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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 三、如何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

党中央面向新世纪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考点背景

透析】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农民很苦,农村很穷,农业很

危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社会不和谐的重要

因素，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为了改变这种现

状，实现社会和谐，加快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党中央提出

了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为目标、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切入点的宏伟任务，这也是目前的一个理论热点问题。如

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2005年、2006年党的重要会议、文

件必大书特书的内容，这也是今年考研政治命题的热门考点

。希望考生对此严加关注。 相关材料1：“十一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十一五”

规划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任务的提出) 1.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目标的提出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指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

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快科

技教育发展；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和谐

社会建设。 《建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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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

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坚持“多予

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

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搞好乡村建设规划

，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

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

策扶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 

《建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前重点抓的工作

是：一、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二、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三、

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四、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的原则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党中央面向新世纪构建和谐社会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推进新农

村建设是一项规模大、涉及面广的宏伟工程，既不能一哄而

上，也不能踯躅不前，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规划

，分类指导，稳步推进。 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以农民为主体

，以政府为主导。在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

系，也即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必须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充

分发挥广大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 坚持农民的主

体地位，充分发挥广大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

是决定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首先，必须把农民作为新农

村建设的利益主体。其次，必须把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行

为主体。 (2)必须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新

农村建设中，政府既不能角色错位或越位，更不能角色缺位

，而应加强宏观调控，强化政府主导角色，按照“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

，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3)必须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渠道，

大力改善农村的公共资源配置 新农村建设是在国民经济发展

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后，涉及农村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一项系

统工程。在具体实施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大中

央和地方政府预算内投资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大

力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二是加大国家财政投入，改

善农村的交通、供水、通电和教育、医疗、文化、体育以及

社会保障等条件。在此基础上，加强农村人才建设，将城市

优质人才引入农村，全面加强新农村建设。 3.提高农民素质

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证 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人

居环境改善和人的素质提高相结合。改善人居环境是新农村

建设的前提，也是促进广大农民更新观念和改变精神面貌的

物质基础。提高农民素质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

证。 相关材料2：新农村建设必须把发展农村经济和增加农

民收入作为第一要务(2004年“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1.增加农民收入

要有新思路 《意见》分析了农民增收的严峻形势和促进农民

、尤其是促进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增收的紧迫性、重要性，

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思路和总体要求。文件突出了四

个重要特点： 一是强调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和贫困地区农民

增收这两个重点和难点。 二是从农业内部、农村内部和农村

外部这三个层次，提出促进农民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有关

政策。 三是从为农民增收创造必要外部条件的角度，提出了

开拓农产品市场、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投入，以及深化农村改



革的政策措施。 四是强调了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

实加强领导、落实政策。 《意见》内容包括：集中力量支持

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继续推

进农业结构调整，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发展农村二、三

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

出务工收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加强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深化农村改革，为

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解决

农村贫困人口和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加强党对促进农

民增收工作的领导，确保各项增收政策落到实处。 2.增加农

民收入的必要措施 (1)加大财政支农力度。降低农业税税率、

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将新增财政支出向“三农”倾

斜，传递出国家鼓励农民种粮食的重要信号，在统一城乡税

制的政策目标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2)突出重点，抓粮食主

产区农民增收。多年来，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占全国

的70%左右，抓住了主产区，就稳住了全局。 今后，中央将

启动规模宏大的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对推广良种给予补贴，

对主产区农民购置大中型农机具给予补贴；建设高标准基本

农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 (3)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实

行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目前大家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

认识逐渐一致，即要逐步地走向市场。但问题是，在目前粮

价较低的情况下放开粮食市场对农民造成的损失怎么办？中

央经过认真考虑，提出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从现有的

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不少于1／3用来直接补贴粮食主产区的

种粮农民。现有的粮食风险基金约302亿元，即拿出不少

于100亿元对13个粮食主产区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非粮食主



产区也有粮食风险基金，也要拿出一定的资金对种粮农民进

行补贴。对此，国务院也将研究出台专项文件。 (4)民工成为

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件强调了“进城就业的农民已

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提法在中央文件

中提出尚属首次。此外，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成为重要

的战略考虑。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看，二、三产业中就

业的员工有46.5%是农业户口，目前这个比重还在继续提高。

即使使用2000年的数据，在服务业中，农业户口的从业人员

也已占到52%，加工制造业中超过60%，建筑业尤其是建筑工

人占79.8%。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中人

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