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振兴南博高峰论坛

专家学者共商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2月 18 日，2018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振兴南博高峰论坛在生态设计小镇召开。

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乡村振兴中心主任温

铁军作了主旨报告，参与论坛的广州市南博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武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经济研究所产业与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吴敬学、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洪盛、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商春荣等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乡村振兴发展之路。现摘录部分

内容供读者分享。

温铁军：

乡村振兴的关键——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乡村振兴中心主任

温铁军作了题为“乡村振兴的关键：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主旨报告。

三大投资战略应对新一轮生产过剩

温铁军指出，产业化的内涵是资本下乡。资本下乡不可能跟农村成千上万的村民打交道，

于是推出了土地流转，要求形成规模，才有农业产业化。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不无外乎是资

本下乡造成的农业过剩。城市工业上一轮的过剩，外部需求下降，不可能靠内需，只能靠投

资拉动。于是，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动作对区域不平衡进行调整。这

个过程中涉及城乡严重不平衡。于是，三农问题被列为重中之重。2005 年，中央开始向农

村投资，缩小城乡差距。2015 年，中央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全面解决贫困问题。危机不

断发生，面对挑战，我们用国家战略性投资来缓解危机。2008 年爆发了华尔街金融海啸，

演变为 2009 年全球需求下降，中国又进入了一轮生产过剩。面对输入性危机，我们又得

靠国家大规模投资。有三大投资战略，一是“一带一路”战略，帮助周边国家基本建设。二

是亚区域整合，现在几个大的经济带通过亚区域整合，重新评估要素价格，刺激经济增长。

三是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三个战略中实操性最强的，也是跟我们关系更密切的。乡村振兴战

略要求的不再是过去产业化时代的资本下乡，而是要求社会下乡。

全面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应对全球危机



中国新世纪生态文明战略转型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在于发展的

不平衡与不充分成为主要矛盾。现在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作为主要矛盾，城乡差别是“不平衡”中最主要的部分，而农村中的文化裂化、治理缺

失则是最主要的“不充分”。此外，源于“发展主义”现代化制度成本，全球危机的影响也

让政府提出了重大战略调整。中国应对全球危机主要靠全面贯彻乡村振兴战略。主要包括三

方面，一是把“一二三产融合”的绿色生产方式与“六产融合”的生态化作为“产业兴旺”

的主要内涵，实现生态农业环保农村；二是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社会企业”下乡，

以及市民与农民联合创业为基础的新乡贤治理，通过乡土百业发展体现城乡融合战略；三是

政府因地制宜创新“三农”政策，通过金融替代财政推进生态产业化。

温铁军表示，中国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制造业崛起过程是产业资本崛起，

带来了严重污染和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如果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污染只会更严重。再加上

城乡之间有明显的差异，使中央大规模向农村投资，这对所有到农村振兴产业的人来说，都

意味着官方替我们垫付了机会成本，进而促使社会与资本下乡。

构建生态产业化的“三级市场”

乡村振兴就是要创新。温铁军强调，这种创新既要减少在生态资源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的

财政投资和政府成本，又要确保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现实中，粗放发展数量型增长方式与

粗放市场制度相辅相成；生态产业化要求的制度变革遭遇各类利益矛盾等问题让乡村振兴创

新任重道远。

温铁军认为，可以构建生态产业化的“三级市场”，实现过剩金融替代高负债财政。借

鉴一级市场：由国家对乡村做组合投资，并以此为杠杆形成“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村民变股民）条件，撬动“全域资源”按照股票一级市场原则内部化；完善二级市场：

乡协调、村自主，提高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在二级市场的谈判地位，统一对外招商引资，形

成多种合作社作为二级市场载体，村集体不参与直接经营，只收取股份收益对村民做二次分

配；培育三级市场：利用本地产权交易所构建三级市场，通过集体资产信托、集体股票质押，

推进板外交易，首先由本地企业加入资源型资本产品的板上交易，再吸纳社会资本投入以获

得资金。

产业兴旺意味着百业兴旺。温铁军认为不要把农业“一产化”，乡村需要把丰富的资源

转化为资本，让农业“多产化”。他认为，农业应该是“六次产业”。过去我们只把农业作为

第一产业，第一产业恰恰是多个产业层次中，收入最低的；用二产的方式改造农业，有一定

提高产量的作用；农业三产化，各地现在推进的农旅结合其实就是将旅游作为第三产业拿过

来，变为农业的内涵；第四产业，养生是生命的延续，这不同于一般的三产，养生+养老是

农业本身具有的产业化功能；第五产业，教育文化本来就是农业内生的功能，以体验农业为

代表的农业文化教育功能的发挥，亲子教育、体验农业等都是第五产业；第六产业，农业具

有历史文化传承的功能，这就是农业“六产化”。中国的乡村建设可以借鉴欧盟或日韩的经

验，开发农业在生态环保、休闲养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多功能性。

从化的发展制度设计要跟上

温铁军认为，生态环境质量优良是从化一个较大的优势。在生态文明的重大转型中，越



是生态资源好的地方，其价值总量就越大，而这也恰恰是我们弯道超车的关键点。对于未来

的发展，温铁军指出，从化既有良好的先天资源，又有有利的后发优势，希望发展制度设计

方面要跟上，将过去粗放数量增长的增长方式转变为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

在农产品文创包装上下功夫

区农业局工作人员：从化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农业生产成本高，特别是传统种植业、

畜牧业、养殖业的效益低下，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还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

请问各位专家教授，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有什么好的做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农

民增收？

武杰：从化要充分利用原产地优势，从提高农产品品质入手，加大对农产品的包装。同

时，要结合乡村旅游等业态，推动农业从传统的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实现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老师：乡村要建立自己的小学堂，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提高

乡村小学堂的教学水平，是否能用创新方式改变传统小学教育模式，促进创新型乡村教育建

设？

武杰：首先，乡村学堂不能取代学校。乡村学堂是乡村文化发展的载体，通过学堂深入

挖掘乡村文化，并在学堂进行展示，让更多人了解乡村文化。乡村学堂让乡村的小孩有归属

感，应办成有灵魂的地方，应告诉每一位学生，我们富有使命感，要为村庄负责，为家族负

责，为社会负责。我认为建设乡村学堂非常有必要。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老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应该进行原

真性保护还是开发？

武杰：个人认为，对从化老建筑的保留并不应该一视同仁，而要根据区域及其历史文化

等具体情况而定。要对老建筑进行评估，保留具有历史性和代表性的部分。对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一定要普及到位，根据实际情况一边鼓励一边保护一边开发，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

中保护。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老师：目前从化特色小镇中售卖的产品同质性高，品质低，而且

很多产品是外来品，如何打造具有从化特色的农产品或文创产品，提升微集市活力？

武杰：莲麻小镇里的小集市大概有 10几间，从刚开始被排斥到现在成为抢手货，体现

了农民要把农产品卖出去的迫切需要。要改变农产品同质化严重的状况，需要政府在文创包

装上下功夫，比如从化的荔枝，可以包装成 10几种文创产品，普及发展荔枝的延伸产品，

比如荔枝酒、荔枝干等。这些都有待政府进行资金扶持，还要引进有情怀的人参与。

建立民宿分享经济体系 打造特色民宿

米埗村干部：当前，米埗村大力发展民宿产业，把村里闲置的民房盘活起来，发展精品

民宿。请问各位专家，对于推动民宿产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建议？

温铁军：目前，在农旅结合模式的大力推进下，农村中的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已被过度开

发，有些地方农家乐已经过剩。而且，早期的农家乐旅游内涵并不丰富，层次较低。民宿的

层次相对农家乐来说更高。当前，农家乐发展过剩，民宿还有一定发展空间。民宿发展中应



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应尽可能体现由村集体对村内闲置建设用地和闲置住房做价值化收储，

根据本村自然资源条件等特点进行综合配套改造建设，提升文化品位，提高民宿吸引力；第

二，建立民宿分享经济体系，动员市民主动分享民宿，促进特色民宿的打造，形成差异化发

展，在民宿经济中有所创新。

老知青：乡村振兴首先需要乡村有公平、公正、和谐、宽松的法制环境，目前农村法制

如何突破现有的宗族势力和家族势力的垄断？

温铁军：宗族、宗派、宗教是填补农村组织空间低成本扩张的客观结果。真正有效的治

理，不在乎是否有法治，而在乎治理成本低，维护社会稳定效果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

“治理有效”的要求，乡村治理是以自治为基础，法制与德治相结合。对于治理如何创新才

能有效，还缺乏更多经验支撑，希望从化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总结出更多的经验。

改善资源禀赋 提高农民收入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老师：在乡村振兴中，解决农民增收的核心问题是要提高农民的

参与度，导致农民参与度低的深层次因素有哪些？如何破解？

吴敬学：决定农民参与的积极性高低，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目前，农民对有些项

目或产业的兴趣不高，主要是劳动生产率太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就业的机会

越来越多，农业加工收入占比越来越低，因此农民参与农业的积极性越来越低。要破解这个

问题，应该改善资源禀赋，使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来提高农民家庭收入，使农业成为农民家

庭收入中的主体，这样才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