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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试点试验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初心外化、使命践行的科学方法和内容体现。作为

具有中国特色且在各领域广泛应用的方法和内容，中国“试点试验”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从经

济、政治、社会等多角度对其进行了丰富而深入的研究，对认识和推动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指导意

义。其中，部分学者以案例研究为主，分析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如苗丰涛、慈玉鹏以新农保

政策创新作为案例，重点研究了业务型政策试点经验如何上升为国家政策 1 ；丰雷、胡依洁以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三项试点”为案例，分析了“设计试验的中央行为逻辑” 2 ；唐斌以2012年至2017年国家公布的80个农村

政策试点为案例，分析了农村治理政策试点的动因与机理 3 。但综合比较而言，关于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多数

研究还是被隐匿在“试点试验”研究的大框架内，进行了“同态位移”，以及在各类农村改革试点经验证据之

上对农村改革任务本身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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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
历程及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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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是我国农村改革能够稳步推进的重要法宝。农村改

革试点试验最早可追溯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土地革命。农村改革试点试验

在经历了萌芽、普遍应用、规范发展等不同历史阶段之后，现已进入系统优化阶段，正在全面服务于乡

村振兴，全面服务于推进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加强农业强国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

试点试验在发挥党和国家统筹协调功能、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加强组织实施机制建设、及时转化成

熟经验成果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站在新的历史发 展阶段，仍需进一步把握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任务方

法的两重性、深化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有效互动、增强组织实施的科学性、提升复制推广的有效性，

进一步以深化农村改革试点试验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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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 1 从作为重要改革任务和方法的两重性角度出发，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展开历时研究，仍有一定的价值。其一，农村改革任务在中国改革全局中

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农村改革不仅能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

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革，而且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稳定支撑作用，农村生产要素的

激活和释放也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贡献了巨大能量。因此，农村改革试点试验能否迈开步子、趟

出路子，直接关系到整体改革成效。其二，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具有历史贯穿性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奋进史中，试点试验在中国农村改革历史中的普遍性、

重要性和成效性有目共睹。中国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发展史也是一部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史。其三，农村改

革试点试验具有特殊的农情背景。中国农村改革的主线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经

济改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展开渐进性改革的起始逻辑。同时，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内容还涉及政治、社会、

文化、生态等领域，各领域系统关联性高。而且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区域间经济、社会、自然等各有不同，甚至

同一区域内也有差异。因此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与经验推广、政策法律之间的嵌套关系也因区域、时序、层级等

因素显得愈加复杂，“单一试点、统一推广”模式往往在农村难以为继 2 。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

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3 。重农强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

明底色。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

展，激发了农民积极性和农村发展活力。进入新发展阶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进行梳理

研究，对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和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探索历程

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改革经验，农村改革试点试验表现为在全国出台统一的改革方案或开始全局行

动之前，先进行局部试验，为全局推进累积经验，具有渐进性、减少不确定性等特点。通过实践认识和改造

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 4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亦强调：“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5

因此，对于实践与认识关系的科学认知是中国改革得以实施的重要理论基础，农村改革试点试验正是中国共

产党正确处理实践与认识关系的重要体现。适应不同历史时期农村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农村改革任

务、要求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也存在差异。

（一）土地革命与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萌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发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

实践和经验。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总方针。自此，土地制度改革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但“八七会议”之后，关于如何开展土地革命还

没有范本可参照，中国共产党便开始在实践中摸索。从1928年开始，毛泽东、邓子恢分别选取井冈山和闽西作

为试验点，探索土地革命经验。其中，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

的规律，也为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积累了有效经验。随后，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试点工作

不断增多。1930年，邓小平将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做法、措施和经验介绍到右江，同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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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江实际情况，指导土地革命 1 。同年，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述 2 并将其贯穿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土地革命的实践之中。具体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在指导农村土地革命之前，普遍先调查各地

农村基本情况，随后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再组织试点，最后总结经验和进行根据地土地法制定。这一时期的

典型有苏区模范乡、“模范兴国”等。

进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试点试验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改革、

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的一套经验性方法。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

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

众相结合” 3 。1945年，毛泽东在关于党的“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指出，“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

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4 。革命历史中，陕甘宁革命

根据地成为各项试点的中心区域和革命根据地的示范区，也是中国改革试验区、示范区的雏形。1948年，在

《新解放区改革要点》一文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

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 5 和“不要全面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

浪式地向前发展” 6 。总体来看，此时期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囿于革命特殊性，尚处在摸索阶段，主要以土地革

命、土地改革为主线，逐步应用到其它领域。

（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与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普遍应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改革的主要任务包括继续推进土地改革和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试

点试验已成为农村土地改革的重要工作方针。1951年，周恩来将在新区土地改革中形成的试点试验工作方法

系统概述为：“典型试验、重点突破、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稳步开展的工作方针” 7 ，并指出在土地改革试点

试验中“各级领导机关运用了各种方式，密切上下级联系，掌握运动真实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纠

正偏差错误和总结交流经验，推动了运动的健全发展” 8 。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文

中，将“乡村是试验田”“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等试点试验内容总结为党的重要领导方法之一 9 。该时期

的实践中也涌现出一批典型经验，例如晋江县曾埭村秋征、华东土改等。

另一方面，试点试验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普遍应用。1963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典型试验是一

个科学的方法》，将毛泽东强调的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表述为“典型试验”，明确指出“典型试验”

是制定和执行方针政策时必须执行的重要方法，并对为何要试验进行了理论论证 10。关于“典型试验”的系统

性表述再次明确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理论基础。在实践中，根据《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9-1977）

显示，农村改革试点试验涉及多个领域：农业生产销售、新婚姻法、基层整风、基层普选、农村医疗、教育扫

盲、农村商业等。其中，社会主义教育改造中涌现出的“枫桥经验”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发动和依靠

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做出批示：要求“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1。概言

之，这一时期的试点试验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开始引发系统理论思考，并在农村改革各个领域广泛推行。

（三）农村体制转型与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规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党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转移，农村改革重点和方向皆发生转变，

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内涵、方式不断丰富，并呈现出规范发展的特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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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并将其作为农村改革的重要政策依据，明确了农村改革的

两条主线，即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 1 。同年，邓小平在《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提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

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

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 2 。这一重要思想成为该时期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指导理论。

因农村政经体制面临转型，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也面临新发展命题，这具体体现为农民与土地关系、农民

与村社关系、城乡关系等方面的重新调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制度正是来自基层的自主探

索，随后党中央和国家相关部门将其进行全国层面的试点推广。在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进程中，邓小

平多次强调要根据农村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3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基本制度仍在改革试点中

完善。围绕因市场化而产生的城乡关系、费税改革等新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农村改革试点文

件，涉及了农村费税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村合作医

疗、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等方面。该时期也涌现出一批典型试验成果，

如贵州湄潭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等等。

这一时期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内涵和方式也在不断丰富，迈向规范化。一是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具体

内容为基础，政策性推进农村改革试点试验。通过国务院官网搜索1979年至2012年国务院文件标题中包含

农村试点的意见或通知，按发布机构分类的文件标题有14条之多。二是以农村改革试验区为载体的试点机制

逐步确立。1987年，中共中央出台的五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强调“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 4 ，

国务院据此批准建立了第一批12个农村改革试验区 5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强对新形势下农村改

革试验区工作的指导” 6 ；同年10月，农业部印发了《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运行管理办法》，对国家级和

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运行管理进行规定，坚持和完善了中央授权、部门指导、各方配合、基层创新的工作体

系 7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从最初“摸着石头过河”、农民自发探索，逐步迈向有计划的

规范性政策试点。

（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与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系统优化

2017年12月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首先要按规律办事……我国乡村振兴道路怎么走，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8 ，新时代的中国正处在以新一轮

土地制度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历史时期。

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改革试点试验的重要思想，指出“在推进改革中，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方

法，坚持辩证法，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

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 9 。这一思想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重要指导

理论。

根据新的时代背景、改革要求，农村改革试点试验更加重视全局站位和系统优化。具体而言：其一，更加

注重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系统性部署。为系统推进“三农问题”，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将“坚持循序渐进、试点先行”作为重要改革原则，并强调新时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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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革综合性强，靠单兵突进难以奏效，必须树立系统性思维，做好整体谋划和顶层设计，找准关键问题和

主要矛盾，进一步提高农村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之后，

2021年出台的《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运行管理办法》改之前由农业部单独牵头农村改革为由中央农办、农业

农村部牵头。从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任务看，近年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牵头并联合相关部门和单位统筹

部署安排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任务明显增加。其二，更加注重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集成性推进。为适应农村

改革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和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6月，财政部

研究制定了《开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实施方案》，指出试点试验主要通过综合集成政策措施，检视多

年中央一号文件成效。因此，农村改革试验区根据新的改革要求也在不断承担拓展性试验任务，地方农村改

革试点试验的任务集成性有所增强。其三，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互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改革

中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主体框架已基本搭建，各项改革政策正在扎实推进。因此，推进农村改革试点试

验不仅是为新政策做探索，也是通过先行先试，为新时期各项改革政策探路。相比之前，顶层设计与基层探

索的互动性进一步突出。新时代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取得的经验成果非常显著，其中，贵州六盘水试验区探索的

农村“三变”改革多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并在全国推广，为农民增收、促进减贫脱贫提供了新模式。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宝贵经验

习近平在回顾党的发展历程时深刻指出：“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

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 1 通过对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史的回顾发现试点

试验嵌合在农村改革之中，在农村政策形成、执行等不同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改革试

点试验不仅推动农村改革不断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而且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坚持党和国家的统筹协调是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根本保障

中国农村幅员辽阔、农情复杂，改革和治理任务繁重，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作为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相对确

定性的求解过程，既需要自上而下的秩序支撑，也需要有自下而上的试错空间 2 。从历史经验看，农村改革试

点试验的有效推进，既具备了秩序支撑，也具备了试错空间，而这离不开党和国家统筹协调功能的有效发挥。

一方面，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长时间、高密度、不确定性的改革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农

村改革试点试验中发挥了强大的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协调各方促改革的作用和功能，以党的先进性引领

地方和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其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和领导体系为农村改革试

点试验的有序推进提供了组织基础。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改革试点试验过程中还保持了强大的纠错纠偏

功能，保证了改革试点试验成果的延续和社会主义方向。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导向和价值追求，中国

共产党以勇于自我革命的魄力使得历史进程中那些偏离这一目标价值的改革试点试验最终都被纠正。另一方

面，这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有效支持和保护。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中自下而上的差异性经验需要得到国家政策的

支持和保护，且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中的不确定性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找到可行的确定性出路。例如，改革开放

初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始于以安徽小岗村为代表的农民群众实践，经过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调查

研究、试点试验、总结推广形成了系列支持政策。新时代，党和国家的统筹协调功能愈加明显，党中央、国务

院负责出台总体改革方案，由各部委（单独或联合业务指导）推进试点试验，执行过程中，各部门、各地区再

具体出台实施方案。在国家政策之中，对农村改革原则的设定愈加清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

进”“试点先行”等已成为农村改革政策的重要指导性原则。

（二）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是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主线任务

“我国农村改革是从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开启的。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

1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17页。

2  参见郑剑等：《试点：改革的中国经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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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关系。” 1 注重把握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的主线地位，通过改革试点试验寻求农业农村发展、保障

农民权益的具体途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重要经验之一。一方面，尊重农民主体性、调动

农民能动性，保障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基本权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改革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另一方

面，我国人多地少，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农民最根本的生活保障。在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展开的农

村改革试点试验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在于不同时代围绕主线任务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具体方向、要求

不同，联系则在于不同时期的改革试点试验又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农村经济与政治改革的适配性、协调性发展，

确保了农民主体地位。建党初期，党领导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重要任务是，通过土地革命推翻封建土地所有

制，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并通过“耕者有其田”“减租减息”为广大农民群众争得权益。与之对应，为进一

步动员群众和保障群众权益，各地又在实践中摸索出乡代表会议、群众大会等多种民主参与形式，以激活农

民的权利意识、保障农民有序参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近二十年来的发展速度不快，它同人民的需要

和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之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 2 ，农民群众为解决现实难题，自发进行实践探索，以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创新正是典型成果。此后，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及具体实现形式也

在农村改革试点试验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包括“四个民主”在内的村民自治形式让农民群众的政治权利真

正落到了实处、经济权利得到了保障。新时代，为解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

展之间的矛盾，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以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经营体系、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等

为主，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同时，为保障农民群众参与形式多样和渠道畅通，形成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

治理机制，农村改革还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健全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不断由点到面

地推进乡村治理试点改革。

（三）加强组织实施机制建设是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运行支撑

经过实践经验的累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已经深深嵌入到农村政策形成、执行的各个

环节，逐步形成中央、地方和农民三维互动格局。其中，党和国家负责掌舵定向、统筹协调，地方试点负责具

体试验不同政策，农民群众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则通过基层民主渠道表达意见诉求和参与农村改革试点试

验。在三者互动中，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有序运行离不开组织实施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当前，农村改革试点试

验已逐步形成了包括组织领导、申报审批、评估验收、任务终止、任务退出等环节在内的组织管理机制，以及

试点遴选、方案设计、试点探索、绩效评价、推广运用等关键环节在内的实施机制。农村改革不可能一蹴而

就，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再出现，而新问题带来的不仅是农村改革任务的改变，也必然要求改革方

法不断完善。因此，中国农村的发展在印证了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同时，也印证了中国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具有

坚持开拓创新和寻求方法层面的灵活性、适应性发展的特点。农村改革试点试验能够根据任务需要和时代条

件，不断调整、完善、丰富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具体方式，不断适时灵活设置试点内容、范围和层级，推进农

村有序改革。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逐步深入，面临阶段性转化、地方经济发展差异性拉大、统一决策的

风险越来越大等问题，党中央开始有计划地推进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和相应管理机制，

以此为全局改革分散风险、分解难题，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在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中的主体地位。随着农村改革

的全面深入，新时代农村改革的系统性、关联性增强，对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配套性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中

央深改委及各改革部门便进一步在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从试点任务部署到试点任务验收的过程中，不断建立和

完善相应的改革试验申报制度、联席会议制度、监测评价机制、督促指导机制、成果转化机制等。

（四）及时转化成熟经验成果是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现实目标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改革试点试验注重对实践经验的及时总结推广，并将成熟的经验成果转化为政策法

规，为农村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制度保障，确保农村改革可以依法有序深入。截至2018年底，农村改革试验区

已有14 4项试验成果在省部级以上政策文件制定和法律法规制定修订中得到体现，几乎涵盖了农村改革的

1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58页。

2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1979年10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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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重点领域 1 。农村环境的复杂性使得农村改革试点试验更加倚重区域性经验对于政策环境的具体解读

及在此基础上的开创性试验 2 ，因此，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经验成果转化应用的过程，既有“试点－推广”的

一般性特征，也体现了环节、内容的深度嵌套性。在环节层面，农村改革遵循“基层探索—充分试点—顶层

设计—因地制宜”的前进路径。党和国家鼓励地方突破、创新，将个别地方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进行经验

总结、宣传、推广，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同时，将一定数量基础之上的试点试验经验系统总结和上升为

国家政策或法律制度，并以国家政策形式在全国推行。在国家政策推行过程中，改革任务的落实依然需要

通过试点试验的渐进方式，实现因地制宜、分类推进、总结提升。在内容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改

革试点试验从确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到搞活农村商品流动、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到农村市场化改革深化，

到推进农村费税改革、开启城乡统筹，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城

乡融合，这一过程虽然各有侧重，但内容环环相扣，是一个逐步探索深入的渐进式改革过程。综合来看，全国

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内容主要包括三类：法律政策中的盲点内容、未细化的内容、滞后的内容。相较而言，在改

革开放初期，不少基层创新都是先突破、再推广，最后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予以确认。随着各项法律法规体

系的日益健全，改革试点试验渐入深水区，第一类创新突破愈难。但三类内容所处的阶段性差异恰恰体现了

农村改革既长期坚持了试点试验，又注重及时研判。对各项改革试点试验进行及时总结和评估，确保将成熟

经验不断通过法律政策来确认和推广，才能使农村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日益健全。

三、进一步以深化农村改革试点试验推进乡村振兴

抓好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对农村改革全局意义重大。进入深化改革期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不仅是党中央

推进政策制定、执行的重要法宝，也成为地方推进各类农村改革创新的常见手段。站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三农”工作已历史性地转向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步入了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

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进程。尤其是2015年《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中改革任务的推进，一批顶

层设计改革方案陆续出台，一批纵深突破的改革试点有序实施，一批成熟定型的法律制度已经建立，乡村振

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但未来农村改革试点试验面临的主线任务依然未变，要根据更深层次矛盾

在根本性质上的变化来调整其工作重心和方法，向更加纵深的改革领域拓展。

（一）进一步把握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任务方法的两重性

全面推进农村改革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习近平强调的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

务，也是改革的重要方法，同时还是结合新时代改革实情对全面深化改革期试点试验方法论重要性的再强

调。在新时代全面推进农村改革的任务清单上，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深化

农村金融改革、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基本上能够由点到面渐次推进。这些领域

的改革试点试验不仅构成了农村改革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打造了农村改革的试验田，承担着战略突

破的重要任务。因此，对标新发展阶段国家提出的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

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的远景目标要求，我国既要进一步认识到试点试验作为农村改革任务的重要性和

全局性意义，也要进一步提升试点试验作为农村改革方法论的自觉。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农村改革试点试验

任务的重要性。当前，农村改革实现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仍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农

村依然是实现共同富裕最薄弱的环节，试点试验依然需要牢牢抓住主线，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针

对土地制度、经营制度与产权制度三方面问题，改革要创新农业体制机制。同时，农村改革要聚焦农业农村现

代化，推动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以县域为切入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系统推进农村产权明晰化、农村要素

市场化、农业支持高效化。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农村改革试点试验方法的重要性。在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

下，以发展和安全的稳定性、改革创新的持续性应对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内外部环境，必须要有科学的方

1  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历史贡献与主要成效》，载于《农业工程技术》2019年第33期。

2  唐斌、张玉：《农村治理政策试点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载于《学术探索》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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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论支撑。而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作为中国共产党面对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法宝，在农村改革历程中发挥了不

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农村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仍需坚持试点试验，以激发地方改革创新的

积极性、降低农村改革阻力和风险、加快农村改革典型经验推广，为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

供有益探索和有效政策思路。

（二）进一步深化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有效互动

在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践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认识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

作用 1 。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经历着突破、创新和完善的良性循环过程，使其在持续实践中实现认识的螺旋

式上升，更好地指导不同时期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新时代很多问题进入改革深水区，体现出更深层次的

系统性、关联性和复杂性，在不同领域出现不同难点、风险点。面对农村改革中的不同问题和风险，要准确

把握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方向，需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突出整体性、协同性和系统性。顶层

设计的理念源自系统科学，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其应有之义。因此农村改革试点试验需要发挥中央亲

自抓改革、举旗定向的作用，以党和国家的理性思维、宏观建构和整体设计系统指导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历

史经验表明，中国分级制试验所具备的独特政治体制特征 2 ，决定了中央拥有垂直指挥权和领导优势，可以

对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全局进行统筹协调。因此，面对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高关联性、系统性，根据顶层设计的

宏观布局来确定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基本方向、目标和原则，才更有利于确保农村改革试点试验能够在科

学指导下有条不紊地持续推进。与之同时，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进一步分化，使得其依然不能忽视基层探索

作为“源头活水”的重要性。面对农村改革内容密度加大和深水区困境，要避免政策的“一刀切”，就应允许

地方开展差别化试点。按照新时代主要矛盾，农民群众更清楚自身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诉求，注重从农民群

众关注的焦点、生活的难点中寻找农村改革切入点则变得至关重要。特别是在试点工作开展过程中，借助基

层民主参与机制，多倾听基层声音，多获取一手材料，摸清农村改革的底数，更有利于增强农村改革试点试

验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概言之，新时期农村改革试点试验需要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加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

索”的有效互动，从而确保其能够平稳有序化解可能出现的冲突和风险，切实推动农村新旧体制机制的更替

和新动能的激发。

（三）进一步增强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组织实施的科学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试错或先入为主的试对，而是一个有序组织实施

的“政策求解”过程 3 。在农村改革试点试验过程中，组织实施环节的权责分配、合理程度会影响试点试验的

形式和效果。我国农村改革试点试验项目多达千项，基于类型学视角，可将其划分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多部门联合推进的改革试验区、部委主导单项推进的实验区、地方政府和地方部门设置的改革试验区以

及以具体项目形式推进并直达县区、乡镇、乡村的各类试点试验。如果缺乏有效组织实施，高密度、高关联的

改革试点试验内容进入地方空间，很容易出现单兵突进、流于形式的问题，影响地方改革效能。乡村振兴不能

一蹴而就，对事关农民基本权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既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也需要进一步

完善权责清晰、环节相扣、覆盖全过程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组织实施机制。目前，关于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已经

在事前、事中、事后有相应组织实施机制支撑。但总体来看，协同性和系统性稍显不足。为此，应按照事前、事

中、事后的阶段明确不同阶段组织实施机制的责任主体、社会参与主体，设立相应的目标导向、原则底线、布

局规划，建立起串联式、环环相扣的组织机制，探索并联式的横向合作机制。对于试点难度大、方向不清晰、

内容交叉和关联度高的试点项目，在方案的规划和设计阶段，除了牵头单位和相关部门反复调研、论证之外，

还可吸纳社会专业力量参与，以提高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在实施阶段，要通过明确目标导向、创新动员方式，

让不同的意见和矛盾在试点中充分暴露，为后续的推广做好铺垫。在阶段性评估中，要建立健全相对独立的

1  徐斌：《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关系》，载于《人民论坛》2019年第25期。

2  参见[德]韩博天：《通过试验制定政策：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3  梅赐琪等：《政策试点的特征：基于<人民日报>1992—2003年试点报道的研究》，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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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指导、测评、反馈机制，为下一步的政策优化打好基础。

（四）进一步提升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复制推广的有效性

多数研究将试点试验的内涵归纳为一套方法论，包含“试点”和“由点到面”两个核心环节。但不论试点

试验成功与否，能否得到推广，其结果导向都决定了试点意义不局限于试点本身，而在于追求更大的溢出效

应。根据我国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历史经验可知，不同于西方横向扩散的高活跃性，党和国家在农村改革试点

试验的复制推广环节发挥着主导作用，独特的纵向府际关系制度安排可抑制地方利益对政策扩散的阻碍 1 。但

在当前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中，大量地方实践经验依然流于表层、重复窘境，存在实践经验提炼难、推广复制难

等系列问题，减弱了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样本溢出效应。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目的显然不是要“重金”打造绩

效“盆景”，而是寻找可复制、可操作、可持续和可适配的经验规律。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农村改革试点试

验的科学评测体系。有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任务是为全局执行而在地方进行压力测试、有的农村改革试点试

验任务是因政策留白而需要地方寻找突破点、有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任务牵涉到土地等农民反应较大的利益

问题、有的农村改革试点试验任务涉及农民关注度相对较低的“软”治理层面的方法机制体系问题，不同的农

村改革试点试验任务的性质、内容、难易程度对地方农村改革的力度、效度本身会产生不同影响。因此，上级

政府在制定试点试验任务前，可进一步区分不同情况，实施分类指导，建立涵盖政治性、需求性、风险性、周

期性、创新性等各维度的事前等级评测体系；事中通过专业第三方和跨区域相关政府实务工作者的联合调研

进行评估指导，帮助地方把握方向重点以便及时调整不合理的改革举措；事后则综合运用主客观相结合、定

量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有前提的进行科学评估、反馈，重点评估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执行情况、实施效

果和社会影响，客观地总结经验、反映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同时，应该看到中国农村发展存在区域不均衡这

一客观事实，越到基层差异性越大，相应典型做法的一般性经验提炼、成果转化难度也相应更大，需要地方

更具改革的智慧和耐性，在纵向政策执行、横向组织学习中客观把握本地实际情况，推动具体改革创新内容从

简单移植向适应性落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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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r u r a l  r e fo r m p i lo t  l e d  by  t he  C om mu n i s t  Pa r t y  of  C h i n a  i s  a n  i mp or t a n t  m ag ic  we ap on 
fo r  t h e  s t e a d y  p r og r e s s  of  C h i n a  r u r a l  r e fo r m .  T he  h i s t o r i c a l  o r ig i n  of  t he  r u r a l  r e fo r m p i lo t  c a n  b e 
t r a c e d  b a ck  t o  t he  r u r a l  l a nd  r e volu t io n  d u r i ng  t he  n e w d e mo c r a t i c  r e volu t io n .  H av i ng  go n e  t h r ou g h 
d i f fe r e n t  h i s t o r i c a l  s t a ge s  s u ch  a s  e mb r yo n ic ,  u n ive r s a l  a p p l i c a t io n  a n d  n o r m a t ive  d e ve lo p m e n t ,  t h e 
r u r a l  r e fo r m p i lo t  h a s  e n t e r e d  t he  s t age  of  sys t e m a t ic  op t i m i z a t ion  i n  t he  new e r a .  I t  i s  f u l ly  s e r v i ng 
t he  r u r a l  r ev i t a l i z a t ion ,  t he  mode r n i z a t ion  of  ag r icu l t u r e  a nd  r u r a l  a r e a s  w i t h  C h i ne se  cha r a c t e r i s t ic s  
a nd  t he  s t r e ng t he n i ng  of  t he  c on s t r uc t ion  of  a  s t rong  ag r icu l t u r a l  c ou nt r y.  T he  r u r a l  r e fo r m p i lo t  l e d 
by  t he  C om mu n i s t  Pa r t y  of  C h i n a  h a s  a c cu mu la t e d  va lu able  ex p e r ie nce  i n  p e r fo r m i ng  t he  f u nc t ion  of  
pa r t y  and s t a t e  coord i nat ion ,  dea l i ng w ith  t he  rela t ionsh ip be t ween fa r mer s  and land ,  s t reng then i ng t he 
o r g a n i z a t io n  a nd  i m ple me n t a t io n  me ch a n i s m ,  a nd  t r a n s fo r m i ng  t he  r e s u l t s  of  m a t u r e  ex p e r ie n c e  i n  a  
t imely man ner.  St and i ng a t  a  new s t age of  h is tor ica l  development ,  i t  i s  s t i l l  necessa r y to  f u r the r  g rasp the 
dua l i t y  of  t he t a sks  and methods of  r u ra l  refor m pi lot ,  deepen the ef fec t ive i nte rac t ion be t ween top -level  
desig n and g rassroot s  explora t ion ,  en hance the sc ient i f ic  nat u re  of  organ izat ion and implement at ion ,  and 
i mprove t he  ef fec t iveness  of  repl ica t ion a nd promot ion ,  so  a s  to  f u r t he r  p romote  r u ra l  rev i t a l i za t ion by 
deepen i ng r u ra l  refor m pi l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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