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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重大时代发展机遇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挖掘新质生产力赋能乡

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从要素层面把握新质劳动力、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的本源性价值，从现实层面认识人才数量

短缺和结构失衡、产业转型压力和基建滞后、基层政策制定和落实不足等实际问题，从实践层面做到坚持党的领导、把握

第一资源、发挥第一生产力，对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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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ple Logic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nabl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NG Yuanrong, GAO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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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riven by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as a major development opportu⁃
nity of the times,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logic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mpowered by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to grasp the intrinsic value of new-
quality labor force, new-quality labor materials, and new-quality labor objects at the factor level, to recognize the
actual problems of shortage of talents and structural imbalance, pressur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lagging be⁃
hind of infrastructure, and insufficient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grass-root level policies at the realistic
level, and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adhering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grasping the first resource,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first productive force at the practical level.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alize the stage-by-stage goal of mod⁃
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strategic goal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乡村振兴战略自 2017年提出以来，以全党工

作重中之重的定位，已实现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基本形成的阶段性目标，目前正向农业农村现代

化大力迈进。新质生产力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

力理论的中国式诠释，根本是围绕先进生产力展

开，是以科学技术和创新理念为主要抓手，在传

统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技术、业态的新发

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围绕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振兴，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目

标，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辅相成、同频共振。因

此，探寻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

实现共向发展很有理论价值与现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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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

逻辑

1.1 新质劳动力是乡村振兴的坚实力量

新质劳动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落实主体，代

表当下劳动力发展的最高形态，在乡村振兴战略

中要充分考虑场域的特殊性问题，根本是要围绕

务农、务工、经商等主要生产生活来源展开。其

一，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是服务乡村振兴

的新质劳动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发展新质生产力

必然要全面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技能和精神文化

素养，从而更有效地利用新技术、新设备推进农

业现代化，并且更全面深入地了解相关助农政策

和相关法律法规，有助于提升生产种植效益和生

活整体质量。其二，部分农村居民以工人身份在

场，其中包括非农业生产和半农业生产两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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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不论是进城务工，还是在县域内从事轻工业

生产等生产劳动，将大大提高生产劳作技能、提升生

产效率，并且有助于形成合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主体意识，不断消解劳资纠纷恶性事件带来的次生

影响，进而优化劳动市场环境。其三，基层公务人员

和相关工作者将充分借助信息技术，提升办公效率，

从简单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实现岗位专业化精

细化发展，并且有能力将相关政策落实到位，为相应

目标群体提供科学有效的服务。

1.2 新质劳动资料拓宽乡村振兴产业结构

劳动资料的具体形态直观地标示着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层次，新质劳动资料是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

向纵深发展的结果，代表乡村振兴的发展必然需要

依靠万物互联等高精尖技术。其一，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将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农村治理、农民生

活的整体水平。在数字化整合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数

据，将合理地分配、使用在相应的生产生活之中，但

这种改善不是单纯劳动力个体脑体能力的线性提

升，而是实现整体全要素跃迁。其二，绿色发展和生

活方式作为乡村振兴的底色，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

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诉求。传统农业存在高投入、低

产出、重污染等问题，将被绿色可持续新质农业所替

代，种源、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将得到有效控

制和管理，在绿色农业系统中得到科学化生产与使

用。其三，城乡融合发展、跨地区协调发展是大趋

势，更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以大数据中心等数

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城乡之间、各区域之间将

完成劳动资料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并形成全国

互联互通的“三农”大数据网络，进而形成资源优化

配置、信息互联共享、生产有序分工、管理科学统筹、

市场有序竞争的全链条科学发展态势。

1.3 新质劳动对象保障乡村振兴物质供给

新质劳动对象充分吸收了传统劳动对象实体性

和非实体性两大构成要素，形成纵向“实体型-数字

型”、横向“物质型-知识型”的复合式劳动对象结

构，助推乡村振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发展的使

命与初衷。其一，“实体型-数字型”的纵向结构蕴

含实体数字化和数字实体化两条路向。农民所包含

于农业、农村的一切劳动对象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的

方式进行迭代，从生产、管理、运输、销售等方面进行

要素整合，同时这些“三农”数据本身可以成为新的

劳动对象进行再加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藩篱完成

物质化转换。其二，“物质型-知识型”的横向结构

同样包含相互连接、相互促进的双向驱动之意。以

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源头和乡村振兴的主阵地，更是

乡土文化的映射之本原。互联网改变农民的生活方

式，进而演化乡土文化的展现形式，对于生活实际的

影响必然会在生产中加以体现。利用好人民群众日

用而不觉的价值理念为基础的乡土文化[1]，是激发

劳动对象新质化发展的有力抓手。

2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

逻辑

2.1 人才数量短缺和结构失衡

中国作为传统人口大国，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和城乡差距的客观存在，农村劳动力要素的市场配

置失衡、流通不畅等问题，制约着乡村振兴的实现。

此外，新质生产力对劳动力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

求，农村新质劳动力的不足制约着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其一，乡村人口流失严重，人才严重短缺。《中

国统计年鉴（2023）》显示，在1974年到2022年间，我

国乡村人口占比从 82.84%连续下降至 34.78%。一

方面，乡村人口中大批主要劳动力在农闲时选择进

城务工，农耕之余的劳动力无法进入到乡村发展中。

另一方面，大批青少年因就读、升学、就业等需求涌

入城市和城镇，农村发展的“新鲜血液”供给不足。

农村又缺少吸引人才“回流”的综合要素[2]。此外，

《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显示，随

着数字产业的飞速发展，我国当前数字化发展存

在 2 500万至 3 000万的综合人才缺口，由于城乡二

元格局，农村数字人才的缺口存在固化的可能。其

二，老龄化社会加剧，劳动力水平下降。目前，我国

农村存在“农村先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农村

高老”“农村弱老”等问题，预估到 2023年农村老龄

化程度将达到 45.16%[3]。农村人口的持续老龄化意

味着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将大幅下降，并且限于相对

教育水平的差距，老龄人口的劳动力转化教育成本

过高，数字化承接能力较弱[4]，在新质生产力中所发

挥劳动力十分有限。其三，结婚率生育率降低，人口

结构失衡。此前一段时期，我国农村人口中儿童和老

人的人口占比皆不断扩大，并且随着近年来结婚、住

房、生育、教育等方面压力日益增大，农村人口的结婚

率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不仅劳动力数量方面受到影

响，同时也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生产生活的积极性。

2.2 产业转型压力和基建滞后

农村单一化的产业结构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

制约着农村发展。农村要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乡村振

兴中的实际效能，必然要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

局，但仍受限于农村整体发展水平。其一，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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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协调，融合程度不够。目前，以农业为代表的第一

产业仍占据乡村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农产品的加

工与深加工和农产品市场服务业的发展存在相对不

足。一方面，单一的产业结构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条，地区之间的产业布局无法做到科学有序，意味

着很难实现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产业联动、产业

融合更是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单凭农业生产领域

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十分有限，没有全产业链为依托，

农业经营体系同样相对落后[5]，便无法形成实质上

的新质生产力。其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信息资源

不足。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和

地方财政压力长期存在滞后。一方面，发展新质生

产力所依托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不足，5G网络

覆盖仍有空间，网络信号质量缺乏保障，从而限制了

农业生产、农村治理的数字化发展。另一方面，虽

然各类别的“村村通”“户户通”已取得诸多进展，但

在部分地区后期的维护明显不足，存在道路年久失

修、灌溉用水缺少保障、饮用水安全隐患等问题。

如果生活生产的基础设施无法保障，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便失去依托。其三，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较低，

数字生产应用较少。第 5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已

达到 66.5%，农民网民规模为 3.26亿人。普及率和

网民规模存在很大提升空间的同时，互联网等数字

技术应用于农民生活方面远高于生产方面，娱乐休

闲占据主要地位，数字生产应用存在较大缺口，易

出现数字技术的“功能收缩”等问题。

2.3 基层政策制定和落实不足

基层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关乎该地区的发展方向

和发展质量，当下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不仅面

临各类生产要素转型升级的困难，相应的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同样存在局限。其一，地方规划不完善，

公共服务落后。一方面，部分地方党政缺乏系统观

念，对数字化发展的敏感程度不够。部门与部门、地

区与地区之间缺乏系统性机制，资源利用率和整合

程度不足，数字化建设停留于表面，导致政策制定不

够具体，政策落实不够到位。并且，整体规划和落实

过多依赖地方政府，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和利用较

少[6]。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主要

矛盾的改变，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存在一定的供需不

平衡。其二，过分重视短期经济效益，缺乏规划的长

期性。综合地方财政、地理环境、政绩观念、区域资

源等因素，部分地方党政还没有从传统资源型农村

发展模式中走出来，对土地、矿藏资源依赖性较重。

这就导致适应现代化发展需求的乡村特色产业链

和集群无法形成 [7]，科学合理的可持续发展观也

无从建构。其三，基层对上级政策解读不足，内

容落实不到位。目前中央对乡村振兴“五个振

兴”具体路径的相关政策体系已做出充分建构，

但地方各级政府的解读和配套政策的出台存在不

足，在落实层面就会出现原有问题没有解决，新

问题便随之而来的发展窘境。

3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

逻辑

3.1 坚持党的领导，健全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顶

层架构

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

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的 12个指

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中心原则就是始终坚持

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同样，坚持城乡融合

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由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8]，

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领导权的归

属决定着社会性质的运动方向，影响着利益所属是

否紧紧归于人民群众。其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确保党对新质生产力的领导权。一个强有力的基层

党组织决定着该地区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质量，要清

楚认识到新质生产力于社会利益中的意识形态性，

强化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严守数字化建设的安全

线。其二，完善“三农”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

体系，做好制度保障。立足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

本任务和乡村发展“三个提升”的阶段性目标，在处

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各要素间的关

系、生产力转换主体间的关系、创新体用之间的关系

等问题的基础上，立足农民合法权益[9]，把握好可持

续发展的基调[10]，完善新农业、新经济、新技术、新业

态等发展方向的具有区域特色性的政策体系。其

三，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确保政策落实

到位。基层党组织处于急难险重任务一线，面对具

体任务要适时适情地调整工作方式方法，在符合大

原则大方向的基础上，全力推动政策落地。

3.2 把握第一资源，推进“三农”新质劳动力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三个

“第一”的重要意义，其中人才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资

源”，这正是立足人作为社会发展主体做出的重要论

断。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

断发展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壮大乡村人才队

伍”的任务，其中就包括本土培养和外部引进科技、

教育、卫生、文化、农业、金融、社会工作等方面人才

扎根乡村、服务乡村两方面。其一，目标导向推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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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教育发展，加强交叉学科研究。新质生产力作

为包含整体生产领域的复合型概念，培养适应新质

生产力发展需求，满足乡村振兴需要的人才，必须要

在立足涉农学科为主干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吸纳其

他专业技术。同时，各地区基础教育阶段，要在保证

原有教育内容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乡村文化内容，以

地区历史文化为主要抓手，培育学生的乡土情结和

家国情怀。其二，扩展技术推广渠道，挖掘广大农

民劳动力的优势资源。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

体，在数字化浪潮中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

要准确把握产业变革引发的劳动职能所发生的变

化，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推广和培训 [11]，提升广

大农民的数字化素养。同时，做到“因产定人”，做

好岗位整体性匹配。另一方面，针对具体生产销

售环节，利用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将抽象的、复

杂的技术原理形象化、大众化，同时做好科普和普

法工作。其三，积极引进外部人才，构筑良好的发

展环境。乡村振兴是社会整体性工程，需要充分

发挥各领域、各行业、各地区的人力资源优势，在

加强人才政策吸引力度的基础上，大力推进西部

计划、乡村振兴计划等青年志愿公益项目，发挥并

发扬青年人才的专业优势和精神风貌。

3.3 激活第一生产力，加强科技创新成果研发与转化

科技作为社会生产结构迭代的主要推动力，是

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抓手。新质生产力中“新”和“质”

得以体现的显著标志，在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

根本性变革，在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跃迁。虽然新

质生产力并不简单是数字化、科技化、信息化，其涉

及的也不仅是高精尖等前沿技术领域，但要实现

“新”与“质”必须大力发挥科学技术的工具性价值。

其一，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建构地区的产学研一体化

体系。省、市两级政府联系驻地高校和科研机构做

好责任分工，逐步形成以区县、乡镇为目标的针对

性、长期性研究场域，将涉农学科研究同质化余量转

变为特色型、针对型、专门型研究增量，以课题组、项

目组为基本单元实现点对点产学研一体化带动发展

模式。其二，推进数字乡村发展，提升乡村信息化水

平。一方面，挖掘乡村金融价值[12]，以财政为主导吸

纳各方社会资本，大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

面，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挖掘和整理乡村文化，传承和

弘扬符合当下农村发展需求和农民生活需求的日用

而不觉的价值理念，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

性与主动性[13]，形成物质生产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

合力。其三，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全面提升农业产业

链效能。立足农业生产，针对智能农机标准体系[14]、

基础研究、技术产品、推广应用、服务体系等方面精

准发力[15]。通过科学技术，实现土地资源整合、生产

种植规划、智慧农业生产、智慧农业深加工、智慧农

业销售等全链条全要素的新质提升。

4 结 语

新质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力顺应时代发展的阶

段性形态，不能仅停留在高精尖的前沿科技和城市

场域中，更要立足“三农”工作，综合城市、城镇、农村

发展实际，旨在消灭“三大差别”。发挥新质生产力

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培养适用于农村生产生活的

新质生产力，要紧紧围绕劳动的三要素基础，在顺应

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

动性，让党和人民的乡村振兴事业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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