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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些思考

乔光华  马志艳

任何产业和地区的振兴都离不

开要素的聚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必须引导社会资源源源不断地投向农

村。总体上看，我国资本、技术、人

才等要素向城市集聚的大趋势尚未

改变，向农村集聚的条件尚不成熟，

特别是内蒙古这样的边远落后地区，

城乡发展的差距，导致大量农村劳动

力、资本长期单向流往城镇，城镇建

设也大量占用农村的土地。要想实现

乡村振兴，就要使要素在城乡之间双

向流动，但从城乡资源配置现状看，

我国还面临着诸多阻碍因素。内蒙古

乡村的振兴之路同全国其他地区一

样，也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和困难。

一、要素向乡村集聚的困难

( 一）资本下乡的动力不足

资本是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资本长期大量

向城镇和工业集中，成为重要支撑。

相对于城市，广大乡村对资本的需求

更大。乡村振兴需要多方筹资，综

合利用财政投资、工商资本以及金融

市场等多种渠道，共同发力。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 ：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

坚战。各地区包括内蒙古完成扶贫攻

坚、保护环境两项任务需要大量财政

资金，再加上近几年负债率高企，

自治区 GDP 下调，政府举债能力下

降。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去杠杆，

又使得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的条件

恶化。投资机会比较少，投资回报相

对较低、周期长，对工商资本缺乏吸

引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吸纳社

会资本将面临多重难题，一是增加财

政资金投入困难，二是农村资本的潜

力有限，三是吸引金融和工商资本的

进入比较难。若财政支持乏力，工商

资本无利可图，农业经营者积极性不

高，那么乡村振兴就会因缺乏资本而

受挫。

（二）人才下乡缺乏激励

目前，各大城市纷纷降低人口

接收标准，出台新的人口政策，从拒

绝人口流入变为抢人口。农村地区人

口外流严重，劳动力老龄化现象较为

普遍。乡村振兴在实际推动过程中还

面临缺“人”的困境。因此，要强化

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需要大量人力

资源。但乡村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

尤其是吸引和留住具有农业情怀、知

识和技术的综合人才，是内蒙古乡村

振兴面临的一大挑战。大力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应创建农业企业，吸

引城市人才返乡创业，开展适度规模

经营，但现在的环境条件对人才的激

励不足。

（三）土地制度创新不足

土地是乡村最重要的资源。农

村土地制度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基石 ,

是有效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 , 也

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党

的十八大以来 ,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不断推进 , 如实施农村承包地“三

权分置”改革 , 推行农村土地征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

度改革及修订《土地管理法》。但如

何进一步优化和细化农村承包地“三

权分置”制度，深化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入市改革，推进农村宅基地退出与

优化利用，仍亟待深入探索与创新。

土地制度的完善能够为城市资本打开

摘   要 ：乡村振兴应当从长计议，量力而行，目标不宜过高，范围不宜过大，也不必期待村村振兴，更

不能搞“运动式”乡村振兴。要因地制宜，逐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引导社

会资源向乡村集聚。乡村振兴要尊重市场机制，挖掘乡村内在发展动力，催生新型经营主体，重点延伸农业

和服务业产业链条，推进乡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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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投资空间和渠道，推动农村要

素与城市资源高效对接。必须因地制

宜，因人因时而异，深化改革，放活

流转权，进一步释放农村土地的权

利，增强农村土地的吸引力。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注

意的问题

基于目前面临的一些要素限制

和挑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

提升乡村振兴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

性，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乡村振兴战略要与

“十三五”规划紧密衔接，加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          

2017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

了到 2020 年、2035 年、2050 年分“三

步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

务，并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项

长期历史性任务，要求“科学规划、

注重质量、从容建设，不追求速度，

更不能刮风搞运动”。各级政府及相

关部门应各司其职，防止再次出现以

往历史中搞“运动式”“突击式”的

振兴活动，步伐不能太快，不能打

乱“十三五”规划节奏。项目不可

盲目上马、仓促行动，追求“立竿见

影”，一哄而起，而后又一哄而散。

应总体考虑，从长计议，防止出现方

向性失误，规避发展目标浪漫化、理

想化倾向。

（二）乡村振兴不是村村振兴

乡村振兴不等于地域空间意义

上所有乡、所有村的振兴。随着产

业化、信息化和规模化的发展，人口

和经济布局的适度集中化是难以避免

的趋势。部分村庄的萎缩或消亡，可

以为另一部分村庄更集中、更可持续

的振兴创造条件。在乡村振兴过程中

不能期待“面面俱到”，目标不能太

高，范围不宜过大。在着力推进乡村

全面、有机和多样化、特色化振兴的

同时，要量力而行，因地制宜、因时

制宜和因阶段制宜，部分不适宜开

发的地区可以撤并，撤并也是振兴

的一种手段。应该分类、分阶段进行

建设。无视甚至刻意否认这种趋势，

简单化、“撒胡椒面”式地要求所有

乡村都能实现振兴，结果可能事与愿

违，甚至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

来负面影响。

（三）乡村振兴必须基于市场机

制，过度的行政推进不可取

以超强的行政手段高度集中和

分配资源的方式来推进乡村振兴，

或高成本打造典型样板村，基本无法

复制推广 ；或可短期取得的示范成

效，但因支持政策不能持久而效应衰

减。不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

作用，乡村振兴的推进过程必然缺乏

稳定性和持续性。政府应在制定振兴

规划和支持政策以及建立监测评估机

制等方面起重要作用，还应在补齐乡

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

板”上下功夫，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加大对乡村教育、科技、卫生、文化

等公共资源的投入。

（四）乡村振兴不等于大力发展

工业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要实现“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二十字总要求。乡村振兴

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产业兴旺是乡

村振兴的根本。发展乡村产业，并非

主张走城镇工业化的路子，在乡村大

力发展工业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

烟，走当年乡镇企业的老路。农畜产

品的深加工可以依托现有的开发区、

工业园区进行。促进农村三产业的融

合发展的过程中，应强化一产和三产

的发展，二产主要是农产品的初加

工。要充分挖掘和拓展农业的多维功

能，促进农业产业链条延伸，丰富农

村产业增值环节，促进农业与服务业

尤其是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为

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提供因地制宜的农

村产业支撑。

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以市场机

制为基础，挖掘乡村潜在资源，吸引

各种要素汇聚农村，促进乡村产业兴

旺，同时政府要因地制宜，做好顶层

设计，深化改革，完善保障措施，逐

步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机制，以

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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