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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共识
第一届城乡联系国际论坛

人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渴

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新城市议程》等全球议程呼吁“

不让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地方被

落下”，推动乡村地区加速振兴，

让乡村与城市同步共享现代文明成

果，缓解城市问题，提供更加生态

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动城乡可持续

发展。这是一个世界性命题。

第一届城乡联系国际论坛于2019年

11月11日至13日在中国浙江省丽水

市松阳县举办。论坛由联合国人居

署、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丽

水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松阳县人

民政府承办。论坛以“乡村振兴：

创新发展与价值提升”为主题，汇

聚了17个国家和联合国人居署、联

合国粮农组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等18个国际组织的官员、专家、学

者共计200余人，围绕生态文明视

角下乡村振兴的系统思考和创新实

践，探讨“乡村建筑、旅游产业创

新、文化和遗产、乡村经济创新”

等议题，从乡村振兴维度寻找破解

全球城乡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方法路

径。

本次论坛充分展示了松阳及其他

地方重构乡村价值体系，并致力

于乡村振兴的创新实践。振兴乡

村，我们并非孤军奋战，今天我们

相聚在此，响应《联合国2030可持

续发展议程》众多目标中的目标11

（SDG11）“建设具有包容性、安

全、有复原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

人类住区”的号召。在此背景下，

论坛探索重新思考城乡关系，加强

合作，共同寻求促进城市和乡村经

济、社会、环境的积极联系，以推

动城市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快速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问题让我

们开始反思乡村的重要性，我们意

识到乡村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或

缺。乡村形态正在发生重大且深刻

的变革。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

开始探索乡村振兴实践，并取得了

初步成效，乡村发展充满新希望，

人们对乡村未来充满期待。

 



一, 乡村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生态文

明时代的到来，为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提

供了希望，要把乡村发展放在优先位置，

重构乡村价值体系，恢复乡村生命力。乡

村优美环境、绿水青山、丰富物种、良好

生态成为稀缺资源。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

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

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

化体验功能，乡村将重新成为人们养生养

老、创新创业、富足而有尊严地生活居住

的空间。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

会价值、文化价值将日益凸显。重视乡村

建设，恢复乡村活力，有助于改善生态环

境，减少贫困，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

质量，提升社会公平，促进人类生活环境

的发展和繁荣。

二,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要系

统变革乡村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一二三产深

度融合发展的多元经济体系，实现城乡同步

升级、同步增值、同步受益。在城乡融合发

展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有助于

形成高效、融合发展的新经济业态，帮助消

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乡村不仅可以从

事农业，也将成为现代创新产业包括健康产

业、环境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高端

服务业等发展空间，这将以可持续的社会经

济发展模式，推动形成新的乡村经济形态。

通过生产生活方式的系统调整，人们可以享

受充分的就业机会，达到更好的生活品质。

这种具有强大城乡互动循环性的新经济，不

仅可以拓展乡村发展空间，也能吸引人口集

聚，让人们愿意回到景致优美的乡村。 

因此，论坛举办方达成以下共识：

三, 文化是乡村的“根”与“魂”，通过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成为乡村

振兴的内在驱动力。文化能唤醒人们对乡

村生活的热爱，重拾对乡村的自信，要更

加重视文化对推动乡村发展的作用。优秀

的传统文化能涵养乡村、修复人心、传承

文明，为乡村母体注入持久、本源的内在

动力。要保护、利用、传承好乡村中有形

的、无形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在乡村

中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理念及方式、科学

技术应用相互融合，将形成更具多样性、

更富生命力的当代乡村文明。



四, 城市和乡村都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

人类住区，要重塑城乡发展双向互动、经济

互融互促、文明共生共存的新型城乡关系。

要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系统看

待，优化区域总体规划和乡村建设规划，畅

通人才、资金、科技等资源要素在城乡间合

理高效双向流动的渠道，推动城乡基础设施

共建共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的政策机制，

实现城乡关系从二元割裂转变为互融互促的

良性关系。

五, 乡村资源对于社会发展极其重要，要鼓

励每一个人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保证乡村

平等权利和机会，平等共享乡村振兴成果。

尊重村民主体地位，激发村民自主发展积极

性，加强村民合作，从碎片化、个体的分散

经营转变成高效互助的合作模式。充分重视

每一个人的主体作用，让所有人都能产生归

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共建一个公正、安全、

健康、便利、有韧性和可持续的生活空间，

并保障老人、妇女、儿童、青少年及其他弱

势群体的权益，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六, 对于在促进乡村振兴和增强城乡联系领

域的启发性实践，要进一步发展、记录并传

播推广。

基于此，我们将以“城乡联系国际论坛”为

平台，呼吁世界各地的城乡人民积极开展合

作交流，推动建立合作联络的协调机构，制

定相应的行动计划，形成交流机制，携手共

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和乡村，保护乡村原有

的鲜明特征、文化和生态，实现平衡、包

容、和平与繁荣发展。

2019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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