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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4/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04321.htm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印发全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通知（发改农

经[2007]125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

级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

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农业部、文化

部、环保总局、统计局、林业局、气象局： 根据党的十六届

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总体部署，结合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我委组织编制了《全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十一

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现将《规划》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切实加强对《规划》实施

的组织工作，科学安排政府投资，合理引导社会资源，开拓

创新，扎实工作，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确保顺利实现全

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目标。 附：全国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二00七年六月九日 全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

规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00七年六月 目录 一、规划背景

(一)“十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1、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

步提高 2、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3、农民收入快

速增长 4、生态环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5、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得到改善 6、农村社会事业取得新进展 7、农村改革开放迈出

重要步伐 (二)“十一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1、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出现新变化 2、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 3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 二、指导思想和发展目

标 (一)指导思想 (二)发展目标 三、主要任务 (一)积极发展现

代农业 1、稳定发展粮食生产 2、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3、健全

农业服务体系 4、大力发展节约型农业 5、加快发展农业循环

经济 6、提高农业装备水平 (二)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1、积极发

展优质农产品 2、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 3、大力发展畜牧业

4、积极发展水产业 5、壮大林业产业体系 (三)增加农民收入

1、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 2、大力推进产业化经营 3、加快

发展农村二、三产业 4、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5、大力发展劳务

经济 6、继续做好扶贫工作 (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1、加强生

态保护 2、强化综合治理 3、抓好重点工程 (五)改善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 1、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搞好村镇规划

和建设 (六)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 1、优先发展农村教育 2、

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 3、加快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4、

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 5、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6、加强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四、保障措施 (一)切实保

护好水土资源 (二)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与保护 (三)深化

农村改革开放 (四)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五)加强

和改善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 (六)增强应对农村重大突发事

件的应急反应能力 (七)保障农村社会事业健康发展 (八)加强

农村法制建设 全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 “十一

五”时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要任务是发展农村经济，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

体部署和要求，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编制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一)“十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十五”

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适应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实行“多予、少取、

放活”的方针，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加大了对

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支持力度，五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

各项支出达到11300多亿元，加上地方各级政府的支农投入，

调动和引导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新成就。 1、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粮食生产

出现重要转机，2004年以来，粮食播种面积不断扩大，单产

连创历史新高，总产连续增加，扭转了2000年以后粮食产量

大幅下滑的局面。2005年，全国粮食、棉花、油料、糖料、

肉类和水产品产量分别达到48402万吨、571万吨、3077万吨

、9452万吨、7743万吨和5108万吨，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4．7

％、29％、4．1％、23．8％、26．4％和l9．4％。农林牧渔

业增加值达到23071亿元，总产值达到39451亿元，按可比价计

算，分别比2000年增长21．3％和29．3％。 2、农业和农村经

济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优质农产品得到较快发展，优质专用

小麦、优质水稻和“双低”油菜种植面积比例分别达到49％

、65％和77％；高效经济作物快速发展，经济作物约占农作

物种植面积的33％，比2000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农业区

域化布局取得重要进展，主要农产品生产迸一步向优势产区



集中；畜牧业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产值年均实际增长7％，总

产值达到13311亿元；农业内部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比例由2000年的59．5：4．5：24．9：11

．1，调整为2005年的56．6：4．3：28．8：10．3，农业比重

下降了2．9个百分点，牧业比重上升了3．9个百分点。第一

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到12．6％，第一产业从

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降到44．8％，分别比2000年

下降2．2个百分点和5．2个百分点。五年转移农业劳动

力4000多万人，扭转了“九五”期间农业从业人员不降反升

的局面。 3、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政府

补贴增加和外出务工环境改善等因素作用下，2005年农民人

均纯收入达到3255元，比2000年增加1002元，扣除价格因素，

“十五”年均增长5．3％，增速创“七五”以来新高，实现

了“十五”计划5％的预期目标。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

重要来源，2005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1175元，占当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6％和“十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

的47％。扶贫开发取得新进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365万

人。 4、生态环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天然林资源保护、退

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草原退牧还草、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稳步推进，五年造林3933万公顷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400万公顷，治理“三化”草地850万公

顷。全国森林覆盖率由16．55％提高到18．21％，荒漠化土

地面积和沙化土地面积年均分别减少75．85万公顷和1．83万

公顷。全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一些重

点治理区域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5、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

改善。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建设，新一轮治淮工程全面展开。



新修江河堤防8600多公里，加固长江干堤3576公里，除险加

固病险水库1800余座。大型、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

工程进展顺利，大型粮棉油生产基地、优质粮食产业工程、

农业综合开发、动物防疫体系、种养业良种工程等重点农业

建设工程稳步推进。农村“六小工程”建设全面展开。五年

改造中低产田873万公顷，新增有效灌溉面积l55万公顷，新增

工程节水灌溉面积495万公顷，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

到0．45。解决了6700多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和饮水不安全

问题，1800万户农民用上了沼气。全国绝大部分乡镇和建制

村已通了公路，约80％的乡镇和60％的建制村通了沥青(水泥)

路。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全面展开，农村供电质量普遍改善

，到户电价明显降低。气象为农业服务水平及防灾减灾能力

得到提高。 6、农村社会事业取得新进展。基本普及了农村

九年义务教育，国家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为中西部地

区340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671个县(市)开展

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1．77亿农民参加了合作

医疗。新建和改建县级图书馆、文化馆1156个，基本实现了

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5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基本实现广

播电视村村通，解决了近亿农民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问题。为

中西部地区632个低收入县配置了流动电影放映车和放映设备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制度已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

受益人群超过l35万。全国共有1534个县开始试行农村低保制

度，享受人数达到777万人。5400多万农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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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