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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部的十三五規劃構思簡介 

 

黃琮琪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教授) 編譯 

 

摘要 

中國農業部“十三五”農業農村經濟發展規劃編製領導小組於 2014年 7

月啟動“十三五”前期研究重大課題招標工作，從 193份申報材料中遴選確定

73位課題主持人。至 2014年底“十三五”規劃的基本思路應已形成。農業部 2015

年 2月指出，“十三五”農業農村經濟規劃要堅持五大導向：一是堅持戰略導

向，把中央對“三農”工作的重要戰略部署貫穿於規劃編製的全過程。二是堅持

目標導向，圍繞“穩糧增收、提質增效、質量安全、持續發展”的總目標。三是

堅持任務導向，作出科學合理的任務安排。四是堅持實用導向，謀劃解決一些

行業和領域長期存在的突出問題。五是堅持法治導向，提高依法辦事能力與強

化農業法制建設。 

中國十三五規劃過程以將近 1年半時間事先廣泛蒐集地方以及學界專家

意見，並分門別類由官方配合學者專家總其成，依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最高

目標，進而建置農業發展的規劃基本思路，再分工對外徵求各分項分類的研究

案研提與檢討，進而據以提出重點發展方向以及可行措施。此種規劃內容的統

合，除了促進既有問題的解決外，同時積極開發創新措施以尋求農業發展潛

力，其制定重大農業政策的民主流程，值得台灣農業從業與專業人員借鏡。 

 

關鍵詞：中國農業部、“十三五”農業農村經濟發展規劃、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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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背景 

中國即將迎來第十三個五年規劃時期，“十三五”規劃的編製工作已經進入準備

階段。“十三五”時期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這一時期，經濟發展

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動力轉向新的增長點，全面認識這一時期的發展階段特徵、國

際國內環境，分析“十三五”時期發展的主題與主線，把握這一時期發展目標的設計

原則，對於科學編製“十三五”規劃具有重要意義。同時，要著眼長遠，充分認識和

理解從現在到 2020年甚至到 2030年的發展趨勢，對於當前和今後的發展規劃制定具

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國於 2014年 4月中旬啟動了十三五規劃的編製工作，所規劃執行時程為 2016

年到 2020年，剛好是為了實踐十八大的 2020年願景的重要工程，故而對於習李體制

第一次的自主規劃中程政策顯得特別重要。國家發改委正在吸收相關部委、地方政府

以及一些專家學者的意見和建議，在此基礎上制定“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2016

年 3月將提交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十三五”規劃設定的總目標是，到 2020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設定的發展大方向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圍繞“使市場

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為集思廣益、凝聚共識、群策群力做好“十三五”農業農村經濟發展規劃編製工

作，增強規劃的科學性，提高規劃編製的透明度和社會參與度，農業部“十三五”農

業農村經濟發展規劃編製領導小組於 2014年 7月啟動了“十三五”前期研究重大課

題招標工作，近期通過嚴格評審，從 193份申報材料中遴選確定了 73位課題主持人。

中國經濟觀察報指出，2014年底“十三五”規劃的基本思路已經基本形成。中國第十三

個五年經濟發展規劃基本時程如表一所示，到 2014年底就已經應該完成起草十三五規

劃的《基本思路》，表一是其農業戰略思路的目前成果，供作對應參考。 

表一、中國十三五規劃起草大致時間表 

2014/4/17 
全國「十三五」規劃編製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在京召開，宣佈

啟動編製「十三五」規劃。 

2014/8底前 25個重大課題完成最終研究報告。 

2014年底前 完成起草十三五規劃的《基本思路》。 

2015年秋 中共中央全會提出關於「十三五」規劃的建議。 

2015年底前 出台「十三五」規劃綱要；爭取完成發展改革法的立法工作。 

2016/1左右 完成「十三五」規劃的文本起草，上報國務院。 

2016/3/1 提交全國兩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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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國證券網訊記者嚴洲於 2015年 2月 11日蒐集農部所發布「關於進一步調

整優化農業結構的指導意見」，確定主要農產品自給水平和產業發展優先順序，對新時

期調整優化農業結構進行系統部署。根據該《意見》，此次結構優化調整將聚焦四大方

向：一是更加突出發展理念創新，拓展農業發展的廣度深度；二是更加突出種養結合、

循環發展，調整優化種養結構、大力發展草牧業；三是更加突出一二三產業融合，發

展農業產業化，拓展農業多功能；四是更加突出可持續發展，建立與資源承載力相匹

配的產業結構。 

在所發布的 2015年中央一號文中提出，要“加快發展草牧業”“促進糧食、經濟作

物、飼草料三元種植結構協調發展”。對此，該《意見》也做出了以下部署：一是積極

推進飼用糧生產；二是拓展優質牧草發展空間；三是加快發展循環農業。為確保目標

任務順利實現，該《意見》從強化政策扶持、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強化科技創新驅動、

加快構建新型經營體系、加強組織領導等五個方面提出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其中，既

有現有政策的完善整合，還有新政策的探索和創設，比如“探索建立糧食生產功能區”、

“開展秸稈、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和農用殘膜回收區域性示範”、“探索開展糧豆輪作、

糧肥輪作、退耕種草補貼試點”等。 

另外，農業部 2015年 2月 10日還召開了“十三五”農業農村經濟發展規劃編製專

題部署會，安排“十三五”規劃編製工作。在會上，農業部副部長余欣榮指出，“十三五”

農業農村經濟規劃要堅持五大導向：一是堅持戰略導向，把中央對“三農”工作的重要

戰略部署貫穿於規劃編制的全過程。二是堅持目標導向，圍繞“穩糧增收、提質增效、

質量安全、持續發展”的總目標，科學設定各領域發展目標。三是堅持任務導向，抓住

各領域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重點環節，作出科學合理的任務安排。四是堅持實用導向，

謀劃一批務實管用的政策措施，解決一些行業和領域長期存在的突出問題。五是堅持

法治導向，提高依法辦事能力，強化農業法制建設。 

據了解，此前農業部已經按照中央要求，研究制定了“十三五”農業農村經濟發展

規劃計劃，包括 1個總體規劃、15個專項規劃、2個區域規劃、7個建設規劃。農牧

業及金融業業內人士認為，此次農業結構調整，強調草牧業發展得到突出，相關領域

的上市公司也有迎來發展機遇，尤其是上市的農牧業公司。 

貳、研究規劃專題與重大課題 

“十三五”規劃前期研究重大課題公開遴選入選單位與名單，由“十三五”現代農業

發展戰略與糧食安全戰略研究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朱曉峰教授主

持。 

中國農業部“十三五”農業農村經濟發展規劃編製前期研究重大課題申報指南如

下： 

專題一：“十三五”農業農村經濟發展面臨的形勢 

1.“十三五”農業農村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题。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從

產業內部、外部環境等視角進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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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三五”國際農業發展趨勢研究。分析國際農產品供求關係、科技發展、貿易和

支持政策變化特點與趨勢，存在的突出問題，以及對國內農業發展的影響，並提出

相應政策建議。 

專題二：推進中國特色新型農業現代化研究 

3.“十三五”現代農業發展階段判斷研究。把握中國現代農業發展特點與趨勢，對“十

三五”現代農業發展階段做出判斷，提出“十三五”現代農業發展的總體思路。 

4.“十三五”農業現代化發展目標研究。從重要農產品供給、農民增收、生態安全、

質量安全和統籌國內國際戰略佈局五個方面研究提出“十三五”農業現代化發展的總

體目標與具體指標，其中，具體指標需要給出量化測算。 

5.“十三五” 農業現代化發展重大政策創設研究。根據中國現代農業發展階段性判

斷、發展目標要求，聚焦重大核心問題，提出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

以及若干重大工程、重大政策。 

專題三：推進新形勢下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研究 

6.“十三五”穀物及口糧安全形勢研究。研究稻穀、小麥、玉米三大穀物生產和需求

形勢、自給率。 

7.“十三五”主產區資源環境承載力和增產潛力研究。基於中國 800個產糧大縣承載能

力的分析，做出增產潛力的分析判斷，揭示制約因素，提出保障措施和政策建議。 

8.農墾培育國際大糧商研究。基於國際國內糧食市場形勢，從完善產業鏈條、整合市

場資源、提升品牌影響力等視角進行分析研究，提出培育國際大糧商的政策建議。 

9.農業災害風險管理與糧食安全對策研究。建立農業災害損失的定量評估模型，分析

各類農業災害對糧食安全的影響，提出相應對策措施。 

10.食物結構調整與消費引導研究。從平衡膳食、營養干預等方面提出食物結構調整方

向，提出新形勢下中華飲食的對策建議。 

專題四：優化農業生產力布局研究 

11.農業生產力區域佈局研究。按照東北振興、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的國家

區域發展重大戰略，研究各區域水土資源及環境承載能力，產業集聚特點，並據此

提出產業佈局優化調整的重點與方向，包括糧棉油、肉蛋奶、飼草等主要農產品發

展優先序。 

12.農產品消費結構變化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及生產力佈局影響研究。預測“十三五”期

間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變化特徵與趨勢，分析其對農產品總量、品種結構、區域

生產、加工、流通等影響，進而提出農業產業佈局調整的政策建議。 

13.京津冀現代農業協同發展研究。緊緊圍繞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主線，把握區域發展

規律和特點，研究京津冀地區區域農業定位，深入分析制約京津冀地區現代農業協

同發展的關鍵問題，提出促進京津冀現代農業協同發展的產業佈局、實現路徑及差

別化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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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五：改善農業基礎設施條件研究 

14.“十三五”跨區域、跨行業、跨流域重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創設研究。根據中國

國家投資體制改革的總體要求，在深入分析研究區域性、行業性、流域性農業基礎

設施建設重大問題的基礎上，研究提出屬於中央事權和財權範圍內的重大投資工

程、優先序及政策建議。 

15.深化中央農業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研究。按照中國國家轉變政府管理方式的要求，以

提高國家農業投資績效為目標，在深入分析中央農業投資管理體制存在問題的基礎

上，釐清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綜合部門與行業部門等之間的事權及支出責任，

研究提出農業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的政策建議。 

16.調動民間資本、金融資本等參與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機制研究。按照使市場在

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要求，分析當前制約民間資本、金融資本等參與農業農

村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因素，研究民間資本和金融資本參與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

的主要領域和進入方式，提出吸引其參與建設的政策建議。 

專題六：強化農業科技創新與人才培養研究 

17.“十三五”農業科技發展重大問題、關鍵技術研發平台和協同創新機制研究。根據“十

三五”國內外基礎性、前沿性、公益性重大科技發展趨勢，研究分析中國農業科技

跨越式發展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需要構建的關鍵技術研發平台及協同創新機制，

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18.加快發展現代種業研究。按照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農作物種業體系的要求，

研究制約現代農作物種業競爭力提高的突出問題，在加快良種培育、增強企業科技

創新能力、營造種業良好市場環境等方面，提出加快種業體制改革的政策建議。 

19.農作物和畜禽水產種質資源保護與利用研究。根據當前中國農作物和畜禽水產種質

資源保護與利用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在藉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研究提出相關政策

建議。 

20.農業機械化關鍵技術攻關體制機制創新研究。針對不同地區農業機械化水平、農業

生產模式和區域特點，深入分析當前區域性亟需突破的關鍵技術，在研究制約關鍵

技術突破體制性障礙的基礎上，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21.農業全程信息化建設研究。基於大數據發展和應用趨勢，圍繞提升農業全產業鏈信

息化水平，提高農業物聯網和精準裝備等在農業產前、產中、產後各環節的應用水

平，研究提出創新農業綜合信息服務機制與模式的政策建議。 

22.農業高層次創新人才隊伍建設研究。研究當前中國農業對高層次創新人才的需求，

重點分析影響人才創新積極性的主要因素及體制性障礙，在激勵機制、培養機制、

績效考核機制等方面，提出培育我國農業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的政策建議。 

專題七：提升農產品加工、流通和質量安全水平研究 

23.“十三五”農產品加工業佈局、發展重點和技術攻關方向研究。根據“十三五”中國農

產品加工業的發展趨勢，圍繞提升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水平和競爭力，深入研究農產

品加工業佈局、發展重點和技術攻關方向，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6 

24.現代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研究。根據“十三五”中國農產品流通發展趨勢，尤其是電

子商務等新型業態的發展趨勢，圍繞提升農產品流通效率，提出完善產地批發市場

體系，強化冷鏈物流建設，引導新型流通業態發展等方面的政策建議。 

25.基於政府、市場與社會整合的新型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體系研究。圍繞提高農產品

質量安全管理效率，重點研究政府、市場、社會在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體系中的職

責、功能和作用，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26.農產品品牌化研究。基於當前中國農產品品牌培育存在的突出問題，借鑒國際經

驗，圍繞發揮我國農產品傳統品牌優勢、培育具有國際影響力知名品牌等方面提出

相關政策建議。 

專題八：農業對外開放重大問題研究 

27.區域性農業政策貿易研究。重點研究“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東盟國家、拉美國家農產品貿易比較優勢，分析中國未來農產品貿易的

優勢產品、重點領域、合作方式及其對中國農業發展的潛在影響，提出相關政策建

議。 

28.構建農業產業安全保障機制和重要農產品貿易損害補償機制研究。分析“十三五”期

間，中國農業產業安全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重點分析進口對中國農業產業安全可

能造成的衝擊，借鑒國際經驗，提出構建農業產業安全保障機制和重要農產品貿易

損害補償機制的政策建議 

29.重要農產品貿易風險挑戰與戰略選擇研究。重點分析“十三五”期間中國農產品進出

口面臨的市場風險、政策風險等各類風險挑戰，及其對國內農業發展、農民收入等

方面的影響，提出具體的戰略選擇和相關政策建議。 

30.農業國際投資政策和談判技術研究。深入分析農業國際投資政策走向，結合國內農

業投資體制改革及農業發展趨勢，研究中國參與國際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資本市場

運作等方面的潛力和發展方向，提出中國農業國際投資的戰略選擇和談判的技術路

線。 

專題九：完善農業支持保護體系研究 

31.基於國際農業補貼發展動態的我國農業補貼制度改革方向研究。在深入分析美國、

歐盟、日本、印度等農業補貼政策發展方向的基礎上，結合中國農業補貼發展實踐

及面臨的限制，提出中國農業補貼政策改革方向及相關政策建議。 

32.全面反映糧食生產經濟、社會、生態價值的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研究。針對當前糧

食主產區糧食生產和經濟效益的矛盾，綜合分析糧食的經濟、社會、生態價值，研

究利益補償機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33.加強農村金融保險支持研究。分析當前農村金融保險與現代農業發展不適應的突出

問題，借鑒國際經驗，結合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金融工具與服務創新等趨勢，

在提煉總結國內各地成功實踐的基礎上，提出更好發揮農村金融保險支撐作用的政

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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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研究。根據當前中國農產品價格形成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

題，研究全面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生態服務功能、要素真實價值、產品供求關係的

價格形成機制，提出完善資源、要素和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的政策建議。 

35.目標價格政策研究。按照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及重要農產品有

效供給的總體要求，在借鑒國際經驗和總結國內試點經驗的基礎上，研究提出推動

最低收購價、臨時收儲和農業補貼政策逐步向農產品目標價格制度轉變的政策建

議。 

專題十：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有關問題研究 

36.基於“四化”同步視角的農業現代化發展監測評價指數研究。按照“四化”同步推進的

總體要求，借鑒國際現代農業發展評價的經驗，定量分析農業現代化與其它“三化”

的差距，研究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可操作性強的農業現代化發展監測評價指標。 

37.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深入研究當前城鄉要素平等交

換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深層次原因，在此基礎上，圍繞建

立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提出維護農民權益、統籌城鄉基礎設

施建設、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策建議。 

專題十一：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研究 

38.區域農業生態保護與治理重點及對策研究。深入分析當前區域農業生態環境變化及

面臨的突出問題，研究區域農業生態保護與治理的技術路線和實現途徑，提出有關

政策建議。 

39.農業清潔生產技術及環境污染防治模式研究。針對當前農業環境污染的嚴峻形勢，

立足區域和產業研究提出農業環境污染防治的技術手段、治理模式和保障機制。 

40.農業投入品減量增效問題研究。在深入分析中國農業投入品使用效率的基礎上，結

合保障中國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目標，立足不同區域和產業，研究提

出投入品減量增效的技術方向、生產模式及政策建議。 

41.高產高效生態友好型農業發展方向研究。結合中國國情農情，在全面分析“十三五”

期間現代農業發展趨勢的基礎上，圍繞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市場競爭力和可持

續發展能力，提出促進建設經濟高效、生態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現代農業的

政策建議。 

42.種養一體化循環農業模式研究。分析中國種養一體化發展趨勢和模式，深入研究當

前及未來存在的突出問題和限制因素，結合國內外農業種養一體化的成功經驗，提

出有效促進中國農業種養一體化發展的政策建議。 

專題十二：發展節水農業研究 

43.農業用水紅線研究。在深入分析不同區域水資源狀況和承載力的前提下，研究提出

貫徹新形勢下國家糧食安全戰略，保障穀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農業用水紅

線及有關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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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節水農業重大技術研究。在深入總結全國各地農藝節水措施效果的基礎上，結合區

域水資源狀況和存在的突出問題，研究提出“十三五”期間節水農業發展方向和技術

路線、重大工程及有關政策建議。 

專題十三：構建農民增收長效機制研究 

45.農民收入增長趨勢與構建農民增收長效機制研究。深入分析“十三五”期間農民持續

增收的制約因素，定量預測農民收入各來源的增長趨勢，研究實現收入倍增的有效

途徑，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46.糧食主產區農民增收重大政策研究。在深入分析當前糧食主產區農民增收現狀和制

約因素的基礎上，研究不同糧食生產主體收入增加的有效途徑，並提出有關政策建

議。 

47.不同區域農民收入差距分析及對策研究。分析不同區域農民收入差距的現狀，研究

主要影響因素，提出縮小區域農民收入差距的有關政策建議。 

專題十四：深化農業農村改革重大問題研究 

48.穩定完善農村土地承包關係，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研究。緊緊圍繞穩定和完善農村土

地承包關係並保持長久不變這一主線，在總結各地實踐經驗和成功模式的基礎上，

分析制約農民土地權益有效實現的突出問題和體制機制障礙，研究提出豐富農民土

地承包經營權能的政策建議。 

49.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研究。根據“十三五”現代農業發展需求，結

合不同區域、不同產業發展特點，研究提出與其相適應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運行

模式及政策建議。 

50.構建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研究。按照現代農業發展要求，在深入研究不同類型

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需求和供給特性的基礎上，科學劃分公益性、準公益性和經營性

農業社會化服務，研究如何調動不同主體參與農業社會化服務供給的有效途徑、體

制機制及保障措施，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2015年 2月，為深入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

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文件精神，農業部印發《關於紮實做好 2015年農業農村經濟工作

的意見》，全面部署 2015年農業農村經濟重點工作。該《意見》提出，今年要重點抓

好六個方面工作。一是毫不放鬆抓好糧食生產，穩步推進農業結構調整。要穩定發展

糧食生產，優化調整種植結構，大力發展草食畜牧業，積極發展現代漁業。二是提高

農產品質量安全和農業科技運用水平，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要推進農業標準化生

產，開展農產品質量安全縣創建活動，統籌抓好動物疫病防控和畜禽屠宰監管；堅持

不懈強化農業科技創新與推廣，加快發展現代種業和農業信息化，加強農機作業薄弱

環節與後續服務。三是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和資源環境保護，推進農業可持續

發展。要推動劃定永久基本農田，組織實施好重大工程項目，強化農業資源養護，打

好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攻堅戰，強化農業安全生產和應急處置。四是大力拓寬農民增收

渠道，促進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要統籌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休閒農業和農產品電

子商務，優化農產品市場調控，不斷提高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五是完善強農惠農政

策，加強農業法治建設。要完善改革農業補貼政策，鼓勵利用財政資金撬動金融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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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農，推動完善農業法律法規，深化農業行政執法體制改革，不斷提高農業依法行政

水平。六是紮實推進農村改革，激發農業農村發展活力。要引導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

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繼續擴大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試點，大力培育新型農業

經營主體，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不斷加強農村改革試驗區和國家現代農

業示範區建設，深入推進農墾改革發展，加快推進農業對外合作。 

參、目前進度 

2015年 5月初，“十三五”農業農村經濟發展規劃前期研究 50個重大課題 70餘

個課題組的研究成果已全部完成初評。5 月 7 日至 8 日，“十三五”農業農村經濟發

展規劃前期重大課題最後兩批成果匯報會在京召開，中國人民大學、華中農業大學、

南京農業大學、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食物營養與發展研究所、

規劃設計研究院等單位 25個課題組參加，匯報了農業產業結構和生產力佈局、糧食主

產區資源環境與增產潛力、現代農業關鍵技術環節、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農民收入

區域差距與增收長效機制等重大問題研究成果。課題初評中聘請了中國農業科學院農

經所、農業部財會中心、農研中心等單位專家進行當場點評，對每個課題的研究框架、

方法、結論、政策建議及適用性等進行了詳細分析，並提出了進一步修改意見。 

2015 年 5 月 15 日，農業部部長韓長賦主持召開“十三五”現代農業發展規劃編

製高層專家座談會，邀請來自國務院參事室、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等單位的專家，

分析未來五年中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面臨的形勢與任務，聽取對全國現代農業發展規

劃編製的意見建議。會議中，大家一致認為，“十三五”是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實

現“四化”同步的關鍵期。中國現代農業發展有著堅實基礎，但也面臨著巨大挑戰，

必須堅定不移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堅定不移鞏固和強化農業基礎地位，加強頂層設計，

統籌謀劃、改革創新、強化支持，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發展加快轉型升級。 

2015 年度 7 月底「北戴河會議」(為中共黨內高層秘密會議，又稱夏季峰會)已進

入籌備階段，今年會議預計將聚焦在下一個 5年規劃，以提前部署中長期的中國經濟

發展大計，並拍板 2016年至 2020年的「十三五」規劃。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

院長遲福林指出，「十三五」規劃整體而言為三個方面：工業轉型、城鎮化轉型、消費

結構轉型。城鎮化轉型即為農民工市民化，以新興城鎮拉抬消費投資，還有推動城鄉

一體化。預計「十三五」結束時，中國的城鎮人口將從目前的 36％，增加到 60％。消

費結構轉型方面，農村居民的消費將從生活必需品，變成工業性商品。 

肆、對我國的啟示 

中國國家發展主要學者們提出，從現在起至 2030年對中國來說，仍然是可以大有

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中國將從全面小康社會走向全民共同富裕社會，從中上等收

入水平邁向高收入水平，從高人類發展水平邁向極高人類發展水平。這也是實現現代

化建設戰略目標必經的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也是中國全面現代化建設、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創新的關鍵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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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共同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先富論”階

段（1978-2001年），以鄧小平同志在 1978年 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提出“先富

論”為標志，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現代化“兩步走”為核心目標，

並如期實現了這一目標。二是轉向“共富論”階段（2002-2020年），或向共同富裕方

向的過渡階段，以江澤民同志提出 2020 年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為標

志，逐步消滅貧窮，達到共同富裕，到 2020年將全面實現這一目標。三是全面邁向共

同富裕階段（2020-2030年期間），即“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階段，與胡錦

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所提這是中國道路的本質一致，將

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最重要的發展主題、最核心的發展目標和最大的發展任

務。 

中國十三五規劃過程以將近 1年半時間事先廣泛蒐集地方以及學界專家意見，並

分門別類由官方配合學者專家總其成，依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最高目標，進而建置

農業發展的規劃基本思路，再分工對外徵求各分項分類的研究案研提與檢討，進而據

以提出重點發展方向以及可行措施。此種規劃內容的統合，除了促進既有問題的解決

外，同時積極開發創新措施以尋求農業發展潛力，其制定重大農業政策的民主流程，

值得台灣農業從業與專業人員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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