 业化 但会

户 ；二的 和发 民专 的生存 展空间 是农 业合作社 成立和 类 本 ， 了各种 型的 导致那些 土地的资 下乡等 流转

对农 去 土民失 地经营的 权主导 和 权。 ，大 村 ， 了制 此同 民工外出 及农 人 化 成控 与 时 量农 以 口城镇 造 农

村“ 心空 化”“三留守” 。 来，大 ， 一 力的 量农民工 就业 可以缓 生产人员 普遍性 近年 返乡创业 解 些 动

， 扶 力 ，展方 但 乏可持续 动 机制和产业发 面的问题 仍然缺 性的 持和 例 扶供利用的 持政 在如可 各项 策 具

，长 、 对 （ ，体操作上 然 在着 题 远性的 持资金 仍 相 乏 胡 云仍 存 诸多问 支 贷款等 然 缺 冠华和宣 2023）。

大农业 国中国不仅是 ， 大更是农民 国， 村 村中国农 现代 可能 代化化不 走西方农 现 老路。20世纪 80

村 了年 农 经济体 动 多元的 现代化探代中国 制改革推 农业 索；21 来纪以世 ， 城 统筹战略 础 实施在 乡 基 上

了 ；农强农政支农惠 策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 了 义 村 大 ，提 建 社会 重出 设 主 新农 的 历史任务 2018

中央年 “一号文件” 了 村 大 。 一 村 大施乡 振兴战 重 决 列农 政作出 实 略的 策部署 这 系 重 战略和 策的出

， 村 一 本 ， 三 。台 标志着 走出 条符 国农民根 的发 道 表现在 个 面中国农 正 合中 利益 展 路 方

一， 。 村 村 了一 ：尊重 体地位 中 的农业 和 农 设为 供 没第 农民主 国 现代化 新 建 农 发展提 些经验启示

， 村 ， 村 本 。有农民 不可能有真 农业 其量 业 业的资 化的现代化 正的 农 现代化 充 是农 的商 化和农 在中国

村 ，必 村 ， ，现代化和 农 现代化 中 须 认 民是农 建 和 展的 在政策上 以尊重式 中国 进程 承 农 设 发 主体 并 予

上 以 障在法律 予 保 。2018年中央“一 件号文 ” 村 本 一乡 振兴战 则之 是提出的实施 略的基 原 ：“坚持农

。 ， 村 ， 、主体 重农 实 民在乡 振 体作用 调 万农民的 性民 地位 充分尊 民意愿 切 发挥农 兴中的主 动亿 积极

、 ， 本 、 落 。主 性 造性 把维 农 群众 促进农民 同富裕 发 和 点动 创 护 民 根 利益 共 作为出 点 脚 ”

二第 ， 农培育新型 民。例如，2006 央年中 “一号文件”首先提出“ 义 村培养推进社 新农会主 建设的

农民新型 ”；2007年中央“一 文号 件”对 了三新型农民 体要求何为 提出 项具 ：“有文化、 术懂技 、会经

营”；2012 中央年 “一 文号 件” 了提出 “新型 业 民职 农 ”。 ，与此同时 2007年中央“一号 件文 ”将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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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型农民 入“ 才现 农业代 的人 队伍”范畴，2008年中央“一 文件号 ”将农 体扩展到业经营主 “ 村农 实用

才人 ”，特别是“ 能手种养业 、 头科技带 人、 村 办农 和专业合 人等经纪人 作组织领 ”。对 大于中 的国 量

来传统农民 说， 一这不 是仅 个“历史性”的 变巨 ， 一是 场更 “跨越性”的革命， 努力仅 农民自靠 身及其

是 法 成的无 完 ， 了各 和援助方于是就有 种创新措施 案。例如： 训 村 力农 劳动 技能培 的“ 光工阳 程”（2006）、

“ 农民新型职业 培育工程”（2018）；发 教育展农业 （2012）和农 育业职业教 （2015）； 类 才支持各 人

乡下乡创 业返 新创 （2019），推动“ 才人 乡下 ”（2020），推进“ 才神 英农 ”计划和“头雁”项目等（2022）。

三， ， 。以自治为 走共治第 基 之路 20 纪世 80 来，村 村 对 村代 期以 自 行年 中 民通过 民 治 农 事务进

。 一 ， 心 ， ， 村自我管 这 进程历经 因战 而不 而 自己管理理和服务 曲折 略重 的改变 断调整 然 由农民 好农

一 。 ， 村 ，的宗旨 直 改变 在此 上 通 乡 织建设特 是 的基 建设 确立 型治理事务 没有 基础 过 组 别 党 层组织 新

制体制机 等， 村 一将 自治 制民 进 步推向 度化、 轨道规范化 ， 村 了村如今的 已超出 庄范乡 治理早 畴。2017

十九大党的年 报告提出要“ 、 、 村健全 德 合的乡 治自治 法治 治相结 理体系”
①
。2020 中央年 “一号文

件” 出提 ,“ 村健全乡 工作 系治理 体 。 村持县乡 联坚 动，…… 村提 乡 治高 理效能”
②
。 一这 精神很 就快

村 来在农 实践起 。2022年， 北 在全 开湖 省 省范围内 展“共同缔造”活动试点工作，“ 策共谋以决 、发

、 、 、展 建设 评 成 路共建 共管 效果共 果共享为 径”
③
， 村通民众直 建设治理 具体过将普 接纳入乡 各项

， ， 村 。程 发挥 们 主体性和 极 凸显 体在实施 振兴战 主 地充分 他 的 积 性 农民群 乡 略中的 体 位

（三）人本主义是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应有之义”

“ 本以人为 ” 本 义 本主原为人 的基 观点， 本 义主 原则的 主体性原则人 实质就是 （ 初信德 ，2005）。

， 村 了 义 ，从 当代 民 的乡 发展 超越 基于 经验的发 模式这个角度看 中国以农 为主体 理念不仅 西方 展主 更

了 来 本 义 ， 一 本 义 。 划 ，是 免 西方现 化 的物 是 种人 主 展理念 规 实 绩效避 代 带 主 后果 发 从战略 和 践 看 以

村 村 ， 了 、 本 村兴 的农 就地 路 既有意识 免 农 化 农 农乡 振 战略为代表 现代化道 地避 民无产阶级 业资 化和

，又 了 村 ， 义 本位的现代 出 农民在 会发展中 体地 是 克思主 唯 史 基 观依附地 化陷阱 突 农 社 的主 位 马 物 观

点“ 群众是社 历史的人民 会 主体” 。现 体的 实 现

义发展 基主 的哲学 础是“ 化论社会进 ”，目标是“目的论”。 义与发展主 不同， 本 义主 的人 哲学基

础是“主体论”，目标是“权利论”。 本 义主 理念之在人 下， 村农 社会的农民是 “当然”主人，不仅享

作为有 “ 村主农 人”的“当然”权利， 对 村是 社会 有不可推 之责任更 乡 发展负 卸 。 村国 现 化这是中 农 代

道路的“ 义之应有 ”， 少 个方面至 表现在两 。一是 民当家中国是人 做主 家的国 。 心坚 中 的持以人民为 发

展思想， 村 权 心在 化过程中 为以实现 利为中农 现代 主要表现 农民 ， 村推 民的 面 展和农 的 面进农 全 发 全 进

步。二 村是 现代化的 键在于 现 化中国农 关 农民的 代 。 国式 全 富裕的现中 现代化是 体人民共同 代化，在农

①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②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

2020-02/05/content_5474884.htm。
③
资料来源：《湖北省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试点工作》，http://news.cjn.cn/whpd/yw_19947/202209/t4244103.htm。

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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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村 村现代化过程 要表 建设 振中主 现为通过乡 行动和乡 兴战略，不断提高 质生活水农民的物 平，丰 农富

， ， 。民的精 化生 通 实现物质 明 精神 协调发展 终实现 同 裕 目标神文 活 过 文 和 文明的 最 农民共 富 的

五、生态主义的回归

大 ， ， 本 ，生 业的现代 入市场的程 多深 有多从社会化 产角度看农 化 无论卷 度有 资 化的程度 高 都不

禀 ； 村 ，也 村能 业生产的 性 不论农 商业化和 化 不 改 农 社区的 然 性可 改变农 自然 赋特 如何 城镇 能 变 自 属

。对 村 义 ， 了对特 体特性等 两个方 识 仅 致西 主 时引起 西别是群 这 面的认 不 导 方乡 浪漫 的兴起 还同 方乡

村 义 ；主 的反思浪漫 20世纪 60－70 代年 ， 对 了对 、西 问题 进 然 农业与方学者 环境 的关注促 人与自 自

， 一 了 义 。的重新思 步促进 生 发展 念 兴起然关系 考 进 态主 理 的

（一）对西方乡村浪漫主义的反思以及生态主义的兴起逻辑

村 义 对 义 判 ， 。一 对 本 义西方 浪 主 的 以 现代主 批 为基 现 两 方面乡 漫 兴起是 的 础的 表 在 个 是 资 主 生

判。 村 义 ， 村 本 义 ， 本 义产 西方乡 浪 农 社区的生 式是 的 以方式进行批 漫主 认为 产方 非资 主 方式 资 主 为

村 本 ，本 了 村 轨 。二导 生产方式 自然式的 方式资 化 偏离 自 的发展 道主 的现代 企图将农 生产 身就 农 身 是

对 本 判 。 村 义 ， 势，西 现代 身持批 态 西方乡 认 现 化不 会 而方 化道路 度 浪漫主 为 代 能反映社 发展的趋 反

村对 。 ， 了导致农 的依赖结构 前者城市社会 基于 出现 追求“ 村机农有 ”“ 、 、统 然的有机的 传 的 更自

生活 念方式的理 ” 义。 ， 村 ， 了 三类的极端 主 基于后 新发 乡 独立性和 值 成 另浪漫 者 重 现 的 价 形 外 浪漫

义 ， ： 村 本 义 义（ 也主 思潮 分 是 关注 后 主 会转 潜 的左派浪别 农 在向 资 社 型中具有 在进步作用 漫主 同时

义 ）；是民粹主 的 迷恋温床 “传统” 村 一 大 义 一复兴 治 是更 民族 分的并将农 视为 个政 项目或 主 项目 部

义；右翼 主 以田园 将浪漫 模式 “小社区”本 义（质 的贵族浪 主化 漫 Kearney，1996）。

义 村 ， 、漫主 与乡 的社 属性有 典 的 是田浪 的产生 会 关 最为 型 便 园美德 “ 义经道 济”“熟人社会”

。 、 类 。 ，等 它们与 属性 人 初级 的社 关 在 程 属性却为人的自然 群体 会属性均有 现代化进 中 这些 现代性

不容所 。随着 化的发展 代社 的 成现代 和现 会 形 ， 类 来人 越 越 为成 “ 会机社 器” 件的零 ， 了失去 “自己”

义。 了对 。 ， 义和人生 引 现 化理 伴 理论和思 的 既有后现的意 这 起 代 论的反思 随着现代化 潮而涌现 代主

，也 ， 义 一。 义思潮 思潮 化 漫主 只是 表性思潮 漫主 主要有反现代化 和逆现代 思潮 浪 其中的代 之 浪 出现

， 渊 对 。 义在以 民 为代表的 究 中 其 理论 源主 受学科 象 影 以浪 表农 学 研 之 背景及 要 和研究 的 响 漫主 为代

了 类 ， 、 村 。 ，究虽然激 的传统情怀 响的 农 的 个的农民学研 发 人 社会 但唱 仍然是农民 哀歌 从这 角度看

义 义 ， 一浪漫主 不 主 的副产 是 种自产 起便仅是现代 品 更 生时 “ 时过 ”了 。社会思潮的

20 纪世 80 ， 了 义 义 村代可 业的兴起 仅模糊 和 漫 在西 实年 持续农 不 现代主 浪 主 方农 发展 践中的区

， 了大 （ 、而且抛弃 宏观视角 例 域 国 面更 济 条件之间别 而化之的 如区 家和全球层 广泛的经 和政治 的关

）， 、 ， 找 术 村 、焦于微观 的经济社 生态 统 间的关系 现 技 与 历史传统系 聚 社区 会与 传 之 寻 代 农 文化 之

对 ， 了 村 。间的衔 应 等 标直 的接点和 物 目 接指向 农 可持续发展 “ 义可持续发 是基于自然展的要 应 生态

心 ，也 义关 的 性或 续 生态主 理 发展或环 展生态可持续 环境可持 性 就是 论的生态 境发 。”（郇庆治和李

，爱云 1998） 了对 村 义 ， 一 了对这 仅 起 西方乡 漫 的反 步引起 现 化进程 代 理不 引 浪 主 思 还进 代 以及现 化

。的深论 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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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一 势 ，认 这 不可逆 趋 中 应转变 社会文 为 在现代化 转的发展 基于 形态角度的“社会进化论”，

立 地理演化树 起基于 的“ 域化群体地 ” ，观念 于社会形 组成 分 自然生态 素 间的聚焦 态各 部 与 要 之 连接

， ，制和相互 系 在多 中 求 态的 与 此基础上 与自然生态机 关 重目标 寻 动 平衡协调 协作机制 在 树立社会 平

， 。 本，的发 社会 定 可持续发 科学发展 仅坚持以 而且衡 展理念 实现 形态的稳 健康和 展 中国的 观不 人为

、 、 ， 了持 面 协调 可 续 中包 自然协调 展坚 全 持 其 含 人和 发 以及 、 长设 口 与生 护经济建 人 增 态环境保 均

。 十六大 来， ，念 党的 以 持以科学发 统领 展全 施 发衡发展理 党中央坚 展观 经济社会发 局 深入实 可持续

， 大 。 一 、展战略 生态文明 命题 生态 是 种 自 生态 社会 态 人提出建设 的重 文明 将 然 生 和 体 一为 体生态融

类 （ ，的人 明形态文 金建方 2016）， 义 。对 村 ，贯 于 中的 主 社会而言穿 其 便是生态 发展理念 农 应该回

， 义 对 ， 义 ，初级群体的 共生 共生 产 接 确立生 树立生态归 和谐 标准 将和谐 标准和生 主 标准 态主 标准 主

义 。发展理念的

（二）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生态主义倾向

村 村农 发 实 既重视农 农 现代 面发展中国 展 践 业 的 化和全 ，也 村更 重视农 特 和 史传加 自身的 性 历 统。

村 划 ， 义 村 大 ， 村发 有农业现 会主 新农 建 战略 战略中国农 展规 中 不仅 代化和社 设两 更有乡 振兴 中“人

然 生与自 和谐共 ”（2018）发展理念的加持。 村乡 义建设和 过程显现 的生 主发展 鲜明 态 向倾 ，不仅回

了 村 村 本 ， 了 村 类 本 。农 农业 化载体的 更是回 人 会 存生 原归 是 农 现代 原 归 农 是 社 生 活载体的

环境方面首先是生态 ， 生态平衡逐步恢复 ， 力加 境治强环 理和保护 度。 耕典型 林的如退 还 工程
①
、

（态重点工生 程 2009） （资源休养 试点和农业 生息 2014） ， 村等 把 环境 复 为农 自然 境 作生态 恢 作 环 工

，也 ， 、 。 ， 大的 最终目的 生态农 农 等 供资 可 此同时 陆重点 是 为 业 绿色 业 提 源基础和 持续保障 与 续加

了对 类 染（ 大 染、例如 气污各 污 染水污 、 染） 力 ，对 村 也壤污 生活 治 年土 的治理 度 农 垃圾的整 是近些

来的工作重点。 村措施在为 兴提供良 态保 的 时这些 乡 振 好生 障 同 ，也 了提升 农 生 的美 福感民 活 感和幸 。

， 了一 。对 村 ， 义其次 生态农 提 系 目标 农 重要的是 主是 业方面 出 列 当前中国 发展而言 最 转变生产

， ， 村 。 一的农业生 式 因 有利 生 和农业可 的生产方 是 个产方 地制宜 探索 于恢复农 态平衡 持续发展 式 这

逐渐 的过发展 程，从“ 态农业生 ”（2006）到“ 好 态型友 生 农业”（2014）， 到再 “绿色农业”（2016）。

，至于具体方式 2015年 央中 “一 文件号 ”提出要“ 极 种功能积 开发农业多 ”，2016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要“大力 、 、 、 、 耕 、 村发 闲度 养生 农 验 乡 手工展休 假 旅游观光 养老 创意 业 农 体 艺等”。在

基础上此 ，“ 一 村创 特色生态 示范 和 品线路建 批 旅游 镇 精 ， 村打 绿 生态 乡 生态旅 产业链造 色 环保的 游 ”

（2018）。 ， 村 、 禀 雏 ，要 于 资源 人 态农业体综其概 基 农 地方 赋和 文传统的生 系初具 形 正如 2018年

中央“一 件号文 ”所提及的“ 村色发 振以绿 展引领乡 兴”， 达到最终 “绿色兴农” 。标的目

最后是 文明方面生态 ， 与自 的 谐共生为 旨以人 然 和 宗 。 在早 2007年， 十七大 告就提出党的 报 “要

建设生态文明”， ， 、 、 。对以 重 维护 提 与自然 人 谐共生为宗尊 和 自然为前 以人与人 人 与社会和 旨 中

村 ， 三国农 而言 可 为可持续发展 这 个方面 以总结 “宜人”“宜居”“宜业”。“ 人宜 ”主要是 化指文

①
参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国发〔2002〕1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退耕还林条

例》和国家林业局编制的《退耕还林工程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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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例如：“ 新乡 文创 贤 化， 义弘扬善行 举，以 情乡 带吸引和 聚各方 持 乡 设乡 愁为纽 凝 人士支 家 建 ，

村传承乡 文明”（2015）； ， 类 才 ， 村 （以 纽带 吸引 服务乡 振兴乡情乡愁为 各 人 下乡 事业 2018）；最

近更是有“ 中国乡愁 ”（ 东赵旭 ，2019） 法的提 ， 过或明或意在通 隐的“乡愁”，唤起现代 人的中国

。生态 和家 情意识 国 怀 “宜居”主要 现体 在“ 村美丽乡 ”（2013） ， ：村中 具体措 依次主建设 施 要有

划规 科庄 要 学， 村保持 特乡 功能和 色（2013）， 村 村居环境整 美丽宜居乡开展农 人 治行动和 建设（2016），

村 ， （培育 色 镇 建宜居宜业特 开展田园 筑示范 2017）， 村 （扎实推进 和美乡 建宜居宜业 设 2023） 。等

“宜业”主要 在体现 “生 农态 业”（2006）和“绿色农业”（2016） 。等 面方 “宜人”“宜居”“宜

业”三 ， 义 村 ， 义 本者的 合 不仅 主 念 中国 建 体现 更是 物 主结 是生态 理 在 农 现代化 设中的现实 生态主 与

义、 本 义 。人 主 等 理念 现实发展 有机融合的 表现

（三）生态主义对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意义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

对 村 ， 义农 中国式现 生态主 具中国 发展和 代化而言 有两大 义。 一，意 第 义。实践 国式 代意 中 现 化

是人与自 和 共生 化然 谐 的现代 。 村 ， 也 。中国农 然是中 化 设 短板 于虽 国现代 建 的 但 不能急 求成 中国政

村 划 ，府在中国 略和规 之中乡 发展战 就 定确 了未来 村 ， 村 划农 提前 展发展的方向 搞好农 发 规 的“ 层顶

计设 ”， 村 。 二， 义。 义以避 代化进程 方农 衰败 辙 第 论 生态主免重蹈现 中西 的覆 理 意 丰 了富 国 现中 式

， 一 。代 涵 是中国 现代化 个 要 征化的内 式 道路的 重 特

对 类人 社会及其 ， 义发 主 具有展而言 生态 三大 。 一， 义价 主 承认土地值 第 生态 的“ 级初 ” 。价值

， 类 。 类要属 属 将自然能 人 可以利 生物能量 人 社 存 的土地的首 性是物理 性 能够 量转化为 用的 这是 会 在

， 类 。 二， 义前提 在 生 活动 基础性地 第 生态人 产 中处于 位 主 具有“人文” 。价 自然 具值 生态不仅 有物

和生物属理属性 性， 类 会行动中还 人文在人 社 具有 属性。“ 村 以其 交 合乎人性乡 生活 与自然的 融而更 。”

（ ，斯特劳斯 2006） 三， 义第 生态主 具有“长远” 。 义 来 ，价值 生 的出 越 占据重要 位 在态主 现 越 地 意

类 来避 工业化和 方现代 给 社 带 的 和免西方 西 化道路 人 会 负面后果 消极影响。 义态主 是生 在 人重新思考

类行为与自 界关然世 系的基础上所 一 ，确 型 发展方式立的 种新 的社会 反映了 社会发展 的共同现代 面临

困境， 味着意 制定 类 未来 划 长社会 的发 规 要有 角人 展 需 远的视 。

六、中西方农村现代化道路比较

村 来 ， 。中国农 代化道 近 以 方现 的 前中国式 路的影响现 路既受 代 西 代化道路 影响 更受当 现代化道

，因 要从此 既 中西方对 对 村 ， 三度 中 化 行总结 更 观特别是 要发展理比角 国农 现代 道路进 要从发展 种主

讨。角度 行念的 进 探

（一）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特征

村 ， 本 义、 本 义 义 。在中国农 代 道路 人 主 和生 主 并存现 化 中 物 主 态 村 本 义发 中 物 主当前农 展 的 倾

了 心 义 一以 为核 的发 特性向反映 现代化理论 展主 的 般 ， 村是中国 代化 阶段 现农 现 道路在当前 的现实表 。

本 义为主导的 化道路不 致以资 主 西方现代 仅导 “人的异化”， 类是人 发 观上走向更 在 展 “ 化异 ”

体现的 。 村农 发展中在中国 ， 村民不仅农 是农 的“主人”、 村农 农 现 体业 代化的主 和建设者， 是农更

村 。 ， 义 村 ，业农 果的消费者 用者 现代 是 新农 建设现代化成 和享 不论是农业 化建设 还 社会主 都服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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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这 主体。 不仅这 了实践 发展科学 观“ 本以 为人 ” 心的核 ， 了 心体 中 共产 意为人民现 国 党全 全 服

本务的根 宗旨，还是“ 民 众是 主人 群 社会历史 体” 一 义 本 ，也主 唯物史 的现实体现这 马克思 观基 观点

对 来 本 义 。方现 主 后是 西 代化带 的物 果的修正

， 义 对 义 一， 了在 态主 是 发 的结果之 西方现代 程中西方 生 展主 反思 缓和 化进 “ 的 代化物 现 ”与自

， 村 类 本 。 村生 破坏 紧张关系 归农 作 会 活 体的 国 农 现代然 态 之间的 回 为人 社 生 载 原 当前中 在进行农业

化 时建设的同 ，提出生态 建设文明 目标， 置于并把它 “ 祉福关系人民 、 未来 长 大计族 的 远关乎民 ”
①
的

， 了 本 义 本 义 ， 本 义 义 。不仅实现 主 到人 主 越 还 进 着从人 主 生 主 的突出地位 从物 的跨 在 行 到 态 跨越 党

二十大的 报告指出：“尊重自然、 自顺应 然、保 自然护 ， 义设 化国家的是全面建 社会主 现代 内在要求。

必 ， 划 。须牢固树立 行绿 金山 站 自然和谐 度谋 发展和践 水青山就是 银山理念 在人与 共生的高 ”
②
这是

义 。生态主 发 念在 国 现代化建 中 集中展理 中 式 设 的 体现

二十大 ， ， ： 大 ，据党的 报 中国式 有 个 征 分 规 化 全体人根 告 现代化 五 特 别是 人口 模巨 的现代 民共

， ， ，裕的现代化 文明 相协 化 然和谐共 化 走和平 道同富 物质 和精神文明 调的现代 人与自 生的现代 发展

路的现代化
①
。其中， 二第 、三、 村 本 义四 特征与当 中 农 现 路中所体 的人 主个 前 国 代化道 现 、 本 义物 主

义 ： ，生 主 念遥 国 追求全体 富裕的现代 味着和 态 理 相呼应 中 式现代化是 人民共同 化 意 阶层农民与其他

一 ， 权 ， 本 义；等 享有同等 其中的是 中国式现 是物 文 和精神文样处于平 地位 并 利 蕴含于 人 主 代化 质 明

，相 调的 意味着明 协 现代化 “物 现代化的 ”与“ 现 化人的 代 ” ，一 了 本步发 定同 展 方面否 单纯的物 主

义， 一 又 了 本 义， 本 义 本 义 ；另 方面 突 把人 主 提到 主 同 位 中 化出 人 主 并 与物 等重要的地 国式现代 是人

，自然和谐 代化 意味 在与 共生的现 着将 “ 村美丽乡 ” 的基 上 进建设 础 推 “美丽中国” 。建设

（二）中国与西方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比较

村 ， 、 、 、 ， ，纵观 达国家农 展道路 法 美 不相 观 均是以西方发 发 虽然英 德 各 同 但发展 念是相同的

义。 ， ， 村现 为导向的发 在现 虽然 的 实践各不 衰败代化理论 展主 代化进程中 西方各国 政策和 相同 但农

。 村 ， 了 对 ，也是不 免的 以现 为主 的 方农 发展 路 仅引 学者 现代 道路的可避 代化 导 西 道 不 起 西方 化 反思

映 后 的理 调反 在 续 念与政策 整中： 义各种形式 思潮前者如 的浪漫主 （Kearney，1996），后者如 农德国

村 （ ） （ ，发 均衡 时展中的 梯级 协调取向 玉阁 2007）、 村一 （国农 体化 等值化理 慧法 模式中的 念 杨 和

，吕哲臻 2022） 义 （及美 涉 政策中的 业 价值 进以 国 农 农 主 取向 王 和孙 ，惠夏 2022） 。对西方社等 会而

言， 村 一各 国 的农 仍个 家 发展走的 然是 条“ 式单线 ”
③
的现代化道路， 仅主径相同不 ， 方向而且 趋同；

本 权 权 ， 村 择， 。和文 持 社会没有 能逐步趋 衰败在资 霸 化霸 的加 之下 乡 其他选 只 向于

， ， ；中国 代化 时 上晚于西 在 点上 西方 在发 阶段上 西 虽 中国的现 在 间 方 起 不同于 展 远高于 方 然 的

①
参见《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

8.html。
②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③
“单线式”指物本主义、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三种发展理念依次出现、前后继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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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现代化 个“被卷入” ， 一 。过程 但却 自我创新和 发展的 是 个不断 自主 的过程 村 也农 现中国 代化 是

。 村 ， 类 、 、此 业农 现代 仅非常重 民主体地 是突 人 自然的共 和 可如 中国农 化建设不 视农 位 更 出 与 同 谐

。 ， 义 ， ：持 展目标 原 在于 所 展 思 仅是 发 有两个致续的发 因 谓的发 主 潮 西方历史 展的产物 它 命的缺陷

一 义 了是发展主 只 决是解 “怎样发展” ，题 没的问 有解决“ 谁为 发展”“ 什么发展为 ” （ 宝的问题 许

，强 1999），导致 目的与手 颠倒发展 段的 及以 对 （ ，客体的 立 分 杨寄主 和 裂 荣 2010）；二 方发展是西

义主 以是 “单线式” ，导 发 模式为主 的 展 以“ 代物的现 化” ， 来了的现代化 文和生推动所谓 进程 带 人

。态两 面的个方 消极后果

村 一 、 、 划、 村国农 是 导 有组织 标的乡中 现代化则 场有领 有规 有目 “建 动设行 ”， 一自 开始就围

义绕着 展发 主 “怎样发展”“ 谁 展为 发 ”“为 展什么发 ” 三 ， 本这 个方 同时展 中 表 为物面 开 实践 则 现

义、 本 义、 义三 ， ，耦 。态 次推进 共 式发展主 人 主 生 主 个方面依 同促进 合 ，正因如此 村中国农 现代化

的走 一是 条“复线式”
①

。的 路发展道 ， 村 一 义这说明 代化自 开 在避免西 展主 两中国农 现 始就 方发 的

。也 ， 村 对 村致命缺陷 因 此 中 现代化绝 会走西 代个 正 如 国农 的 不 方农 现 化“老路”，也不会重蹈西方

村 义 。乡 浪漫主 覆辙

较 村 ，比 中国与 代化发展道西方农 现 路 有两个明显 。一 力 。 村发展 方 化发不同 是 动 不同 西 农 现代

力 本 术。 村 ，展动 源式的资 当前中国 现代 建 则是外源 源 举 不 农业农主要是外 和技 的农 化 设 内 并 仅坚持

村 ，优 发展战先 略 而且“坚 农 主体持 民 地位”， ， 找 村育 手 寻 农业 农 发展的从培 新型农民着 现代化和

力；内在动 “生态农业”“ 业绿色农 ” ， 了 村的 直 中国农 发提出 更是 接明晰 展的“内源” 。 较模式 相

村 一 力 ， 村于 农 现代化 的单 发 模式 中国 现 化则西方 道路 动 展 农 代 是“三 下管齐 ”， 耦并因此 成 合动形

力。二 。 村 本 义， 一 本对 、目 不 西方 的 农业资 主 场资 农业 富是发展 标 同 农 现代化 发展目标是 实质上是

对 。 村 ，人的 中国 的 标是农民 既可以避 代化进程 方人 穷 持续性剥夺 农 现代化 发展目 共同富裕 免现 中西

村 ，也 义 ， 夯 义农 败 两极化后 能 弥补 会主 现代 建设中 逐 实 会主衰 和 果 够 当前社 化 的短板 步 社 现代化目

，标的基础 中国式现促进 代化目标 。早日实现

（三）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

理 发展论在 。2015年， 十八 中全党的 届五 会提出“ 新创 、协调、 色绿 、开放、共享” 大 理五 发展

， 势 。念 成为 下引领中 质量 展 行动指南新形 国高 发 的 2016 ，中年 央“一号文件” 落 发展新理就 实 念、

加快农 化业现代 、 小 。现 面 康 重实 全 目标作出 要部署

大 展理念五 发 是 ，式现代化的 原则推进中国 指导 和理论遵循 “必 、 、须完 面 发展整 准确 全 贯彻新

， 、 、 、 、 一来 、 、理念 新 协调 绿 放 共享的 统 把 发 衡量发展 动 展始终以创 色 开 内在 握 展 推 发 ”
②
。对

村 ， 、中 代化而言 调 绿色国农 现 协 和共享的 尤 。展 念显 协 要求发展发 理 得 为重要 调发展理念 过程体现

、 。 ， 村 ；全面性 整体 平衡 现代 程 农 现代化 板 而在当 中性和 性 在中国式 化建设进 中 农业 仍然是短 前的

村 ， 本 义 较 。 对 一 ， 办 ，国农 现 建设 程 物 主 倾向 明 针 前 解决 法是 筹城乡代化 进 中 为 显 个问题 统 发展 补

①
“复线式”指各种发展理念不仅同时并存，而且相互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融合。

②
资料来源：《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http://yn.people.com.cn/n2/2023/0313/c378439-40333913.html。

http://yn.people.com.cn/n2/2023/0313/c378439-403339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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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齐 业 现代 板农 农 化这块短 大 同分享现让广 农民共 代化成果——这同时是共 展理享发 念的内涵。针

对 一 ， ，后 个 要 农业发展 态的问题问题 特别 解决好 与环境生 中央“一号文件” 大力中 进发有 推 展“生

农业态 ”和“绿 农色 业”等举措—— 。时是绿色 展理念这同 发 的内涵 ，绿 发 理念 仅色 展 的提出 不 在认

识上 了现 从实 “ ，也既要 要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到“ 水青 银山绿 山就是金山 ” ，的转变 也 了进促 “绿

展色发 ” 一这 长新的 社会发展经济增 和 模式的形成。对 村 ，中 现代 而国农 化 言 绿色发展 念理 有具 方向

性的 义指导意 。例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村推 乡 绿进 色发展， 造 谐共生发打 人与自然和

展新格局”；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村扎 宜业 设实推进宜居 和美乡 建 ”。 展理念是共享发 中

义 本 ， 村 ， 大社会主 的 求 在加速 中国 现 化建设中 以 享理 增强广 农 的国特色 质要 推进 农 代 要 共 念切实 民

。获得感 展 念新发 理 本 义、 本 义 义，仅能 通 生态主 而不 够融汇贯 物 主 人 主 和 且将引领 村中国农 现代化

设建 迈 。上新台阶

七、结论与启示

十九大 村的 报 施 战略党 告提出实 乡 振兴 ，是对 义 判西 的批 性反 作出的政 安排方发展主 思并 策性 （王

，振 等齐 2018）。 ， 村 一在此基 上 国农 条础 中 正走出 “复线式” ，发展道的 路 了超 西 发展不仅 越 方 主

义 ， 了 义 ， 了是 展主 的历 格局 形成思潮 更 终结 西方发 时态演进 本 义、 本 义 义物 主 和 推主 人 生态主 同步

、 、 ， 一 村 。进 和 的共时性 出 条中国 农 现代化协调发展 谐共生 局面 正走 式的 道路 十八党的 五 全会届 中

大 ， 一提出 发 理念 进和拓展五 展 进 步推 了 村 。国式农 道中 现代化 路

村 ， 本 义、 本 义 义 ，在 国农 展 物 主 人 主 并存并逐步 共融中 现代化发 道路中 虽然 和生态主 趋于 但在

实践具体的 过程中仍 矛 。 本 ， 本 义 村会 甚至冲突 度看 物 主 决乡 发展发生 盾 从 体论角 要解 中“物”的问

， 本 义人 要解决题 主 “人” ， 义 、 、问 生态 决人和物 和自然 会的 题 主 要解 人 人和社 的“关系” 。问题

村 ， 村 ， 力（展 就是要在 化的农 社会 中 解 动现代农 发 问题的实质 趋向于物 发展 决好持续性 “人”）和

发可持续 展（ 是人和自特别 然、 会的人和社 “关系”） 题的问 。 对相 而言，“物” 较问题 好 决的 比 解 ，

“人”和“关系” ，的 题不 处理 而且 于问 仅不好 处 不断的变 。对 一 ，过 中 这 不 过化 程 于 断变化的 程 要

。 村 ， 本 义 ， 本 义 本 ，的发展取 农 现代化进 物 主 人 主 而有正确 向 在中国 程中 是现实表现 是根 目的 生态

义 ； ， 本 义 本 ， 本 义 了 村则是最终 体实践中 取向是最 要求 归 主 是为 确 农主 归宿 在具 物 主 基 的 回 人 保 可

力 ， 义 了 村 ； 三持续 源 而追求 态主 则 正 归 社会 发 之间的相的动 之 生 是为 真 回 农 的可持续 展之路 从 者 互

来关系 看， 本 义 本 义物 主 服务于人 主 ， 义服从于生态主 ， 本 义 义 一主 亦 有 并趋于统人 与生态主 机整合 。

， 了 本 义、 本 义 义三大 ， 三大念的提出 超越 物 主 和生 主 展理念 还 够 这 发新发展理 不仅 人 主 态 发 能 将 展

一 来， 村 。内在地统 在中国 化 设 形成 的理念 起 农 现代 建 中 和谐共融 局面

对 村现代化道中国农 路中 本 义物 主 、 本 义 义三人 主 和生态 之间 分析主 者 正确关系的 具 义意有现实 。

划 计 ， 、 、 ，制定战略 政策设 时 分认识人 人与 然 与自然的 实 系 并例如在 规 和进行 要充 与物 自 物 真 关 以

为之作 前提基础 本 。 ， 三 （ ） 。一 ：或基 原 体 践 可依 度 现代化角则 在具 实 中 次从 个角 层面 着手 是 度 农

村 ， 计 划 ；现代化是农 体性 各种 战 要尊重农 地位 推进业农 民主 的实践空间 制度设 和 略规 都 民的主体 农

村农 现代化业 ，必 村足于 业 产特性和 地 特征须立 农 生 乡 域 ， 农业发展 念引领 代 建以绿色 理 农业现 化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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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类 ： ，是人 正 的关系 重社会角度 视人与自然 建“ 然的联盟人与自 ”，注 会发 境之重社 展和自然环 间

对 类未来 长 义（ ，关 人 发展的的整体 系及其 远意 刘红红 2007），把自然生 平衡与稳 为制 社态的 定作 定

划发展规 的 置 件会 前 条 。三是 ：度认识角 拓宽认 尺度识 ，从“大历史” 类 ；角 视 社会视 审 人 发展历史

， 类 。 ， 三还 升至自然 从自然历史 视角 演进 中 度可以继续提 历史视角 演变 审视人 社会 历史 现实 这 个角

（ ） 。 ， ，层面 可 序依次推 而 理想的 应该 从按上面顺 进 然 状况 是 然界的尺自 度审视 类 ，人 社 动会的活

从社会 变的角演 度审视以 家 单位国 为 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相应 划的各种发 度安排展规 与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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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Chinese-style RuralModernization Path:AnAnalysis of
Three Development Concepts

LIU Jinhai

Abstract: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different fromWestern modernization, and the path of Chinese rural modernization is als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Western rural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inese path of rural modern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 well as the 18 central “No.1 documents” and important repor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ce 2006.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current process of r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implies three development concepts:

materialism, humanism and ecologism. Materialism reflects the general feature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has been more obvious in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Humanism is a revision of materialism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Chinese rural modernization has long been practicing the principle of “people oriented”. Ecologism has

transcendedwest rural romanticism and returned rural areas to their original state as the carrier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human

social life. In summary, the three concepts of materialism, humanism, and ecologism have formed a synchronicity of simultaneous

promo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in Chinese rural modernization. Meanwhile, the Fiv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proposed by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ll

further promote Chinese rural modernization. Unlike the single-line path of Western rural modernization, the path of Chinese-style

ruralmodernization ismultiple-line development.

Keyword:RuralRevitalization; RuralModernization;Developmental Concept;Materialism;Humanism;Ecolog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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