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个模式”与乡村振兴理论研讨会发言摘登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

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谈几点认识：第一，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潍坊模式”的研究，有如下三个方面：一

是基本轨迹，即这些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对潍坊

而言是怎样走过来的。二是基本经验，即这些

年实践当中可以上升到经验层面加以总结推广

的东西。三是基本规律，即从这些年农业农村

现代化实践当中不仅限于经验而且可以提升到

规律方面加以认识的东西。在这三个层面的比

较当中，最高层次是基本规律。所以我想，对

于“三个模式”的研究总结，要立足从基本轨

迹、基本经验的总结上升到基本规律的提炼。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

索。回望过去40年甚至包括过去70年的历程，

我们不仅仅在实践方面是成功的，在理论层面

的研究同样也是成功的。因为没有理论层面的

成功运用，很难设想在实践层面、在经济建设

等各方面能走出这样一条成功的道路。所以对

于“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的

研究总结，我们不仅仅要从基本轨迹、基本经

验、基本规律三个方面去加以提炼，而且要立

足于从实践到理论互动上、呼应上去进行总结

提炼。

第三，总结回望过去是为了走好当下。当

前我们处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样一个历史时

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进入

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上对

“三个模式”进行总结，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

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按照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行深刻认识和把握。当前社会主

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的需要

有别于以往的物质文化需要，最突出的就是物

质文化本身需要升级换代，而且所覆盖的范围

是超越物质文化需要的。人民群众对于民主

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方面的需要日益

增长，关键是要在五位一体的视野条件下，

去体味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带给我们的新

课题。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当下最重要的

问题，一个是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经由

总量问题转化为结构问题，已经由需求侧转

化为供给侧。我们面临的经济方面的矛盾和

挑战，可以概括为短期与长期、内部与外

部、周期性与结构性的矛盾相互交织。换言

之，我们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遭遇了

来自外部周期性的冲击。但是千万不要忘了

矛盾有主次之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

们，在种种矛盾当中总有一种矛盾对于其他

矛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在当下，主

要矛盾仍然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

在供给侧。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总结“三个模

式”经验和规律的时候，要把握好主要矛盾和

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有就是政策的主线。我们

知道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一方面要强

化逆周期性调节，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当两个方面的政策选

择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说总有一种

政策线索是主线索。我们真正想实现的目标、

真正想坚守的宏观政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这意味着在总结“三个模式”时，要凸

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条主线。这才是我们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阶段所必须聚焦的主要任务和主要工作。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谈几点认识：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讲

的“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

从基本理论上我觉得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这是我觉得很重要

的理论价值。首先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确

实创造了很多经验或者是模式方面的东西。我

今天一来就看这些材料，就问到底是“潍坊模

式”还是“寿光模式”，还是“诸城模式”，

因为这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习近平总书记“三

个模式”都强调了。山东提出来的这方面的问

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路线，是基于我们群

众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的创造，这种创造

解决了当地的问题，推动了发展，我觉得这就

是它的群众性、实践性、多样性，这本身就是

一个经验，而不是教条主义。

二是，我觉得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

认识世界，科学改造世界。按照马克思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一切生产关系

的变革说到底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我

觉得山东潍坊和寿光、诸城这一点特别突出，

就是为了解决当地的发展问题。牢牢把握从当

地实际出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谓改革经

验和模式，只有这样才真有生命力。我说这是

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最要紧的。发展

是硬道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发展

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包括新发展理念，就

是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

立场和方法。客观地认识世界，这一段时期的

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约束条件究竟有

什么特殊性，基于资源特殊性，发展阶段的特

殊性，矛盾特殊性，这叫科学、准确、客观地

认识世界，然后制定相应的策略方针来解决问

题。我觉得潍坊和寿光、诸城，这些地方从他

们的实际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识世

界，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措施，体现了科

学性。

再就是，我觉得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

观点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出发点是要创

造，落脚点是落在人民的利益上。让我最感动

的是，我看到这个材料确确实实把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理论应用在中国实践中，体现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种新境界最有力的支

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确实能有效地指

导和支持中国的发展，解决中国发展的问题。

我觉得我看到的“诸城模式”“潍坊模式”

“寿光模式”，在理论上非常强的印象，就是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既是立场也

是方法论。

徐伟新（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首先，对这个课题的成果表示祝贺。这

里，我谈两点认识。

第一点，潍坊这“三个模式”是中国共产

党人伟大觉醒的宝贵实践成果。习近平总书记

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

这个觉醒，孕育了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

造。我想“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

式”就是伟大觉醒所孕育的宝贵实践创造。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什

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

一个基本问题具体到潍坊，在区域实践的基础

上，在农业农村所特有矛盾的基础上，它最直

接、最现实的回答就是要实现什么样的农业农

村现代化？多少年来，我们的农民面朝黄土背

朝天，在土里刨食。那么，这样一个传统的生

产方式、劳动方式，它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以及我们怎样去实现这样一个农业农村现代

化？潍坊的确是走出了一条道路，作出了自己

的回答。

潍坊在全国千分之一点七的土地上，用千

分之一的淡水，生产了全国千分之七点二的粮

食，千分之十五点七的蔬菜，在整个国家农产

品出口当中，潍坊占到了千分之十九，这是非

常骄人的成绩。潍坊农业农村现代化及其成果

让中国人牢牢地把饭碗捧在了自己的手里，为

国家粮食安全以及国家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今天来总结、来推进“诸城模式”“潍坊

模式”“寿光模式”的发展，建设现代化的农

业产业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非常有意

义的。

第二点，以创新来推动“三个模式”再出

发、再发展。

今天我们总结经验，目的是让“三个模

式”再出发、再发展。怎么出发，怎么发展？

我们的这个课题成果谈到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启

示，以及对未来发展的一些思考。包括土地制

度的再改革，包括组织方式的再升级等等。我

在这里最关心的是，由这个话题所引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质量升级、质量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在整个社

会的供和需两个方面有两个最基本的实际。

在供应方就是，我国的经济已经由高速度增

长转向了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拐

点。高质量的发展应该说成为整个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所以“三个模

式”根本目标是什么？我认为也应该是高质

量的发展。那么从需求方来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我国进入了中高收

入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阶段，

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了，变成了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包括更安全、更健康、更绿色的粮食和瓜果

蔬菜。非常希望这“三个模式”，能够从高

速度的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来满足

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还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科技创新。回

想起来，“三个模式”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

科技创新的历程。所以我想“三个模式”再出

发、再发展，我们要上台阶，要建设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根本上也要靠科技靠创新。

艾丰（《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我们研究的不是原来的“三个模式”，而

是在原来“三个模式”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模

式。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新模式的核心就是

乡村振兴战略。原来的“三个模式”跟这个

不对等，不是同一层面。潍坊新的模式是在

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理解和掌握了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和内涵，找到了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的途径，抓住了实现乡村振兴战

略的关键所在，为在现代化层次上解决“三

农”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

新的“潍坊模式”，体现和实现了体系发

展的思想。一个很重要的模式关键词是体系发

展，是体系问题。我认为潍坊的经验最重要的

就是把体系发展的思想贯彻到乡村振兴战略中

来。一是乡村振兴绝不是孤立地发展农业，而

是全面发展农村产业体系。第二不是孤立地发

展经济，而是全面发展五位一体的农村综合体

系。第三不是孤立发展乡村，而是建立和发展

城乡有机结合的体系。所以，乡村振兴就是要

发展产业体系、农村综合体系、城乡结合体系

这三个体系。这三个体系如果建不起来，乡村

振兴就达不到效果。我认为潍坊的经验就是把

这些问题看透了，三个方面不孤立。要实现乡

村振兴，必须是要实现三个体系的整合，它们

不是分立的。潍坊原来的“三个模式”都不

错，但都是单向模式，不是体系模式。发展到

今天，不能再单向地解决问题。我认为最可贵

的是体现发展思维，体现和落实融合发展的思

维。

首先是城乡整体大概念。城乡融合，农村

的发展绝不能靠乡村的孤立发展，必须是在城

乡融合中发展，基本出路是城乡一体化。城镇

化、城乡一体化，不是消灭农村，是消灭城乡

之间的不平等。在互助互补中得到共同发展，

特别是农村的优势文化得到发展，是在一体化

的过程中发展。那么，城乡融合发展具体是什

么？那就是城乡经济要素的融合。包田到户以

后有几亿农民进了城。农民的要素和城市的其

他要素协调了，城市就发展了。相对来说农村

为什么没有发展得这么快，因为城市的要素没

有向农村去流动，没有往农村去融合。以前这

个融合有成果，但是是不平衡的。所以，今天

的中国城镇化就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应该形

成一个互动，乡村的往城里流，城市的往乡村

流。只有从城市往乡村流了，农业现代化才有

希望。基础、技术、人才都是如此。这是要素

融合的问题。再就是产业的融合。一产二产三

产的融合，像是光伏农业、乡村旅游。城乡融

合一定要落实到要素融合，要素融合一定要落

实到产业融合。我认为现在乡镇这一级别的融

合要创造四个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创新农村

土地的产权制度。农村最宝贵的资源就是土

地，但是土地没用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

集体所有。要把所有制和产权制度分开，土地

的所有权要落实。农民的所有权要资产化，性

质不发生改变，通过流转实现。这个机会要远

远超过包产到户的机会。农村真正的现代化就

是经营权的放开。

再就是要创新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这方面潍坊已经做得不错。农村为什么城市化

程度不够，就是因为农村缺少市场化经营主

体。农村合格的经营主体不多，与城市合作就

合作不起来。所以，要想融合，第一件事就要

把经营主体、经济主体建起来。所有权主体要

建起来，经营权主体要建起来。农户也要把它

变成主体，这个要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还

有城乡合作的经济主体。经济主体建立起来，

才有城乡一体化，才有城乡融合发展。

第三，要着重于模式创新。任何产业条

件，人文差别，最能够突破这些制约的是创造

灵活的经营模式。

第四，要培育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原来

的干部、原来的企业家、返乡农民工、城里来

的经营者和技术人员等等，都需要加大培训力

度。

第五，我认为亮点就是体现和落实了平台

发展的思想。潍坊就很善于建设平台。平台

是公共活动的公共载体，你的效益怎么样，

影响力怎么样，平台起到关键作用。特别是

在互联网时代，谁掌握平台谁就掌握了主导

权。潍坊在搞公共品牌。我给一个建议。要

搞品牌体系化，有城镇品牌，有企业品牌，

有产品品牌，有公用品牌，有专业品牌。要

把各类品牌形成一个体系，各就各位形成合

力。其中特别要注意把平台品牌打出去，类似

于寿光蔬菜市场这样的，这是互联网时代品牌

经济最大的特点，平台品牌，这是最重要的。

张德修（人民日报社原编委、海外版原总

编辑)：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这个会，进一步了解家

乡改革开放的新经验、新变化、新成就、新面

貌。

首先我有个提议或者建议，潍坊、诸城、

寿光已经有的经验模式可以更理论化一些。现

在我感觉还是搞一些理论化的改革和探索。咱

们还可以做得更深一些，理论化更强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三个模式”在乡村振兴

前提背景下，怎么注入新的内涵。乡村振兴

第一位的还是产业振兴。我们这些经验模式

实际就是“围绕一个产业、形成一个大的产

业链、带动一方经济”的这么一个特色模

式。现在方方面面都比较完备了，但是最主

要的还是从产业开始，产业振兴是基础、是

第一位的。再就是课题里面也谈到了，潍坊

是在县级经济框架内运作。因为原先我们讲

的主要是农业，在农业领域，就是第二产业

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辐射融合发展带

动。诸城、寿光从开始的肉鸡、蔬菜，到后

来的县域工业、县域制造业都非常发达了，就

是因为有县域经济的财力支撑，才使诸城、寿

光经验模式远远走出了农业这个第一产业，成

为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惠新安（潍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对潍坊的发展十分

关心，2008年在山东视察时到了诸城、寿光等

地；2018年，在全国“两会”期间到山东代表

团参加审议和视察山东时曾两次讲到，改革开

放以来，山东创造了不少农村改革发展经验，

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就出自诸城、

潍坊，形成了“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

光模式”。这既是对多年来潍坊农业农村工作

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潍坊下步工作的鞭策和激

励，我们深受鼓舞，深感责任重大。“三个模

式”发端于潍坊人民的创新创造，得益于各级

领导和各位专家的大力支持，是我国改革开放

40年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成果。从表现形式看，

“诸城模式”主要是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

一体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社区化；“潍坊模

式”是潍坊各地农业农村改革创新经验的集

成，突出农业产业化经营，创新农业生产的组

织形式、经营方式和运行机制；“寿光模式”

主要是蔬菜产业的生产、销售、技术、会展和

标准输出等创新经验。从解决的问题看，“三

个模式”主要解决的是小农经济与产业化发展

之间的矛盾。“诸城模式”解决的主要是农业

生产、加工、流通脱节的问题；“潍坊模式”

解决的主要是农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之间的矛

盾；“寿光模式”解决的主要是蔬菜生产产业

化的问题。从根本上看，“三个模式”虽有所

区别，但其本质是推动农业生产要素更大范

围、更高层次地优化配置；方向是提高农业产

业化水平、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坚持

问题导向、大胆改革创新；归根结底就是解放

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三个模式”的成功实

践，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的理论和制度成果，成

为指导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

蕴含其中的理念和做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

强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

（下转第10版）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到山

东代表团参加审议和视察山东时，两次讲到“诸城模

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这既是对多年来山

东和潍坊农业农村工作的充分肯定，更蕴含着对创新

提升“三个模式”的殷切期望。省委书记刘家义对创

新提升“三个模式”高度重视，多次提出明确要求。

今年省“两会”期间，刘家义同志又到潍坊代表团参

加审议，要求潍坊在创新提升“三个模式”上实现新

作为、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中当好排头兵、在推

动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中勇做探路者。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

委、省政府工作安排，2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

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

主办，中共潍坊市委、潍坊市人民政府协办的“诸城

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与乡村振兴理论研

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领导专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回顾总结

了“三个模式”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经验，围绕如何在

新时代创新提升“三个模式”、推动潍坊乡村振兴走

在前列展开深入研讨交流。以下为发言摘登。

2月24日，“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与乡村振兴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王乐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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