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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的

共享发展思想、实践与展望*

顾海英 1 常王 伟 2

摘要：共 展作为中 共产党百年享发 国 “三农” 思想旨归发展的 ， 义主 政 性决定的是由马克思 党属 ，

，也 义 本 。 ，是 共产党的 党初衷 色社会主 进步 共 理念中国 建 是中国特 的 质要求 伴随着社会 享发展的 不

。断 国 产 年的升华 中 共 党百 “三农” ， 了 大实践始终 穿着共享 展 念 断的实践 索中取得 巨贯 发 理 在不 探

， 了 ， 也宝贵经验 阶段成就 积累 这 为新发展 中国“三农” 一 了 。 未来，的进 步发 供 借鉴 展 在第展提 望

二 来 ， 二个 际 中国在 将不再 界定百年到 之 共享发展理念指导下 有 元体制 的“三农” ， 只 国问题 而 有 民

村 、 。济整体发展与城 融合发展 农 域 农业产业 题和农民职经 乡 的 区 问题 问 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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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本 。农为 邦宁邦 固 “ 了只有 刻理解深 ‘三农’ ，才 、 、更好理解问题 能 我们这个党 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
①

来 ， 桑 ，也产党 立 年 中 会沧 巨变的百年 中国中国共 成 以 的百 是 国社 是 “三农”不 发断

。 ， 一 ， ，进 百年 中国 产党成立之 是 个积贫 国 在 共产党的领 经展 步的 共 初 中国还 积弱的农业 中国 导下

义 义 ， 村 了 ， 村 小过新民 革命和 设 中国的 覆地的 面 康 然主主 社会主 建 农 面貌已经发生 翻天 变化 农 全 已

； 了 ， 了 ； 大 ，实 业 化取得 重要进展 食安全有 好 障 的收入和 活水平 幅跃成为现 农 现代 粮 很 保 农民 生 升

。民切身利 障体 断完善关乎农 益的社会保 系不

来， ，百年 共产党始 把共同 追求的崇中国 终 富裕作为 高目标 并在“三农” 一实践中发展的 直践行

，享发 的 据 实 调整共 展 理念 根 现 情况 “三农” ， 。政策 让农 分享革命 建 成 中国共产 成立民 和 设 果 在 党

， 义 ，本 对百年 在 全面建设 化国 征程之际 文 共产党百中国开启 社会主 现代 家新 中国 年“三农”的共享

想及其实发展思 践进行回顾总结， 了 心让人们 中国 产 使可以 更好地 解 共 党的初 命，了解 共产党中国 “三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共享发展理念下的我国新型城乡土地制度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

16ZDA019）的资助。

①
参见《习近平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20-12/29/content_55749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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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了 ，了 ，也政策的 进 解中国 会 变 展 解中华 族的复兴脉 人们更好演 社 的 迁发 民 络 可以让 地理解中

义特色 主国 社会 “三农” ， 二发展道 合理性与 进性 并 年路的 先 为第 个百 “三农”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

力 。动 与现思想 实参照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发展的思想旨归：共享发展的理念及升华

享发 作共 展 为 共 党中国 产 百年“三农” ，发展的思想旨归 义 ，是由马克 主 党 决定的 是思 政 属性 中

，也 义 本 。国共产党的 是中国特 质要 管共享发展 在建党初衷 色社会主 的 求 尽 理念 2015 才年 被正 写式

， 大 一入中 的文件 成 五 理念国共产党 为中国发展所遵循的 之
①
， 共产 在但中国 党 百年的“三农” 展发

一 一中 直践行这 理念实践 。 来享发展理 从 践共 念 实 中 ，又 于指导实用 践，并伴随着社 断升华会进步不 。

首先，推进“三农” 义共享 是由马克思 党属性决 的的 发展 主 政 定 。 义中国 马克思主共产党是 政党，

而 义 心 ，就是要 全面 放马克思主 的核 实现人的 解 一 大 ，让 数 以分享发展成果 社会 推进建立 个 多 人可 的

。《 》 ：享 展 党宣言 指共 发 共产 出 “ 一 少 少 。过去的 切运 人的或者 益的 无产动都是 数 为 数人谋利 运动

大 、 大 。阶级的 是绝 多数 的 为绝 利益的独运动 人 多数人谋 立的运动 ”
②

：在新的马克思指出 社会制度

，中 “ 力社 生 展 如 速会 产 的发 将 此迅 ……生产将以所有 的富裕为 的人 目 ”
③
。 也 ：宁 出列 曾指 “共同

一小撮 ，劳 的成果不应 享受 应该 者享动 该归 富人 归全体劳动 受”
④
。 义为马克思主 的中国共作 政党 产

， 大 本 ， ， 对 势 ，党 代表 人民的根 人民的 成 而 是 群中国最广 利益 农民不但是中国 最主要构 且 相 弱 的 体

了中 产党的阶级属性 定 在推进国共 决 “三农” ，必 ， 大发 过 然要树立 享发展理念 农展 程中 共 照顾最广

。民的利益

， 大 。农民 发展成果是 共产党的 党初衷其次 让广 共享 中国 建 党成立于中国共产 阶级压迫严重的旧

， 大 、 ， 心会 广 人 别是 人 活 苦 国人民包括农民 幸福是中 共 党 与社 民群众特 工 农民生 困 为中 谋 国 产 的初

。 一大 ， ， 本 ； 二大使命 中 共产党 通过 出 要消灭 除资 制 中国共产 定的国 的党纲指 阶级差别 废 私有 党 制

也 ， ， ， 义 。党的 高纲领 劳农专政 制度 渐 产主 会 分最 指出 建立 的政治 铲除私有财产 次达到共 社 这都充

了 。 ， 、现 共产党共享发展 建党初衷 国 产 立之初 就 解放农民 让 革命成果体 中国 的 中 共 党成 将 农民共享

。习 ， ， 本 ，务 近 出 中国共产 立以后 充 认识到 的基 问题作为首要任 平指 党成 分 中国革命 是农民问题 把

大 民谋幸 要使为广 农 福作为重 命
⑤
。1936年， 泽东 安 见 作家斯诺时说毛 在延 会 美国 ：“ 了谁 得 农民赢 ，

了 ， ， 。谁 会 得 谁解决土 问题 谁就会就 赢 中国 地 赢得农民 ”
⑥1944 泽东年毛 在致 中同秦邦宪的信 样指

①2015年 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中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④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81页。

⑤
参见《习近平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20-12/29/content_5574955.htm。

⑥
参见洛易斯·惠勒·斯诺（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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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心 、 、 办 。民主革命 目的就是 侵略者 下解放农的中 从 地主 买 手 民 ”
①

对 的正正是基于 农民问题

， 泽东 来，确 为代 的 产 人 国革命与中国农 问题的解 结 起 国农民的认识 以毛 表 中国共 党 将中 民 决 合 将中

来， 了 义 ， 了身解放与中 变革联系 主主 革 胜利 农民成 发展的重 推动翻 国社会的 起 取得 新民 命的 社会 要

。者 果的分享与发展成 者

三，第 推进“三农” 义 本 。展是中 会主 质的共享发 国特色社 的 要求 国 产 领中国人民建立中 共 党带

了 义 ， 义 本 心， ，会主 国家 社 主 就是要以 民为中 在发 上推进共 共同社 而 会 的 质 人 展的基础 享 最终实现

富裕。 泽东毛 在 1955年的《关 业合作化 题于农 问 》 了 义中阐 改造的目明 社会主 的在于共同富裕
②
。邓

小 ：明确指平 出 “ 义 本 ， 力， 力， ， ，的 质 解 发 生 灭剥削 消除两极 化 最终达社会主 是 放生产 展 产 消 分

共 富到 同 裕。”
③

泽民指出江 ：“ 义 本 本实 共同富裕是 根 原则和现 社会主 的 质特征， 能动绝不 摇。”
④

锦涛提出要胡 “ 了 、 、 。发展为 人 发展依 展成果由做到 民 靠人民 发 人民共享 ”
⑤
习 也 ：近平 强调 “我

， 。们追求 造福 民 我 追 富裕是全体人民 同富裕的发展是 人 的发展 们 求的 共 ”
⑥

力， 、要 展 产发 生 农业

村必 ； ， 必 。农 须发展 实现共同富 富裕 在要 裕 农民 须 “三农” ，落 ，共同 实共享发展实践中推进 富裕

义 本 。国特色社 主 的 质是中 会 要求

，结合第四 “三农” 本 。实 念不断 遵从际是促进共享发展理 升华的基 来，年 产 在百 中国共 党 马克

， ， 了 泽东 、 小 、思经典原理基础 结合中国 命 建 践 先后产 毛 思想 邓 平上 革 和 设实 生 理论 “三 表个代 ”

、 、习 义 。 ， 对重要思 观 近 时代中国特 会主 思想 国共产 理论 包含想 科学发展 平新 色社 中 党的思想 着 中

国“三农” ， 了 。 泽东经验的 共享 展 不 升 思想是中国革命 建设发展认识与 总结 体现 发 理念的 断 华 毛 与

， 、 村 ，初期 国 产 理论成果 包含的发动 民 走农 包 命道 思想 指导中中 共 党的 其 和依靠农 围城市的革 路等

了 义 ， 了 ，民取得 新 主主 革命 立 中华人国人 民 的胜利 建 民共和国 使农民“耕 其田者有 ”的 国愿望在中

。 泽东 也 ， 了历 上 为 实 想中的建设思想 为实现共 富 而 探索的实 总结 体现史 首次成 现 毛 思 是 同 裕 不断 践

。 小 大 ， 力 。共 理念 邓 平 改革 的 背景之中 在发展生 的基础 享享发展的 理论产生于 开放 主张 产 上推进共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②1955年 7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

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

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373页。

④
参见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397/

4441712.html。
⑤
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szyw/zywj/2007-10/25/content_373528.htm。
⑥
参见《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意见》，http://www.gov.cn/xinwen/2015-

10/30/content_29569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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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邓 平关于农业“两次飞跃” 结的总
①
， 了充分 重农 生体现 其尊 业 产规律、提 农 产效率的思想高 业生 。

小 ，一 一 ， 大 ， 、邓 指出 部分 区 展 带动 部分 区 这是加速 共同富裕平 地 发 快 点 地 发展 达到 的捷径
②
。邓

小 ， 权 ，也 了 。理论 农民首创精 视农民发 利与诉 享发展的平 尊重 神 重 展 求 体现 共 思想 “三个代表”重

明确提要思想 出， 大 本产党 始 中 最 民的根 利益中国共 要 终代表 国 广 人 ，也 了充分 现 共享发 的 念体 展 理 。

发展观强 的科学 调 “ 本以人为 ” 、 、 ，也 了发 发展观 协 可持 展观 体现 共展观 全面 调发展观和 续发 享发

。 ， 、 了展的思想 科学发 导下 中国 城乡统 入 实 性 阶在 展观的指 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的 筹发展进 质 的推进

。习 义 十八大 来 习 又近 时代中国特色社 主 思想是 的 以 为主要代 的中国共产段 平新 会 党 以 近平 表 党人的

一 ， 了 。 了 义 ，理论创新 享发 念 新时代的 发展理念 面 社会 问题 特别次 明确提出 共 展理 共享 直 的公平正

是“三农” 势 ， 了调的弱 地位问题 强 “ ， 力， ， ，人人参 享有 同 同 有与 人人尽 人人 共 建设 共 享 ”，其

心 ， 。 ，质就是要坚持以 民为中 的 展 想 的是逐步 现共同富裕 于此 新时实 人 发 思 体现 实 的要求 基 期中国

党通 乡融合共产 过城 、扶贫攻坚、 村 力振兴等着 进乡 推 “三农”发展， 大 民分享改让广 农 革发展成果。

习近平指出：“国家建 人民 同设是全体 共 的事业， 也国 发 程 是全体人民共 成果的过家 展过 享 程。”
③
他

：指还 出 “小 小 ， 。一 ，不 康 关键 老乡 定要看 是康 看 到 农业还 ‘四化同步’ ， 村还是 建的短腿 农 全面

小 。成 康社会 板的短 ”
④

， ，可见 在 国共产 思想理论中 党百年的 体系中 “三农” ，构成 而都是重要的

理念共享发展 也 了成 “三农” 思发展的 想旨归， 。伴随着社会进步 断升华并 不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发展实践：共享发展的探索与推进

综 中 共 百年的观 国 产党 “三农” ， 。践 共享发展 贯穿于全 产党实 理念始终 过程 中国共 的“三农”

实践具体可分为 4 ， ： 、 、 ， 一个阶段 即 件创造 实践阶段 提升阶条 阶段 探索 创新推进阶段和全面 段 每

了都体 中 党阶段 现 国共产 在“三农” 。本 权 、的共享发展理念 分主要从 制 体 享 社会治领域 部 产 度 系共

权 、参与 共享理 “三农” 、共享 福利发展支持 与保障共享 4个方 析中国共产 年面分 党百 “三农”共享

。展的演发 进

（一）第一阶段（1921－1949年）：共享发展的条件创造

族独立与 提实现民 解放是共享发展的前 。1921年中 成立国共产党 ， 了领 民 展带 中国人 开 推翻“三

大座 山” 义 。 村， 了 村 ，的新民主主 革 中国共产 立 农 农 包围城 的革命道路 并获命 党 足 确立 市 依靠农民

了 对 ， 了 ，得 农 的拥 终取得 革命 利民 革命事业 护 最 的胜 了 ，建立 中 人民共华 和国 进为推 “三农”的共

了 。享发展创造 条件

权制度体从产 系看， 了耕者有 田实现 其 ， 了 料享 展 产资 基础建立 共 发 的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①
参见陈吉元、韩俊（1994）。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166页。

③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gov.cn/xinwen/

2015-04/28/content_2854574.htm。
④
参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225/c1024-239370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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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十 ，大 少 ，农 占 人口的绝 数 并且中国 分配 分不 无地 生活在贫困民 中国 多 农地资源 均 部分农民 或 地

。 ， 了 对 ， 了中国共产 认知到 的问题所 土地的 农民 拥之中 党 中国社会 在 通过革命回应 农民 诉求 得到 的

，也 了 。 ， 了《井 》《 》革 的 土地革命时期 中 共产党先 出 冈 地法 兴国 地法护 践行 命 初衷 国 后 台 山土 土

《 苏 》 ， 、 ， ， 少中华 维 土地法 等 分田 除封建剥削 务 使根据 无地或埃共和国 通过打土豪 地 废 和债 地 地

了 ； ， 了 一 ， 了《 十大得 土地 抗 战线 中 出台 国 抗 救农民获 日战争时期 为 建立统 国共产党 中 共产党 日 国

》《 》《 执 》 ，领 关于抗日根据 土地政策 规 关 何 行土地 策决定的指 没收地主纲 地 的 定 于如 政 示 等 停止

， 力； ， 布《 》、 《租减 解农民的压 战争期间 共中央 示 制定 中土地 通过减 息缓 解放 中 颁 五四指 国土地

大 》、 ， 了耕 。 义运动 使 实现 有 民 革法 纲 开展分田 农民真正 者 其田 新 主主 命使 了亿万中国农民获 土得

，地 为“三农” 了 料 。共 发 定 制度基 与生产资 基的 享 展奠 础 础

权 ， 了 ， 。治理参与 剥削 农民翻身做从社会 看 打破 阶级 压迫 主人 料共享发展 仅体现 方不 在生产资

， 权 。面 还体 治理参现在阶级地位和社会 与 方面 1927 泽东 《 》毛 在 南 动 察 中指出年 湖 农民运 考 报告 ：

“ 一所有 切封 的宗法的 想 制建 思 和 度， 权力随着农民 升涨而动摇都 的 。”
①1927年 11月， 中央临中共

大 议时 指出政治局扩 会 “一 权 议归工农兵士 代表会切政 贫民 ”。1931年《 苏 大华 维埃 法 纲中 共和国宪 》

规定：“苏 权 人维埃全部政 是属于工 、农民、 一 大及 切 苦红军兵士 劳 众的。” 中 共 的领导下在 国 产党 ，

了 权 。《 苏 大 》 ：农民有 与政治与 会 务 中华 维埃 和国宪法 纲参 社 事 的 利 共 规定 “苏 十六公民在 岁维埃

苏 权 权。维埃 和被选举以上皆享有 选举 ” ， 一 了抗 争时期 在 战线的 行日战 统 原则下实 “三三制” 权政

， 议 ， 、 小人 和政府 中 代 无 和 农 产党员 代表 资产 级的事原则 即在各级参 会 组成人员 表 产阶级 贫 的共 阶

子 、 绅非党 派 步 代表中等 产阶级 开明 派各占左 进 分 和 资 士的中间 1/3（ ，李里峰 2015）， 员代共产党

权。 ， 议 村 。民参与政 解 争时期 以 会和贫 础的人民 广泛实表农 放战 农 农团为基 代表会 制在解放区农 践

义 了 义 权， 了产党 领 民 过 主主 革命破除 帝国 在中国的 消 地 级和官僚中国共 带 中国人 通 新民 主 特 灭 主阶

本 义对 ， 权、 权 了 。主 农民的剥 农民获得 理参 供 条件资 削压迫 为 政治 社会治 与 提

对从 “三农” ， ， 。的支持看 过发展 济 推进共发展 通 根据地经 建共享 义 ，期 中国新民主主 革命时

一 村 ， 一 也 力面依 根 业 的 为革命事业提供 资支持 另 面 通 税降费措共产党 方 靠 据地农 农 发展 物 方 着 过减

减轻农民负施 担。1934年， 泽东 二 苏 大第 次全国 工作 中指出毛 在 维埃代表 会 报告 ：“在目 条件之前的

下， 一业生产 济建设工农 是我们经 作的第 位。”
②

领导下 人民 府 修 利中国共产党 的根据地 政 通过兴 水 、

良种引进 、 耕改进 作方法、 村放农业贷 等 进 地农业农 发展发 款 促 根据 的 。如陕甘 修水利宁边区兴 ，1940

－1943 了年 面积边区水浇地 增加 74%（ 力武 、郑有贵，2004）。 料由 民缺乏生 资于农 产 ，独立生产相

对 ， ， 了耕 、 。 泽难 中国共 作提高 如组 牛 助 劳 作社 毛困 产党鼓励农民通过合 生产效率 织 农具互 和 动合

东 《 义 》 ：在 新民主主 中指出论 “ ，一 义 ，在 个 段 地还不是 立社会主 的这 阶 上 般 建 农业 但在‘耕者有

其田’ 来 ，也 义 。发展 各种合作经 有社会主 因素的基础上所 起 的 济 具 的 ”
③
中 还通过实国共产党 施累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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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税赋压进税降低贫农的 。1922 二产党年中国共 大 言宣 指出：“ 漕除 等废 丁 重税，规定全国——城市

村及乡 —— ； 一 ， 。土地税则 除 金 额外税则 定累进率所废 厘 及 切 规 得税 ”
①1931 《 苏中华 维埃年的 共

经济 的决定和国关于 政策 》指出：“ 一 一国民党军 政府 切 度和其 切消灭 阀 的捐税制 横征暴敛。”
②1942

泽东年毛 指出：“ 在困难虽 时期， 仍要 意 限我们 注 赋税的 度，使 虽重而民不伤负担 。 一 了办而 有 法经 ，

， 力。就要 轻 民 借以休养减 人 负担 民 ”
③1948 《 》对 了年通过的 华 府施政方 作 规北人民政 针 税收原则

： ， ，力 。革税制 整顿 求不再加 人民负定 改 税收 重 担

， ， 势 。与保障看 顾弱 群从福利 探索开展社会服务 照 体 义 ，革命 期新民主主 时 产 就中国共 党 在根

了 、 。 ， 苏 了据地探索开展 医 卫生等社 服 事 医疗方面 地革命时期 府建立 医疗 会 务 业 在 土 的 维埃政 疗卫

， 了《苏 》。《 苏 》 ，对一体系 维埃区暂行 条例 中华 埃共和 规定 切雇生防疫 出台 防疫 维 国劳动法 佣劳

。 （ ，医药帮 区还 极 众 院 疗合作社 吴云峰动者提供免费的 助 根据地地 积 组建民 医 与医 2014）。 教育在

， 办 ， 村 。 了 ， 一 村 办方面 国 产 极兴 学校 动农 教育 为 的知识水 在 些中 共 党积 推 提高农民 平 根据地还 庄

了 。成人识字班起 1945年 泽东 《 》一 ：在 论联合 府 文中毛 政 指出 “ 八十分之 的人从百 口中扫除文盲，

一 。国的 项是新中 重要工作 ”
④

， 义 ， 对 扶此外 新 命 期 共产党还 困难农 开展帮 工在 民主主 革 时 中国 民

，力 赈 。 ， 苏 了所 及 根据地受 群众发放 济 中华 维埃 劳动 委员作 能 地为 灾 粮款 例如 共和国成立 人民 ，部

对 、 、 、 。难民 贫民 孤寡 及被改 予以救济灾民 以 造的流民

， 一 ， 心国共产 务是 翻总体上看 在这 阶段 中 党的中 任 推 “三 大座 山”， 。现 族 与解放 在实 民 独立

， ， 。此过程 中国共产 充 认 中国的主 问题在于农 的主要问 国共中 党 分 识到 要 民 而农民 题是土地 中 产党

、 、 ， 了 ， 了 ，通过打土豪 地 废除封 剥削和 民获得 土 选举制分田 建 债务 使农 地 并且在根据地实施 度 赋

了 权 。 村 ， 了 。民参 社 的 中 产党还通过发展 据地农业 经 保 命所需 由予 农 与 会治理 利 国共 根 农 济 障 革 此

， 义 ， 一 ，可见 新民主主 中 中国共 上在 地践行着共 理念 革命 胜利为革命过程 产党 定程度 根据 享的 的 中

一党进 步推国共产 进“三农” 了 。条件的共享发展提供

（二）第二阶段（1949－1978年）：共享发展的探索实践

中 和国 立华人民共 成 后， 义共 党 中国人民开始进 社会主 建中国 产 带领 行 设。 义由 社于 会主 “三农”

， 一建设可 参照的经验 共产党在 段时供 不多 中国 改革开放前 期内更多的是 ， 苏依 典理论 借 联模照经 鉴

， 了 义 ， 一 ，式 运动进行 地收归 并由 体 以 民 体以合作化 农业的社会主 改造 土 集体所有 集 统 经营 人 公社

了 村 。 一 ， 义 找制构建 农 社会 序 在这 时 中 共 按照马克 主 理论寻 中秩 期 国 产党 思 国“三农” ，道路发展

一 了 ， 较 ， 大在 定 并实 享发展的理 由于生产 水平 低 共享发展程度上探索 践 共 念 但 率 此阶段的 更 程度上

。共享发是低水平的 展

权 ，度体 看从产 制 系 义 。会 改 现土地集体所有 体经营通过社 主 造实 集 ，中 人 共 成立初期华 民 和国

①
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16页。

②
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8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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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全 3 了亿农民共分得 7 ， ， 了土地 生产 到亿亩 积极性高涨 1952年， 粮食产量已 史最高水中国 达历

。 了 ， 义 对 义 ，为 推进 中国共产 会主 理 行社 主 索平 共同富裕 党开始按照经典的社 论 农业进 会 改造 探 社

义会主 “三农”发展 。道路 从 1953 ，年开 中国始 展开了 ，业 作 动 到农 合 化运 1956 ，年底 国入社农全

户 的占总农户 96.3%， ，其中 加 生产 社的农户占 户的入高级农业 合作 总农 87.8%， 义 本社会 改造基主

（ 羽，完成 马 1981）。 ， 村 了 义 。此 中国农 所有到 体所 的 合由 土地实现 由农民个体 社会主 集 有 转变 在

， 村 了 一 。 ， 也 了 村化 的基础上 农 建立 政社合 的 民 社 此阶段 形 农 宅基地的作 运动 起 人 公 此外 成 福利分

， 了 本 。 计划 ， 本 ， 采制度 农民 保障 民公社 经济 下 生产队 基 核算 取配 的居住有 基 在人 体制 是 单位 农业

。 一集体经 时期中 的营按劳分配的原则 这 国共产党 “三农” ， ，度 调 平 共享 但由于生制 体系强 公 追求

对较 ， 较 ， 大 一 较 。 一产 率相 低 资 流 受 限制 共享 程度上是 种 共享 这 时效 源 动 到 多 更 低水平的 期的制度

， 义 、 ，建尽 在过急过快 题 但农业 会主 改 土地集体 中国特构 管存 的问 社 造的完成 所有制的建立 为后续

义色社会主 “三农” 势 了 。发 道 成 制 的发挥奠定 基础展 路的形 及 度优

权 ，社会治理 与从 参 看 权 。人 社体制下 度强化农民 中华人民民公 过 集体性 利 共和 ，立 不国的成 仅

了 料，也 了 权 。 ，农民获得 生 使农民拥 参与社 利 中华人 国共产使 产资 有 会治理的 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中

了 ， 了 ，落 了社会 统 保 制 民民主党打破 旧 的 治 废除 甲 实 人 建政 ， 了 村 权 ，思想 开 新型乡 政 设 农展 建 使

了 村 权 。 ， 村 也 了计划 。参与农 社 治理的 利 随 社体制的 各领 入 体制 这民有 会 着人民公 确立 中国农 域 进

一 ， 了 村 力 ， 一 ， 权阶 于扫清 盘 于中国 传统剥削 阶级整段 由 根 农 社会的 与压迫 量 农民作为 个 体 其 利得

。 ， ，以彰 但 公 体 社会活动和生产 程中更多 强 阶 体意志 加 组织模式的显 在人民 社 制下 过 地 调 级集 之 相

对僵化， 一 。 ， ， 计划民个体差 在 定 上被忽视 此 阶段中户 制度的 应农 异性的诉求 程度 外 此 籍 出台 在适

、 ， 了 。经济体 时 造成 乡分 与制 维护国家稳定的同 中国的城 治 差距

对从 “三农” ，展 持看发 的支 本 。发挥农业资 累作用的 时 进 基础设施 设积 同 推 农业 建 中华人民共

，立初期和国成 ，百废待兴 建立亟须 。 较大，的产业体系 农业在国 经济中 成为工自身 当时 民 占比 使之

本业 供者发展所需资 的重要提 。 一农 税收 方 工业 方面以 的 式支持 业， 一另 则以工农业产品 格方面 价 “剪

刀差” 形 为 和城市让的 式 工业 利。根据相关研究，1950－1978 农业税收年中国 总额为 818.47亿元，而

通 农业产品过工 价格“ 刀差剪 ” 门 了为工 部 贡献业 5100 （亿元 彭慧蓉、 ，钟涨宝 2010）。在 一这 阶

，段 也十 村 ， 力 ， 义 势 了一分重视 发展 促 现 化 社会主 制度优 推中国共产党 农业农 的 着 进农业 代 利用 进

系列农业 础 施基 设 建设。1959 泽东年毛 在《党 通信内 》中指出：“ 本出路在于农业的根 机械化。”
①1949

国化 量仅为年中 肥产 6000吨， 了而到 1979年， 了中国化肥 量达到产 1086.3万吨（ 力武 ，2011）。1950

－1978年， 计中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 为 1577.12亿元，占 出的财政总支 10.7%（ 慧彭 蓉、 宝钟涨 ，

2010）。 ， 一 ，体 在这 阶段总 上看 中国共 党从全局 度 位产 角 定 “三农”， 其探索农 组织模式以在 业 及

大 ，投资的同加 农业 时 “三农”也 了 大 ，务全 的角色 城乡 下的农业 余转移承担 服 国 局 分治 剩 为国家工

、 了 大 ，业化 城镇化做出 巨 贡献 抑或是“牺牲”， 也这 是中国“三农” 。 一问题 成 但 另形 的基点 从 个

讲， 也 了 ，面 这 充分反映 中 共产党共 发 的 不仅在层 国 享 展 思想 “三农” 门 ，内部推进共 更部 享 而且在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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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村 。 一层面推 业 农 镇间的共享 段进农业与工 与城 这 阶 “三农”对 、 也工业 市的支 农业城 持 为取消

、 了 、 。税后 策的出 提供 论 及 史以工补农 以城带乡政 台与实施 理 逻辑以 历 基础

，从福利与保障看 了 。步建立 公 服 体初 共 务 系 ， 了业合作化 动开始后 部 发组织起农 运 分地区自 具

。 ， 村 本 ，济属 合作医疗 人 社建立后 作医疗 疗卫生的有互助共 性的 民公 合 成为农 医 基 制度 到 1976年，

全国 90% 村政的行 （ 大生产 队） 了 作医实行 合 疗（夏杏珍，2003）。 教 方在 育 面， 民公社时期人 全国

村 本 了基 形成农 大 办小生 队产 学、 办公 学社 中 、区委员 办高中的会 教育体系， 儿童入学率学龄 从 1962

年的 56.1% 到提高 1978年的 95.5%（ 三贵汪 、胡骏，2020）。 一在这 阶段，中国共产 还以人党 民公社

，体经济体集 制为依托 对 子 、 、 力 村没有劳 特困 体针 无 女 老年 动能 的农 群 提供“ 、 、 、吃 穿保 保 保住

、 （ 儿 ）保医 保葬 年幼的 保教孤 ” （等社 救 措 亮会 助 施 常 ，2016）。 村 本此阶段 农 社会保障的 制度 质

一是 种农业 的福 享上 合作社内部 利分 ，这是中 择国 济尚不发 条件下 选在经 达 的适应性 （席恒等，2021）。

， 一 ，总体上看 在这 阶段 苏 义 ，国共产 克思 理 联 验 农业社会主 改造中 党按照马 原 并参照 经 进行 实

计划 ， 、 。 ，施 经济 在 享 展 富裕的道 上进行探索 的是 农业共 发 共同 路 需要指出 “一大二公”的生产模

， 了 ，式以 乡分治的治 式 尽管体 共享发 和初衷 但 励与要及城 理模 现 展的理念 是由于没有解决好激 素合

， ， 二 ， 一置等 题 的 享 地表现为低水平 共享 进而 化 固 城乡 元体 在 定理配 问 此阶段 共 更多 的 演 并 化为 制

了程度上影响 农业、 村农 、农民的发展。应该说， 一这 阶 国共产党段中 “三农” 对践探索相 进的实 激 ，

也 了一 ， 义 ，经历 但农业社 续定的波折 会主 改造的完成 为后 “三农” 了 ；的 奠定 度共享发展 制 基础 相

对僵 和 的化 激进 “三农” ，也发展探索 为 国中 “三农”改革 最 形 国特色和 终 成中 “三农” ，展道路发

了 。以及 的共享与 提供 的经验与参平衡公平 效率的共享 宝贵 照

（三）第三阶段（1978－2012年）：共享发展的创新推进

， 小 ， ， 力革开放后 邓 平为 国共产党 缚 通过 践创 着改 以 代表的中 人打破传统思想的束 理论与实 新

。 、 、 义 、村 、 村水 共 展的局面 土地承 经营 农业 贴 会 场经济体 民自治 新农破解低 平 享发 包 补 社 主 市 制

一 ， 了列改革举建设等 系 措 推动 中国“三农” 。向 平共享发展高水 迈进

权从产 制度 系看体 ，实 流动与优现要素的 化配置。1978 小 村 了产到户 农业年安徽 岗 的包 拉开 中国

大 。革改 的 幕 国 产中 共 党认识 ， ， ， 力。到 要想实现共 富裕 让农 共 发 果 首先要 展生产 邓同 民 享 展成 发

小 ：平指出 “ 义， 义 。 力， ，不是社会 消灭 不发展生产 高人民的 活水平贫穷 主 社会主 要 贫穷 不提 生 不

义符合社会能说是 主 要求的。”1982年 1 央月中共中 《 村 议全国 纪要农 工作会 》 了式 种 式正 认可 各 形

。任制 到的责 1983 ，年底 全国 有已 1.75 了 ，亿农户 行 产 占农户总 的实 包 到户 数 94.5%（ 、陈丹 唐茂

，华 2009）。 产党中国共 十 大四 了 义 ， ， 村确 主 市 济体制的目 于此 农 要 流动逐立 建立社会 场经 标 基 素

。 ， ， 力 ， 村市场经济 经营方 变 劳 流 制 步 农 的步放开 在 的框架下 农业的生产 式发生转 动 动的限 逐 破除

， 村 了 车 ， 也 了 。非农产业蓬 发展 乡 经 发 进 道 农民 从 革开放中分 果勃 济 展 入 快 改 享 发展成

权 ，从社会 乡治理参与 看 村 权 。治 系赋 于民理体 了 村农 产方式的 革引发 个领域的业生 变 农 社会各

。改革 1983年 10月 、 布《 、 》，务院发 政社 开 政 的 原先通过人中共中央 国 关于实行 分 建立乡 府 通知

村 村 。村 一村 村 ，民公 渗透到农 底 的 管制从农 出 民委员会 组织在农社 最 层 行政 退 这 民自治 出现 很快便

《 》。被国 认并被写入家承 宪法 1987年 布 《 村 （ ）》公 的 中 人民共 员会组织华 和国 民委 法 试行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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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村是 民自民委员会 我管理、 我教自 育、自 的 层 性自治组织我服务 基 群众 。”1988年中 在全国范国

了 村内 行 举围 进 乡 选 。1998年 4月，《 办中 中央 公厅共 、 办 村 村国 关于在农 公开务院 公厅 普遍实行 务

》 布，主管理制度 知 发和民 的通 1998年 11月，《 村 》 布。华人民 委员会组中 共和国 民 织法 正式颁 之

，后 2004 《 办 、 办 村 》中共中 务院 厅 全 完 公开和民主管理 度的意见年的 央 公厅 国 公 关于健 和 善 务 制 、

2009年的《 办共 公厅中 中央 、 办 村国务 公厅关于加 民委员会 通知院 强和改进 选举工作的 》 一 列政等 系

策的出台， 了 权障 农民的 治 利保 自 。 村 村 本中 领导下的 务管理国共产党 民自治成为中国农 事 的基 模式，

了 村 权， 了 村 。赋予 民 治 的 充分体现 中国共 党农 共建 享 思农 农 社会 理 参与 产 共 的 想

对从 “三农”发展的 持看支 ，由汲取 型转变型向支持 。 了 村改 中国 农 的快速发革开放促进 农业 展。

来了 ，庭承包经 以及科 粮食产量 体制下 的兴 以 产家 营 技进步带 的快速提升 市场经济 乡镇企业 起 及多元

了 村 ， 力 也 来 ，的 带动 农 的全面发 劳动 流动 策 外 工收入在 户收入中的 高业 发展 展 政 使 出务 农 占比越 越

了农民从 获得改革开放中 红利。然而， 村 一市场经 农业农 的 质性进济下 弱 步显现， 大乡差距逐城 步扩 。

在此情况下， 一共产党中国 进 步明确“三农”的 要重 性。2003 村 议央 工 提出年中 农 作会 ，把解决好农

业、 村农 和农民 题 为 工作的重 之重问 作 全党 中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 出指 ，中国总 以体上已进入

工促农、以城带乡的 阶段发展 。2006年， 了延存 两千多 税正式退年的农业 出历史舞台。 政策农业补贴

， 对陆 国共 党续出台 中 产 “三农” 力 大。持 逐 在的支 度 步加 一 ，这 阶段 一在 系列“三农”支持政策的

， 。实 中 民分享更 发展成果的 逐步实现施 让农 多 政策目标

，障看从福利与保 ， 扶 。体系逐步建 发式 贫工 有序推保障 立 开 作 进 ，放后改革开 力随着国家实 的

提升， 村产党全 公共 务 设中国共 面推进农 服 体系建 ， 村教农 育、 疗医 、养老等公共服 水平不断 高务 提 。

教 面在 育方 ，1986年《中华 民共和国人 义务教育法》 始施行开 ，东中西部三 计划分阶 地逐个地区 段有

九 义步实施 务教育年制 ；2002年《 办 村义务院 公 善农 务教国 厅关于完 育管理体制的通知》 布发 ， 村农

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 担农民承 转变为 要主 由政府承担。在 老方面养 ，1991年 1月，国 院 民务 批准

村政部在 条件的地区 会养老保有 开展农 社 险试点工作；2009 布年国 发务院 《 村关于开展 农 社会养新型

》， 了 。保险试 意见 中国 受到 国 础养 金老 点的指导 老年农民历史性地享 家普惠基 老 ，方在医疗 面 1997

了《 村 》；年 院出台 关于发展 完善农 合 医 的 意见 从国务 和 作 疗 若干 2003 ， 对年 中央财政 中起 西部地

除市区以 型合 疗的农民进 助区 外的参加新 作医 行补 。在扶贫方面，1982年中央启动“三西”（ 肃定甘

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 扶 计划专项 贫 ；1986年， 门扶国家成立专 贫工作 构机 ， 扶 标制定 贫 准，确立

扶 ；发式 贫方针开 1994 ，年 中 《 八七扶 计划》；实施 国家 攻央 贫 坚 2001 ， 《 村年 院印发 中 农国务 国

扶 （贫开发纲要 2001－2010 ）》年 ；2007 ， 务院发年 国 出《 村建立 低生活保障关于在全国 农 最 制度

》；的通知 2011年， 共中 中央、 发国务院印 《 村扶 （中国农 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

，看总体上 了此阶 革开 前 产 在段扭转 改 放 中国共 党 “三农” ，域低水平共享发 的模式 将 克领 展 马

义 本 ， 、 、 大 本 村一主 理同中国 际相结合 把 护好 发展 利益 农 切工作思 基 原 实 实现好 维 好广 农民根 作为

落 ， 村 ，的 点和 脚点 坚持农 制的基础 推进出发 在 土地公有 上 依照市场经济规律 “三农” ，革领域的改

、 大对并 过 农 城 加通 以工补 以 带乡 “三农” 力 ，的支持 度 为 现实 “三农” 了的高 平 享 提供 制水 共 发展

。度 障与物质基保 础



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的共享发展思想、实践与展望

- 10 -

（四）第四阶段（2012－）：共享发展的全面提升

由于“三农” 势天然的弱 性， 开放 场经济下以及改革 后市 “三农” 大的 量流出资源 ， 城市相与 比，

村 ； ， ； ， 较 。 十八大 来，缓慢 与工 与市民 收入 平 以农 发展 业相比 农业表现脆弱 相比 农民 水 低 党的 以

习近 主要代表的中国 产党人充 认 到平为 共 分 识 中国“三农” 、 ， 了发展的 腿 短板和弱短 项 提出 “ 国中

必 ， 村必 ， 必要强农 要美 美 中国要富 须富业 须强 中国 农 须 农民 ” ， 村 ，的主 以乡 振 引领 全张 兴战略为

面促进“三农” 。的共享发展

权 ，产 制度从 体系看 进推 “三块地” ， 权 。改 农 土革 保障 民 地 益 十八大 来，党的 以 中国共产 在党

“三农” 了一 ， 。 ， 一 了领域 展 列 使亿万农 共享发展成 地方面 进 善 农开 系 改革 民 果 在承包 步稳定和完

村 本 ， 二 长营制度 第 轮 承包到期 再延基 经 土地 后 30 ； 权、 权年 保留土地顺应农民 承包 流转土地经营

，意愿的 2013 了年提出 农地“三权分置” 计。 ， 权、 权制 宅 地 探索宅基地所有 格的 度设 在 基 方面 资 、

权使用 分 实 形置 现 式， 进宅基地 有效利用促 的 ，激 置住房的活农民闲 潜在价值。 集体 用地方面在 建设 ，

村 ， 了 ， 。允 集体经营 建设用 市 打破 歧 民可以 增值 益许农 性 地直接入 视性的土地制度 使农 共享土地 收

， 了 村 权 ， 力 权。国 产 推进 农 集体产 制 改革 着 保 农 的 财产此外 中 共 党还 度 障 民 集体 ，十八大总体 看上

来，以 ，中国共 中国发展 论 完产党结合 现实创新理 善“三农” ， 权 。制度体系 赋 民更多的 地 能予农 土

权 ，从 参与 看社会治理 心 村 。完 理体系善以农民为中 的乡 治 十八大 来，以 产党 仅中国共 不 赋予农

丰 权民 稳 更 富的土地 益更 定和 ， 权 权而 注重维护 实 农 发展 和社 治理参与且 与 现 民的 会 。2019年，中共

办 、 办 了《 村 》， 一 村公厅 国务 关于 和改进乡 治 指导意见 步推进中央 院 公厅印发 加强 理的 进 乡 治理体

。 对村 ， 了《 村 》， 了系的现代 弱现象 印发 国 农 作 加强化 针 庄基层党组织薄 中共中央 中 共产党 工 条例

村农 党建工作， 权 了农民 利的 利 现 组织保障为 顺 实 提供 。2018 中央年 “一号文件”（《 村乡关于实施

》） ：振兴战 出略的意见 提 “ 村 议、村 议、村 议 、村 、村依 会 民代表会 会 民理事 民监事托 民 民 事 会 会

等， 议民事民形成 、 办民事民 、 次基层民事民管的多层 协商格局。”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

于 好抓 “三农” 小 》） ：域重点工作确保 期实现全 康 意 出领 如 面 的 见 指 “ 斗推动扫 除恶专项 争黑 向纵

， 村 、扶 村 儿 权进 严厉打 农 集 产 贫惠农资 侵犯农 妇 童人身 犯罪行深推 击非法侵占 体资 金和 女 利等违法

， 斗为 推进反腐败 争和基层‘ 蝇拍 ’，建立 治防范和整 ‘村霸’长 。机效 制 ” 村 层 打 腐行农 基 的 黑反

， 了 村 义， 了 村 。动 维护 乡 公 正 扫清 农 参 乡 的障碍平 民 与 治理 十八大 来，以 村 ，过乡 治理体通 系建设

村 、 、 ， 了 。自治 法治 到完 成 共建共治 的农民社 治理参农 德治体系得 善 形 共享 会 与新格局

对从 “三农” ，发展的支持看 村 引领促以乡 振兴为 进“三农” 。发展全面 十八大 来，以 中国共产

党将“三农” ， 了 村 ，落 、 、置于更加重要的 置 提出 乡 兴 略 工补农 以 带乡 城乡融发展 位 振 战 实以 城 合

， 了 ，理念 明确 让金 农比例 完善的发展 提出 土地出 的支 “三农” ，持机制 让 民共享支 农 “三农”发展

。 ， 大对 力 ， ， ，果 农业方 度 改善 推进 业 结 性 提升农成 面 加 农业的补贴支持 补贴模式 农 供给侧 构 改革

， 力 ； 村 ， ， 村 ，业现代化 平 使农业 为 潜 业 农 方面 强基础设施 美丽乡 工水 成 有 的产 加 建设 推进 程 开展

革命厕所 ， 村农 人居环境改善 ； 方面农民 ，提高 民收入农 ， 制度改革推进户籍 ，促进农民有序城镇化。

十八大 来以 ，在政 下策的支持 ，中国“三农” 了 大得 成发展取 巨 就， 食产能稳定在粮 1.3万 斤以上亿 ，

村 了 大 ， ，农 貌 生 化 城乡居 收入差距逐 过面 发 巨 变 民 年下降 超 1 落 ，亿进城 城镇 面建务工农民在 户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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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成 康社 目标如期 现会的 实

从福 看利与保障 ， 小缩 城乡差距，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促进 发展农民全面 ， 农 发 成让 民共享 展 果，

村国共产党不断提 农 公共服 与 会 水平中 升 务 社 保障 。 村在逐 增加农 居民 补助基础步 养老保险 上于 2014

一了 本 ， 村乡居 养老保险制 逐步提高 居民医 助标准的年统 城 民基 度 在 农 疗保险补 基础上于 2019年统

一了 本 。 本民基 医 度 全 基 险 保城乡居 疗保险制 国 养老保 参 人 由数 2012年的 7.88亿人
①
上升到 2020年

底的 9.99 ，亿 全 社 障卡持卡 数达到人 国 会保 人 13.35亿人
②
。 、 一，养老 医保 标城乡居民 等制度的统

村 来 办 来 办 。 ，志 的事从原 的 越 越多地 全国统 外 中国共 障共着农 自己 向 筹 转变 此 产党推进农民福利保

扶享 现在 方发展还体 贫 面。 十八大 来以党的 ， 党 领导下在 中央 ， 了 类中国组织 施 人 历史 规 空实 上 模 前、

力 大最度 、惠及人 最多的脱贫口 攻坚战。2020 底年 ， 村现行标 贫困 全部脱贫准下中国农 人口 ，贫困县

， 了 对 。全部摘帽 史性地 困和区域历 消除 绝 贫 性整体贫困

，十八大 来，以总体上看 习以 近 代表 中 党 坚 解决好平为主要 的 国共产 人 持把 “三农”问题作 全为

， 大党工作 重 之 社会发展 局以及民族 待的 中 重 从 全 复兴 局看 “三农” ，问题 感和 感做以历史责任 使命

好“三农” ， ， 大对工 过制度体 的构建作 通 系 加 “三农” 力 ， 村 ，持 度 完善的支 乡 治理体系 提升农民

， ， 。保障水 贫攻 战 促 农 享改革发展的成平 开展脱 坚 等 全面 进 民共 果

中国共产 百党 年“三农” 发展的进 可总结为表共享 程 1。

表 1 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共享发展阶段

分析视角
条件创造阶段

（1921－1949 ）年

实践探索 阶段

（1949－1978 ）年

创新推进阶段

（1978－2012 ）年

全面提 阶段升

（2012－）

权产 共制度体系

：享 土地制度变

迁

、 ，地打土豪 分田

，进行 实土改运动

了 耕现 民农 者有其

田 愿的 望

义成农业社会主 改完

，实行土地 体 有造 集 所

； 村计划立农 经济制 建

制体

村改革农 土地制度，实

行集体所有、家庭承包

经营； 义社会主 市建立

场 体制经济

实施 地农 “三权分置”

和宅基地“三权分置”，

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

直接入用地 市

权理参社会治 与

： 村共 理享 乡 治

系体 建设

推翻“三 大座 山”，

使农民 身做主翻

人， 得 会获 社 治理

权参与

一建立 社合 的人民政 公

，实现城乡社体制 分治

平的 发展下低水 共享

废除人 社民公 ，建立农

村村 自治体民 系

村组织体系完善农 ，建

设自治、 相法制与德治

结合 理体的社会治 系

“三农”支持共

： 村享 业农 农 发

展

、通过开荒 兴修水

，利发展农 推业 动

，根 经济发展据地

对 业进行减税农

采 工业发展取农业为 提

本 ，方针供资 积累 实行

计划 ，经济下按劳分配

推进农业 础设施基 建设

农业税取消 ，对农业进

行补贴； 村 动促进农 劳

力流动， 经济支持多元

展发 ； 村农 设推动新 建

提升不断 “三农”支持

力度，不 推进农业断 现

代化、 村新 设农 建 ，全

村面推 乡 振兴进

福利与保障共

：享 社会保障和

扶贫

医疗 体建立 防疫

，系 开展根 扫据地

，扶盲运动 救困危

村建 社下的农立人民公

、教育体系 合作医疗体

系和“五保” 系救济体

九 义实 年施 务教育，出

、新 新农保政台 农合

策， 扶开展 开发工作贫

现 疗实 医 、 保险城养老

轨乡并 ，打赢脱贫攻坚

战， 小建成 康社全面 会

①
原始数据来源于《2012年全国社会保险情况》（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2013

06/t20130618_105477.html），作者根据原始数据进行了计算。

②
参见《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35亿人》，https://m.gmw.cn/baijia/2021-02/26/13021352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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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中国共产 百年“三农” ， 了 、 、实践 很好 释 全民共 全面共 享与渐进地诠 享 享 共建共 共享的共

。 ，一 ， 村从全民 面体 在 面 土 体所有制确保全 农民都可 得享发展理念 共享看 方 现 制度层 农 地集 体 获 农

权、 权； 一 扶 ， 小地 经营 宅基 资格 另 方面 方面 全面 使全 困农民实现承包 地 体现在 贫 建成 康社会 体贫 脱

， 了 对 。 ，充分地体 中国共 民共享发 从全面 国共 党贫 现 产党 于全 展成果的追求与实践 共享看 中 产 在推

进“三农” ， 努力 ， 了 权 ，展 中 不仅 让农民共 经济发展 果 保 民的政治 使其社会福发 过程 享 成 还 障 农 利

； ， 义 村 了 ， 了 。平不断提 通过 主 新农 建设 人居环境 升 农民利保障水 升 除此之外 社会 改善 提 生活品质

， 来， 义 义 ， ，从共建共 命事业 建设 业 产 都 依靠农民享看 百年 从新民主主 革 到社会主 事 中国共 党 充分

、 ， 。 村 扶激发农 的积极性 动 使 成为参与 体与共享发 治理中的 贫过民 主 性 农民 主 展主体 乡 自治体系和

对程中 扶 ， 。 ， 较 ，志的强调 都 着共建共 的理念 程中 当国 国共产体现 享 在发展过 家条件还比 有限时 中

村 ，出台 应 持 民 自身发展满足农 会事业发 需 在 平上实现 享发党往往通过 相 政策支 农 依靠 社 展 要 低水 共

，展 如 20世纪 50 村 办 ， 办 。 ，许农 兴 社 开放 持兴 乡镇企 然而 共享 不是年代允 队企业 改革 后支 业等 并

一味地 ，也 义，是平均主给予 不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三农” 也 ， 计划共享发 走过 路展过程中 弯 如 经济

， 了 ， 了 ， 。时 过 调结果的平均 忽 个体积极 的 动 产出效率 能实现低水期 于强 视 性 调 影响 只 平的共享 改

，革开放后 。 ，党在 发展的过程 进共建共 从渐进中国共产 强调 中推 享 共享看 “三农” 一发展是 个渐进

， 斗，才 了 。党带领 经过 年 今 的 随着中国的过程 中国共产 中国人民 百 的奋 有 天 成就 “三农”的发 以展

， ，及整体 济 发 国共产党 步推进农民 展水平 如 为重 收经 的 展 中 逐 的共享发 从将农业作 要税 源到取消农

， 大对 ， 村 、 ， 一税 再到加 业的补 疗 养老保 补助标 乡统业 农 贴 从农 医 险体系的建立到增加 准 再到城 的

，制 都 现 国共产党在度体系 体 着中 “三农” 。发 领域的渐 共展 进 享

四、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共享发展的经验：共享发展道路的总结

了 心 。 ，共 展体现 中 共产党的初 共产党百 践探 中国的享发 国 使命 中国 年的不断实 索 为 “三农”发

找 了 ，正确道路 动展 到 推 “三农” 了 大 ，也 二 了 。发 成效 为迈 经验展取得 巨 向第 个百年提供 宝贵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三农”共享发展的保障

一 少中 多地 国国是 个人 的 家， 表历史 明，只 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中 ，才 保障能 “三农”的 享 展共 发 ，

才 大 本 。 ，才顾最广 农 的根 利益 只 产党的领 国人 翻能照 民 有中国共 导 能带领中 民推 “三 大座 山”，让

，农 身做主人民翻 ， 了 对 村 力 ，才 了长且 正是 产党 农 强 于中国并 有 中国共 有 的领导 打破 期存在 传统农

村 势力对会的 种 压社 各 农民的 迫， 村 权 了为 实现农 自治 利提 组织保障农民 供 。 有 国 党的领导只 中 共产 ，

才 本 对 村 权 。 义 耕 ，从根 上 中国 予以重构 命时 者有其田 到 人民共和能 农 产 体系 从新民主主 革 期的 中华

义成立后 会主 改造国 的农业社 ， 地承包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土 经营， 十八大 来以 的 地以及 土 “三权分置”，

权 ， 、 ， 来国 产 保障农民土地 益 基础上 通 不 的 创新 实践 新 赋予农民 土中 共 党在 的 过 断 理论 创 越 越多的

权 。地 能 ，只 党的有中国共产 领导 才 少、 对落 ，找能在人多地 的背景下 适合中 发展之相 后 到 国的农业

、 村 ， 村 ， 了 ， 了路 会资源 农 的 展 障 国 食安全 而且改善农 建设之路 推动全社 支持农业 发 不但保 中 的粮

村 。人居环境农 ，有 国 党的领导只 中 共产 才 ， 大在提高农民 时 构建覆 的社能 收入的同 盖最广 农民 会保

， 。障体系 使农 得普惠式 保障民获 的 ，只 产党的领有中国共 导 才 势， 大制的优能发挥新型举国体 最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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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大 ， 来 ，调动 会 展 历 规模最 的脱贫攻 战 最终实 中 人 千年 的脱 梦度上 社 资源 开 人 史上 坚 现 国 民数 贫

小 。 ， 义全面建成 见 中国共 是中 色社会主康社会 可 产党的领导 国特 “三农” 。发展的保共享 障

（二）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发展是“三农”共享发展的方略

来， 一百年 中 直在积极国共产党 探索并创新“三农” ，式 探寻 实际发展模 适合中国 的“三农”高

。享 展效共 发 之路 义 ，新民主主 革命时期 义 本国共产党 通 将 思主 基 原 同中国革命中 就 过 马克 理 现实相

合结 ，找 了到 适合 道路中国的革命 ， 村 了农 包围城市 革命的胜通过 取得 利。中华人 成立之初民共和国 ，

中国近 90% 村农的人口生活在 ， 少人多地 ， 力 平低生产 水 下，在 基 上这样的 础 推进“三农”发展并不

容易，且前无可鉴。 了计划国 产 经历 经济 低效共享发中 共 党在 的 展摸索后， 了及时调整 径共享发展路 ，

了提出 “ 义穷不是社会贫 主 ” ，论断的 义 本并在 持马克 理的坚 思主 基 原 ， ，基础上 立足中国现实 结合

“三农” ， 了发展 出 中 特规律 探索 国 色的“三农” 。发 之 国的展 路 中 “三农” ，改革 既坚 集体所有持

义 ，又 、 义 、与 会 展方向 通 土地家庭承 度的确立 经济 的完善 农业制 社 主 发 过 包经营制 社会主 市场 体制

了转移的有 推进等人口 序 实现 “三农” 、 。 ， 、高速 平衡 共产党 补农的 发展 在此基础上 中国 通过以工

村 ， 落 、 。城 进 振 实共享发展 实现 同富裕 中 共 党以 带乡推 乡 兴 以 共 国 产 的“三农” ，共享发展 非平并

义， ， ， 又 。 ，均主 而 求效率的 展是 共享既是手 结果 由此 见 中国是不断追 共享发展 发 基础 段 是 可 共产

年党百 “三农” ， 义 ，也的共 中国现 的创 性 充 尊 济发展享发展 是马克思主 与 实相结合 新 实践 是 分 重经

义 势 。规律并发 社会主 制 优 创 实践挥 度 的 新性

（三）从全局视角审视与支持“三农”是促进“三农”共享发展的总基调

大中国 产党在国家 逐步推进共 发展 局中 “三农” 。展的共享发 义 ，新 革命时期民主主 泽东毛 就结

了 村合中国实 提出 走 市的革命际 农 包围城 道路。1945 少 七大 也产党 上年刘 奇在中国共 指出：“ 现中国

， 。在 革 上 是 革命的 命 实质 就 农民 ”
①
重视“三农”， 、 ，让农 参与革命 享 命 最终使中民 分 革 成果 国

了 。共产党取得 利革命的胜 ，中华人 立后民共和国成 共产党依然中国 重视“三农” ， 了工作 提 农业出

， ， 计划 ，现 标 然而 由 模式问代化的目 于人民公社与 经济的 题 “三农” 对 。相 缓发展 慢 ，改 后革开放

，国 党破除思想束缚 面推进中 共产 全 “三农” ， 、 村展 明 出要把解 好农业 农 和 作发 并 确提 决 农民问题

。为全党 之重工作的重中 十八大 来， 习 心近平为核 的 央以 以 党中 把“三农”工 置于中 全局作 国发展的

， ， 村中思考 提出民族要复兴 乡 必 。振兴 从 思考全局视角 “三农” ，问 国 产 以跳出题 使中 共 党可 “三

农”看“三农”， 势以 度优 统筹制 “三农” ，发 与 全局的发 推进展 社会 展 “三农” 。的渐 于进共享 基

，中国整体的情况 在“三农” ， 义 、发 程中 既有新 革命时期 华人民 立初期的展过 民主主 中 共和国成 农

村 门对 ，又 ， 十八大 来 对 村家建设 献 有 革 特 是 社会 农业农业农 部 革命以及国 事业的贡 改 开放后 别 以 全

。 ，发展 支持 在具 的 展 上 中国共 党从城乡全 统推进的 体 发 模式 产 局视角系 “三农” ，一 ，发展 方面 通

村过农 的城镇化解人口 决“三农” ， 一 ， 、 、问题 另 方 通过以 城带乡 城面 工补农 以 乡融合调动全社会

村 。 了 ， 了源支持 作 中 共 分 虑 的发展阶段 考虑资 乡 振兴工 国 产党充 考 中国 “三农”在不同时 的 会期 社

， 势从而通过 挥制度优 从 推进定位 发 全局视角 “三农” 。的共享发展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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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总 看 国共产党中 “三农” 对发展经验 中国共共享 是 产党“三农” ，享发展实共 践的总结 将

未来指导 中国“三农” 。 ，领域 外 中 共的发展 此 国 产党在“三农” 也域 验 为世界领 的经 “三农”难题

了 ， 、 扶 。 ，解决提供 国 案 食安全的 障 精准 贫和 推进等 在 面的 中 方 如粮 保 城镇化的 粮食安全方 中国的

、 、 ， 少 小 了 。粮食生产 储 持等粮食 全体系 和以 农经 经验 在备 支 安 为人多地 营为主体的国家提供 精准

扶 面贫方 ， 本 扶中 共 兼 的 贫举措国 产党标 治 精准 ， 了为世界提 减贫的中 方供 国 案。在 化发展方城镇 面，

来改革开放以 中国的 镇化快速城 且 ，没有平稳有序 像 他国家其 那样在 大型期出现 的无业转 量 游民和贫

，民窟现象 也 了 。 ，镇化发 验 在 国 领 下这 为发展中国家的城 展提供 经 中 共产党 导 中国“三农”的共享

发展实 与成就践 ， 了为 他 家 是发展中 家解决发展 经验其 国 特别 国 难题提供 ， 了充分 产党体现 中国共 “三

农” 。享发展思想 进性共 的先

五、迈向第二个百年进程中“三农”发展目标展望：共享发展的阶段与格局

义 ， 一在开 全面建 现代化国 步推进启 设社会主 家新征程之际 如何进 中国“三农” ？发展 不的 这 仅

到 万 的切身利益关系 亿 农民 ，也关系到 义社会主 现 化 家代 国 事业能否 功建设 成 。 十九大党的 明确指出，

村 计 本 。 村 ， 。农 农民问 民生 性问题 没有 农 的现代 就没有 代化农业 题是关系国 的根 农业 化 国家的现 习

：近平指出 “ 大 ， ，兴战略 族要 兴从中华民族伟 复 全局看 民 复 村必 。乡 振兴 未 大从 界 有之 变局世 百年

， 本 、看 稳住 业基 盘 守农 好‘三农’ 、础 变局 开新 的基 是应 局 ‘压舱石’。”
①

，由 新发展此可见 在

，阶段 中国的“三农” 势， 落 ，将面 的发展形 中 产党仍然 继续贯 发展理念临新 国共 要 彻 实共享 以推进

“三农” 。 ，的新发 史已 证 的形成高质量 展格局 历 经 明 中国 “三农” 必工 要坚持中国共产 的领作 须 党

，必 。 ， ，才导 须 结 中 施策 只有 持中国共产 坚持结合 保证 特色要 合 国国情 坚 党的领导 中国实际 能 中国

义 村社会主 业农 现代 道路不的农 化 走偏、 村 兴战略实乡 振 施不走样、 心裕富强 变促进农民富 的初 不改 ，

才 一 、 村 、 权 权 。 ， 对能 步 业 高 效 维护农 的繁荣 定 保障农 的 益 针 新发展进 促进农 的 质高 稳 民 利 因此 阶

段“三农” ，问题的特征 依据“ 村 ， 村全面推进 农业 代化乡 振兴 加快 农 现 ”“ 、促进农 质高效 乡业高

村 、居宜业 富足宜 农民富裕 ” ，的要求 保障“三农” 二 必 一年目标 现 须 步领域第 个百 的顺利实 进 按照

享 展 想共 发 的思 旨归深入推进“三农” 。领域的改革

， 对进 新 中国共产 共享发展理 目的论和入 时代 党 念从发展 全面发展论 了 ，角度 最新阐释 共赋予 享

、 、 了 一 ， 也 ，展内涵的 度 广度 步扩充 具 全面享 求让 民发 深 高度有 进 体内容 从全民享有向 有延伸 要 人

在经济、政治、文化、 会社 、生态建设各个 面都能有 得方 获 感。基 发展阶段 享发展理念于新 共 的升华，

二 ， 了 、 ， 必向第 个百 国共 除 要巩固 接 完善先前 革实践 还 须在以迈 年进程中 中 产党 续和 改 成果之外 下

努力。方面做出

一 权 ， 村利分享 设创 公 境 共 展作为激活乡 振 与是要通过 与制度建 造 平的环 把 享发 兴 “三农”发展

力。内 动的 生 ，也 。 ，必 村 、的共享不 是目标 是手 征程中 须 农 土 体资合理 仅 段 迈向新 要通过深化 地 集

， ， 一 ，产等制 革 建立与 善城乡 机制 构建 置市场 公平度改 完 融合发展 起城乡 体化的要素配 创造更加 的

①
参见《习近平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20-12/29/content_55749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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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村 力； 、权环 要 的 流转 从而为乡 经 的发展注 活 通 当的资源 享机制 利分境 促进 素 合理 济 入 要 过适 共

， ， ， 村 ，进农民的 发农 积极性 尊重 的首创精 建立乡 生机制享机制促 自由流动 激 民的 农民 神 发展的内

调动“三农”发展中“人” ， 村 力 力。从而激 展活 动的因素 活乡 的发 与

二 一步是要进 除破 二 济社会结构元经 体制， 大对加 “三农” 力 ，的支持 度 创 条 农民分享造 件让 改

。革发展成果 由于“三农” 、 、 ， 势 ，基础性 贡 加之的 献性 外部性 弱 性 “三农”问题的解 能只局决不

限于“三农” 。自身 毋 讳 ， 来， 二人民共和 构庸 言 中华 国成立以 在城乡 元结 的推动下，中 了经历国 史

无 快 工 和城镇化进程前例的 速 业化 ， 了 大 。 ， 也 了对 村 对取 巨 成就 然 这 接 农 的相 排 与相得 而 直 导致 斥

对 ， 了剥夺 形 难以破解成 至今都 的“三农” 。 ， 了然为 这种排斥与 的状况 国 制定 从问题 虽 改变 剥夺 家

一发展到城城乡统筹 乡 体化发展， 一发展 体 融合 展 方 和再到城乡 化和城乡 发 等系列 针 政策，使“三农”

了 大 ， 长 来 势， 未问题的表现 式和强度 发 很 但由于 期 的观念定 这 剥夺并 得形 已 生 变化 以 种排斥与 到根

本 ，解决 “三农”发展仍是 义社会主 现代 家化国 、 。 ，建设中 短腿 短 因此的 板和弱项 二迈向第 个百年

，进程中 必的 须是首要 一进 步破除二元经 社济 会结构体制，要以消除“排斥性” ，为目标 以公平公正

，原为 则 落真正 实“ 哺 、 村工业反 农 城市支持农业 ” ； 建起有效方略 要构 的 发展城乡融合 体制，形成

、 、 、工农互 乡互补 全 融合 共 新型工农促 城 面 同繁荣的 城乡关系， 、 、城与乡 民实现工与农 市民与农

的 同共 发展；要 义 势 势充 发 会主 制度优 以及 型举国体 优分 挥社 新 制 ， 村面 乡 振兴全 推进 ，支持“三农”

， 、 。的全面发 更公平 更 改革 成果展 让农民 充分地分享 发展

三 。是要关 民的全面 展注农 发 落共享 的 脚点在发展最终 于“人” 。 本 了已基 解的发展 中国目前 决

对 问题绝 贫困 ， 了 本民 生 有 障农 的物质 活 基 保 ，但仍存在物质 障的基础 不保 还 牢、水 不高等问平还 题。

， 二 ， 一 对 。 ， ， 也因此 迈向第 程中 应进 的相 问题 此外 随 会的发展 民个百年进 步关注农民 贫困 着社 农

， 一 ， 择权 权，会有 求和追求 全面发 民更 的 展 造更多的诉 还要进 步关注农民的 展 赋予农 多 选 与发 创 条

力 ， ， 也 一助 农民按自身意 实现生活 式 身 转变 进而 现安居乐业 城乡要素件 愿 方 及 份的 实 这 有利于 的进

， 本 、 村 。配置 上不断推进 强 农 美与 民富目步优化 从根 农业 农 标的实现

， 二 ， 、总之 在迈 构建新向第 个百年进程中 在 发展格局 推动 型 高 量新 城镇化 质 发展和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 习 义 ，过程中 在 平 时 国特色社 主 思想的指 共产党坚近 新 代中 会 导下 中国 持将“三农” 作问题

，必 二为 工作的重中 将通过不 破除城 社会体制 时期发全党 之重 断 乡 元经济 机制全面解决因不同 展需要

而 二运用 结 安 导元 构制度 排 致的“三农” 。 未来， ： 二 来 ，问题 展望 有理 相信 在第 百 到 中由 个 年 之际

国在共 发展理念享 指导 二再有 元体下将不 制界定的“三农” ，问题 有国民经济 发展而只 整体 与城 融乡

合发展 村 、 。区域问题 职业问中的农 农业产业问题和农民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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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hought, Practice and Prospect of the Shar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ural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Past Centu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UHaiying WANGChangwei

Abstract: Shared development, as the ideological purpo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the past century, is determined by the attribute of Marxist party,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CPC, and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social progress,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has been constantly sublimated. The Centennial practice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of the CPC has

always been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It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in

the continuous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which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in China.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with the advent of the second centu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China will no longer have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defined by the dual system. Instea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verall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hina will face the regional problem of rural areas,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roblem and the problem of

farmers’occupation.

Keywords:Communist Party ofChina; “Agriculture,RuralAreas andFarmers”; SharedDevelopment;NewDevelopment Stage


	一、引言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发展的思想旨归：共享发展的理念及升华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发展实践：共享发展的探索与推进
	（一）第一阶段（1921－1949年）：共享发展的条件创造
	（二）第二阶段（1949－1978年）：共享发展的探索实践
	（三）第三阶段（1978－2012年）：共享发展的创新推进
	（四）第四阶段（2012－）：共享发展的全面提升

	四、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共享发展的经验：共享发展道路的总结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三农”共享发展的保障
	（二）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发展是“三农”共享发展的方略

	五、迈向第二个百年进程中“三农”发展目标展望：共享发展的阶段与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