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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设的核心是发展生产力 （作者张冬科 罗丹 作者单位：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

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上述要求指明了解决我

国“三农”问题的方向，全面系统完整地概括了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

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工作的

中心任务。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所决

定的。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

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推动人

类社会演进的根本力量。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削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仅是当前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

务，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过程中的长期任务。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客观

要求。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世人瞩

目的成就，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别是

解决“三农”问题任务相当艰巨。 在诸多矛盾中，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是严重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突出矛

盾。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看，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

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比为1∶2.57。到2005年，这

一差距比扩大到1∶3.22。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尚有年收入

不足668元的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人，年人均收入在669元

～924元之间的低收入人口4977万人，两者合计7587万人。 从

社会事业发展状况看，城乡之间教育、卫生、文化发展水平

差距很大，农村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居民的差距

明显。从公共基础设施和建设面貌看，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严重不足，在相当部分农村地区还存在行路、用电、饮水

、居住等困难问题。城乡建设面貌反差较大，农村人居环境

较差的问题十分突出。同时需要看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

收入提高，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面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条件。一方面，没有经济的发

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就不能很好地解决广大农民

的基本生产生活问题；没有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持

续提高，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农村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就难以根本改善，

农村健康文明和谐的新风尚就难以持久，农村民主政治的发

展就会受到制约。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须采取扎实有效措施，使农村的生产力获得长足发展

与进步。 必须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农产

品竞争力。现代农业建设是我国农业产业发展的方向，对于

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具有重要作用。要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加快优势农产



品产业带建设，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

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

结合的组织形式，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加快发展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积极发展以集中采购、统

一配送为核心的新型营销体系，建设连锁化“农家店”。 必

须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为农村繁荣和农民就业增收创造

条件。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县城和小城镇

是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区域性中心，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吸

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具有重要作用。要着眼兴县

富民，培育产业支撑，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和建设小城镇，

引导企业和要素聚集，改善金融、工商、信息等服务，增强

县域管理能力和经济活力。 必须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不断

增加农民收入。继续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不仅有利于农村

经济发展，而且可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是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要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

良好的环境。要继续大力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增强农

民转岗就业的能力；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平就业制度，进

一步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

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建立健全城乡就业公共服务网络，为外

出务工农民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

介绍等服务；完善务工农民劳动合同制度，严格执行最低工

资制度，加强务工农民的职业安全卫生保护；逐步建立务工

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探索符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保障和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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