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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新时代，中国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面对的是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于推进更快的工业城镇发展

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旨在通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亿万农

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从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

享现代化成果进而让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出发，在探索乡村人口数量庞大国情下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进程中，提出构建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为价值取向、目标取向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工

农城乡关系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工农城乡关系 乡村振兴

构建以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为价值取向和目标取向的工农城乡关系，是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为特色和本质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跳出就 “三

农”论“三农”的思维，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强调解决好 “三农”

问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要从更高层面的工农城乡关系构建上统筹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在团结带领人民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面对工业化、城镇化中 “三农”发展

受弱质性困扰、工业城镇与农业农村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结构偏差问题，从破解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出发，致力于

处理好新时代的工农城乡关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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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就明确了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构建要以协调发展

和共同繁荣、让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为价值取向和目标取向。

一、基于新时代的要求拓展和提升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上，将补齐全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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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农业农村短板、“四化同步”发展、农村基

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等作为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赋予

了新时代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

( 一) 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新的战略目标是破解转化后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命题

进入新时代，在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并跃升至较高发展台阶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

化，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破解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业农村发展

不充分的问题成为破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应有之义。

经济学、社会学长期聚焦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破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世界普遍存在的

城乡二元结构。工农城乡协调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政策主张。破解工农城乡

发展不平衡和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一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很难，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中国共产党为之付出了持续艰辛的努力。毛泽东同志于 1949 年 3 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

“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

市。”① 鉴于此，毛泽东同志提出城乡必须兼顾，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

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并在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对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进行了艰辛探

索。1984 年 6 月 30 日，邓小平同志指出: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

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② 到世纪

之交，基于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的现实，党中央在促进农轻重协调发展的同时，注重解

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城乡差距较大的问题。2001 年 12 月 25 日，江泽民同志提出 “逐步解决

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③;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④; 党的十七大

报告把城乡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基本形成明确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并对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出部署⑤。尽管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农业农村快速发展，但城乡二元结构依旧，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

距较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仍是发展最大的不平

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最大的不充分保持清醒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⑥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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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农业农村现代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影响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判断，把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作为破解中国社

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从战略上将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明确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强调通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解决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②。

( 二) 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新的战略目标将农业为工业化奠定基础演化为 “四化同步”

中国共产党坚持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只是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下促进协调发展的内涵有所

不同。进入新时代，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有了新的定位，将农业为工业化奠定基础演化

为“四化同步”。

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的中国，遵循现代化规律，能够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制度优势推进工业化这个现代化先导产业的发展。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也是在以工业化为

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启动之际，1954 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

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这四个现代化目标③，其要实现的核心目

标是国家工业化。1964 年 12 月至 1965 年 1 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 《政府工作

报告》，将现代农业调至四个现代化之首④。尽管如此，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一核心目标坚持不

变。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较长时期内以国家工业化为战略目标，以此为前提促进工农城乡协调

发展。

在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之后，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工业化为核心目标的工

农城乡协调发展进行了调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 ( 简

称“四化同步”) 发展⑤。这是基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呈并联式发展，作

出旨在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选择。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

体学习时，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现代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并联式”发展过

程，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串联式”发展过程有很大不同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基于中国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过程、农业农村的短板、乡村人口数量庞

大的国情，党中央积极推动“四化同步”发展，提出和实施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的乡村

振兴战略，让农民同步迈进全面小康社会、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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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的拓展和历史性提升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中，中国共产党注重按比

例发展农轻重。吸取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农业生产大幅下滑导致人民吃穿困难，以及不能支撑整

个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教训，周恩来同志在 1962 年 3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作了上联

为“先抓吃穿用”、下联为 “实现农轻重”、横批为 “综合平衡”的对联①，生动表述了实践中

要促进农轻重协调发展，也生动呈现出在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主要

是以满足人民吃穿用为前提和为工业提供农产品原料的工农两大部门产品供需平衡。这副对联广

为流传，对工业化进程中处理工农城乡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作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

化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工农城乡是否协调发展，是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是一

个国家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其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跃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难以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处

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加之农业被大资本垄断，大量失业农民到城市贫民窟穷居，乡村凋敝，城乡

发展不平衡约束工业城镇的进一步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已不仅是工业化初

期那样的工农两大物质生产部门的协调问题，还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上影响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问题。鉴于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推进

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提和重要组成

部分。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在现代化进

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② 换言之，促进

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把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作为推进

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将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农业农村短板、“四化同步”发展、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几亿农民同

步迈向全面现代化等纳入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不同于工业化初期以满足人民吃穿用和

为工业提供农产品原料的工农两大部门产品供需平衡，是顺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对工农

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的拓展和历史性升级。

二、创新性地把集价值取向和目标取向于一体的共同

繁荣明确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致力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践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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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地提出了工农城乡共同繁荣。这有一个形成过程。一开始，马克思就针对工业化、城镇化

进程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较大的问题，提出了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主张。在工业化、城

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情况下，中国成功探索出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道路，这

就在农村发展层面打破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分割。进入新时代，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基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中国把工农城乡共同繁荣纳

入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内涵。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对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的内涵加以明确，将其界定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①，这里还没有

将共同繁荣列进去。2012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

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促进城乡共同

繁荣②。到 2017 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将共同繁荣纳入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的内涵③。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 “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④

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内涵的新表述，“共同繁荣”保持不变。

将共同繁荣纳入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内涵，明确了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共同富裕价值取向。中

国共产党将工农城乡共同繁荣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基于城乡 “两个规律”的论断强调:

“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 4 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

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

的!”⑤ 可见，对于农村人口数量庞大的中国而言，将共同繁荣明确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

价值取向，并切实践行，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宗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口规模

巨大的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是对破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世界

普遍存在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且长期存在问题的使命担当。

将共同繁荣纳入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内涵，工农城乡关系目标取向由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破解

城乡二元结构向工农城乡共同繁荣转变升级。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全球普遍存在的城乡二

元结构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共同面临乡村衰退下的 “乡村病”、城市贫民窟现象的挑战。乡村

如何实现蜕变重生，实现工农城乡共同繁荣，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中必须破解的课题。新

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农村尽管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与推进更快的工业城镇发展相比， “一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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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两个规律”的论断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

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

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百分之 70% ，农村仍将有 4 亿多人

口。”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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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条腿短”问题突出，空心村、留守人员 ( 包括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

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短板问题的突出表现。到 2012 年，农村与城镇相比，基础设施、社会事业、

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约三成 ( 34. 8% ) ，近 1

亿农村人口处在绝对贫困线之下。基于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全球性痼疾，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成为长

期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致力于打破、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践的基础上，

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将工农城乡关系目标取向提升为共同繁荣。习近平总书记在明确 “几亿农

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① 的目标后，在 2022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

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民全面发展、过上

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生活”②。

将共同繁荣纳入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内涵，寓含了工农城乡共同繁荣实现路径创新的方向。这

就是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是不同于 “三农”发展受弱

质性困扰及“三农”发展空间被锁定，甚至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挤出的新路径。这一新路径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形成。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

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有的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最终陷入 “中等

收入陷阱”，这里面深层次的问题是领导体制和国家治理体制问题③。2021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河北承德考察时进一步强调: “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

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基于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⑤ 进行制度创新，对工农城

乡共同繁荣实现路径进行了创新性探索。

一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从国家发展战略和资源配置

上对促进工农城乡共同繁荣予以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举全党全社会之力，上

下同心，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在脱贫攻坚战即将收官之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0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上要求“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⑥。

二是把工业和农业、城镇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中国共产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201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要求 “打破城乡分割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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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格局，建立城乡一体化、县域一盘棋的规划管理和实施体制”①。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工业农业、城市农村

一起抓，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农业农村发展

受弱质性困扰的难题，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攻坚克难③，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工农城乡共同繁荣。

三是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上，致力于做到集体所有制根基的强化、农民集体成员权利的保障

和实现、资源要素的激活相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方面，基

于以私有制为基础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历史事实，明确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及以此为基础发

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方向不动摇，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在此前提下，推进土地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 ( 简称“三权分置”) ，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

改革 ( 简称“三变”改革) ，从 “大国小农”国情出发探索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的实现路径。在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注重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同时注重增进农民权益。

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强调要 “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防止土地用途发生根本性变化，

造成农村贫富差距过大”④，另一方面强调“要让农民成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

正受益者”⑤。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对工商资本流转农村土地实行审查审核和风险防范制度⑥。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22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化农村改革必须 “把强化集体所有制根基、

保障和实现农民集体成员权利同激活资源要素统一起来，搞好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权利分置和权

能完善，让广大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⑦。

四是在发展产业和产业链联结上要立农为农，给农民发展机会和空间。在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实现农村产业升级和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的过程中可能发生农民被挤出的现象。

2020 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发展乡村产业要让农民有活干、有钱

赚。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⑧，尽可能让农民参

与进来，农户能干的尽量让农户干，企业干自己擅长的事。2021 年 11 月 12 日，国务院印发的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坚持立农为农，把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作为乡村产

业发展的基本导向，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域，把就业机会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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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增值收益留给农民①。

五是在产权制度上，让农民有其股②，通过产权联结形成利益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

拓展中构建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不同于被大资本控制的工农城乡关系。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

中，资本挤压小农发展空间甚至挤出小农，有的农民由此被迫穷居在城市贫民窟。在中国，由于

农业资本密集程度的增加，而农村资本又短缺，工商资本下乡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在利用工商

资本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同时，也需要作出制度安排，防止工商资本将小农挤出现象的发生。为

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了政策取向及其具体制度安排: 既鼓励资本下乡，又基于中国实

际，鼓励、支持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入股，通过让农民有其股的产权联结，促进工商资本与

农民在利益联结机制上的完善。

上述分析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共同繁荣明确为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的内涵，也就明确了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价值取向、目标取向，以及实现路径的创新方

向。这既是基于现代化规律探索形成的，也是基于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国情下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

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探索形成的。

综上所述，进入新时代，面对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于推进更快的工业城镇的 “一条腿长、一

条腿短”问题，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旨在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农业强国和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让亿万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对构建新型工农城乡

关系的内在规定性。在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中，强调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明确了新

时代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取向，明确了要致力于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

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这是基于中国乡村人口数量庞

大国情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选择，是对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性升级，是对马克思主义工农城乡关系

理论的创新发展。

( 郑有贵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

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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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New Type of Urban-Ｒural Ｒelationship Oriented toward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Zheng Yougui ( 93)……………………………………………………………………………………………

Since China entered a new era，the problem it has faced in building a new typ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s the
lagging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s compared with the faster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ities． Such new
relationship is meant to enable millions of farmers to move towards modernization in all respects by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in agriculture and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rural areas suit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To fulfill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strived to enable the vast number of farmers to participate equally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share its fruits，and
thus march towards modernization in all respects．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and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under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a large rural population，the CPC＇s proposal of building a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oriented toward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constitutes an 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the Marxist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 Exploration and Contending ·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Lenin＇s Thought on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and Socialist Ｒule
of Law—Ｒefuting an Erroneous View that Distorts Lenin＇s Legal Thought

Wang Tingyou and Lai Hong ( 101)…………………………………………………………………………………
For a while，some people have attempted to deny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of China，and establish so-called

“constitutionalism”in China． They distort some of Lenin ＇s words，slandering his advocacy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s a“lawless tyranny”that is“not subject to any legal constraints”． In fact，this view has no factual basis．
After establishing a state with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the ruling party needs to lead the people to formulate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to establish and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meantime，it needs to adhere to
the rule of law at all fronts，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an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and long-lasting national security． Since the CPC ＇s leadership is the soul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and its most
fundamental guarantee，we must unswervingly uphold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the rule of law to provide a solid legal
guarantee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 prosperity．

A Study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concerning Mao Zedong Thought on th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Ye Fan ( 110)…………………………………………………………………………………………

One of the prominent manifestations of historical nihilism that negates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i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rty histor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power struggle”． Some works deliberately make use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ao Zedong and Wang Ming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ted front to create ill-
grounded conjectures that have seriously damaged the image of the CPC and Mao Zedong． Explica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n th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its differences from
Wang Ming＇s erroneous line based on historical facts，original texts and archival materials will help us clarify facts and
restore truth，thus refuting such erroneous accusations as“false support”，“undermining the united front”and“self-
contrad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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