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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和发展集体经济是基础。由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是以集体经济为基础，所以

必须坚持和发展集体经济。否则，社会主义新农村缺乏经济基础。集体经济可以采取多种

具体形式，既可以坚持集体所有集体经营，也允许采取承包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股

份公司制等多种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只要能使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就行。这里有一个

问题必须说明，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农村的经济还是不是集体经济。我们认

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农村的经济还是集体经济，因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土地是集体所有，还有集体所有的其它资产，以及集体经营的各种产业和企业。 

2.内部的公司化管理和外部的市场化运作是制度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营管理，

除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外的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包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

营责任制的农村集体经营的经济，我们主张实行内部的公司化管理和外部的市场化运作。

实行公司化管理这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使农民具有股东和职工的双重身份，既有利于调

动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又有利于激励和监督新农村的经营管理者，防范委托代理风

险，提高经营绩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只有实行市场化运作，才能够使新

农村适应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在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3.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市化是根本途径。 

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建成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根本途径。发展农业生产是建成新农村的首要任务，农业产业化则是由落后农业转变

为先进农业的根本途径。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工业化，即用工业生产经营的方式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具体说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广大农户为基础，以加工销售企业为

依托，以科技、教育培训、经贸等方面的服务为手段，将农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联结为一

个完整的产业系统，提高分工、协作、专业化水平，实行种养加、供产销、农工贸一体化

的经营，实现农业的经营市场化、产业一体化、生产专业化、产品商品化、管理企业化、

服务社会化。从农业生产方面来看，在农产品过剩并且难以涨价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提供

优质、特种、绿色、低成本、深加工、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才可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正

是农业产业化所要做到的。农业产业化是改变农业落后状况、克服农业弱质性、发展农村

经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富民之路。 

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经济，除了要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之外，还必须大力发展非农产

业，搞多种经营。因为，农村与整个国家一样“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农民

靠一亩三分地，永远富不起来，农村经济仅靠农业，繁荣不了。去参观一下当今中国富裕

的农村，几乎无一不是如此。要解决“三农”问题、建成新农村，仅仅局限于农业这个小

圈子是不够的，仅仅依靠农业本身来挖掘增收潜力也是有限的，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国

情，即人多地少、分散经营，我们必须通过农民的非农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

村人口数量，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就业是增加

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除了实行农业产业化，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之外，解决农

民的就业问题，主要靠非农化，即让农民到第二、三产业就业。非农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

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而农民的非农化又需要农民的市民化，因为只有实现非

农化又实现市民化，非农化才能更稳定、更持久、更多、更好。我国滞后的城市化固化了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城市化

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落后的二元经济向先进的一元现代化经济转变的必

由之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加快农村城市化的步伐。只有大量农民实现

非农化和市民化，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真正建成。因此，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必须同时推

进。 

4.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政府大力帮助是必要措施。 

改革开放以前，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大量的农

业剩余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转变为工业的利润，用于发展工业生产，使得农村长期改

变不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又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

了充足价廉的劳动力和农产品，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现在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不



断扩大，“三农”问题相当严重，已经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维

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有必要也有能力以工促农、以城促乡的阶段。仅仅依靠农

业和农民，要想普遍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农业落后，农产品需求弹

性小，价格难提高，增长受限；农民太多，耕地太少，劳动生产率太低，收入难增加；农

村底子薄，投入少，基础设施落后，生产和生活条件差。所以，建设新农村，必须工业反

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政府大力帮助农民。政府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

在“多予”上下工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财政支出向农村倾斜，不断加大对农业和

农村的投入，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应该转向农村，土地出让金和使用费主要应

该用于“三农”，金融机构要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工业要通过多条渠道支持农业发

展，提供更多、更好、价廉的农用生产资料，帮助农业实现产业化；城市也要采取多种措

施支援农村，特别是要善待农民工，不要歧视农民工。 

 5.提高农民素质是关键。 

提高农民素质是决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农民的素质主要包括农民的身

体健康素质、文化技术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目前，中国农村人口的素质总的来看，并

不高。农村人口素质的这种状况，极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我们认为，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最重要的是，必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花大力气提高农民的素质。 

第一，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提高农民的身体素质。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必须

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村缺医少

药的情况下，提倡城市送医下乡是必要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建立农村自身的医疗服务体

系。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种投入少、效果好、农民互助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应该坚持

和完善。但是，仅靠农民自己难以完全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还要发展农村医疗保险

事业和国家对农村的医疗保障。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

投入，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国家对农村的转移支付的经费，首先应该用于发展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以提高农民的身体健康素质和文化技术素质。 

第二，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

重点是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落实农村学生“两免一补”的政策。必须纠正“九

年义务教育是家长的义务和责任，即家长必须保证让子女接受9年小学和初中教育”的不正

确观点，明确九年义务教育主要应是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必须想办法，切实保证农村实

行九年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认真落实九年免费教育，并对农村困难家庭的学生给以必要

的生活补助。真正做到“再穷也不能穷了农村孩子的教育，再苦也不能苦了农村学生的学

习”。建议建立各级政府在农村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责任制，定期进行考核检查，以使农

村九年义务教育落到实处。特别要注意妥善解决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子女的升学问

题，留在农村的不能辍学，进城的不能无学可上。城市的公办学校不应该采取不接收、高

收费等措施，歧视农民工的子女，因为农民工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还应该允许建立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民办学校。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还必

须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坚持对进乡镇企业打工、外出务工经商的所有农民工进行

岗前培训。国家应该制定相关规章制度，硬性规定用工单位对农民工进行上岗培训，绝对

不能允许再出现一天培训都不搞，就让农民工下井挖煤的现象。除了要对进乡镇企业打

工、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进行基本技能培训之外，还需要对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进行农

业技术培训，必须改变以往那种凭经验、跟着父辈按传统方法搞农业生产的状况。否则，

农业现代化难以实现。扫除农村存在的6600多万文盲，也是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

任务，应该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坚持不懈地“扫盲”。 

第三，加强农村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改善农村邮电通信、通

广播、通电视、送文化艺术下乡的基础之上，采取适合农村情况、农民喜闻乐见、生动活

泼的方式，对农民持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的教育，让农民及时了解国家的法

律制度、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提倡弘扬高尚文明、互助和谐的道德风尚，提高农民的政

治思想觉悟，形成优良的社会主义道德习惯，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主义新农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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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福建论坛》2006年第11期，原文标题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和建设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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