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哲学思考 

文/张伟青 

   党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新时期统筹城乡、工农，全面解决“三农”
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
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对此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必将为深刻理解、全面落实这一战略举措，保
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健康有序进行奠定理论基础。 
   一、坚持系统思维，做到高屋建瓴 
   近代系统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系统存在的，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要素
构成的统一整体，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开放性。坚持系统思维，充分考虑、正确处理系统与要
素、要素与要素的关系，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效推动事物健康、有序、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 
   1、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整体性。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五大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包含了农村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在内的丰富内容，涵盖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各个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前提，没有“生产发
展，生活宽裕”这个大前提，“乡风文明”就成了无源之水，“村容整洁”就成了无米之饮，“管
理民主”就成了无本之木，五大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因此，要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必须深入了解其内部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有机联系，妥善解决
各种矛盾，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建设，以全面推进整个系统的良性发展。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过程中，既要发展农村生产力，又要调整和完善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既要改善农民的物质
生活，又要改善农民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切不可以偏盖全，一叶障目。 
   2、必须高屋建瓴，从全局高度重视新农村建设 
   系统具有层次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这个巨大系统工程的重
要环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是个巨大系统工程，工业、农业，城市、农村相互联系，相互
制约。胡绵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多次提出“两个趋势”
的重要判断，即：“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趋势；在工业化发展的中
后期，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趋势。”“两个趋势”充分说明了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小康社会这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中，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以及工业、农业，城市、农村
与全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两个趋势”重要论断在发展战略上的体现。没
有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现代化和大多数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的可持续发展、全面的
现代化和全国的全面小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工业的现代化和城市的长治久安也就缺少良好的经
济环境、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必要的市场支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
阶段”， 审时度势，加快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必须高屋建瓴，从全局的高度
重视新农村建设，动员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新农村建设，并通过新农村建设带动工业发展、
城市繁荣，推进全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3、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系统工程又具有开放性，它与周围的环境存在着广泛的物质与能量
的交换，良好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是新农村建设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因此，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必
须继续重视工业、城市的健康快速发展；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
的承受力，统筹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又重视资源环境指标，既积极
实现当前的发展目标，又要为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道路，决不能以眼前的政绩、当前的利益，损害长远发展空间和长远利益。 
   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创新建设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体，共性与个性既是对立的，又
是统一的。一方面共性比个性更深刻，而个性比共性更丰富；另一方面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
与共性相联结而存在；同时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毛泽东指出：“这一共性与个性、绝
对与相对的道理，是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共性与个性的



 

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解决矛盾，推进事物的发展。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要推进这一伟大事业健康有序进行，就必须坚持共性与
个性的辩证统一，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求实，创新建设。 
   1、要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各项方针政策 
   党中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是着眼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大局，针对现阶段农村发展存在的一系列共性问题制定的，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共性和普遍规律，各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必须坚决、认真、全面地贯彻
执行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同时，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建设新农村
的基础条件很不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深入研究本地实际和个性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方案和建设重点，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
方针政策。  
   2、要有选择地借鉴外地、外国的成功经验 
   借鉴外地、外国的成功经验，是我们减少错误，少走弯路，加快新农村建的重要途径。然
而，外地的经验也好，外国的经验也好，都是受“个性”制约的，都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的。所以，我们在学习和借鉴国内外新农村建设经验的时候，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本地
的发展状况、地区优势、特色，对症下药，有选择地借鉴外地、外国的成功经验。 
   3、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创新建设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千篇一律、简单划一的
统一发展模式，各地在选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路径的时候，一定要找准本地的个性特点，因地制
宜，因村施策，切忌“一刀切”、“一风吹”。如，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可以走工业企业带动之
路；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可以走农业产业化之路；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文化优势明显的地区可以走
旅游产业带动的路子；行业特色鲜明的地区可以走特色产业带动的路子；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则
可以走劳务经济带动的路子。 
   三、坚持农民主体，尊重群众意愿 
   唯物史观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有切实反映群众的迫切需
要，广泛发动教育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为我们的事业找到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部署实施的一项涉及亿万农民切身
利益的伟大事业，广大农民群众既是这项事业的利益主体，又是这项事业的建设主体，离开了广大
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各级党政组织的决策再正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再大、新农
村的蓝图再宏伟，也不会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物质力量，更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的成
功。因此，各级党政组织在组织领导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
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千方百计地维护最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
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1、必须尊重群众意愿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首先要求我们在制定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任务、具体措施和具体发展路径
的过程中，广泛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充分考虑群众的意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选择权利。切
忌主观主义，盲目决策，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硬性摊派，违背民意。韩国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根
据实际情况，设置若干方案，供农民群众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项目的作法值得我们借鉴。 
   2、必须提高农民素质 
   要使群众的选择更加科学，行动更加自觉，主体地位更好地发挥，就必须加强农村的教育水
平，普遍提高农民的素质和当家作主的能力，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通
过“精神启发”，提高农民群众的民主决策能力和自助、合作、自治能力。 
   3、必须维护农民权利 
   维护农民群众的权利，增进农民的福祉，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坚
持农民的主体地位，调动和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必由之路。因此，在开
展新农村建设各项活动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发展要求，要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的基础上，区分轻重缓急，突出建设重点，加强饮水安全、农田水利、乡村道路、农村等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发展，实实在在地为农民群众谋福利，切忌做表面文章，搞“形
象工程”，更不能搞劳民伤财的“伤民工程”（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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