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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全国社科规划办邀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以及部分在京高校

的专家学者，就中国社科院张晓山研究员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体系研究”成果及相关学术问

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发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示范引导作用，重点扶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的研究项目，着力推出代表国家水准、具有世界影响、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优秀成果。这是我们党从战略全局高度对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承担者的有力动员，必将进一步激发广大社科工作者的学术热情。随着

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力度的不断加大，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显著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实际部门同

志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意义的重大项目研究成果进行研讨，很有必要。 

   

  与会专家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是中国“三农”发展的最好时期，这主要得益于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体系的逐步建

立。但也要看到，随着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不断深化。在此背景下，全面总结过去

几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对推动我国“三农”科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理

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与会专家认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体系研究”，导向正确、重点突出、基础扎实、富有创

新。课题组找准了发展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新农村建设重点，并据此确立了科学合理的研究思路和逻辑主线，紧紧围绕

农业要素市场与农产品市场发育完善、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与农业经营制度模式发展创新、乡村治理结构和农村社会管理改革完

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工业化协同推进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理论梳理和深入的实证考察。特别是课题研究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积极吸收借鉴宏观、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开展了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案例采

集，运用经济计量工具对调查结果进行数量分析，并注意将问卷调查、案例研究与深度访谈相结合，将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政策

把握和宏观数据研究相结合，全面客观地考察现行政策体系的设计与实施效果，提出了切实可行、富有创新性和建设性的政策建

议。 

   

  与会专家在讨论中提出，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发展仍处于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要消除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

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在以下几个事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研究上继续狠下功夫：一是关于新农村建设内涵的丰

富与发展。应紧密结合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实施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加大对农村生态保护和进城农民返乡等问题的研究力

度。二是关于农业产业进一步发展。应全面把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后农地“非粮化、非农化”新情况，加大对保障务农农民收入

和调整城乡收入分配格局等问题的研究力度。三是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法制化。应在大力推进相关政策向法律伸延的前提下，加大

对农业投入、农村金融、农业保险等方面立法的研究力度。四是关于土地制度改革。应着眼化解当前农村土地管理实践中作为个

人权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与作为财产权利的用益物权之间的矛盾，加大对赋予农民长久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政策法律的



研究力度。五是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界定问题。应积极探索制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加大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内涵、外延

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责任、权利、义务及厘清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力度。六是关于农村的民生问

题。应客观审视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大量外流的新特点，加大对克服农村空心化和农民老龄化、完善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和创新农村扶贫方式等问题的研究力度。 

   

  全国社科规划办、中国社科院科研局有关同志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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