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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其中财税政策在破

解发展资金不足、缓解人才流失、推动生态保护及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结

合乡村振兴实践，从产业、人才、生态、文化四个方面分析了当前财税政策存在的不足，包括财

政保障支撑乏力、政策碎片化、人才吸引力不足、生态补偿标准模糊及文化产业税收激励不够等

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健全财政长效机制、完善产业税制体系、优化人才政策设计、强化绿色

税收激励及加大文化保护支持力度等对策建议，以期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乡村振兴中的支撑与

引导作用，助力建设产业繁荣、人才聚集、生态美丽、乡风文明的和谐乡村，稳步迈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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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on Financial and Tax Policies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iqing WANG, Shiyao LI
Ningde Normal Universtiy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critical initiative for driving China’s high-quality eco-
nomic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inancial and tax policie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addressing funding shortages, mitigating talent loss, advanc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foster-
ing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of financial and
tax polici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four perspectives: industry, talent, ecology, and culture. The
identified issues include insufficient fiscal support, fragmented policies, inadequate talent incentives,
unclea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nd limited tax incentives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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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se analyses, the paper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establishing long-term fiscal mecha-
nisms, improving industrial tax systems, optimizing talent policy frameworks, enhancing green tax
incentives, and strengthening support for cultural preservation. These measures aim to maximize
the supporting and guiding roles of financial and tax polici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rural areas characterized by industrial prosperity, talent aggregation,
ecological beauty, and cultural vibrancy, ultimately paving the way for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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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

农业作为一国的立国之本，与国计民生密不可分。解决好“三农”问题既是全党工作的重中

之重，也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需要围绕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等总体要求，加快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系。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

中，必须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平稳衔接，综合把控“产业扶贫”向“产业繁荣”的

稳步转型，统筹兼顾“农村建设”与“农民需求”的发展需求。通过财政资金补助支农惠农，探

索路径助力产业多元发展，促进要素流动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合理配置资源推动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从而切实发挥乡村振兴战略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农村建设

深化改革以及农民生活权益保障等方面的引领作用。

（二）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

民族复兴的愿景必然包含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建设农业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农村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加强和提升我国农业领域的创新能力与竞争力，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包括：一方面，通过加大工业对农业的拉动作用、发挥城市对

农村的支持作用，推动城乡之间形成和谐共生、要素流动的合作关系，加速农村现代化进程，落

实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另一方面，打破发展壁垒，合理开发利用乡村资源，提升资源配置

效益，拓展乡村多边区位职能，创新发展新兴产业和新业态，为乡村发展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因此，要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推动乡村全面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三）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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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和内涵，马华、马池春（2018）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农村区
域改革和全方位发展的关键，其中产业兴旺是生活富裕的物质基础，而农民富裕、产业兴旺则是

实现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的前提。叶兴庆（2018）认为，乡村振兴战略需从“产业发展”向“产
业繁荣”转变，从“村貌美观”向“乡风文明”提升，从“科学管理”迈向“有效治理”，推动优

质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倾斜，助力乡村实现高质量发展。李铜山（2017）指出，乡村振兴战略重
视城乡一体化发展，强调农村与城市地位的平等，打破农村作为城市附属的传统关系，通过城市

带动乡村发展，塑造新型城乡关系。

二、乡村振兴的现状分析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实施，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积极发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的合力作用，以产业振兴为物质基础、人才振兴为动力引擎、生态振兴为绿

色支点、文化振兴为优质载体，切实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科学有效的乡村发展之路。

（一）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分析

1.以产业振兴为物质基础
产业振兴是乡村发展的物质基础，为助力乡村经济增长提供不竭动力。产业发展一方面增

加乡村劳动岗位数量，为农民群众提供多种择业渠道，吸引劳动人口回流，盘活乡村闲置土地和

林业资源；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当地农业资源优势，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生产特色农产品，打造

“精”与“优”的形象，助推产品从初加工向精深加工平稳转型，吸引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助力

农产品通过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拓展销路、增加销量，深化一二三产业融合，打造创新产业链，形

成“一产强、二产优、三产活”的良性循环，激发乡村经济活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走出现代

化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2.以人才振兴为动力引擎
人才振兴是乡村发展的动力引擎。发展中的乡村需要注入强大的人才源泉为振兴事业添砖

加瓦，切实推进解决乡村人才流失严重、专业人才结构失衡的问题，让愿意扎根乡村、发展乡村

的人才放心住、安心留，让愿意重返乡村、反哺乡村的人才充满激情、富有干劲，助力人才队伍

在农村各领域发挥智慧、展现风采，凝聚乡村人气、才气、乡气，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更新，助力

乡村生产方式创新，促进乡村发展路径革新，为乡风文明注入新思想，为乡村建设打造新风貌，

为乡村发展提供新动力，为乡村振兴开疆拓土，铸就乡村振兴新辉煌。

3.以生态振兴为绿色支点
生态振兴是乡村发展的重要保障。以生态振兴为绿色支点，加大污染防治力度，恢复乡村水

清、天蓝、草绿的生态景象，同步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养殖、生态旅游，让水资源动起来、土地资

源活起来、森林资源绿起来，将田园风貌、山光水色变成美丽乡村经济发展的聚宝盆，把生态环

境变成财富源泉，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谋求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走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道路。

4.以文化振兴为优质载体
文化振兴是乡村发展的内在要求。继承特色乡村文化，对文创产品生产起到助推作用，为乡

风文明建设注入新活力；弘扬特色乡村文化，对个人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熏陶作用，为农民输送高

质量精神营养；传播特色乡村文化，对乡村振兴发展起到助推作用，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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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乡村历史文化是乡村特色鲜活展示的依据，也是区别其他地域的文明象征。传统特色文化丰

富地域精神文明底蕴，赋予乡风文明创新力、影响力、吸引力。文化振兴与乡村发展相辅相成，

乡村振兴之路才能走得快、走得稳、走得远。

（二）助力乡村振兴的财税政策分析

1.促进产业振兴的财税政策
（1）健全财政投入机制
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投入，提高土地流转收入在农村农业发展方面的使用比例；鼓励乡村搭建

产业发展资金平台，激励乡村企业加入科创技术研发团队；支持权属清晰的农用机器设备、农业

设施等依法抵押贷款。鼓励政府发行地方债券与专项债券，支持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建设。

（2）税收优惠支农惠农
企业从事农林牧渔所得免征或减征增值税；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

的，免征增值税；金融机构发放小额贷款给农村农户、小型企业等所取得的利息收入，免予征收

增值税。农村专业供销合作社销售本社成员生产的农业产品，视作农业生产者销售自己生产的农

业产品，免予征收增值税。

2.促进人才振兴的财税政策
（1）加大人才财政补助支持力度
支持科学技术人员以科研成果为资本入股农村区域的创新创业企业；将农村地区创新创业

带头人物及其所需的科技创新等人才纳入地方政府人才引进政策奖励和住房补助资金保障范围。

为农村就业困难劳动力、下岗失业人员等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咨询与培训，按照规定给予高等院

校毕业生、企业就职员工以及取得职称和技能证书的人员发放职业培训津贴。

（2）加大人才税收优惠支持力度
已达到离休退休年龄的高级科学技术人员，由于工作原因需要适当延长离退休时间的，在此

期间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视为已离休、退休的工资，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关于奖励相关学

者所发放的教育津贴、特聘教授奖金、院士津贴等，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3.促进生态振兴的财税政策
（1）建立多元化生态财政补偿机制
通过对农业生产区域进行生态功能划分制度，加强生态功能重点区域的转移支付能力，实行

生态保护与资金配置相挂钩的约束激励机制。完善生态保护区域与上游流域、下游流域之间的动

态保护机制，研究绿色采购等补偿制度。加快环境保护工程建设，提供公益林管护巡视等公益性

质的绿色岗位。支持商品林赎买制度在生态重点区位间推行。

（2）加大企业生态投入税收优惠力度
企业购置专用机械设备用于保卫环境、节能降污方面的经费，允许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税额抵

免。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放应税污染物的，免征环境保护税。企业综合利用资源，

生产符合条件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予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从事符合条件的环

保、节能、节水项目的收入，免征或减征企业所得税。

4.促进文化振兴的财税政策
（1）文化产业财政资金优惠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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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区域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与建设，对国家重点支持的文化项目、重要工程、龙头企业等，

给予财政资金补贴与专项资金补助，以发挥重大文化产业与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鼓励企业培育

文创人才，进行创新研发，降低文创产业准入门槛，通过创业贷款贴息、项目资金优惠扶持等方

式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2）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税收减免优惠
对于收取的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农村地区有线电视基本收视费，免征广电运营服务

商增值税。大力支持传统文化保护事业，对古老陈旧的图书免征增值税，博物展览馆、美术艺术

馆、书画院等提供文体服务的第一道门票免征增值税，公园、名胜古迹等自用土地免征土地使用

税。

三、助力乡村振兴财税政策存在的不足

（一）支持产业振兴财税政策的不足

1. 财税保障作用支撑乏力，抵押担保障碍难以破除
农业产品制造与加工需要完善的车间配套设施与畅通的物流运输体系，但由于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相对滞后，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导致产业规模化发展面临较大阻力。财政扶持难以填

补乡村发展前景所需的资金空白，而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规避及贷款回收周期等方面的考量，要求

贷款用户提供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抵押物。然而，农村农户资本积累普遍不足，抵押物通常达不到

金融机构的要求，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 财税政策碎片化现象突出，弱化整体惠农效应
乡村产业发展的财税工作重心不明，政策分散性较为明显，针对性不强，着力点不突出。支

农惠农的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缺乏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配套衔接，扶持力度未能

从产业前端延伸至产业后端，削弱了整体的惠农效果。此外，财政资金的自主使用权受到限制，

导致资金使用方向出现偏差，未能真正做到因地制宜、有的放矢、精准施策。

（二）支持人才振兴财税政策的不足

1. 人才政策柔性不足，人才引进吸引力下降
财税政策针对人才引进的方式缺乏灵活性，没有形成规范化、多维度的乡村人才职称评价机

制和激励机制。现有财税政策对高级科学技术人员的优惠力度较大，而对一般技术人员的优惠支

持相对较小，容易挫伤一般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全面激励乡村人才创新。此外，乡村在吸

引人才方面的政策吸引力较低，难以形成有效的“引才留才”机制。

2. 人才薪资福利跟不上，人才流失问题严重
乡村在引进综合型人才方面提供的服务不够全面，条件优惠力度不足，培养体系尚不健全，

导致薪酬福利待遇与城市相比差距明显，削弱了人才的积极性。受税负较重影响，乡村企业盈利

空间受到挤压，企业利润下降，导致薪资福利相应削减。综合型人才在乡村投入的专业知识与所

获回报不成正比，发展空间有限，难以实现价值最大化，人才流失问题愈发严重。

（三）支持生态振兴财税政策的不足

1. 税收优惠激励效应不足，调控引导作用有限
目前，我国直接作用于环境保护的税种数量较少，更多分散在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中，尚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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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完善的体系。绿色税收政策支持节能环保行为的时限较短，多数优惠政策具有明显的期限性，

难以形成长期激励。现行激励措施主要以税收减免为主，但未能针对节能减排行为提供具体的税

率优惠支持，激励力度不足，无法充分发挥税收调控对企业绿色生产的引导作用。

2. 生态补偿标准界限模糊，妨碍生态效能恢复
由于生态功能区的地理位置、资源品种和生态价值各不相同，在培育周期、补偿方式和建设

成本上存在差异，而现有生态补偿方式覆盖面不足，加重了财政负担。不全面的补偿机制不仅妨

碍生态效能的恢复，还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进一步扩大财政资金与生态补偿资金需求之间

的缺口。因此，精准使用生态恢复资金并对生态功能区域进行合理划分显得尤为重要。

（四）支持文化振兴财税政策的不足

1. 财政投入不平衡，文化服务效能低下
部分地区偏好投资建设能凸显乡村形象的显性工程，如雕塑、石像等，而在公共文化设施服

务上的投入较少。例如，更新农家书屋、举办文艺汇演、推广广播电视等文化活动的资金投入与

显性建筑项目相比明显不足。对于地区文化保护，尤其是濒危文化的施救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充

分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来支持濒危文化救援。此外，专项资金使用不到位，文化活力未能得

到有效激发。

2. 税收优惠支持力度小，无法激发文化产业潜能
现有税收政策优惠幅度和范围较小，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过高，而从事文化产业发展和

文创产品设计的从业人员缺乏有效保护和激励措施。目前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动漫、影视、

软件和公益性文化项目等方面，而其他文化行业享受到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导致部分企业税负

较重，文化产业的创新与发展潜力难以充分释放。

四、助力乡村振兴的财税对策建议

（一）促进产业振兴的对策建议

1. 健全财政长效机制，破除融资问题瓶颈
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构建合作性金融服务体系。向民营企业推荐发展前景广阔、

潜力较大的乡村振兴项目，在土地使用、资金补助、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通过企业与

政府合作的 PPP模式，综合运用贷款贴息、投资补助等形式，高效发挥财政资金的催化作用，吸
引和促进金融资本投资，助力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推动中小企业向深加工、精加工方向转型，缓

解乡村产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由政府引导、农民自主联合，通过合作协议或合同，依据约定

分配盈余、承担义务，自愿入股合作性金融，发展群体与个人相结合的资本融合形式，形成内生

性融资机制。此外，结合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推动土地流转，优化农地抵押信贷产品的

市场环境，增加信贷产品供给，从根本上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向乡村倾斜，探索发行乡村振兴专项债券。通过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放

宽乡村资金的使用方向与自主整合权限，满足乡村实际开支需求，保障基础公共设施建设，集中

财力解决重点问题。鼓励各地区积极谋划乡村振兴领域具有一定收益回报的产业项目，探索发行

专项债券，扩充地方财力，为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提供支持。

2. 完善产业税制体系，充分发挥惠农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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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农业产业扶持政策。科学引导乡村产业项目选择，注重市场调研与中长期规划，结合乡

村特色打造企业品牌文化，延伸产业链条，优化上下游产业集群布局，形成资源配套、特色鲜明

的长效机制。通过税收政策，增强惠农效应，推动扶持力度从产业前端向后端延伸。在自产农产

品销售、批发种子、农用药物及农业机械设备等领域，因地制宜扩大税收优惠范围，同时结合长

短期效益，完善风险预警机制。支持农业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型，拓宽销售渠道，推动“互联网 +
农业”模式发展，并给予税收优惠。

完善生态产业扶持政策。拓展乡村生态产业市场，利用绿色生态优势打造特色精品旅游线

路，对乡村旅行社给予税收优惠和资金奖励。支持龙头企业带动配套产业升级，促进乡村经济发

展。鼓励农村闲置房屋改造成旅游观光民宿，并在乡村逸养产业、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土地

使用上提供优惠政策。

（二）促进人才振兴的对策建议

1. 畅通渠道引人才，归巢圆梦募人才
通过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为乡村完善基础服务设施提供保障，在医疗、教育、住房和

养老资源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形成吸引人才扎根乡村的基础条件。建立健全乡村专业技术人才评

聘模式，规范人才评价机制，加强激励与考核，按实际情况对高级科技人员和一般技术人员予以

公平褒奖，提供资金补助、税收优惠支持及职位晋升奖励。结合“三支一扶”“西部志愿者”等

计划，吸引优秀大学生参与乡村建设，并打通城乡人才流动机制，促进人才资源双向流动。通过

生活补贴、教育优惠等措施，为优秀大学生提供便利条件，激励其在乡村实现个人发展。发挥乡

村感召力，招募乡村合伙人，给予就业创业方面的优惠政策，开展优秀带头人才评选，并提供工

程项目申报优势支持。

2. 财政补助留人才，培土墩苗育人才
支持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创业就业，对项目质量高、带动能力强的创业者提供担保贷款贴息。

落实乡村工作人员待遇保障，创新收入分配制度，通过技术、经营和管理等贡献要素，完善股权

分红激励机制。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推出多样化创业贷款，帮助乡村人才实现自主创业，降低税费

负担，扩大企业盈利空间，从而提升人才福利待遇。将人才振兴工程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推动乡

村、企业、高校的深度合作。通过科研项目共享资源，鼓励高层次人才参与课题研究与项目合作，

按验收情况分批拨付人才基金，形成高校智慧促乡村发展、乡村发展助企业转型的良性循环。

（三）促进生态振兴的对策建议

1. 提升税收优惠激励作用，引导企业绿色采购
通过专项补贴和税收优惠，将绿色税收收入返还给节能环保成效显著的企业，发挥绿色税收

的环境保护效能。对采用环保机械设备或绿色创新生产技术降低污染排放的企业，在出口退税、

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方面给予更多优惠，并适当延长税收优惠政策的时限。在节能减排行为上实

施优惠税率支持，激励企业研发绿色生产力，制造节能、降耗和减污的产品，从而获得政府采购

的青睐。对污染排放严重且屡不改进的企业，通过减少减免幅度或不予减免，倒逼其加快绿色转

型，淘汰落后设备，推进绿色技术创新。

2. 科学界定生态补偿标准，促进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
根据林木属性、生长时间、生态价值和投入成本，对生态功能区进行科学划分，并对不同种

68



助力乡村振兴的财税政策分析与对策研究

植区域设定差异化生态补偿标准。通过精准财政资金投入，加强林木资源保护，实施大规模植树

造林，建设生态保护区，恢复生态多样性。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动态调整补助资金标准，强化执

法力度和监管措施。通过“互联网 +监管”模式，建立网络监督平台，公布环境违法名单与处理
结果，同时传播绿色生态理念，提高公众参与度。

（四）促进文化振兴的对策建议

1. 调整财政投入比例，激发公共文化活力
公共文化财政投入项目需结合乡村实际，综合考虑历史文化传统、群众需求与地方民俗特

点，精选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项目，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实现显性建筑与惠民文化工程的双赢。

充分利用文化保护专项资金，弘扬传统文化，提升濒危文化的关注度和知名度。对参与濒危文化

施救项目的企业，提供财政扶持和税收减免优惠，吸引社会资本下乡，促进文化产业建设，激发

公共文化活力。

2. 增强税收激励效应，助力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适当延长文化企业亏损弥补年限，对从事文化产业发展及文创产品设计的人员采取激励措

施。允许文化企业在文化产品创新和人才招揽相关支出上进行税前扣除，通过税收返还、专项补

贴、加快折旧等方式，支持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结合“互联网 +文化”模式，推动文化与技术深
度融合，促进文化振兴的市场化与产业化，实现乡村文化产业的全面繁荣。

五、结论

通过对乡村振兴路径的研究，我们发现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其成功与否关系

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当前，我国乡村振兴亟需依托地域

特色和产业优势，吸引社会资本投资，落实聚才引智的相关政策，同时树立正确的生态环境保护

理念，积极传承和弘扬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充分认识财税政策在乡

村振兴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明确其运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首先，健全财政长效机制是确保乡村振兴政策稳定实施的关键所在。通过增加转移支付、发

行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以及完善财政资金使用方向，可以有效填补乡村发展资金空缺，集中资源解

决基础设施薄弱、产业支持不足等问题，为乡村经济注入持久动力。其次，完善产业税制体系至

关重要。科学的税收政策不仅能够引导企业参与乡村产业升级，还能促进农业全产业链的发展，

从初级生产到精深加工再到品牌打造，助力乡村经济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

在人才振兴方面，财税政策应更注重公平性和激励性，建立系统化的人才评价与奖励机制。

通过财政补助、税收优惠和创新收入分配方式，提升乡村对高层次人才和基层技术人员的吸引

力，构建“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体系。财政支持不仅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更是

解决人才流失和发展空间受限问题的核心举措。

此外，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绿色基石，绿色税收政策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将为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提供双赢的路径。通过延长环保税收优惠政策时限、精准界定生态补偿标准，能够有

效引导企业绿色生产，推动乡村环境质量改善和生态文明建设。而在文化振兴方面，调整财政投

入比例、增强税收激励效应是激发乡村文化活力的重要手段。大力支持传统文化保护和特色文化

产业发展，不仅能够提升乡村的文化影响力，还能为乡村居民提供精神滋养和经济收益双重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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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更为重要的是，财税政策的有效实施必须与政府其他部门的工作形成协同效应。在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过程中，各级政府应以财税政策为纽带，整合多方资源，优化政策执行流

程，确保资金和政策红利能够精准落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

缺、人才缺乏、生态退化及文化发展滞后等实际难题。

展望未来，通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借助财税政策的强有力支持，我们有望建设一个产

业繁荣、人才集聚、生态美丽、乡风文明的和谐乡村。这不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也是推动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各方需要同心协力，以创新驱动、政策引导和资源整

合为核心，朝着实现城乡一体化、全国共同繁荣的目标稳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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