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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构想”，该构想旨
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分阶段缩
小城乡差距，缓解社会矛盾。这标
志着第一轮“新农村建设”兴起；

“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强调推
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产业均衡
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这标志着第
二轮“新农村建设”兴起；

20世纪70年代末，“造村运动”
诞生。在众多“造村运动”中，“ 一
村一品”运动最具影响力。这标志
着第三轮“新农村建设”兴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姚义清
在《国内外乡村生态振兴的典型经
验及政策研究》一书中总结出，日本
的乡村建设可分为以上三个阶段。
经过不同时期人们的不懈努力，现
如今的日本乡村生态环境已发生了
很大改观。

他表示，日本乡村振兴的最终
目标是建立起一个舒适、洁净、缓慢
的生态社区，使人们不用留在大城
市就能享受到舒适的高品质生活，
使那些忙忙碌碌的人们有一个可以
随时放松与留恋的“世外桃源”。

在乡村中播下立法的“种子”

“立法先行是日本乡村振兴中最
具特色的一点。日本的诸多法律是在
对生态农业的多重价值进行综合考量
的基础上建立的，为生态农业发展提
供了科学明确的依据。”姚义清说。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
高速发展，城乡收入加剧，乡村人口
大幅下降，乡村地区环境污染严
重。《农业基本法》应运而生。该法
被日本农业界视为“农业宪法”。

《农业基本法》的制定是为了提
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准，最终实现农
业劳动者与其他产业劳动者的工资
水平基本均衡。该法在实施近40年
后，虽然收入均衡的目标基本得以实
现，但是日本农业发展的现实与自立
农业的设想之间却相距甚远。

鉴于此，日本政府于1999年废
止了《农业基本法》，并出台施行了
《新基本法》。“新法”以国民生活的
稳定提高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
目标，在确保粮食稳定供给、农业可
持续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都做出
了明确要求，进一步促进农户增收、
农业增效和乡村产业兴旺，实现乡
村地区的活性化发展。

法律的建设过程是体现社会变
革、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最明显的特
征，一部法律的通过能体现出当时
社会发展的急切需要。就像2010
年，日本通过了《六次产业化、地产
地消法》，该法律倡导生产、加工、销
售、服务的全产业链式发展模式，激
发乡村地区经济活力。

再比如，为适应有机农业发展，
2014年，日本出台了《关于推进有
机农业发展的基本方针》，并明确提
出，所有的都道府县和50%的市町
村都要制订有机农业推进计划，要
实现50%以上的消费者都了解有机
农业。

姚义清表示，日本乡村振兴相关
立法均能做到坚持以农业农村为中
心和代表农户的利益，内容丰富、覆
盖全面，并根据社会的发展状况不断
调整和完善，保证相关法案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逐渐形成了完善的乡村法
律体系，为日本乡村的可持续健康发
展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制度改革激发创新动能

位于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既
是日本最大的粮仓之一，同时还是
旅游胜地。其生态环境并没有因经
济的快速发展而被破坏，反而绿植
面积、空气、水质都保持着十分良好
的状态。

这是因其在保护土地资源和保
证粮食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吸收培
养人才，建设改进生产生活设施装
备，合理分配利用土地和水资源，进
而营造出具有多样性生物同人类共
生的乡村环境，促进地域资源循环
和再生，建设一个使居民感到温润
雅静的美丽乡村。

“北海道的新乡村建设包含了
谁领导、如何做、做的怎么样等各个
方面，开发建设都有较为完备的法
律制度体系。这也是其农业和农村
建设最为成功的原因。”姚义清说。

日本在不同时期针对乡村振兴
形成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制度，这
些制度涵盖了国家机构改革、农业
技术人才培养、乡村环境治理等多
个方面。姚义清表示，制度的变革
与创新无不帮助着日本乡村的建设
与发展，其为乡村生态振兴打下了
坚实的制度基础。

随着乡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日本面临着农业人口老龄化、弃耕
土地增多、乡村地区经济活力不足
等问题。这时，日本不仅设立专业
的培训学校，开设农业、畜业、园艺
等课程，也兴起了国外留学制度，培
养能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化市场的
高素质农民。

此外，在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
方面，日本部分地区采取环境直接
补贴精准支持绿色农业。到2014
年底，日本从事环保型农业生产经
营的农户达到了48. 9%，有效促进
了绿色农业的发展，从源头减少了
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范围。

2013年，日本政府又设立了
“山村发展支持制度”，对促进特色
农产品销售及相关调研、人才培训
活动的地方政府或企业给予每年1
千万日元的资金支持。该制度融合
了财政投入、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
是典型的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制度
化案例。

姚义清说，日本的乡村生态振
兴发展是从解决乡村发展落后问
题，逐渐发展到对乡村地区环境问
题的关注。通过对职业农民的培
养，解决了乡村地区生产活力不足
的问题，后又对乡村的设施改造设
立补贴制度等，都是在保护日本广
大乡村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改善农民
的生活环境。

“三阶段”赋予乡村新活力

在《国内外乡村生态振兴的典
型经验及政策研究》一书中，姚义清
表述：日本乡村生态振兴政策的发

展经历了农业基本法颁布和乡村工
业化，一村一品与第六次产业，新农
业基本法三个阶段。

从1961年《农业基本法》颁布
开始，日本就在寻求城乡社会的均
衡发展。这一阶段，日本乡村振兴
政策以“乡村工业化”为主。但此阶
段与工业化相伴生的环境问题显现
出来，乡村发展面临着巨大困境。

于是，20 世纪 60、70 年代开
始，日本就实施了垃圾管理政策，并
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农业协同组合协
会，把生产、物资供应、流通和市场
等领域建立起联系。“到目前为止，
日本已形成了源头分类、焚烧为主、
终端填埋的垃圾处理方式，实现了
资源的循环利用，循环占比达
20%。”姚义清说。

经过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日本
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又面临着新的问
题：乡村人口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
动，农业生产面临危机，乡村社会出
现了衰败迹象。这些问题推动了日
本乡村振兴政策的转变。

这一时期，日本开始由外部促
进发展转变为乡村内部产业振兴，
集中表现在一村一品政策和乡村过
疏化对策等方面。“一村一品”强调

“农工并举”，注重乡村活力的保持；
乡村过疏化则是政府在产业振兴、
观光开发、生活环境、高龄者福利、
医疗事业、教育振兴、地域文化振兴
等方面进行干预，最大限度地维持
过疏化地域社会的常态运行。

被称为“日本传统风味十足的
美丽乡村”的日本岐阜县白川乡合
掌村，就把旅游业和农业平衡发展，
收获到了显著效果。当地村民在建
设乡村过程中，让山村的自然景观
保持原状、不得随意改动。并从本
地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让游客
体验游玩。同时，建有配套的商业
街、博物馆等，现代与民俗融合，给
游客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

“在乡村振兴运动中，日本始
终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极重要的
一方面。并以其完备的法律体系、
坚实的制度基础、因地制宜的灵活
政策，一步步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目
标，让生态建设与乡村发展相辅相
成。”姚义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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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乡村成为宜居宜业生态区
——以日本为例，解析乡村生态振兴典型经验与做法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张婉 谷幸

日本随处可见的垃圾桶日本随处可见的垃圾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