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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2.99%，意味着全国13.07亿人口中，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达到5.6
亿，无疑，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清醒地看到，农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
大多数，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农民之间在诸如基本建设、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存在着巨大的
差距。而且，在不少地方，这种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因此，如何破解以农业发展困难，农村基
础设施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相对贫困为主要特征的“三农”问题，已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
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毫无疑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在农村。没
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的现代化。 
近年来，宁波市在加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以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为重要契
机，对破解“三农”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 
一、近年来宁波市新农村建设取得的主要成绩 
（一）农民收入明显提高，城乡差距逐年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 
应该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逐年扩大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具有十分复杂的社会和历史背
景。200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7703元，农民人均年收入2476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1：1；
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10，493元，农民人均年收入3255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2：1。很
显然，尽管农民收入在不断地增长，但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继续拉大的趋势。近年来，宁
波市在保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实行各项惠农政策，农民收入得到了明显提高。 
自1985年到2001年，全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曾经逐年拉大，从1.42倍扩大到2.24倍；2001年以后，
随着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到位，局面才有了一定的改观。2001年至2005年，虽然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
从11，991元增加到17，408元，增加了45.2%；但农民人均收入也从5362元增至7810元，增加了4
5.7%。五年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显性收入差距始终维持在2.2倍左右，大大低于全国3.22：1的平均水
平。因此，可以说全市范围内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二）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改善，新农村雏形开始形成 
近年来，宁波市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落后的道路、供水、通讯面貌等方面，采取了一
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2005年，全市实施了“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大力推进新村建设和旧村整治。全市以县（市）
区为单位全面进行村庄布点规划。以规划布点村为核心，按照拆迁改造、整改结合、环境治理等不同
类型，全面开展村落建设整治。对近郊村进行城市化改造；对面上村进行拆村并点，实行村落内部功
能分离，做到布局优化、路面硬化、路灯亮化、村庄绿化、环境美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沟通联网，
推进道路、供水、电讯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全面开展流域治理。至2006年初，全市已投入村庄整
治建设资金50亿元，创建全面小康示范村40个，完成村庄整治408个，建成清水河道513公里，行政村
通等级公路和班车的比例都达到85%以上，农村自来水使用率达到91%。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为新农
村建设的稳步推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在广大农村地区逐步建立和完善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构筑社会安全网，促进城乡经济、社会持
续、可协调发展的需要，更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执政为民理念的需要。
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市范围内以解决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和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社会
保障体系得到初步建立。截止到2005年底，全市已有118个街道（乡镇）、1618个村（社区）实施了被
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占被征地村（社区）总数的83.6%%，累计参保人数达46.4万，基本涵盖了所有被
征地人员。与此同时，大病统筹、医疗救助、医疗服务三位一体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网络也初步完
成，农民参保人数达到351.4万，占到应保人数的92.2%，各项统筹资金的筹资水平和补偿比率均居全
国前列。 
为彻底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供养和脱贫问题，宁波市从2003年开始实施了两项重要工程：一是对农村
五保对象实行集中供养。由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出资，利用中小学布局调整和行政村撤并后的空
置校舍和办公楼，兴建了一大批敬老院。到2004年底，全市五保集中供养率已超过85%，基本解决了农
村孤寡老人的供养问题。二是鼓励自然条件恶劣、生产资源贫乏、交通不便的贫困村农户实行梯度或
整体移民脱贫。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原定五年移民一万农户的目标，已大部实现。所有移民不但得到
妥善安置，而且每户得到一万元人民币的补助，大大加快了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 
在着力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的同时，农村的其他各项社会事业也全面发展。目前，全市已有90%以上乡镇
建成中心学校，义务教育段和高中段学生接受优质资源教育的比例分别达到70%和75%以上。 
（四）农村税费改革深入实施，农民负担大大减轻。 
农民负担过重是长期以来阻碍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宁波市从当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要求出发，通过改革财税体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健全各项政策和措施，已经从根本上
解决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从2002年开始，宁波全大市范围内开始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市政府明确规定，凡是涉农收费一律公
示。仅2002年一年，全市就发放《涉农收费手册》140万册，设置公示牌4000多块，在农户和行政村
中，发放和设置率均达到100%。经过四年的努力，到2005年底，已完全取消了农业税、屠宰税，取消
了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取消了面向农民征收的政府性收费、乡统筹和各种集资。据测算，全大
市农民人均负担从2001年的88元下降到目前的接近零负担。可以说，困扰农村几十年的农民负担过重
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从2002年起，宁波市实行了特困家庭和低保家庭子女免费12年教育制度，并对全市十四个经济欠发达
乡镇的学生实行“二免一补助”政策，（即免收学杂费、住宿费；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按总数的5
0%给予小学每生每年420元，初中每生每年560元的补助。）从2006年开始，全大市范围内实行免费九
年义务教育。 
二、从宁波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引出的几点思考 
（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宁波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近年来宁波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2005年，宁波市国内生产总值2
446.4亿元，人均GDP达到4788美元，分别比2001年增长86.4%和64.1%，年均增长率达到16.8%和1



3.2%；2005年，市财政收入466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12.4亿元，是2000年的3.3倍，年均增长2
7%。整个“十五”期间，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528.5亿元，是九五期间的3.2倍。经济的快速发展，极
大地支持了财政向“三农”倾斜的力度。据统计，整个“十五”期间，市财政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年
均增长38.4%，社会保障费支出年均增长49.7%。在增量部分，相当大的比例投向了农村，使得农村贫
困人口逐年减少。部分农村居民老无所养、因病至贫、因贫失学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毫无疑问，如
果没有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要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 
（二）政府重视，政策倾斜，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 
应该说，宁波市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与中共宁波市委，宁波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
“十五”期间，宁波市先后制订了《农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意见》、《被征地人员养老
保障办法》、《促进被征地人员就业的意见》、《进一步做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和转岗就业的意
见》、《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既大大提高了全市各级
政府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认识，又有力地推动了全市范围内的新农村建设步伐。2000年，全市支农
资金6.08亿元，2005年超过了15亿元，五年增长1.5倍以上。全大市的农民人均收入达到7810元，是全
国农民人均收入3255元的2.4倍。政府的高度重视，各项政策的向农倾斜，为广大农村地区尽快走向富
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打破城乡界限，实行全社会统筹发展，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就宁波的实践来看，从1994年实行“蓝印户口”，然后又实施了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除宁波中心城
区外所有建制镇的户籍制度从管制转为管理，规定凡在城镇有固定住所及稳定职业或收入者，均可登
记为城镇非农户口。十多年来，全市有几十万人办理了农转非，占全市人口的近10%。2005年全市的城
市化率达到56%。 
在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市、县两级政府把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纳入统筹范围，在土地使
用权有偿转让和新增建设用地行政划拨时按每平方米十元标准提取资金，在每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益中按一定比例提取资金，自2003年起，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在预算中安排一部分资金，上述三项资
金统一划入社会保障资金专户。这样，妥善解决了几十万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 
在解决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同时，仿照城市社区医疗服务体系，从2003年起，在全市农村地区普及
新型合作医疗网络，由政府、集体、个人多方集资，重点建立大病统筹、医疗救助和医疗服务三大体
系。目前，这种新型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已覆盖全市85%的农村地区，参保人数达到应保人数的90%以
上。 
实行全社会的统筹发展，使得延续了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开始逐步瓦解，因此，它既是推进新农村
建设的必然结果，更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 
（四）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业人口职业转移和空间转移，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 
中国新农村建设中一个突出矛盾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要解决这一问题，势必
要把庞大的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农民成为非农劳动力，或者直接变为市民。 
从宁波的实际来看，人均耕地只有0.6亩，农业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程度不高。要想在有限的耕地上通过
结构调整来提高种植业的效益，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据统计，1995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3484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收入1208元，占34.7%；2002
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5764元，农、林、牧、渔业收入只有755元，占13.1%。与此同时，二、三产
业收入则大幅度增长，农民的职业转移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因此，要让
广大农村地区彻底告别贫困，只有让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增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才有可能。 
另外，城市化的有序推进也为农村劳动力实现空间转移提供了可能。 
作为沿海港口城市，宁波的城市化水平之低，曾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大大制约了农村劳动
力实现空间转移的可能性。1950年，全市城市化率为27.4%，以后逐年走低，到1977年，达到13.6%的
历史最低水平。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步伐才真正启动。1991年，全市城市化率达到33.9%。随着小
城镇建设的启动，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到2001年达到45.5%，2005年进一步提高到56%左右。城市
化建设的有序推进，大大拓展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渠道，为农村劳动力实现空间转移提供了现实可
能。 
从1991年到2001年的10年间，宁波市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从256万增至266万，而真正从事第一产业的劳
动力则从142万缩减为96万，2005年，进一步减少到80万左右，减少了40%以上。这些从土地上转移出
来的劳动力，绝大部分进入了城市或小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为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起到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安定、发展的重要问题，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
题。“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民富则国家富；农村稳定则天下稳定。”而要真正实现城乡互动，和谐发
展，就必须把破解“三农”问题作为各级政府的基本工作目标，实行政策上的倾斜；就必须保持经济
的平稳较快增长，为农村发展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就必须实行城乡统筹，摒弃狭隘的先城市后农
村，重城市轻农村的观念；就必须尽可能地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农村人均土地占有率。只有这样，困
扰中国社会几十年乃至几千年的“三农”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完全的破解。 
参考资料： 
【1】荣兆梓 吴春梅 《中国三农问题——历史现状未来》 2005年10月 
【2】孙自锋 汪建国 《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性约束与创新研究》 2005年3月 
【3】刘斌 张兆刚 霍功 《中国三农问题报告》2005年8月 
【4】郁伟年 《解决三农问题的加减乘除法》 2003年11月 
【5】宁波市统计局 《2005年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6年2月 
（作者单位：中共宁波市镇海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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