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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叙述了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以及三农问题面临的一些挑战 , 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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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意义

建设新农村, 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现代农业

的重要保障。目前, 我国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物质技术装备

条件较差, 经营管理也较粗放。加快建设新农村, 发展农业

生产力, 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改良土壤, 兴修水利, 推广良种

良法, 发展农业机械化,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

农民, 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

基础和保障。

建设新农村, 是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的根本途

径。新农村建设可挖掘农业内部的潜力 , 提高农业综合效

益, 实现增产增效、提质增效和节本增效; 发展以乡镇企业为

主体的农村二、三产业, 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 拓

宽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建设新农村, 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构建和谐社会的主

要内容。发展农村社会事业, 是建设新农村十分重要的组成

部分。构建和谐社会, 必须首先建设和谐村镇。这就要求我

们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加快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 ,

全面改善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条件, 逐步实现目前城

乡和农村经济的和谐发展。

建设新农村, 是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的重大举

措。必须用新农村建设来统领“十一五”时期的农村工作, 按

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坚持城

乡统筹发展 , 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走工业反哺农

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道路, 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公共财

政范围 ,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2  我国三农问题面临的严峻挑战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目

前以占7 % 的耕地和不到6 % 的淡水, 养活世界上22 % 的人

口, 这是我国人民的伟大成绩[ 1] 。事实证明, 中国人可以养

活自己。但如果不转变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 面临的问

题将十分严峻。

2 .1  耕地面积持续减少  1996 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 .30 亿

hm2 , 到2006 年下降为1 .22 亿hm2 。尽管国家已开始实行严

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但耕地继续减少的趋势仍难以扭转。每

年仅建设用地至少新增占用26 .67 万hm2 。目前我国山地面

积占国土面积的69 % , 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占国土面积的

52 % , 山地退化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5 % , 高产、稳产面积占耕

地面积的25 % 左右。

2 .2 粮食产量减少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1984 年以前粮食

增产速度达7 .40 % , 超过同期人口增长速度的2 .46 % , 而在

1984～1993 年则下降为1 .34 % ,2005 年东南沿海10 省粮食产

量比1998 年减少614 kg , 即减少了17 .00 % , 其在全国粮食产

量比重由34 .02 % 下降为29 .67 % 。历史上的南粮北运格局

已被北粮南运所代替。由于北方严重缺水, 而粮食产量是高

耗产业, 将粮食产量重任交由严重缺水的北方承担, 农业可

持续发展面临困难。

2 .3  淡水资源短缺, 水利设施失修严重 目前我国淡水资源

约为2 150 m3 , 是世界人均水平的25 % 左右, 而且水资源的时空

分布极不均匀, 北方总体上严重缺水;2006 年我国耕地灌溉面

积为0 .57 亿hm2 , 仅占总面积的46 .4 % , 一半以上耕地仍是靠

天吃饭, 每年因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就超过700 亿kg 。

2 .4  农业污染十分严重  1998 年我国召开科学会议, 研究

化学物质在土壤中的作用。有的科学家提出了“定时炸弹”

的说法 , 认为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已使土地生产能力越来越

低[ 2] 。据统计 , 建国以来全国已有2 亿t 化肥、农药等化学物

质投放在土壤中。目前我国化肥年使用量达4 500 多万t , 氮

肥利用率只有30 % 左右 , 已造成地表水富营养化和地下水污

染, 全国农药年使用量近130 万t , 污染农田面积达9 .07 亿

hm2 。地膜的大量使用也形成了新的污染源, 同时秸秆焚烧

也给大气造成了严重污染。

2 .5  农村贫困面加大, 农民整体素质低  目前我国尚有

1 .35 亿农村人口达不到人均每天消费1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

准, 我国农业发展水平总体仍然很低, 仍然处于不发达阶段。

农民增收缓慢, 购买力低 , 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尚未脱贫, 农

村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滞后, 大量富余劳动力就业困难, 二元

经济社会结构明显, 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农产品科技含量

少,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 精神文明建设仍需加强, 农民素质亟

待提高。

3  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对策

3 .1  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 是指将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之中, 统筹解决城

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二者出现的各种问题, 实现协调发展和共

同繁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 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城

乡发展, 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 , 也是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统筹城乡发展, 一要实现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

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二要发

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推进征地、户籍等制度的改革 ,

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 包括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

资金市场 , 以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三要打破城乡

产业分割 , 以促进城乡产业优势互补和经济一体化发展。四

要整合城乡教育资源, 建立完善的农村教育投入和管理体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8 ,36(16) :7022 - 7023                   责任编辑  朱新秀 责任校对 况玲玲



制,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3 .2 建设现代农业 首先要加强支柱产业建设。大力实施

科技兴农, 加强农业高技术研究, 取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重大农业科技成果,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其次, 要调整

优化农业结构, 大力发展畜牧业、水产业, 保护农产品知识品

牌, 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再次 , 要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 走农业可持续发展之

路。要积极发展节地、节水、节肥、节种的节约型农业, 鼓励

生产和使用节电、节油的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设备, 努力

提高农业投入品的利用率。

建设现代农业必须着力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一是

在注重加强农村日常设施的同时 , 更加注重农村市场和农村

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农村现代流通方式, 健全适应农业市场

化、国际化的社会服务体系, 加强对农产品进出口的调控, 维

护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基本稳定。二是在注重农产品

产量增长的同时, 更加注重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三是在加注

提高农村经济效益的同时, 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四是在注

重农业生产能力的同时, 更加注重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基础上创新农业经营形式。

3 .3  培育新型农民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培育有文化、

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 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

题作用”[ 3] 。近年来我国农业兼业化和技术农民老龄化趋势

已现端倪。2005 年 , 全国5 .04 亿农村劳动力中 , 小学及以下

文化程度的占34 .01 % , 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6 .87 % ,

不抓紧培养高素质新一代农民, 我国农业将面临后继乏人的

危险。因此必须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造

就现代化的农业经营主体。有文化, 即要具备阅读、书写和

计算等知识和能力。

一般说来 , 农民文化程度越高, 就越易于掌握先进的农

业生产知识和技能, 也越易于实现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就

业[ 4] 。懂技术, 就是要掌握一定的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的技术

和方法, 如灌溉、施肥、育种、栽培、农业机械使用等。会经

营, 即能根据市场行情动态 , 正确决定生产那些农作物品种

及数量, 应如何销售农产品并进行农业再投入 , 以便取得最

大的经济效益。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和重点, 就是提高农民整

体素质, 培养造就具有现代化观念的新型农民 , 为现代农业

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因此要大力开展农业生产技能

和市场经济知识培训, 积极发展养殖业的专业农户, 培育从

事农产品流通的经纪人及组织。要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技术

教育、成人教育 , 加大对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农林专业

的助学力度 , 并鼓励他们毕业后到农村去, 为发展现代化农

业建功立业。

3 .4  全面深化农村体制改革, 促进农民增收减负  1985 ～

2006 年20 年间 ,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 .86∶1 .00 拉大到

了3 .28∶1 .00 , 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拉大。2005 年东部

上海农民人均收入达4 000 多元, 西部贵州农民只有800 余

元[ 5] 。这些情况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阻

止了共同富裕目标的早日实现。

3 .4 .1 深化农村体制综合改革。一要稳妥地推进乡镇机构

改革, 加强基层政治民主建设。二要加快公共财政覆盖农村

的进程。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巩固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成

果, 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扶贫标准和扶贫开发水平, 加快脱贫进

程。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完善农村救助制度, 探索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三要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

目前金融服务严重不足 , 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一大瓶颈。

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 培育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 强化

政策性银行功能, 完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 完善农业保险

体制。四是要改革集体林权制度。在保持集体林地所有权

不变的前提下, 确立农户经营主体地位 , 明晰集体林地的使

用权和林木所有权, 放活经营权, 落实处置权, 保障收益权 ,

促进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 实现林业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3 .4 .2 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 多渠道扩大农民就业。要

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 发展乡镇企业 , 壮大县域经济, 多渠

道转移农民就业。要结合国家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

起等发展战略, 发展县域经济, 提高城镇化水平 , 促进资金、

人才和项目合理地向内地中小城镇转移, 为形成合理的经济

布局和农村人口就地就近转移创造条件。

3 .4 .3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举 , 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新

格局。我国农村人口多、底子薄、积累低、地域差异悬殊和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短期内不可能实现

全部城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我国将仍有几亿人口在农

村, 必须并行不悖地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 形成城乡经

济一体化新格局[ 6] 。在城乡统筹战略方针指引下 , 高度重视

新农村建设 , 增加对农村的投入, 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 增加农民收入, 减免农民负担, 实现农村繁荣, 为实现我

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不懈努力奋斗。

4  小结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 是我

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必须以统

筹城乡发展为基本方略 , 发展现代农业为首要任务, 以培育

新型农民为关键, 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增加农民投入为动

力和保障, 整体推进, 把解决三农问题落在实处。要以城乡

统筹为基本方略, 以建设现代农业为首要任务 , 以培育新型

农民为关键着力点, 以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为必要条件, 以

深化农村体制改革为基本动力和保障, 将新农村建设作为一

个系统工程整体推进, 长抓不懈, 达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

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的要求[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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