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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因地制宜推动江苏农村 
多样化发展的建议 

九三学社江苏省委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

“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重大任务。2018 年 4 月，省委、省

政府下发《关于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文件

将“坚持规划引领、因地制宜”作为基本原则之一。鉴于各

地农村资源禀赋大同小异，经济和社会结构、人文环境和治

理体系差异明显，我们认为可以根据其与中心城市的远近关

系，将全省各地农村分为城市功能区内的农村地区、临近城

市功能区的农村地区和偏远农村地区这三种类型（以下分别

简称“I 类农村地区”“II 类农村地区”“III 类农村地区”），

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各类农村地区的特点，充分挖掘优势资

源，尊重错位化发展意愿，科学制定多样化发展计划，有效

推动农村地区提挡升级。为此建议： 

一、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 I 类农村地区城镇化。 

I 类农村地区处在围绕中心城市的第一层环形地带，多

以“城中村”的形式存在。这类地区的地理条件优越，在城

市通勤范围之内，长期以来能较好地承接城市附属功能，常

态化地接受城市资源的外溢，为城市进一步扩张已经做好了

较为充分的准备。建议通过探索征地制度改革，因地制宜地

推进农户宅基地和农房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村承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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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转让和退出机制，通过棚户区改造等手段，完善公共服

务设施，推动 I 类农村地区城镇化。 

二、进行改革探索，支持 II 类农村地区悦纳逆城镇化

而加速乡村振兴 

II 类农村地区处在围绕中心城市的第二层环形地带，

相当于中心城市的“后花园”，逆城镇化现象较为集中。建

议重视农村对自然环境、居住条件等非收入性福利的贡献，

支持此类地区因地制宜地创造条件，为悦纳逆城镇化提供多

样化服务而加速乡村振兴。 

其一，进一步改善交通和网络基础设施，夯实 II 类农

村地区迎接逆城镇化的基础。鼓励民间投资参与交通基础设

施的投入，创造城市资本和消费人口到乡村投资和消费的良

好基础设施条件。同时利用税收和金融政策，支持乡村振兴

项目以及城市资本和农村产业的融合。 

其二，推进农村土地改革与创新的试点工作，提高 II

类农村地区迎接逆城镇化的能力。例如充分发挥农村地区交

通便利、自然环境好等品质优越的居住功能深化三权分置改

革，组织农房合作社，适度放活农民房屋使用权，使闲置农

房成为市民在乡村的“二套房”。 

其三，敦促 II 类农村地区改善生态环境，引导城市消

费挺进农村。依托农村在非经济福祉方面的优势，加强在文

化、健康、旅游、食品等产业中的创新，了解城市消费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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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发展趋势，满足人们对更高层次生活质量的需求。加强

规划引导，支持工商资本利用逆城镇化消费的大趋势，充分

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在 II 类农村地区建造旅游度假、休闲

观光的设施，特别是消费者可以深度参与的休闲度假、健康

消费的场所。 

其四，依托精准定位，促进 II 类农村地区的盈利模式

复合化。通过规划专家与村结对子，从文化、农业产业、民

风民俗、自然资源等多方面入手，找出本村最具特色、最具

潜力的发展方向，推进盈利模式复合化。例如，除了农产品

销售、民宿经营、旅游项目收入等传统盈利模式外，还可以

创新出私家菜园等体验型盈利、乡村别墅等地产型盈利、传

统民俗等表演型盈利、农村科教等教育型盈利等多种盈利模

式，并通过各种组合实现复合盈利。 

三、推动产业振兴，驱动 III 类农村地区全面振兴。 

III 类农村地区处在围绕中心城市的最外层环形地带，

属于低密度经济区，乡村振兴难度最大、任务最重。毋庸置

疑，该类地区多样化发展的突破口是推动产业振兴。建议从

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重视中坚农民的价值，实现发展主体精英化 

有一定经济积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善于面向市场的

中坚农民，是推动 III 类农村地区多样化发展的中流砥柱。

应以中坚农民为主体，把他们作为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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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道路的“接点”，实施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引导、支持和鼓

励中坚农民走向联合,走一条“自内而外、联结上下”的整合型

道路，鼓励农民建立农民合作社，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

理念和新路径。 

二、坚持错位发展，促进产业规划科学化 

在“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

模式上做足文章。围绕各地农村资源禀赋，科学规划产业发

展目标、健全产业发展体系，迎合市场需求，形成产业并做

出特色。指导创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等。 

三、应用新技术，提高农业效率 

通过推广农机自动驾驶技术、无人机技术，提升 III 类

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缓解农村劳动力不足

问题；通过对传统农村的技术改造，形成更多去中心化、网

络化的农业生产技术系统，提高单位生产能力和效率；通过

对接新技术、新业态，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和手段，更好地推

动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