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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村振兴的经验与 
对我国的启示 

内容摘要：本文系统介绍了日本推进农村振兴政策的由来，阐

述了日本实施农村振兴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成效，分析了日本实

施农村振兴政策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借鉴日本农村振兴经验，

提出了我国振兴乡村战略的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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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中国农业

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在推进农村振

兴方面制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并取得显著成效。本文就

日本农村振兴的由来及做法进行系统分析，旨在为我国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提供借鉴。 

一、日本农村振兴政策的由来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农村劳动力不断

向城市流动，许多农村出现了衰落，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高龄

化与兼业化现象严重、村落数量不断减少、农村经济几近停滞、

农业后继者匮乏等问题。土地抛荒、半抛荒现象较为普遍，城乡

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些变化和差距都对完善农业农村发展制度提

出了新的要求。为解决这些难题，日本开展了农村振兴运动。 

1961 年，日本颁布了《农业基本法》，把缩减工农之间收入

差距作为基本法的目标之一。1967 年，日本农林水产省提出了《结

构政策的基本方针》。具体措施有：①促进农地流转；②完善融资

制度；③发展农户协作经营；④推动土地改良和开发；⑤完善养

老金制度；⑥推进经营技术普及和指导，促进农业机械化进程；

⑦采取为推动结构政策实施的其他必要措施（例如划分农业用地

区域）。1968~1970 年，日本先后制定了《农振法》《农地法》《农

协法》及《农业人养老金基金法》。这些制度在改善农业结构、增

强农村活力等方面提供了有力保障。20 世纪 70 年代末，日本政

府又发起造村运动，以振兴产业为手段，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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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逐渐衰败的农村。  

1980 年，日本把《农振法》中的“增进农用地利用”部分抽

离出来，制定了《增进农用地利用法》。一是将全国土地都作为农

地利用增进区域。二是通过农地权利人的团体活动，促进农用地

有效利用，促进农业生产承包等。三是把范围扩展到包括开发用

地、混木林地以及设施用地在内的所有权转移。 

二、日本农村振兴政策的做法及成效 

（一）主要做法 

日本农村振兴的做法包含三个核心战略群：以农产品为核心

的战略群、地域资源活用战略群和以新技术为核心的战略群。  

1.以农产品为核心的战略群 

（1）农产品生产销售战略。大力培育品牌农业，建立健全农

业品牌规划，鼓励各类农业经济组织与超市及餐饮企业对接，降

低流通成本并提升农产品质量。例如，与高级农产品经营商联合

建立农产品品牌，注册商标，实现农产品的生产、包装、销售一

体化，特别是对实行绿色种植的区域实施地区品牌策略。同时，

加大媒体宣传力度，提升农业行业形象。 

（2）农产品加工战略。对优质原材料进行更精细的加工，与

食品企业联合开发新产品并积极探索农产品的更多用途。与当地

大型生产加工企业开展契约化种植并不断研发改进加工技术，做

到省时、省料、充分利用。 

（3）农产品出口战略。以出口为目标，完善农产品流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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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品牌培育，优化生产、加工、流通体系，做到有战略、有计

划出口。日本农业企业积极参加国际农产品展会，设立店铺，聘

用专人管理，并收集分析数据，及时调整战略。同时，日本农产

品企业积极学习出口国的检验检疫标准，迅速应对政策调整，并

注重对本国商标及专利的严格保护。 

2.地域资源活用战略群 

（1）城乡交流战略。积极开展城市与农村的交流对话，推进

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等主体的积极参与。由于日本学校有毕业旅行

的传统，政府积极推广农家体验项目，鼓励学生吃住在农家，体

验播种、浇灌、收割、放牧、乳制品的收集制作等农产活动。企

事业单位也定期到农家吃住学习，在体验的同时促进了农村经济

发展。此外，政府积极建设公益性、营利性的市民农园，让都市

百姓亲近农业、了解农业、心系农业，亲身参与到农业生产队伍

中，加强农民与市民的交流。 

（2）农业旅游战略。政府鼓励将农村的农业景观、历史遗迹

等作为观光资源，与当地旅行社及其他社会组织联合建立一种成

熟的商业模式。组织专家学者对特色的农业景观与现象进行环境

评价，制定观光主题，形成地域的标志化、品牌化。在不破坏生

态、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调整，以适

应旅游观光需求。利用农业资源的保健效果创造新型概念，吸引

都市游客到农村放松身心。 

（3）生物资源战略。积极推进国产生物燃料的生产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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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食品废弃物、家畜排泄物等作为一种生物能源再利用，形成资

源循环型农业产地。合理利用生物资源，如推进耕畜结合，有效

利用家畜排泄物，降低生产成本。将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及

不符合标准的农产品作为燃料再利用，对水产生物资源高附加值

化利用，如做成高级天然调味料等。 

3.新技术战略群 

（1）技术革新战略。推广农业信息技术，鼓励农业知识产权

的创造与灵活使用，开发与宣传实用型功能性农产品。对极富特

色的地区进行特色推广宣传，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设立专项基

金，构建网络框架，详细介绍区域及产品的功能、服务信息，并

确保信息广泛精准传播。 

（2）企业合作战略。积极吸引能将农产品多元化利用的企业，

开展深度合作，实现资源最大限度合理使用，形成一条稳固的产

业链。将食品产业进行细分，稳固扩张成熟的产业，整合开发薄

弱及新型产业，吸引中小企业及创业型企业参与。加大政府扶持

力度，设立公共资金，改善基础设施，并建立企业共同利用设施，

导入革新技术，确保产业活力。对“地产地消”进行小规模定点

试验，观测数据，建立成熟稳健的“地产地消”模式。 

（3）地域带头人培养战略。积极开展对农民的技术培训，聘

请有经验的企业员工、研究人员等对农村生产经营进行指导。注

重对农村产业带头人及农业接班人的培养，邀请非政府组织人员

及其他业界的高级人才互相监督，制定更全面合理的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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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效果 

日本农村振兴的核心是将各项工作进行细分与整合，确保所

有环节得到落实。民众、政府、企业各主体共同协作，缺一不可。

高附加值与成本控制相结合，设施建设与人才培养政策共同完善，

质量与效率共同提高，国内国外市场并重，注重建立品牌并将品

牌差异化，树立农村新形象，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使农业、农

村与城市形成良好对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农村的活力。 

日本的农村振兴，使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消除了城

乡差别。由于日本政府注重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因此在生产与

生活等基础设施方面，农村与城市没有差别。二是增加了农民收

入。从 2002 年起，日本农户年收入已经超过城市家庭，户均年收

入为 550 万日元，相当于 33 万元人民币，其中非农收入在农户收

入中的占比高达 86%。三是开拓了农村市场。日本经济发展动力

主要来自内需，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民富裕带动了农村强大

的购买力，刺激了农村多元化消费。 

（三）存在的问题 

虽然日本农村振兴取得巨大成就，但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

在日本人口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农业从业人口减少和农村老龄

化问题依然突出（2017 年日本农民平均年龄为 70.1 岁），粮食自

给率也并未提高（2016 年日本粮食自给率为 38%）。尽管农村与

城市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已经没有明显差别，地方产业的振兴仍

挡不住人口外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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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正在继续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新型职

业农民和培养农业接班人，积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国外游客到

日本乡村旅游（乡村国际化）。 

三、日本农村振兴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乡村振兴战略全方位涵盖了农业发展、农村治理和农民生活，

是一项长期任务。借鉴日本农村振兴经验，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助推农业现代化发展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偏远农

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农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运行管护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

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

务体系建设。此外，要充分调动村民参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积

极性，促使农村居民对本地资源再认识并培养地区建设意识，激

发其建设家园的热情，使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  

（二）扶持新型职业农民，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扶持新型职业农民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要充分

利用各种现代教育手段，对农民开展有针对性的生产技术和职业

技能培训，努力提高新型农民的科技致富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

自主发展能力，确保新型务农人员收入。 

（三）培育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通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化新型经营主体在农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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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突出地位，加大对现有优势区域品牌农产品的支持力度，

发挥好协会、企业、合作社和一般农户等各类主体在农业品牌建

设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建立品牌产业链多元利益联结机制。推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在产地、留给

农民。 

（四）培养新型乡村治理人才，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和维护农民群众民主权利，调动农民参与

村民自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挖掘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

村民个人以及各种民间组织的治理潜能，做到还权于民，培育和

保护乡村社会的自治能力，进一步推动村务公开，提高村民自治

水平。 

（五）鼓励创业创新，发展休闲农业 

积极引进第三方服务机构进入乡村，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全

面的创业培训、技术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全面提高农民

就业创业能力和职业素质。同时，加大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的

政策扶持力度。鼓励返乡下乡人员依法以入股、合作、租赁等形

式开展乡村旅游的创业创新。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贾  磊   张莉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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