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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将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研究，既指出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要依靠农业自身 

的发展 ，又阐述了从其他途径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的可能性、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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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 

向世人宣布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 
一 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并提出 

21世纪头2O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虽说我国 

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广大的农村地区实际上还未达到 

小康，以2007年底的数据为例，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已 

经达到 3．32：1(13786：4140)。⋯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很大 ， 

城乡的发展差距更大。在如此基础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如 

何建设农村的全面小康自然被摆在很突出的地位。党的十 

六届五中全会适时地作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决定，这也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建设农村全面小康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不但要从农村、 

农业本身上下功夫，而且要致力于从农村、农业以外来解决 

农村、农业的问题。本文作者拟就如何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 

会进行一些探讨。 

一 力争消除二元结构 ，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 

在改革开放之前 ，一是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 

国家从农副业中提取的经济剩余高达 6000亿一8o00亿 

元 ，用于发展工业和城市；二是限制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 ， 

剥夺了农民平等就业发展的机会；三是城市居民享有低价的 

食品及其他生活用品配给制、国家统包的福利制度，使得城 

镇居民较农村居民享有各种特权和利益。在这样的体制和 

政策环境下，人为地将城乡居民分割为两个发展机会和社会 

地位不平等的社会集团。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农民的收入有 

所提高，城乡二元结构有所改善，但城乡差距仍然很大，且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近年来重新扩大，城乡社会发展更是差距悬 

殊，农业和农村在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仍不平等。 

究其原因，一是土地征用成为新时期“以乡养城”的一种新 

形式，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卖的土 

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而出卖土地的收人却用于发展 

城市建设，2007年土地出让收入超过9130亿元，占全国财政 

收入3．2万亿元的28．53％，L3 这笔钱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用 

于补贴农民和用于农村 、农业；二是涉农收费项 目多 ，农民负 

担仍然较重 ，2006年虽然取消了农业税，但各种涉农收费项 

目仍名目繁多，且各项收费相对农民收入仍然偏高，再加上 

各种集资统筹，农民的负担仍重于城镇居民；三是城乡劳动 

者权利不平等，农民工已超过 1．5亿多，占第二、三产业就业 

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50％， 4 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身份地位、就业、 

社会保障、享受公共服务等权利是不平等的，对进城农民的 
一 些不公平，甚至是歧视性的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 

化；四是公共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基 

础设施等社会事业的投人远低于城市，致使农村落后就更落 

后，农民弱者更弱；五是决策者都是属于生活在城市的群体， 

而且城市容易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无论从自己所处 

群体的利益还是自身的政治利益，决策者们都存在着重视城 

市发展的决策偏好，这就容易使加快农村建设、提高农民收 

入成为一个口号，而不能贯彻在政策中，落实在行动上。 

近年来，国家虽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不断加强，对农 

村的投入不断增加，农民的负担逐渐减轻，但城乡发展不平 

衡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要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 

必须首先真正从思想观念上重视“三农”问题和正视城乡二 

元结构，从制度设计上、政策制订上根本改变这种不合理、不 

公平的二元结构，赋予农村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地位、平 

等的就业权、教育权和发展权，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农村与 

城市能够平等共享国家繁荣进步的成果，农村居民与城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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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能够平等享受社会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机制，在这个基础 

上，农业与工业才能平等发展，农村与城市才能平等发展，农 

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才能平等发展，共同步入全面小康，我国 

也才能真正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二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 

自1998年至 2003年的 6年中，农 民人均收入增加 了 

572元， 但在新增加的部分中，没有一分钱是来自农业的。 

取消农业税后的当年，农民增收中有来自农业收入的增加， 

但之后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仍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人均 1596元，在农民人均 

纯收入中占到了38．6％。 另外，我国农业在 GDP中的份额 

已经只占11．3％，但农业的从业人员却还占全社会从业人 

员总量的 40．8％，农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与农业所占 GDP的 

份额已非常不相对称。 其次，农业人口多，耕地少，农业人 

口人均耕地只有2．2亩，如果到2020年这种状况还不能得 

到根本的扭转，农业人口人均耕地则只有 1．7亩左右，依靠 

农业增收潜力有限。 仅从这三个方面来看 ，要实现农村全 

面小康，仅仅依靠农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农业本身 

的发展对实现农村的全面小康的贡献率很低，它不可能承担 

起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的重任。那么，要改变这种局面，出路 

何在? 

分析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我们不难发现，在其工业化 

的进程中，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进入到21世纪，已进入 

全球城市化的时代，据联合国的资料显示，到 2030年，全球 

城市化率将提高到60％，每5个人就将有3个居住在城市 

(见表 1)。 虽然发达国家现在的城市化是由“城市——城 

市”的移民推动的，但其在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 

时期，城市化也主要是由“乡村——城市”的移民推动的。 

表 1 全球城市化率变动趋势(1950—2030)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2002 Revision．New York．26—27．http：／／www．un．org／esa／pop— 

ulation／publieations／wuI1o2001 

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起来的，这其中当然城市 

化与工业化的联系还与工业化所选择的战略和经济技术政 

策有关，但总体上的趋势是一致的。目前中国人均 GDP按 

汇率计算，已达到 1000美元，按购买力计算大约为 3000— 

4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 11：89，农业与 

非农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40：60，城镇化水平为 40％，据这 

四项指标，可以认为中国目前已进人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从科学技术水平、制造业水平、工业占工农业增加值的比重 

等指标考察，我国现在都超过经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工业 

化时期的水平，但城市化水平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 比仍低 

10％，大体相当于英国1850年(37％)、北美 1910年(41％)、 

日本1950年(38％)的水平。IAO]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 

化。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由30％提高到 

70％的阶段，城市化速度一般比较快，超过 75％会发生逆城 

市化趋势。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这为我们解 

决“三农”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有 

利时期，不断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 

由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农村全面 

小康社会的建设，这将是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途 

径。一方面，工业化可以引发农民的产业转移，城市化可以 

引发城乡人口分布转变，这样既可以减少农业从业人口，又 

可以减少农村居民人口，使土地承载的人口负担减少，使农 

业从业人员比与农业在 GDP中的份额相对应，这样，农 民的 

生产效率自然会提高，收益也会提高；另一方面，在大部分人 

口退出农业之后，留在农村的劳动力能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资 

源，同时，退出农业的人员由农产品的供给者转变为产品的 

需求者，导致农产品的供给曲线内移而需求曲线外移，使农 

业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成为可能，进一步提高农业劳 

动生产率和农业效益，农民的收入获得进一步提高。最后， 

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的农业在工业化的推动下，最 

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l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城市化过程中，要对大城市业已显 

现的“城市病”引起注意，对现在一味追求城市的超大规模 

的潮流予以遏制。城市和农村相互环绕建设，其互动性要远 

好于一大片农村围绕一个庞大的城市，造成城市的功能不能 

很好地释放出来，农业的生态环境作用也不能较好地被城市 

利用，城乡互动的成本也较高。小城镇建设是我国城乡协调 

发展的结合部和基本平台，是推动中国特色城镇化的重要内 

容和基本途径，仅仅依靠大都市建设是不能实现我国的城市 

化。以县城城镇发展为中心，带动乡村小城镇发展，实现县 

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协调和谐发展，应成为我国城市化的 
一 种积极尝试。 

三 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有助于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 

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而言的，是通过对人的投资 

可以改善的特质。舒尔茨把通过后天培养获得的人口质量 

的特质看做是人力资本，它是具有价值而且可以通过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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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来增值的。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应使之成为一个人力 

资源大国。中国有庞大的农村人口，相比而言，其人口素质 

相对低下，在生存和发展竞争中处于劣势，必须加大对农村 

的人力资源开发，使务农者能科学耕种、精明经营，使进城务 

工者学有专长，成为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既有利于农业本 

身的发展，更有利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有资料研究表明： 

如果使得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在全部农业劳动者中 

的比重提高1％，那么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可提高2％ ，̈ 农 

民受教育程度与农民收人呈正相关关系。提高农村劳动力 

的素质，将成为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因素。 

在加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时，既要重视基础教育，还要 

重视职业技术培养，更要着力素质的塑造，将之塑造成为能 

够走向市场经济大潮，具有较强生存发展能力和对社会能肩 

负起相应责任的现代公民。要加大义务教育法的贯彻落实 

力度，据抽样调查统计，农村小孩98％能完成小学教育，但 

初中完成率还达不到 87％，比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标准97％ 

要低1O个百分点，在政府对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后， 

供小孩就读初中，家庭支付能力并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 

是一些农村家庭没有将让小孩完成初中教育作为应尽的义 

务，而是作为一种投资行为，每当发现小孩靠读书谋取前程 

无望时，则失去继续投资的信心，从而让小孩辍学外出打工。 

针对这种情况，一是要对未让小孩完成义务教育的家庭进行 

处罚，二是出台配套政策，规定用工单位不能录用未完成初 

中义务教育人员。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小孩受教育程度，可 

采取向农村就读高中的小孩发放教育券和助学贷款．引导更 

多的农村小孩接受高中教育。增加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广泛 

免费开展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经营能力，为实 

施“科教兴农”和转移就业奠定基础。 

四 为农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农业在国家的GDP中所占比例虽然越来越小，但这并 

不意味着农业的萎缩，不管国际分工如何，不管中国选择什 

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农业总要不断朝前发展。另外，虽 

说在近几年的农民增收中，农业本身的贡献率一直徘徊不 

前，但由于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农业本身 

的发展尚大有可为，在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还应 

做好农业本身这篇文章。 ‘ 

(一)制度上要有创新 

1978年，实行农户承包制，使农业生产力发生了革命性 

的飞跃，农业得到了大发展，农民的收入得到了显著提高，制 

度上的创新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农户承包制虽然在一定 

的历史时期，在农业生产水平处于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可能是最佳的选择，但却不能是永远的 

选择。时至今日，农户承包制经济实力弱、规模小，缺乏竞争 

力的弱点已越来越凸显出来，已远远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 

要求，并已成为制约农业生产的桎梏。如何搞好农村下一步 

改革必须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笔者认为，要切实推进土 

地所有制和土地流转体制的改革，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和使土地能发挥更大的效益。 

(二)发展农业规模经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 

提高农民收入，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是不可行的。农产品 

价格提高，一是由于农产品市场供给不足，如果出现这种情 

况，必将影响粮食、食品安全，影响经济发展。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人为地提高农产品价格，这是一种违背市场规律的人为 

定价，特别是在中国加入 WTO后 ，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人为 

定价必然不能维持长久。同时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会带动整 

个物价的上涨，特别是一些涉农产品的上涨幅度往往会超过 

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其结果是不但农民在涨价中不能受 

益，反而会遭受到更大的损害，更加严重的是，将带来比较严 

重的通货膨胀，如中国在 1988、1999年那样，最后影响到整 

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因此，提高农民收入，从农业本身入手 

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要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发展农业生产力，除发展科技外，从现阶段来看，又主要是要 

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一家一户耕种一小块土地，生产 

效率极端低下，同时，农业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生产手段的 

推广应用受到限制 ，分散式的农户又很难把握市场机会，参 

与市场竞争，且市场竞争力弱小。生产效率不提高，农民从 

农业中获取的收入就不可能提高，实力落后的农业生产经营 

方式不可能与现代农业相竞争。因此，国家应下大力气，一 

方面，引导一些种植大户、养植大户走向农业企业化经营；同 

时，也鼓励一些投资家投资农业经营，各级政府要象发展工 

业一样，努力为发展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招商引资和为其 

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三是成立一些国土整治和经营公 

司，一方面对一些废弃的土地进行养护和进行田园化改造， 

同时开展生产经营，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四是对已有的农业 

企业要进行扶持、帮助和提供良好的服务，并在政策上予以 

优惠，使之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三)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农民多耕地少，在过去存在着对土 

地和其他农业资源过度开发或者野蛮开发的问题，向大自然 

有过过分的索取，使农业生态环境受到了一定的破坏，个别 

地区又加上 自然灾害的毁坏和长期 以来对生态系统的恢复 

性建设的负债，可以说是山河破碎，水土严重流失，农业自然 

灾害连绵不断，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对农业生态环境 

的建设，一方面改善了农业的生产环境，同时也改善整个国 

家的生态环境，贯彻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另一方面，农 

业特别是农业中的种植业的生态方面的贡献又反过来促进 

了生态环境的建设。国家应首先着力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建设，其不但可以支持农业发展，而且在更大意义上可以改 

善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基本上是在 1978年以前集体经济时 

建立起来的，农村实行承包改革后，不但现在新建设项目很 

少，而且对原有的设施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破坏，还有一 

些设施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与维护 ，破损 、老化现象比较严 

重。这种状况已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不但影响 

到农民增产增收，而且在灾害之年，由于农业基础设施影响 

了抗灾能力，使农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城市在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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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基础设施建设是由政府财政建设，或者至少是由政府负 

责引进或者筹集资金进行建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包 

括其他的一些公共产品如学校、村镇道路等)基本上是靠农 

民自己出钱出力修建，这一方面限制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的力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五)应重视农业资源的培育 

农业发展除了靠养殖业、种植业外，还有林业、渔业、牧 

业、野生动物、中草药材及一些有价值的植物和旅游观光。 

过去由于向大自然的过分索取和保护意识不强，许多有用的 

资源遭受了破坏，一些地方山荒了、水枯了，动物、植物不见 

了，过去山青水秀的田园风光不见了。要实现农民奔小康，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耕种农业外，还要重视对一些农业资源的 

重建和培育，使农民有一部分收入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 

方山水养一方人，这既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又能美 

化自然 、改善生态环境。 

五 农村发展中小企业，也是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好路 

子 

农村中小企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 

到了重大作用，同样地，在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中，仍将发 

挥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引发农民的产业转移，提高农民收 

入，农民打工可以离土不离乡，还可以促进新农村建设。 

发展农村中小企业，第一，是兴办，对在农村兴办中小企 

业政府要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政策方面要有优 

惠，鼓励中小企业落户农村；第二，要将一些涉农产业引入到 

农村，特别是一些原材料在农村、生产出来的产品又供应农 

村的产业要引入到农村，这样，既可以促进中小城镇建设，又 

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第三，可以向农民贷放创业 

基金，让农村里的能人能在本乡本土创业，造福乡祉，让农村 

里的资金能投放在农村中，用于农村发展。第四，进一步加 

大对农业开发的支持力度，引导农业进行产业化、企业化经 

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这样坚持做下去，在农村就有可能 

出现一批工业型、商业型、农副产品集散型、旅游休闲型、专 

业型小城镇，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虽然任务艰巨，但是只要我们能 

真正端正思想，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 

重”来抓，办法还是比困难多。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是一 

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共同努 

力，而不能孤立地从农村、农业出发来解决农村、农业的问 

题，也不能各种努力互相脱节，产生不了合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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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ys to Build Well—off Villages in All 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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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thinks that building well—off villages in all rounds is a systemati‘c project．It poinm out that the building 

depend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tself．It also demonstrates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other ways to realize the go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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