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第 1期

- 26 -

《中国农村经济》创刊 40年载文研究

——兼论中国“三农”研究发展

《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

摘要：对学科内代表性学术期刊长期载文情况做出系统梳理和纵贯研究，能从成果发表角度客观

展示中国“三农”研究的历史演变，整体呈现学科发展状况和思想脉络。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农村经

济》创刊以来的载文情况，展现中国“三农”研究 40年来的基本态势、发展脉络、重点主题和核心

特征，展望未来“三农”研究的重点，并论述“三农”研究的基本遵循。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三农”

研究力量持续发展，以黄祖辉、叶兴庆和钟甫宁等为代表的 44位专家构成《中国农村经济》40年来

的核心作者，作者来源单位类型以 1998年为界由以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为主向以高等院校和科

研院所为主转变；研究方法在 20世纪 90年代由以定性思辨性研究为主转向以定量研究为主；相关科

研项目对“三农”研究的扶持力度在 2004年后明显增长，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等在内的国家级基金是“三农”研究资金的主要来源；农村改革与发展、农村土地制度、农民收入

与反贫困、农村劳动力转移、粮食安全和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是 40年来中国“三农”研究的 6个重点

主题。40年来，中国“三农”研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三农”改革和发展实践在理论创新引

领下不断推进，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螺旋式上升是中国“三农”研究演进的核心特征。未来，应加

强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土地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强农惠

农富农支持与共同富裕、数字乡村与智慧农业、农村金融改革、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农村社会

治理与文化建设等重点领域的研究。中国“三农”研究应持续注重批判性借鉴西方理论，坚持问题导

向，正确看待研究方法，并重视中国特色“三农”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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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面向中国农

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既需要立足中国特色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和

实践，也需要回溯、梳理和分析中国“三农”研究的学术演进。学术期刊是知识体系学科化、学科体

系体制化的产物，是展示发布学术研究最新成果的基本平台，是学科体系的伴生物（秦开凤，2023）。

对学科内代表性学术期刊长期载文情况做系统梳理和纵贯研究，有利于揭示中国“三农”研究的演变

逻辑，为构建中国“三农”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借鉴和启示。

客观地回顾过去，才能更好地做好当下，科学地研判未来。在从期刊载文视角对学科相关演进展开

系统回顾和综合研究方面，学术界已经累积了部分研究成果，既有对单个期刊载文情况的分析，也有基

于多个期刊的综合研究。在对单个期刊的分析方面，冯开文等（2014）、陈秋红（2014）分别以《中国

农村经济》1985－2010年、《中国农村观察》1995－2013年的载文为研究对象，从研究主题、研究重

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演进方面分析了中国农业经济学、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研究的整体发展情况

和变化趋势；段艳艳和陈秋红（2015）、李向毅等（2021）分别研究了《农业经济问题》2000－2014年、

2010－2019年的载文特点、重要选题等；齐蘅等（2022）分析了《农业经济与管理》创刊 12年来的载

文特征。在对多个期刊载文分析方面，陈秋红和朱侃（2018；2019）基于 1978－2017年农业经济学科

的高被引期刊论文数据，讨论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总体发展状况、热点主题与研究前沿；朱侃等（2019）

利用 1998－2017年农业经济学的高被引论文数据，进一步考察了该学科的热点主题、发展脉络与未来

趋势。这些研究为理解国内农业经济管理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在时间跨度、分析深度等方面

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第一，所涉及的研究时期最长不超过 30年，在从更长时间尺度对学科的研究脉

络与发展趋势做出整体研判方面有改进空间。第二，已有成果更多研究样本期刊载文的演变特征，将载

文演变与学科演进、实践发展结合起来的分析待进一步强化和深化。

研判某一领域学术研究的演进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较好的办法是将分析聚焦于相应学科领域内

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期刊，并将研究时段尽可能拉长。在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中国农村经济》无疑是

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期刊。40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始终秉承“追求卓越，砥砺前行；学术为本，观

照现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办刊理念，突出“理论探讨性、政策指导性、现实针对性、预测前

瞻性”的办刊特色，紧跟时代前沿，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注重改

革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现实、政策问题的研究，注重论文的应用价值，注重改革与发

展经验的总结和介绍，注重及时抓住经济运行中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以学术质量为稿件录用的根

本标准，推出一大批研究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农”

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对 40年来“三农”改革发展中的创造性实践和创新性经验做

出了规律探索，为党和国家“三农”领域的重大决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中国农村经济》创刊 40年来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主要有：第一，

促进学术发展。《中国农村经济》汇聚了“三农”研究的诸多专家学者，刊载了诸多有政策高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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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深度、理论厚度和实践温度的优秀论文。这些论文选题广泛，紧跟时代前沿，多篇文章获得“中国

农村发展研究奖”等奖项
①
，引领“三农”研究向更高站位、更广领域、更贴近中国实际的方向发展。

第二，推动相关实践发展。党政机关和各级政策研究部门是《中国农村经济》读者群体的重要构成。

《中国农村经济》注重农村改革与发展经验的总结和介绍，长期以来突出载文的现实针对性和政策指

导性，加强对中国“三农”实践与发展经验的理论总结和规律提炼。编辑部也积极推动将载文中具有

创新性、启发性，对党和国家决策具有潜在参考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进行摘编，报送国家相关政

策部门，对“三农”改革发展的政策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促进人才培养。《中国农村经济》

在“三农”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从事“三农”研究以及经济学研究的专家学

者发表论文的重要平台，见证了诸多专家由学生、青年学者成长为领军人才、权威专家的过程。

因此，通过呈现《中国农村经济》创刊以来载文作者及其单位、资助基金、关键词等要素的演变

情况，可以透视“三农”研究 40年来的总体态势和演变规律。在《中国农村经济》迎来创刊 40周年

之际，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农村经济》40年来的载文为研究对象，

展现 40年来国内“三农”研究的发展脉络、核心主题和关键特征，以期助力中国“三农”研究自主

知识体系构建。本文研究主要开展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对《中国农村经济》40年载文的作者、

研究方法、基金资助等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客观评价；第二，对《中国农村经济》40年载文的关键词

进行聚类分析，梳理中国“三农”研究 40年的发展脉络、重要主题和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第三，

从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互动视角，总结 40年来中国“三农”研究的核心演进特征；第四，展望未来

中国“三农”研究的重点，结合办刊实践提出“三农”研究的基本遵循。

二、《中国农村经济》40年载文的基本情况

1985年 1月至 2024年 7月，《中国农村经济》共出版 475期，刊载学术论文 5702篇（不包括

317篇非学术论文
②
），年均载文约 143篇，期均载文约 12篇。从变化趋势看：《中国农村经济》的

期均载文篇数呈下降趋势，由 1985年的 20.3篇下降到 2004年的 12.3篇，再下降到 2023年的 9.5篇；

相应地，平均篇幅呈明显增长趋势，从 1985年的 2.5页增至 2004年的 5.3页，再增至 2023年的 19.0

页。论文平均篇幅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论文的表现形式、研究方法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

创刊早期的载文与当时其他期刊的论文主流风格基本一致，以观点性论文为主，定性分析是主要研究

方法，量化分析多为描述性统计。近 20年来，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研究范式的变革，学术论文大

量采用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也有部分做案例研究，从数据和实践层面对观点加以论证。理论模型

推演、公式和图表的增加，推动了篇幅的增长。为了给高质量论文创造更多发表机会，《中国农村经

济》历经 4次扩版，版面由最初的 64页依次增至 80页（1996年初）、96页（2009年初）、144页

①
《中国农村经济》载文获“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的情况详见《中国农村经济》官网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1中的表1。

②
包括卷首语、投稿须知、征订启事、年总目录、通知、获奖通知、重要启事、会议通知、书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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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初）和 184页（2023年）
①
。为提高版面利用效率，从 2023年开始，《中国农村经济》引

导作者将因篇幅限制而无法在正文展示的内容以附录形式呈现，上传期刊官网并在中国知网增强出版，

实现了出版的扩展。由于国家和社会各界对“三农”相关工作重视程度逐渐上升，相关基金或项目对

“三农”研究的资助数量增多。并且，研究生毕业和教师职称评定在论文发表方面的要求较高，对在

社会影响广泛、受认可程度高的权威期刊上发表成果的需求明显增多。得益于扩版和内容数字出版的

扩展，《中国农村经济》的来稿采用率从 2010年的 1.64%提升至 2023年的 5.46%，2019－2023年来

稿采用率平均为 5.20%。

回瞰《中国农村经济》40年载文的整体情况，可以从研究力量、研究方法和研究资金来源三个方

面观察“三农”研究的整体态势和历史演变。

（一）研究力量的发展

1.核心作者群。创刊 40年来，共有 6701位作者在《中国农村经济》上发表论文，中国“三农”

研究力量持续发展。其中，发表 1篇论文的作者有 5345位，占比达 79.76%。由于对作者不设置投稿

门槛，《中国农村经济》吸引了大量来稿，作者群体广泛。在仅考虑第一作者的情况下，《中国农村

经济》40年共有 3613位第一作者，最高产的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20篇。依据普赖斯计算公式计算
②
，

核心作者临界篇数为 8篇，发表过 8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可被纳入《中国农村经济》40年来的核心作

者范畴。经统计，《中国农村经济》创刊 40年来的核心作者（第一作者身份）共有 44位，占 1.22%。

这些核心作者及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表论文数量情况见表 1。

表 1 《中国农村经济》创刊 40周年以来的核心作者统计

作者 载文数量（篇） 作者 载文数量（篇） 作者 载文数量（篇） 作者 载文数量（篇）

黄祖辉 20 李炳坤 13 万宝瑞 11 杜志雄 8

陈吉元 17 纪永茂 12 顾益康 10 冯海发 8

陈劲松 17 柯炳生 12 马恩成 10 林万龙 8

叶兴庆 17 马晓河 12 孙自铎 10 牛若峰 8

钟甫宁 17 闵耀良 12 檀学文 10 潘劲 8

郭书田 16 张晓山 12 郑重 10 宋洪远 8

韩俊 15 蔡昉 11 王西玉 9 王耕今 8

李周 15 陈锡文 11 叶敬忠 9 吴崚 8

魏后凯 15 王贵宸 11 周曙东 9 杨继瑞 8

郭晓鸣 14 杜晓山 11 艾云航 9 苑鹏 8

张红宇 14 郭红东 11 庹国柱 9 张庆忠 8

①
单篇论文篇幅增加和期刊扩版是经济研究领域高质量期刊的共性特征。例如，《经济研究》历经5次扩版，从 2001年

80页逐步扩展至 2017年的213页并延续至今；《经济学（季刊）》历经 3次扩版，从 2005年 257页逐步扩展至2008

年的386页，且在 2020年、2021年两次调整刊期，由每年 4期调整至每年5期、每年 6期。

②
计算公式为 max0.749N n 。其中，N 为核心作者临界篇数，通常向上取整； maxn 为所统计时期中最高产作者的论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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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者所属单位分析。分析作者的单位分布情况，有助于全面了解农经学科的科研力量构成及其

变化，并识别高产单位。本文首先识别《中国农村经济》40年载文的第一作者单位（以下简称“第一

单位”），然后对第一单位的情况进行分类汇总。

创刊以来，《中国农村经济》载文中具有明确单位的载文共计 5478篇①
，这些载文涉及 1448家

单位，其中，海外单位共 35家、港澳台单位共 5家。从第一单位的类型看，可以将研究力量划分为

高等院校、机关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以及其他单位
②
。其中，以高等院校为第一单位的有 2470篇（占

45.09%），以机关事业单位为第一单位的有 1708篇（占 31.18%），以科研院所为第一单位的有 1068

篇（占 19.50%），以其他单位为第一单位的共 232篇（占 4.23%）。来自高等院校的作者在《中国农

村经济》发表的论文数量约占《中国农村经济》40年来载文量的“半壁江山”，原因可能是：一方面，

中国高等院校数量众多，师资科研力量强大；另一方面，高校职称评审对科研成果的要求逐渐提高，

促使高等院校作者发表的论文成果愈发丰硕。除高等院校外，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也

是《中国农村经济》重要的论文来源单位类型。

从具体来源单位的构成情况看，《中国农村经济》创刊以来，载文量排名前十的单位分别为中国

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华南农业大

学。40年来，这 10家单位共计在《中国农村经济》发表论文 1996篇（占 36.44%），既是《中国农

村经济》载文的高产单位，也是“三农”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

为进一步观察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研究力量的演变趋势，本文基于每年的统计数据，进一步刻画了

40年来各类型单位作者的发文占比情况（见图 1）。具体而言，1998年以前，第一单位为机关事业单

位的占比始终大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 1990年甚至达到 61.18%。这体现了《中国农村经济》的

办刊特色——除重视理论探讨外，还重视载文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注重政策指导性、现实针对性和预

测前瞻性。《中国农村经济》创刊早期正是改革开放在农村取得丰硕成果的初期，来自党政机关和各

级政策研究部门的作者基于对政策的系统理解和对实践问题的深入了解，执笔为国家的“三农”事业

贡献智慧，在《中国农村经济》上发表了大量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20世纪末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

研究范式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范式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农村经济》载文的学术规范

化程度不断提升，计量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被大量应用。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经历了改革

和快速发展，高等院校在科研经费、学生培养和人才引进等方面得到更多支持，这使高等院校在学术

研究上有了更强的竞争力，从而逐步成为《中国农村经济》载文单位的主要构成。

①
由于年份较早的会议综述等载文的部分单位名称缺乏足够有效信息，无法识别，本文研究中予以删除。

②
高等院校指由教育部统计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军事高等学校以及海外高校；机关事业单位包括各级政府

部门和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地方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及其下属科研

机构等；其他单位包括各类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



《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中国农村经济》创刊 40年载文研究

- 31 -

图 1 《中国农村经济》40年载文的来源单位类型演变

3.作者合作情况。合著率和合作度
①
是文献计量学中分析作者合作情况的两个重要指标。从平均值

来看，《中国农村经济》40年来的论文合著率为 47.33%，合作度为 1.72，合作程度较高。从演变趋

势看，两个指标均呈明显上升趋势，尤其是 2000年以来，两个指标上升速度较快。1985－2000年，

这两个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29.80%和1.43；2001－2024年，这两个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73.46%和2.30②。

这两个指标的较快增长是农业经济类重要期刊载文甚至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共性特征
③
。

从合作人数来看，2004年以前，《中国农村经济》载文主要为独著，独著论文占比超过 50%。2004

年之后，多人合作的情况增多，主要以 2人或 3人合作为主，占比约 50%。近十年来，4人及以上作

者合作的论文有所增多，2015－2024年平均占比为 16.64%。《中国农村经济》对论文作者的身份、

数量没有限制，其载文合作程度升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第一，不同学科的联系越发紧密，《中国农

村经济》载文涉及的学科交叉情况愈来越多，这就需要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合作研究；第二，研

究范式变化对载文提出了更高要求，理论分析、实地调查、数据处理、实证研究等多项工作由各有所

长的更多人员共同承担的情况增多；第三，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张，学生毕业和

教师职称评定对学术成果发表均有一定要求，中青年教师之间的合作以及导师与学生的合作情况增多。

（二）研究方法的演进

基于对表征研究方法的关键词的时序演变状况的分析，并查阅《中国农村经济》载文原文，可

以将《中国农村经济》载文在研究方法方面的演进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中国农村经济》创刊前十

年（1985－1994年）。这一时期的载文多为思辨性论文，以定性分析为主，主要阐释作者对政策的

理解和对实践规律的归纳，纯观点类文章占比超过一半（54.84%）。这些载文多由党政机关、各级

①
合著率指合著论文在所有学术论文中所占的比例，合作度指平均每篇论文的作者人数。

②
本文梳理了历年作者合作情况，详细结果见中国知网或《中国农村经济》官网本文附录 1中的表 2和图 1。

③
例如，1996－2000年、2000－2014年《农业经济问题》载文的合著率和合作度两个指标值分别为35.09%和 1.58（岳丽

君等，2001）、53.94%和1.82（段艳艳和陈秋红，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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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部门工作人员或基层干部撰写，特点是贴近政策、贴近实际，既能够反映作者对“三农”

实践问题的深刻思考，也能为“三农”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在这一时期，田野调查是最

常用的研究方法，使用田野调查方法的论文占比为 38.27%，该方法在研究农业农村经济社会运行和

政策分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案例分析方法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案例类研究载文占比为 6.84%。

二是 20世纪 90年代以后。受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定量研究类论文增多，研究方法也从

以定性分析为主转向以定量研究为主。参考Killick et al.（2012）的做法，本文使用 Pruned Exact Linear

Time算法和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惩罚准则，对 1995年以来《中国农村经济》载文中排名前

十的研究方法进行突变检测，结果如图 2所示。

20

15
10

5
0

频次

中介效应模型

田野调查

双重差分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

工具变量法

比较分析

Tobit模型

Probit模型

OLS-FE模型

Logit模型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4
年份

图 2 《中国农村经济》1995－2024年载文所用研究方法突变图

图2显示，多数研究方法的突变时间集中在2000－2010年。这表明，该时期是定量分析方法逐步普

及和发展的关键阶段。2000年以来，随着各种计量统计软件的广泛应用以及数据可获得性的增强，研究

者利用计量模型实现数据分析变得更加容易。OLS-FE模型、Probit模型、Logit模型、Tobit模型、双重

差分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作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被广泛使用。随着空间经济学、实验经济学、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验经济学方法、机器学习方法的研究逐渐增多。

从数据来源情况看，调查数据、政府等机构的统计数据和实验数据是 3个重要来源，其中，调查

数据是《中国农村经济》载文最主要的数据来源。受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一手调查数据开展

研究的载文在 2020－2023年的占比明显下降。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各有优劣。定性研究可以更多融入作者对实践和政策的思考，能够更为灵活

深入地分析问题，尤其是在数据缺乏或者数据获取不便的情况下。随着各类计量分析工具的快速发展，

定量研究方法被广泛使用，应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经济问题，能得出稳定、合理、可靠的参数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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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大幅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精准度，进而为政策分析提供重要参考。综合来看，随着大数据、人工智

能时代的到来以及学术研究学科交叉性特征的凸显，农经领域研究定量化趋势将继续存在。从来稿的

整体情况看，在这一趋势下，学术界一定程度上存在“唯定量化”、定量研究视角狭窄化、政策量化

评估单一化、宏观全局性视野不足等问题值得重视。

（三）受基金资助情况的演变

总体来看，《中国农村经济》自 1988年开始有载文受到基金资助，但受到基金资助的论文占比较

低，2000年之前均不超过 10%。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等各个

层面的科研支持力度逐步加大，受基金资助论文数量和资助论文研究的基金项目数量均呈现快速增长。

以 10年为阶段进行划分，1985－1994年、1995－2004年、2005－2014年、2015－2024年 4个阶段《中

国农村经济》受基金资助论文占比分别为 0.21%、11.14%、61.74%和 82.03%①
。

从受基金资助的载文分布情况看：2000年以前，载文最多仅获得 1项基金资助；2000年后，开

始出现载文获得 2项基金资助的情况；从 2004年开始，得到 3项及以上基金资助的载文数量逐渐增

多。2004年 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必须进一步提高

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②
。由此带来哲学社会科学相关科研项目

扶持力度加大，推动了载文中受基金资助论文占比（受资助论文在当年全部论文中的占比）的提升以

及同时受到多项基金资助的论文数量的增加。2012－2016年，《中国农村经济》每年的载文中得到 4

项及以上基金项目资助的载文均为 10篇以上。为防范友情列挂、虚假列挂基金项目情况等学术不端

行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管理规定，《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从 2017年起严格审查论文与其

受资助基金项目在主题上的关联性，并限制所列资助基金项目或课题的数量。因而，在 2017年后，

《中国农村经济》载文中受 4项及以上基金资助的载文量显著减少，且受基金资助论文的篇均项目数

在波动中基本稳定。

创刊 40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刊发的论文在研究中总计受到 3322项基金项目的资助，其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多，两者合计占比达 45.54%。按受资助的基金项目

数排名，接下来依次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6.29%）、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资助项目

（3.49%）、中国社会科学院资助项目（3.3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60%）、科技部

资助项目（1.5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5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项目（1.11%）、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87%）。这

些均是《中国农村经济》载文受资助的重要基金项目来源。

按照国际项目
③
、国家级项目

④
、省部级项目、地市级项目、院校级项目、其他项目

⑤
对资助项目

①
每年的受基金资助论文数、资助基金项目总数、载文总数、基金论文比、篇均基金数、基金项目分布情况等详见《中

国农村经济》官网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1中的表3。
②
参见《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https://www.gov.cn/test/2005-07/06/content_12421.htm。

③
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福特基金会、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和其他国际组织资助的项目以及中外合作科研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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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进行划分的结果表明，在资助基金项目中，国家级项目占比最高，达到 51.93%；省部级项目次之，

占比达到 35.37%。二者合计占比高达 87.30%，远高于《科技期刊学术类质量要求及其评估标准》对

优秀期刊的评定标准
①
。院校级项目占比为 8.91%，国际项目占比为 2.71%，市级项目占比为 0.57%，

其他项目占比为 0.51%。据统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经费从设立之初的每年 500万元
②
增加到超

过 10亿元
③
，年度资助项目数量从 1991年的 604项④

增加到 2023年的 5132项⑤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经费从1986年的8000万元增加到2023年的318.79亿元，年度资助项目数量从设立初期的3433

项（王新等，2016）增加至 2023年的 52547项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金额

与资助项目数量的增长，反映了国家对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重视。

根据资助项目类型的演变情况，可以将《中国农村经济》自 1988年以来载文受基金资助情况的

演进分为三个阶段（见图 3）。第一，初步发展阶段（1988－1999年）。该阶段各类别基金项目较少，

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为主，基金资助覆盖面窄，科研投入规模有限，

科研资助处于探索和初步发展阶段。第二，快速增长阶段（2000－2009年）。21世纪初，随着经济

的快速增长、科技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以及国家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的加大，科研资助进入快速增长

期。在此阶段，省部级项目在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中占比较高：一方面，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加大科研投

入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另一方面，各部委重视通过重点课题研究为相关政策

实践提供参考和建议。第三，深化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2010年以来，国家级项目占比持续上

升，2012年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了对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支持。表现在期刊载

文上，《中国农村经济》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数量和受资助论文比保

持增长态势。

④
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软科学基金、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

项资金项目、“211工程”“985工程”专项资金项目、国家基金会资助项目等。

⑤
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险学会、安徽省保险学会等组织资助的项目。

①
依据该文件，学术类科技期刊载文中，国家级和省部级基金资助的比例超过 40%的期刊可以评为“优”，该比例为 5%～

40%的期刊可以评为“良”，该比例小于 5%的期刊则评为“差”。

②
资料来源：《全国社科规划办公室主任张国祚谈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工作的三大变化》，https://skc.snnu.edu.cn/info/1007/

1298.htm。
③
根据 2023年立项数量及每种基金资助费用金额估算。

④
资料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1991－2021年》，https://www.macrodatas.cn/article/2942。

⑤
根据 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类项目汇总得到。资料来源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http://www.nopss.

gov.cn/GB/index.html）。

⑥
资料来源：《新中国档案：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https://www.gov.cn/test/2009-11/03/content_1455268.htm；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23年资助经费约318.79亿元》，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3/content_6942544.htm。

https://www.gov.cn/test/2009-11/03/content_14552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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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农村经济》40年载文受资助基金项目的演进情况

三、《中国农村经济》40年载文的阶段性特征

作为“三农”研究领域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农村经济》创刊 40年来载文关键词的演变情况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三农”研究 40年来的发展脉络和阶段性特征。对载文关键词的分析结果

显示（见表 2），《中国农村经济》创刊 40年来载文中出现频次最多的关键词依次为劳动力转移、乡

镇企业、改革、农业产业化、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农业、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市场经济。这些

关键词初次出现的具体时间和集中呈现的时间不同，既有一些贯穿始终的重点词和热点词，如劳动力

转移、农民增收、粮食安全等；也有一些阶段性热点词，如乡镇企业、商品经济、合作经济等。通过

这些关键词，大致可以勾勒出 40年来中国“三农”研究的梗概和脉络。

表 2 《中国农村经济》创刊40年载文高频关键词分析

1985－1990年1991－1995年 1996－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5年2016－2020年2021－2024年

出现

频次

排名

前十的

关键词

劳动力转移

（210）

农业产业化

（130）

粮食安全

（61）

食品安全

（33）

农地流转

（47）

社会资本

（14）

乡村振兴

（44）

数字经济

（9）

乡镇企业

（180）

农民增收

（90）

可持续发展

（50）

比较优势

（26）

新农村建设

（32）

气候变化

（10）

农村电商

（15）

农业强国

（7）

改革

（154）

产权制度

（62）

农民专业合

作社（40）

人力资本

（21）

技术效率

（27）

农业生产

效率（8）

多维贫困

（11）

数字金融

（7）

农户

（120）

股份合作制

（51）

农村居民

（36）

“三农”问题

（20）

全要素生产

率（26）

参与意愿

（8）

相对贫困

（11）

革命老区

（6）

家庭承包责任

制（113）

农业政策

（43）

农业保险

（34）

浙江省

（19）

收入

（22）

农业面源

污染（7）

农地确权

（10）

数字乡村

（6）

%个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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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出现

频次

排名

前十的

关键词

农业

（103）

农业税费

改革（31）

农业结构

调整（32）

农业上市

公司（14）

结构方程

模型（18）

选择实验

（7）

城乡融合

发展（10）

小农户

（7）

农村经济

（83）

市场化

（29）

粮食流通

体制（32）

国有粮食

企业（13）

需求

（16）

SPS措施

（6）

种植结构

（9）

数字鸿沟

（6）

市场经济

（83）

技术进步

（29）

日本

（27）

小额信贷

（13）

农户收入

（16）

老龄化

（6）

空间溢出

效应（8）

县域

（7）

农业现代化

（82）

发展趋势

（26）

交易成本

（25）

农业信息化

（11）

大豆

（13）

储蓄率

（4）

普惠金融

（10）

数字普惠

金融（4）

粮食生产

（78）

共同富裕

（23）

土地承包经

营权（21）

乡村治理

（8）

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11）

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3）

农业机械

（8）

数字化转型

（4）

注：①表中括号内为关键词出现的频次；②关键词落在某个年份区间表示该关键词首次在这个时期的载文中出现；

③每列按照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顺序自上而下排列。

在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改革的历程中，基于不同的现实状况和发展目标，大致可以将 1985－2024

年分为 3个不同的时期：1985－2005年的农村市场化改革时期，2006－2017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时期和 2018－2024年的乡村振兴时期。本文接下来基于不同时期《中国农村经济》载文关键词的

特点，对 3个时期“三农”研究的重点展开分析。

（一）农村市场化改革时期（1985－2005年）

1985年是《中国农村经济》创刊之年，同时也是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将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

系统化，提出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这是中国农村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一步。

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农民被赋予更多自主权，农村的产

品和要素逐渐市场化，标志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开端。

从《中国农村经济》载文的关键词来看，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出现频次排名前十的关键词分别

为：乡镇企业、改革、农业产业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劳动力转移、市场经济、农业、商品经济、

农村经济、农业现代化。大量关键词首次出现在《中国农村经济》创刊年份。这一年出现的很多关键

词，如改革、劳动力转移、农业现代化、城市化等，在后续 40年的“三农”研究中都是重点。也有

部分关键词仅是阶段性的重点主题词，如乡镇企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商品经济等。此后出现且

受到较多关注的关键词包括市场经济（1987年出现）、产权制度（1989年出现）、农民增收（1992

年出现）、农业产业化（1993年出现）、可持续发展（1996年出现）、粮食安全（1998年出现）、

农业结构调整（1999年出现）等。这一时期的关键词和主题构建起中国“三农”研究的整体框架。

1985－2005年，中国的农业农村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也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当时的学者

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化。1978年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1985年以后，这项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

展，对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未来这一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并持续适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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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新变化？围绕相关问题，大量学者对农村改革与发展以及土地制度展开研究。二是乡镇企业的崛

起。这一时期，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促进了农村地区

的工业化进程。乡镇企业应该采取何种发展模式？如何提高其经济效益？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结构转

型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吸引学术界围绕乡镇企业发展展开了大量研究。三是农村市场

化改革的推进。随着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农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市场机制开始在资源配

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这一问题吸引学

术界围绕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流通等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四是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化进程加快导致

人口大规模地从农村流向城市。这种迁移对农村社会结构、家庭关系乃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会产生

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吸引学术界围绕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关系展开了重点研究。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2006－2017年）

2005年 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时代课题。2007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8年 10月，党的十

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推进中国

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思路、新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提出，标志着党对“三农”工作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进入促

进农村全面发展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

从《中国农村经济》载文的关键词来看，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出现频次排名前十的关键词依次

为劳动力转移、农户、新农村建设、农村居民、农地流转、农产品贸易、农民专业合作社、食品安全、

农民、技术效率。这一时期的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延续了上一时期的整体框架，如对劳动力

转移的研究、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等，但更多的是研究主题上的拓展和创新。农户、农村居民、新

农村建设、农产品贸易、农地流转、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重要关键词的出现，标志着这一时期研究的重

点主题已经随着农业农村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在这一时期，2006年出现的劳动力转移、农

户、新农村建设、农产品贸易、食品安全、农民增收等关键词成为整个时期的重点研究主题。此外，

2007年出现的农地流转、2008年出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2013年出现的粮食生产、2015年出现的家

庭农场等关键词所体现的主题，也受到学术界较多关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提出，对农业农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围绕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的目标，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大量研究。在生产发展方面，学者主要从技术、土地和组织

制度角度展开分析。首先，得益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对劳动力积极性的激发，以及农业生产中化肥农

药的大量投入，中国农业产量持续增长，基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但是，这种靠增加投入形成的农业

增长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因此，学术界在这一时期对农业生产的关注转移到通过技

术进步减少化学品投入并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上来。其次，在农户经营规模普遍偏小，且大量农村

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土地抛荒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也是当时被重点讨论的主题。再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或合作机制方面的实践探索，对激发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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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在这一时期，关于蓬勃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吸

引了大量学者展开研究。最后，如何通过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实现农民增收和摆脱贫困也是当

时讨论的热点主题。此外，随着对西方经济学定量研究范式的引进，国内经济学研究不断规范，对微

观农户经济行为展开的实证研究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热点。这些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农户决策行为

背后的理论逻辑，有利于为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提供依据。

（三）乡村振兴时期（2018－2024年）

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通过全面振兴乡村更好地解决

“三农”问题，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作出了具体部署。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的

发展提出了更加全面的目标，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

不仅关注脱贫地区的持续发展，还着眼于所有乡村地区的发展，力求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除了继续推动乡村物质条件的改善，还特别重视乡村精神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在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追求全面振兴的新时期，《中国农村经济》载文中出现频次排名前十的

关键词依次为乡村振兴、劳动力转移、粮食安全、共同富裕、农地流转、农民增收、农户、农村电商、

城乡差距、相对贫困。其中，劳动力转移、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户等关键词不仅是这一时期的研

究热点，也是整个 40年的研究重点。而这一时期新出现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农地流转、农村电

商、城乡差距、相对贫困等关键词，则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这一时期的“三农”研究，还具有主题

集中度非常高的特点。整个时期的 5个最重要关键词，即 2018年出现的乡村振兴和劳动力转移、2020

年出现的粮食安全、2022年出现的共同富裕、2023年出现的数字经济，关涉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经

济》占较大比例载文的研究主题。

这一时期的“三农”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内容展开。

首先，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2018年之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且，农村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和短板，因此，大量学者致力于探讨如何实现这两大目标。

其次，数字经济与数字乡村。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农业农村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应用大数据、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产品流通，推动农业产业升级，

还能实现乡村数字化管理，提高治理效率。因此，数字经济与数字乡村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研究主题。

再次，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确保足够的粮食供应始终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的背景下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在气候变化和资源约束的背

景下如何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实现耕地有效利用？这些问题在这一时期受到持续而广泛的关注。

最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和福祉。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

移，这一过程涉及的就业机会创造、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等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活状

况，将对城乡经济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和福祉依然是这一时期“三

农”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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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农村经济》40年载文的重点主题

通过归并与分析载文关键词，本文梳理出《中国农村经济》40年来的 6个重要主题：农村改革与

发展、农村土地制度、农民收入与反贫困、农村劳动力转移、粮食安全和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这 6个

主题不仅是《中国农村经济》以及国内外农业经济管理类学术期刊载文的重点主题，也是中国“三农”

研究 40年来的重点主题。这 6个主题的具体表述名称在期刊发展和研究演变过程中虽有所不同，但

其核心主题和关注对象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围绕这些主题的研究，既展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又

体现了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性，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农村发展实践具有重要借鉴和参考意义。

（一）农村改革与发展

长期以来，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一直是中国“三农”研究的核心。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直至今天，

农业农村制度依然处在不断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可以说，农村改革问题是中国“三农”研究所有问题

的一个总抓手，研究中国农业农村的任何问题，都绕不开“改革”这个话题。这也是中国“三农”研

究区别于西方经济学有关农业农村问题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改革”主题词的知识图谱分析结果显

示
①
，“改革”这一主题词与诸多方面的主题紧密相连，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市场

经济、产权制度、小城镇、粮食问题等。这一方面说明改革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一剂良方，另

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三农”研究重视对“改革”研究的基本底色。

在对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研究中，相关研究主题随时代变迁的烙印十分明显。在农村市场化改革时

期，改革研究的热点包括农村要素市场化改革（杜晓山，2002#）②
、农村税费改革（徐勇，2001#）、

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柯炳生，1998#）、产权制度改革（林万龙，2002#
）、乡镇企业改革（马晓河等，

1998#）等。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后，农村改革研究的重点随时代的变化转向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制度改革（方志权，2014#）、土地制度改革（肖卫东和梁春梅，2016#
）、户籍制度改革（王兆林等，

2011#）、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宋洪远，2016#）等。到了乡村振兴时期，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已经形

成并相对完善，需要改革的问题逐渐减少，因此，这一阶段关于农村改革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对原有制

度在新形势新变化下的调整，以及对过去重视不够的一些制度进行查漏补缺。前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是农业补贴制度改革（许庆等，2020#）。随着新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形势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

过去的农业补贴制度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后者具有代表性的是土地制度中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刘守

英和熊雪锋，2018#）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靳相木和王永梅，2024#）。随着农地制度的日

益完善、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土地制度改革的相关研究逐渐从过去更多关注农地

制度改革转向关注宅基地制度改革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

①
“改革”主题词的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官网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1中的图 2。

②
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内容中，年份后面标“#”的引用文献都来源于《中国农村经济》，是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和样本文

献来体现的，出于篇幅限制和减少自引等方面的考虑，没被列入文后参考文献列表。标“#”文献的详细信息见《中国

农村经济》官网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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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土地制度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而农村的改革始于土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独具特色的土地制度，

其发展规律和发展模式在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需要中国政府和学者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

完善。同时，农村土地的范畴广泛，既包括用于农业生产的农地，也包括具有居住功能的宅基地，还

包括用于非农产业发展的经营性建设用地。不同类型的土地适用不同的利用和管理方式，管理中面临

不同的现实问题，因而，农村土地问题十分复杂。并且，农村土地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

个影响深远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农村土地制度会成为《中国农

村经济》创刊 40年来被长期研究关注并持续引发新热点的重要主题。“土地制度”主题词的知识图

谱分析结果显示
①
，与农村土地制度这一主题词联系最紧密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形成本身就是以土地制度改革为基础和前提的。与农村土地制度关联密切的关键词还包

括土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劳动力转移、市场经济、产权制度、土地集体所有制、农业现代化等。

这些关键词体现了农村土地制度研究领域 40年来的重点和热点主题，也表明了与农村土地制度密切

相关的实践领域。

《中国农村经济》创刊 40年来，农村土地制度始终是重点研究主题。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农

村土地问题的研究从未停止，但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施，引起了对农村土地

制度问题的广泛讨论，讨论的重点集中于土地经营权的性质（丁关良，1999#）、土地使用权的落实（安

希伋，1988#
）、如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王小映，2003#

）等问题。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更好地

发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功能，在促进农业生产的同时保障农民的权益。此后，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

市不断转移，以及农业机械化所带来的农业规模经营需求的增长，土地流转问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在这些研究中，学术界通过讨论农户流转土地的意愿、价格（张照新，2002#；罗必良等，2012#）以及

土地重新配置后的经济效益（曲福田等，2001#）等问题，致力于解决农户流出土地的后顾之忧，并提

高流入地的经营效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是农村土地改革的另一

个重要节点。此后，大量学者将研究重心放到“三权分置”上，主要聚焦于“三权分置”的内涵、要

义和权利关系（肖卫东和梁春梅，2016#）等。在这一阶段，国家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土地出台了各具

针对性的政策分别加以调控和管理。在农地和农村宅基地方面，土地确权登记制度进一步明晰了土地

权利，提升了土地配置效率；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方面，强调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一体化，既提高了

农村土地的价值，也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这些政策出台前后，中国“三农”学者都开展了

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大量相关成果刊发在《中国农村经济》上。

（三）农民收入与反贫困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实现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始终是最大的短板。农民收入偏低、农村相对贫

困，不仅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难题，也是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因此，

促进农民增收、消除贫困，从始至终都是中国“三农”研究的重要主题。“收入”主题词的知识图谱

①
“土地制度”主题词的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官网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 1中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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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显示
①
，这一主题涉及的要素非常多元，包括劳动力转移、城镇化、消费、收入分配、收入

结构、剩余劳动力、劳动生产率等，甚至可以说，农业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与农民增收和反贫困的

主题相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收入问题涉及的内容很多，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政策调控，还是

微观层面的农户行为，都与农民收入这一“结果”变量高度相关。因此，党政机关、各级政策研究部

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对这一问题均高度重视，农民收入和反贫困问题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创刊 40

年来的重要主题之一。

从对收入问题的研究看，改革开放尤其是在实行农村市场化改革后，促进农民增收的途径很多，

因此，对农民收入的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各类研究主要围绕不同的增收途径展开。例如，有的

学者从受教育水平、技能水平等个人能力提升角度来研究（周逸先和崔玉平，2001#
），有的学者从兼

业化（向国成和韩绍凤，2005#）、劳动力外流（李谷成等，2018#）等就业结构角度来分析，有的学者

从农业技术进步（黄祖辉和钱峰燕，2003#）、农业结构调整（李国祥，2005#）等农业现代化的角度来

研究，还有学者从不平等的角度讨论农村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万广华等，2005#；杜志雄等，2010#）。

这些研究分析了影响农民收入的各种因素，并共同指向促进农民增收这一目标。

反贫困和促进农民增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国的反贫困研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改革开

放后，中国的反贫困工作大致经历了开发式扶贫、精准扶贫以及 2020年全面脱贫之后解决相对贫困

问题 3个阶段。在开发式扶贫阶段，研究的重点主要是贫困的认定标准（李小云等，2005#；王小林和

SabinaAlkire，2009#
）、金融信贷对减贫的作用（杜晓山，2004#）、扶贫战略（吴国宝，1996#）、扶

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李文和汪三贵，2004#）等。在精准扶贫阶段，反贫困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国家扶

贫政策的脱贫效果（黄志平，2018#）以及如何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檀学文，2018#）等问题。2020

年实现全面脱贫之后，相关研究重点则从绝对贫困转变为对相对贫困的关注，聚焦于多维相对贫困标

准的制定（王小林和冯贺霞，2020#）、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李莹等，2021#），以及如何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涂圣伟，2020#）。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

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规模巨大的由乡到城、由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人口迁移，这

种和平时期的人口大迁移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

中国乃至全世界学者的高度关注。“劳动力转移”主题词的知识图谱分析结果显示
②
，与劳动力转移

这一主题相关的关键词主要有农村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商品经济、乡镇企业、城镇化、兼业化、收

入、土地流转等。对涉及这些关键词的《中国农村经济》载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劳动力转移不仅

是人口问题和就业问题，还涉及农村要素的重新配置、农村产业发展等问题，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经

济社会发展也都有重大影响。

改革开放之后的劳动力迁移，大致能以 2012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两个阶段。2012年之前属于粗放

①
“收入”主题词的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官网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1中的图 4。

②
“劳动力转移”主题词的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官网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 1中的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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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城乡人口迁移阶段；2012年之后，在党的十八大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影响下，中国进入以人为本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阶段。在前一阶段，对农村劳动

力流动的限制逐步被取消，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经济发达地区谋生就业。这些相对低价格的劳动力要

素，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学术界普遍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既为农民增收提供

了途径，又对迁入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具体来说，在微观层

面，学者们主要关注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探索如何更好地促使劳动力外出务工（杜鹰，1997#；侯

风云，2004#
；高虹和陆铭，2010#）；在宏观层面，则更多关注劳动力流动对迁入地、迁出地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影响（赵树凯，1995#；李旻和赵连阁，2010#）。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相关研究的整体目标

是更好、更快地实现劳动力的城乡流动，促进城市化、工业化的更快发展。2012年之后，农村剩余劳

动力基本完成了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的潜力有限。同时，国家逐渐重视农民工在就业、

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与城市户籍人口的差距，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致力于提高农业

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在这一形势下，学术界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重点从关注劳动

力迁移的经济效应逐渐转移到如何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邹一南，2021#）、农业转移人口

福利水平（钱文荣和李宝值，2013#；尹志超等，2021#）等问题上。在这一阶段，劳动力转移如何促进

城市化、工业化发展不再是讨论的重点，相关研究更多地关注“人”的福利这个核心问题。此外，2020

年之后，受经济增速放缓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返乡创业就业，这同样是一

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黄祖辉等，2022#
）。

（五）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

国的头等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吃饭问题。改革开放后，

虽然重要农产品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但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重视程度从未下降。粮食安全这一经济社

会改革和发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始终是《中国农村经济》40年来载文的重点主题。“粮食安全”主

题词的知识图谱分析结果显示
①
，粮食安全问题与粮食流通体制、粮食价格、粮食供需、劳动力转移、

农业政策、粮食主产区等主题词高度相关。农业相对弱势的特征、粮食的基础和保障地位，使得种粮

很难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途径。如何平衡好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不仅是《中国农村经济》40年载文研究的重要主题，也是未来有待持续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难题。

中国的粮食流通制度和粮食安全政策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对应解决各个阶段不同的现实问题，

学术界对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的侧重点在各个阶段也相应不同。

第一阶段，1985－2003年。1985年起，中国开始逐步取消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政策，

不再强制性地以固定价格收购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一改革促进了农产品市场的形成与发

展，增加了农民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入的机会。面对新的粮食流通模式，学术界主要关注粮食补贴（李

成贵，2004#
）、价格机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柯炳生，1991#），并对中国未来粮食需求做出预测（马

①
“粮食安全”主题词的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官网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 1中的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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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河，1997#
），试图找到在新的粮食生产和流通模式下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平衡点。

第二阶段，2004－2014年。进入 21世纪，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占用了大量土地，中国用

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数量急剧下滑，粮食产量及粮食播种面积大幅下降，粮食供求矛盾异常尖锐。在这

一背景下，为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民增收，国家对粮食安全政策进行了新一轮调整，逐步

完善粮食生产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包括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等。在这一阶段，对农

业补贴政策和粮食价格的研究是重点。较多学者讨论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经济学逻辑（肖国安，2005#）

及其对农户种粮决策的影响（刘克春，2010#），以及包括气候、能源等在内的多重因素对粮食价格波

动的影响（石敏俊等，2009#；龙方等，2011#），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激发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由于加入WTO之后国际粮价对国内粮食价格具有重要影响，在这一阶段，对国际粮食

市场的研究也是一个重点（肖小勇等，2014#）。

第三阶段，2015年至今。在这一阶段，直接补贴带来的财政压力使国家开展了新一轮的政策改革，

包括建立和推行目标价格制度、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等。同时，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已大多转

向非农部门，农村面临严峻的“谁来种地”问题。在这一形势下，学术界把对粮食问题的研究重点转

向对粮食生产主体的研究上（钟甫宁等，2016#），主要探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企业、家庭农

场等的发展及其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钟真等，2021#）。此外，在宏观层面，由于中国农

产品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研究依然是一个重点（于晓华等，2017#；杜志

雄等，2021#）。随着对粮食安全认识的不断加深，粮食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三大主粮作物，学术界把

对粮食安全的研究视域扩展到林业、牧业、渔业等产业领域（韩立民等，2015#），大农业观、大食物

观、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等相关主题成为新的重点研究领域。

（六）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在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对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关注并非始终如一，而是随着发展

阶段的演进逐步得到重视。在以解决吃饭问题和农民增收问题为主的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农村生态环

境问题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这是由当时的发展阶段决定的。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持

续提高，国家和社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尤其是在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后，国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同时改

善农村生态环境，成为“三农”学者讨论的重要主题，也是《中国农村经济》载文的一个核心主题。

“可持续发展”主题词的知识图谱分析结果显示
①
，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词相关的关键词较多，且

分布比较均匀，没有特别突出的相关主题。重要关键词包括生态环境、生态经济、可持续农业、水资

源、乡镇企业、农业生态系统、畜牧业等。总体而言，对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研究内容大致包括生态

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减少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污染三个方面。

与国家对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一致，随着时间和发展阶段的演进，学术

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也呈现研究数量不断增多、研究层次不断深入、研究主题随实践发展不断演化的

①
“可持续发展”主题词的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官网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 1中的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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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对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2004年。在这一阶段，解决吃饭问题和改善农民生活是“三农”研究的重点，

但仍有一些学者超前地关注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并开始探讨如何实现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徐祥华

和杨贵娟，1999#
；刘国光，1999#

）、农村生态产业如何发展（李周，1998#）等问题。这一阶段对生

态问题的研究，还属于比较早期的初步探索，尚处于中国生态经济研究的萌芽阶段。

第二阶段，2005－2017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蓝图明确提出“村容整洁”的目标，将

对农村生态问题的重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阶段，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资源节约和环

境友好的政策措施，包括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推广有机肥和测土配方施肥、加强水资源管理等。相应

地，对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迅速升温。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农业的多

功能性，开始认识到农业除了提供食物和工业原材料这一基本功能外，还具有生态功能，这是对农业

功能性认识的一个飞跃（尹成杰，2007#）；二是强调生态功能的重要性，研究如何对生态价值进行补

偿（葛颜祥等，2009#；何可和张俊飚，2014#）。

第三阶段，2018年至今。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

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对农村生态环境提出了相较于“村容整洁”而言更高的要求。与之对应，

在这一阶段，国家不断加大对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农产品质量、

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保护农村生态环境。这一阶段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研究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采用

更加科学的方法，定量地分析农村生态问题，如对农业生态效率的测算和比较（王宝义和张卫国，2018#）；

二是探讨符合农村绿色发展目标的相关产业的发展，如乡村旅游业等（于法稳等，2020#）；三是重视

使用交叉学科方法，如研究耕地重金属污染的治理等问题（俞振宁等，2018#）。总体来看，对农业农

村绿色发展问题的研究在不断深化，这一问题未来仍将是“三农”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五、中国“三农”研究 40年演进的核心特征

列宁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

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
①
中国“三农”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革，这

一过程并非线性演进，而是呈现螺旋式上升特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指出：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②
从现实中寻找问题、从问题中创造理论、以创新理论推动

和指导实践进一步发展，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改革的重要力量。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螺旋

式上升是中国“三农”研究 40年演进的核心特征。过去 40年，“三农”理论研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

和发展，“三农”领域实践在理论发展推动下不断创新。

（一）政策导向推动理论阐释和学术研究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载体，是学术成果的重要发布平台，承担着传播知识、交流思想的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60页。

②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s://www.gov.cn/xinwen/2021-04/15/content_55997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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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更是推动理论阐释与理论创新进而促进实践发展的重要平台。包括《中国农村经济》在内的学

术期刊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为指导，积极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重大热点问

题，紧跟形势组织和编发理论阐释性稿件，及时准确宣传阐释党的科学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相关理

论阐释和学术研究在实践引导下得到快速发展。

例如，1985－2004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化、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的市场化改革、

城镇化的推进，学术界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也逐步深化。《中国农村经济》等学术期刊围绕相关主题有

一系列载文（徐更生，1987#
；马晓河等，1998#），对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自 1978年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逐步完善。学术界对此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例如，杜润生（1985）认为，发展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

制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意义重大；其他众多学者也开展了相关的理论探讨（张路雄，

1990#；詹武和耿亮，1991#；冯海发，1999#）。市场化改革向农村经济社会各领域拓展，取消统购统

销，农村市场体系逐步构建并日益完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迅速推进。随着实践的发展，学术界对

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张光远，1995#）、推动农村金融改革的意义（何广文，1999#；杜晓山，

2002#）、城镇化对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郭书田，1989#；王永作，1996#
；马晓河等，1998#）

等“三农”改革发展实践及时开展了深入研究。

又如，2005年 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积极推进城乡统筹

发展，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这引起了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在此后的 3年呈活跃之势。从中国知网的查询结果看，

篇名中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期刊论文数量在当年的 11－12月就有 125篇，在 2006年和 2007

年分别高达 3427篇和 2264篇。学术界不仅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新”在哪、如何开展等

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也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产业体系构建等具体领域开

展了较多研究，对全国和各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思路启示。

再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学术界加强了对乡村振兴、粮食安全、农村土地

制度、城乡融合发展、农民收入增长与减贫、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与数字乡村、共同富裕等

主题的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学术界对农业强国的内涵、特征、现实

基础、国际经验、推进策略、路径选择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知网篇名中含

“农业强国”的期刊论文就达 700多篇。对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重点任

务，如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大食物观、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学术界展开了深入研究。包括《中国农村经济》在内的众多学术期刊围绕

上述重要主题发表了诸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为相关实践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和有益智慧启迪。

（二）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发展

理论创新往往源自对现实世界中复杂且紧迫问题的深刻洞察与独到见解，能够为实践提供新颖视

角和高效解决方案。高质量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经由高质量学术期刊得以广泛传播并引起深入讨论，

能够推动学科领域理论的边界拓展与深度挖掘，进而推动相关实践发展。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MdENDFpkZq40TmmcuUgHRjwFjbgxHrkmkMQMxp4Tod8PuJ4wxPYIH4Ak3veLeA5bII28ss978AT3VYp_Cm8RSY56W7FOIUqGFm6j6eI1E2gsqvjyjfeHiNVAQe-OFsgP&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BkYFcxcfasCI9j77U9fh3nhSwt7jb2Td3WZfdXvF_MTC6-eSzVj_horCOvZXaHG_f7lF6QM_cfEGGcKInTlAkM_fYMbM01_gVjcAfRvhawif1hoLtpmbo6cHkyjopqWaI4DqhQiCD4LkOVyz7e0OPO-tW72ybDtBrscNDNcrSAsjuZRmFJO8MWrDeseUWqY8&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中国农村经济》创刊 40年载文研究

- 46 -

体现实践规律的研究成果、学者前瞻性的眼光和深刻的洞见，能够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

持，促进相关实践瓶颈的突破。学术期刊尤其是高质量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往往是经过学者

严谨论证、精心雕琢的智慧结晶。它们不仅包含基于大量一手数据的深入分析、对当前现状的全面描

述，还包括针对特定问题所提出的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这些思想智慧能够帮助决策者更

准确地把握问题实质，直接或间接影响实践中相关政策的决策过程。

以《中国农村经济》为例，“观照现实”是其办刊理念之一，“理论联系实际”是其一贯的优良

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在这方面的特色是：不仅重视研究的问题导向，瞄准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的

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使理论创新符合中国实际，也持续致力于做到所刊发的论文能为解决现实问

题提供新知识、新思路。20世纪 80年代，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深度参与了高层决策，其中的部

分骨干人员，如王贵宸、邓英淘、韩俊等，都曾在 1998年之前管理过《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因

而，注重论文的应用价值，注重总结和介绍改革与发展经验，注重关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实践中的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成为《中国农村经济》一以贯之的坚持。《中国农村经济》发表的大量研究成果，

有的形成咨政报告，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和依据，有的被转化体现为政策内容，在相关领域的

实践改革中得到应用。

（三）实践发展促进理论创新

2020年 8月 24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新时代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
①
。随着“三农”改革和发展实践

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农村经济领域的研究也逐步深化，“三农”改革和发展实践催生了一系列理论成

果，理论宝库不断丰富。以《中国农村经济》为代表的高质量期刊力求所刊发的研究成果在理论、思

想、观点等任一方面或多个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贡献，积极推动学术界结合中国改革和发展实践来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经济理论。

第一，“三农”改革和发展实践催生新的理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新篇章以来，

中国农村改革率先取得显著成就。其中，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创新推行的“大包干”模式，作为生产

责任制的一次成功实践，树立了典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实施，不仅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

革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具体国情下的创新性发展。1990年，邓小

平提出关于农业的“两个飞跃”思想，其中一个就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

制”
②
。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这一思想，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沈祖伦，1994#

；陈吉元

和韩俊，1994#；牛若峰，1997#），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理论界对农村改革的成效与问题进

行了深入分析，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探寻解决之道，不断深化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推动中国

特色“三农”理论得以创新发展。

①
参见《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s://www.gov.cn/xinwen/2020-08/24/content_55

37091.htm。
②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9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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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农”改革和发展实践推动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众多学者根据中国国情和社会经

济发展需求，对“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创新思考。实践中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促使研究者不断

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例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学术界更多关注农村生态建设、

乡村治理、农村文化传承与保护等研究领域和方向。以《中国农村经济》对农村生态建设的研究为例，

2018年至今已发表了这一主题的论文 20多篇。

第三，“三农”改革和发展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料和案例素材。例如，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农业科技创新、农村金融创新等领域中丰富的实践探索，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充分的一手资

料。通过观察和分析这些数据资料和案例素材，“三农”研究更深入地呈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

况，或者探索问题所在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或者探索相关成功实践背后的经验并进行理

论归纳。以《中国农村经济》为例，刊发的实践经验提炼和历史经验总结的文章总体上约占1/4。

第四，“三农”改革和发展实践验证和修正相关理论。基于相关理论应然逻辑和现实状况所推动

实施的政策，其实践信息反馈为检验理论的适用性和准确性提供了可能，并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完善。

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反思和改进的空间，推动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和完善。

例如，在农村金融改革方面，中国通过实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开展农村小额信贷实践、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推广农业保险制度、设立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逐步构建了多层次、

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小额信贷实践

既是对相关理论的验证，其成功经验也进一步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完善（杜晓山，2002#）；农业保险推

广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揭示了理论的局限性（易福金等，2022#）；随着金融科技在农村金融中的应

用，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金融风险成为新的研究课题，金融科技理论逐渐产生和发展（刘丹等，2023#）。

综上所述，理论与实践的螺旋式上升是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三农”事业迈向更高水平的根

本动力，以《中国农村经济》为代表的学术期刊在推动理论和方法创新、促进学术成果交流、提供政

策决策参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农村经济》创刊 40年来，一路见证和宣传“三农”改革

和发展成效，也持续推动理论创新进而促进相关实践发展。理论创新、政策导向与实践应用之间相互

促进，共同推动知识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繁荣。作为知识传播重要平台的学术期刊在其

中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权威性学术期刊，《中国农村经济》将继续积极发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学术成果，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螺旋式上升。

六、中国“三农”研究：重点展望与基本遵循

（一）中国“三农”研究重点展望

在新的历史时期，“三农”问题的现实及其内涵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大农业观”下，农业已不限

于传统的农业生产，而是扩展至“农业及相关产业”，涵盖农林牧渔业生产、加工、制造、流通、服务

等环节形成的全部经济活动，涉农新业态已向农产品加工业、农业服务业、营养与健康、生态文明、农

业文化等诸多领域延伸；农民也不再是农业户籍人口这样的范畴，从事农业新业态的人也是“农民”；

对农村区域的传统理解也已不再适应于现实，应有效拓展视域，在“城乡融合观”下研究和把握乡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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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发展（林万龙，2024）。因此，中国“三农”研究应跳出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传统理解，结合政

策导向和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注重扩展研究视域，在“大农业观”“城乡融合”的大视域下开展对“三

农”具体问题的研究。为推动学术界打破对“三农”的传统认知边界，在城乡融合发展等大视域下开展

研究，从 2023年开始，《中国农村经济》的选题领域进一步扩展，除主要发表经济学“三农”研究领

域优质成果外，还刊发经济学其他研究领域为实践发展和学科建设提供新知识的优秀成果。

根据前文对中国“三农”研究的总体发展脉络及其阶段性研究重点的分析，结合当前和未来一段

时间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具体目标、面临的难题和挑战以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涉农领域重

大改革举措等，本文认为，未来中国“三农”研究的重点领域主要有：

第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

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农业经营体系、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亟待进一步加强。

第二，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建设农业强国的时代课题。对此，历

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作出具体部署。相关改革和实践对加强这方面研究提出了迫切需求。农业农

村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产业发

展带农增收机制等方面的研究需进一步加强。

第三，土地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的基础性、根本性、全局性的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在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的各阶段都发挥着有力的推动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等，仍待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

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要求，耕地保护和建设、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盘活利用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和

改革实践有待进一步推进。

第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在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新阶段，促进产业

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构建更加和谐的城乡发展格局、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都是实践中的重点和焦点，这些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

第五，强农惠农富农支持与共同富裕。农业农村依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需坚持优先发

展。需要进一步就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加强农民工

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展开研究，尤其是要着力研究增强农村低收入群

体和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动力和能力问题。

第六，数字乡村与智慧农业。数字技术、数字革命和数字应用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变革性

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传统农业数字化的转型、数字素养提升、数字鸿沟弥合

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七，农村金融改革。在持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背景下，农村金融改革关

乎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准确把握农村金融各领域改革的规律，深入探讨其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积极探索农村金融领域如何做出适应性变革以有效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有待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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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生态保护。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四个方面协同推进，对生态环境

治理、环境信用监管、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等领域的改革提出了要求，对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等方面支持性保障提出了

需要。这些方面均有待强化相关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探索。

第九，农村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既需要加快经济层面的物

质财富创造，也需要加强乡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以及群众精神文明层面的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和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高水平乡村治理体系、推动保护传承和开发利

用的有机结合、促进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和城乡文化共生共融，

这些实践中亟待推进的重要问题，对深化相关理论研究提出了迫切需要。

（二）中国“三农”研究的基本遵循

结合《中国农村经济》来稿中的主要问题以及构建中国特色“三农”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

本文认为，中国“三农”研究的基本遵循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注重批判性借鉴西方理论。中国经济学研究经历了对西方理论的学习、以中国数据和事实

展开实证研究、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3个阶段。西方经济学理论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适应中国

发展实际的论断。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下和将来，西方理论不能拿来就用，要打破一

味模仿西方理论、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事实的怪圈，应该辩证审思和批判性借鉴西方理论。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推进中国的“三农”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实践关切，瞄准中国

“三农”改革发展实践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在深入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以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检验学术研究生命力的核心标准，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既

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新知识、新思路，又积极探索中国“三农”改革发展实践中的新规律。

第三，正确看待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研究某一具体问题时所用的工具，而非研究本身。就研究

方法的演变而言，中国“三农”研究的方法已经从以定性分析为主转向以定量分析为主。这一转变本

身无可置疑。问题在于，部分研究存在用模型代替研究问题本身、用数量分析代替经济社会关系分析

的现象。不进行实地调研，不了解现实问题，仅根据模型推演结果作出的判断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要

让方法“为我所用”，要根据问题的不同选择合适的方法。

第四，重视中国特色的“三农”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的国情、农情决定了西方理论无法

完全解释中国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特色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构建本土化理论，用中国的理论解释中国

的实践。不仅如此，还要以学术自主、学术自觉为指引，构建中国特色的“三农”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实现学术研究上的独立自主。中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三农”领

域的丰富实践为挖掘和提炼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土壤。在当下和未来，“三农”学者要

重视转变研究范式，不应基于西方理论来构建分析框架，进而来解释中国实践，而应以马克思主义理

论为指导，基于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中的诸多创造性实践、创新性经验和长期历史演进，探索实践

中的新规律，推进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还要积极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使中国

成为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贡献者，为世界学术研究提供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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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学术研究向前推进的过程，也是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过去 40年，《中国农村经济》刊发

了大量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既在理论层面加深了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也见证、推动

了“三农”研究的不断发展。未来，《中国农村经济》将继续以论文质量为选稿用稿的根本标准，持

续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重视研究的思想深度、理论厚度、实践温度和政策高

度，推动学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积极服务于中国经济学“三大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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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ublishedArticles inChinese Rural Economy in the Past 40Year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Academic ResearchAbout

Agriculture, RuralAreas and Farmers

Editorial Department ofChinese Rural Economy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Academyof Social Sciences）

Summary: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and conducting longitudinal research on articles in representative academic journals within a

discipline in the long term can objectively show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ofpublishedpapers, andpresent thedevelopment status and ideological contextof thediscipline as awhole.

This paper takes Chinese Rural Economy as an example. By analyzing the articles since its incep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basic situation, development context, key themes, and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tudies in the past 40 years, looks forward to the possible key area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tudies in the

future, and discuss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tudies.

This paper mainly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force on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China, 44 experts represented by Huang Zuhui, Ye Xingqing, and Zhong Funing constitute the core authors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 in the past 40 years, and the types of institutions where the authors worked changed from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to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n 1998. In the 1990s, the research methods changed

from qualitative thinking to quantitative research. After 2004, the support of relevant research projects for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tudi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National fund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and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re the main sources of research funds for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R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rural land system, farmer income and anti-poverty, rural labor transfer, food security, and agricultural and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are the key themes of China’s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tudies in the past 40 years. China’s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tudi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in practice, and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promoted by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 spiral ris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is the core feature of the evolution ofChina’s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tudie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research in key areas such as rural basic

management syste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land system reform, new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agriculture, benefiting farmers, and raising rural living standards and common prosperity, digital

countryside and smart agriculture, rural financial reform,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ystem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s

well as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China’s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critical reference to Western theories, adhere to the problem-oriented, correct view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tudiesw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Agriculture, RuralAreas and Farmers” Studies;Chinese Rural Economy;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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