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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是国家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方

向。鉴于我国区域差异很大 ,各地的发展环境也有很大的不同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各地区在各个阶段发展

的目标和重点必然有差异。中部地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区域 ,经济发展总体上刚刚跨入工业化中期 ,

“三农”问题相当突出 ,本文就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重点进行了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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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

十分迫切需要的一个战略措施 ,又是一项长期的历

史性任务 ,因此我们应该把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的

结合起来。由于我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 ,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尚处于起步阶段 ,没有固定的模式和

完整的实施方案 ,各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

程中必须结合自身实际 ,对农业增产增收、农村建设

资金来源、农民素质提高等问题进行不断的探索。

对于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地区在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中只有把一般要求与地方优势和特色结合

起来 ,所确定的目标和重点要与本地实际相适应 ,才

能让建设新农村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本文就中部

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重点进行一些探讨。

1 　中部地区的特殊性和新农村建设的
前提

　　中部农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中部六省是

我国最重要的农业基地 ,拥有江汉平原、洞庭湖平

原、鄱阳湖平原、黄海平原和南阳盆地等著名农业基

地。2006 年中部六省的粮食产量为 15 997 万吨 ,占

全国粮食总产量 49 746 万吨的 3211 % ;油料产量为

1 268 万吨 ,占全国 3 062 万吨的 4114 % ;棉花产量

为 207 万吨 ,占全国 673 万吨的 3018 %。2006 年中

部六省的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6 616 亿元 ,占中部

GDP 的 1514 %。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前期 ,正因

为中部农业占经济的比例较高 ,而国家主要采取行

政手段保证粮食生产和国家工业化 ,农民的经济利

益受到严重侵害 ,中部农村的发展很自然被延迟。

因此 ,有学者认为 ,中部问题的根源不在农村本身 ,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而在于国家宏观的经济和社会

政策的取向。[ 1 ]我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程度 ,不

能再以损害农民利益和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现代

农业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必须大力支持中部地区发

展农村生产力。

中部六省另一个基本特征是经济实力不强 ,外

出务工是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据统计 ,中部地

区和东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在 6 倍以上 ,

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上也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与东部相比差距明显。2006 年 ,全国农村居民

家庭人均纯收入 3 255 元 ,而中部六省只有 2 955

元。2005 年中部六省的财政收入共计为 4 45514 亿

元 ,而东部为 9 63013 亿元 ,为中部的 2116 倍。中

部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外出务工。目前 ,中

部地区在外省市务工总人数占全国的 4316 % ,河

南、安徽、湖南、江西、湖北外出务工人数分别居全国

第二位到第六位 (第一位是四川省) 。河南省已转移

农村富余劳动力 1 410 万人 ,安徽省有近千万农民

在城市务工 ,湖南、湖北、山西、江西省进城务工农民

也都在 500 万人以上。[2 ] 东部的新农村建设可以有

较高的层次和水平 ,而中部地区农村首先要解决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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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应该说这是中部建设新农

村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如果忽略了这样的前提 ,

超越发展阶段来盲目提高新农村建设的标准和要

求 ,中部的新农村建设会出现过去的“大跃进”和“形

式主义”。

中部地区的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不仅低于全国 ,

其内部的城乡差距也很大。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衡

量标准 ,不仅要看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 ,更重要

的是看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享受基本公共服

务方面的差距 ,农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和享受基本公

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明显 ,

王祖祥利用中国的统计年鉴发布的收入分配分组数

据估计基尼系数的方法 ,对中部六省的基尼系数进

行了估算 ,认为中部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关键是

城乡收入差距。[3 ]中部农村教育面临困境 ,农村人口

中还有不少的文盲 ,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比例较高 ,

农民受教育机会大大低于城镇。由于父母外出务

工 ,儿童学习成长环境恶化 ,大量的留守儿童教育问

题严重 ,农村中小学辍学率增加。农村师资力量不

足 ,由于基础教育的经济效益不显著 ,中部地区政府

无财力也无动力对农村教育进行更大规模的投入。

农村卫生方面 ,全国 80 %以上的公共卫生资源分配

在城市 ,占总人口 70 %的农村人口只享有不足 20 %

的公共卫生资源。在社会保障等方面 ,农民所享有

的政府福利存在被边缘化倾向。从目前来看 ,中部

地区的大多数村基本没有硬化路 ,还有一定数量的

村不通公路 ,绝大多数农村根本没有生活垃圾和污

水处理设施。水利设施年久失修 ,沟河渠坝淤阻和

破毁现象严重。中部地区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

峰期 ,大量的资源被用于城镇的发展 ,农村社会发展

严重滞后。

2 　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现代进程中的重大历

史任务 ,不可一蹴而就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础条件

较差 ,存在着诸如资源、制度、环境等方面的约束因

素 ,建设新农村至少需要花二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时

间。因此 ,中部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把长

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统一起来 ,要把一般要求与地方

优势和特色结合起来。

用长远的眼光来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具

有深刻社会变迁含义的战略和举措 ,仅就“生产发

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方

面的目标来看 ,其中每一方面过去都曾提过 ,但这次

提出这一战略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其中

关键性内容是在于寻求“一种新的建设方法和方法

体系 ,使中国农村社会重新具备内生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 4 ]新农村建设长期目标就是要实现城乡互动

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由现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步

向城乡一体化演变。但我们应该看到 ,农村社会必

然会长期存在 ,我们可以粗略地计算一下 ,即使我国

城市化水平达到 70 % ,也仍然有 4 亿人口生活在农

村。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农村作为一种不同于

城市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 ,其存在也同样具

有价值。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村历史文化十分长久而

工业化不很长的农业大国 ,城市的发展不能也不可

能通过放弃农村发展而持续下去 ,必须实现城乡互

动和共同发展。但“实现城乡互动和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这样的长期目标是抽象的 ,它必须要通过各个

区域在各个不同方面和具体的步骤来逐步得以确立

和实现。由于中部地区农业的地位 ,国家对农业支

持与保护政策必须有新的内容和深的层次 ,必须使

农业的内质和市场竞争力得到强化 ,使农民收入增

长有新的动力机制。发展现代农业 ,为国家粮食安

全提供保证 ,是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 ,这

一点从国家层面上看十分重要。对于中部地区本身

而言 ,建设新农村的目标不仅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

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步伐 , 使农民的生活质量有

根本性的改善和提升 ,而且要使农村科技文化教育

水平有新的提高 ,农民的精神面貌和农村社会风气

焕然一新。

从近期来看 ,中部地区要激发农民建设社会主

义的热情 ,要把发展农村生产力和优化环境作为主

要目标。中部地区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 ,经

济实力弱 ,农村对资金需求量大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是要尽快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建设新农村不能仅是

纸上谈兵 ,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 ,需要一定的资金投

入。从目前情况来看 ,建设新农村采用靠国家包下

来的办法是不可能的 ,国家能投资建设公共基础设

施 ,如村村通公路 ,投资兴办敬老院、卫生院等就实

属不易了 ,农村建设的大部分资金和物资 ,还需要农

民自己来解决 ,要靠社会力量支持。因此 ,没有农村

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繁荣 ,中部的新农村建设只能

是一种空想。繁荣农村经济是建设新农村的首要任

务。繁荣农村经济 ,首先是发展县域经济 ,发展地方

特色经济 ,依托工业化和城镇化。只有依靠区域工

业化和城镇化 ,农村才会有繁荣的市场 ,农村经济发

展才会有较大的空间。另一途径是发展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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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展农业来获得好的经济效益 ,要有一些前提 ,

如丰富的土地资源 ,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增加投入

改善生产条件 ,要有农业科技来支撑。在发展农村

经济的同时 ,新农村建设要根据现有的力量加速优

化生活环境。优化环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可

以促进和调动农民建设家乡的热情 ,可以通过较小

的投入获得较大的社会效益。优化环境包括软环境

和硬环境。软环境包括乡村文化建设 ,农民的素质

教育等 ,硬环境包括村庄环境整治 ,道路修筑和硬

化 ,饮水工程和水利设施等。优化环境 ,可以使农村

创业环境和整体面貌有新的改变 ,可以大大促进农

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管理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中部地

区必须建立适合农村的基础教育体系和农民培训体

系 ,使农民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水平有新的提高 ,农村

人口素质获得提高。在进行环境建设中 ,可以积极

利用社会资源 ,包括社会各部门的结对支持和企业、

个人的捐资建设。

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两者不可分割的 ,两者相

互依赖、相互促进。统筹城乡发展 ,必须解决农民最

需要、最迫切解决的问题。一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二是农民直接获得利益的惠农

项目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措施。近期目标的实现

让新农村建设增强信心 ,提高社会的关切度 ,成为长

期目标形成和实现的基础。但只有近期目标是不够

的 ,事实上 ,无论什么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措施的实

行和实施都需要建立一种机制。建设新农村的成效

如何依赖于是否有足够的信息、科学的决策方法和

有效的组织实施系统。因此 ,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

要把制度建设作为重要方面。只有通过形成城乡统

筹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才具

有战略意义。

3 　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

中部地区总体上已跨入工业化中期 ,对于二元

经济结构十分突出的中部地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中应紧紧围绕设立的目标 ,突出以下重点 :

1)发展现代农业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 随着农产品供给绝对短缺阶

段的结束 ,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新阶段农业

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已经从单纯的资源约束转

变为资源和需求双重约束。由于农产品的收入需求

弹性下降 ,农业的收益率呈明显下降趋势 ,农业的要

素投入结构正在发生资本替代劳动的明显变化 ,农

业投入边际报酬递减 ,农业生产成本呈加速上升趋

势。随着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大量青壮年农村劳动者

转移到非农产业 ,对农业生产和农村活力构成潜在

威胁。农业需要保护、需要反哺 ,不仅因为农业天生

是一个弱势产业 ,还因为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公

共产品的色彩。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尤其在我

国粮食安全是一个 13 亿人口大国必须十分重视的

问题。中部地区基本上是一些农业大省 ,农业资源

十分丰富 ,建设新农村就必须要保护农村生产力 ,进

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如此 ,农业也是值

得发展和支持的产业。不难看出 ,随着工业化进程

加快 ,工业品市场趋向饱和 ,一些行业的平均利润率

下降 ,土地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农业的经济效益也会

相应提高。在当前 ,我们必须加大对农业投入力度 ,

创新农地制度 ,鼓励农地使用权流转 ,利用科技发展

农业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

产率。发挥现代科技对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引领

和支撑作用 ,中部地区不断强化创造科技知识、运用

科技知识的创新。现代农业科技将深刻改变中部地

区农村、农业、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管理方式 ,也

将深刻改变中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2)创造就业机会 ,转移农村劳动力。中部农村

人口占总人口的 2/ 3 ,没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

没有农民的减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不会有大

的成效。只有农民实现了在二、三产业的就业 ,农民

的收入大幅度提高 ,建设新农村才有坚实的基础。

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不仅是建设新农村的一个必要

条件 ,同时也有经济增长的效益。世界银行 2004 年

的一项模拟表明 ,在今后如果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

移出 1 %、5 %和 10 %的假设下 , GDP 分别可以提高

017、313 和 614 个百分点。转移农村劳动力还有利

于从根本上减少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提出建设新

农村的战略意义是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 ,为了减少

这种差距国家实行过很多政策 ,包括再分配政策、西

部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减轻农民负担等 ,这些

政策一定程度上能减少一些矛盾 ,但是都不能起到

治本的作用。如果从国际上来看别的国家是怎么消

除城乡和地区差距的 ,我们也容易看出 ,他们的再分

配政策也不会起到什么很好的效果 ,最后也都是通

过人口的自由流动来消除的。为了转移农村劳动

力 ,要放开城镇户籍 ,创造宽松的就业环境 ,保护进

城农民的各种权利。

3)改善农村交通等生产、生活条件 ,建立农村教

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从国家

财政投入方面来看 ,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工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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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及投入优先领域 ,应该是确保农村公共产品的

供给。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乡村公路

建设 ,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中部相当多的村

庄交通、通讯、饮用水等条件极差 ,极大地妨碍了与

外界的交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 ,刺激了人才的外流。

教育资源对城乡分配不公是造成城乡差距的一个重

要因素。农村正经受着“教育的贫困”,广大农村办

学条件差 ,教师待遇低、水平差 ,导致农村孩子上学

难。由于能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机会少 ,加之教育

质量低 ,使不少农民子女不愿上学 ,农村中小学辍学

率高 ,农民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农村文盲、半文盲

人口比重大 ,并且非文盲人口中 ,85 %以上只有小学

水平和初中水平。目前 ,中部地区出门打工农民

60 %～70 %都是初中生 ,他们对现在的岗位是比较

适应的 ,但是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 ,社会对劳动力

的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会不断增加 ,农村教育问题会

凸显。农村基础教育是全社会的事情 ,只有逐步国

家化 ,才能保证城乡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医疗条

件差 ,医药价格高 ,许多农村人口生病得不到及时救

治 ,严重影响着农村居民的健康和生命 ,因为生病而

家庭导致贫困的比比皆是。农村文化生活单调 ,农

民除了听广播、看电视以外基本上就只有家庭活动

了。农村的基本生活保障没有建立 ,贫困的农户大

多处于孤立无助的状态。在农村的社会保障中 ,养

老问题非常紧迫。由于大量农村人口流动的原因 ,

青壮年外出的较多长期不在家乡 ,农村居民的老龄

化问题比城市还要严重。

4)建设乡村文化 ,提高农民素质。人是生产力

中最活跃的因素 ,农民素质问题将直接决定新农村

建设的成败。从新农村建设需要来看 ,无论经济发

展还是社会事业发展 ;无论基础设施建设 ,还是精神

文明建设 ;无论立足当前 ,还是着眼长远 ,都需要智

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目前农村文化建设明显存在着

一些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存在偏差 ,乡村文化建设滞

后。当前 ,一些干部群众思想观念陈旧 ,传统思想严

重 ,在思想认识上依然存在着重物质文明建设轻乡

风文化建设的错误倾向。正是由于思想认识上存在

着偏差 ,一些地方基层组织对乡村文化建设抓得不

紧 ,办法不多 ,点子不新 ,措施不实 ,乡村文化建设滞

后于物质文明建设。二是宣传教育不够 ,封建陋习

未得到彻底改变。由于对农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力度

不够大 ,致使一些农民腐朽陈旧落后的思想依然存

在 ,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未完全建立 ,旧有的

思想观念仍在作怪 ,失信毁约、封建迷信等现象时有

发生 ,社会丑陋现象沉渣泛起。三是村两委班子成

员素质不高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因为村干部素质

太低 ,没有领导能力和凝聚力 ,不能行使好自己的管

理权 ,不能在乡风文明创建活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

导致各项工作出现一盘散沙。乡村文化建设是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容之一 ,也是建设新农村

的必要手段。农村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 ,乡村

文化建设既要立足于地方优良的传统文化又要符合

时代特征 ,既要有乡规民约 ,又要创立多种形式的乡

村文化载体。建设乡村文化要利用“能人”带动 ,依

靠农村正式和非正式组织 ,活动形式多样化。

5)创造优越条件 ,推动人口自愿集聚。从当前

农村建设现状和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出发 ,新农村

建设一个重点是要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 ,着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部地区人

口众多 ,居住又比较分散 ,人口相对集中居住既有紧

迫性也有必要性。首先 ,农村家庭户数的增长率快

于人口的增长率 ,因为虽然人口增长率在降低 ,但是

家庭规模在缩小 ,自然就出现了宅基地不够的现象 ,

农村占用承包田建房现象十分普遍。如果集中居住

就可以节约不少土地。其次 ,村庄合并可以节约基

础设施费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 ,需要从

规模经济中挖潜。如果自然村相对集中 ,就可以省

出大量资金。如果村落零散 ,大量的资金投入既不

可能也不经济。再次 ,农村人口凋零以后 ,社会治安

问题也比较严重 ,而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年轻人在

城市落户 ,农村社会化养老也要提到日程上来。这

些都需要人口的相对聚集。对于一些关于合并自然

村的担心也是存在的 ,但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

析。比如合并自然村后离农地的距离远了 ,但也有

一些基层干部说现在都是机械化了 ,近一点和远一

点就是加一下油门的差距。关于合并自然村是否会

违背农民意愿问题 ,在实际中通过一些制度上、政策

上的约束是可以避免的 ,只要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 ,

一些矛盾和问题是可以得到合理解决的。当然 ,人

口集聚要规划先行 ,循序渐进 ,因势利导 ,通过创造

优越条件 ,才能吸引农民并村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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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s Phillips curve failure characteristics1 By using t hree indexes , such as GDP growt h rate ,UN E and INF ,t he aut hor proves , describes and

analyze China’s Philippe curve failures 1 In t he paper , t he aut hor mainly int roduces and analyzes Chinese recent anti2unemployment fisc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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