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考研时政热点专题：“十一五”发展五重奏1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4/2021_2022_2007_E8_80_

83_E7_A0_94_c73_114440.htm 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党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像一把全新的思想利剑

，荡开了中国的发展浮云。在科学发展观的统揽下，发展的

理念被重新校读，发展的手段被重新校正，发展的目的被重

新校定，由此孕育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战略举措，将确

保中国“十一五”发展更加科学，更加理性自觉。 新农村建

设：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一

五”规划的中心任务之一，也是中国处在战略转型期的一项

重大抉择。建设新农村将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而“十一

五”的五年是一个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 来源：www.examda.com 新农村建设的四

个背景。陈锡文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虽然曾多次

出现在中央文件中，但这一次作为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提出

，却有着完全崭新的时代背景和内涵。解读今年中央“一号

文件”，陈锡文将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归纳为四点： 一是由于

目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特别是粮食生产还不能满足国内需

求，从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来看，农业

的基础地位必须进一步加强。 二是城乡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去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是3255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是10493元，收入比达3.22∶1，而在教育、卫生、文化等公

共事业方面等，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大，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

来说，是一个不利因素，建设新农村的目的正是要努力缩小

这个差距。 三是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支



持力度的财政能力。“十五”期间，中国经济由于高速的增

长，GDP、财政收入和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五年之内都提

高了一倍以上。怎么让农村在这种快速增长中能够得到更多

的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的问题。 四是关系到中

国经济增长中一个基本方针的实现，这就是扩大内需。只有

让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更快富裕起来，有了足够的购买

力，中国的市场才能真正打开，扩大内需的方针才能真正落

到实处，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农村基

层党组织要真正成为带领农民建设新农村的领导力量。陈锡

文指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

理民主。”新农村建设的这二十字指导方针，是新农村建设

的总体要求。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不是只强调某一方面的

建设。今年“一号文件”里已明确提出，要协调推进五个方

面的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农

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到与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并列的高度，足见其极

端重要性。让农村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带领农民建设新农村

的领导力量，是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保障。 按五

大原则起好步。陈锡文介绍说，针对实际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中央明确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五大原则：一是推进新农村

建设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农民收入

增加的基础上，才有条件改变农村的面貌，也才可能持之以

恒地搞下去。二是必须坚持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不能因为

搞新农村建设就错误理解为不搞家庭经营了。三是要以人为

本，从农民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那些生产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入

手。“十一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解决“水



、路、气、电”四件事。四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好科

学的规划。要坚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不能盲目照搬别的的

经验。五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

量参与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部署，是国

家重大战略进入转型期的具体体现。可以预见，这项部署在

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目前有一些政府主管部

门和地方政府受部门利益、政绩攀比、考核机制滞后等多种

不利因素的影响，在思想认识上并没有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一些重要政令在落实中出现“梗阻”。 新农村战略是一项

重大的系统工程，要求实现财政转型、投资机制转型、组织

机制创新等一系列重大转 变，但是受多种因素制约，会遇到

不少阻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学院院长温铁军 节约型

社会：驭一时，谋万世 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的投入转向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特别要从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国家竞争

优势的角度出发，形成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

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冯飞认为，我国资源和能

源的低水平利用状况，既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紧迫性之所在

，也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空间之所在。 冯飞用精确的资料描

述了我国资源利用现状：目前八个主要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

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

的73%；粮食作物的平均水分生产率仅是发达国家的一半；

矿产资源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节能居住建

筑仅占全国居住建筑的3.5%，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

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了

高昂的环境成本和经济成本，并对公众健康产生较为明显的



损害，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3%～7%。 冯飞研

究员进一步从人均占有的角度表示了他的忧虑：我国人均资

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我国

矿产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有量居第53位，仅为

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

的1/4。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快速增长阶段，而粗放的方

式又加剧了资源不足引发的紧张与矛盾。如果不改变传统增

长方式、不在全社会强化节约资源的意识，经济发展必然会

越来越多地受到资源的制约，直接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宏伟目标的实现。 冯飞指出，2005年，我国的人均GDP达

到1700美元，既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也为建设节约社会，实

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形成资源节约型的国民

经济体系。冯飞研究员提出，从战略的角度，以建设节约型

社会为长久之计，应将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一并

提升到新时期基本国策的新的战略高度。特别要从有利于可

持续发展和增强国家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形成资源节约型

的国民经济体系。只有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才能真正抓好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这些

核心环节，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的投入

转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质的飞跃。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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