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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_E7_A0_94_c73_533157.htm 坚持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一个

长期的战略方针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

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

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

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

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

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我国有十几亿

人口，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和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的重要时期，具有市场潜力巨大的独特优势，可以为经济发

展提供持久动力。要努力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既要继续扩

大投资需求，更要注重扩大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是十分重要

的宏观经济变量，是最终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刺激消费是

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尽管近年来我国的消费品市场出现了

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是与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相比，

消费需求增速仍不高，内需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的障碍。因此，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已成为我国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必须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

系，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主要措施： 一是要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

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 二是积极调整国民收入分

配结构，发挥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的调节功能。缩小收入差距

，主要是采取多种措施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三是拓宽

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



动作用。同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把扩大国内需求和合理

利用国外需求很好地结合起来。 总之，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

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强调通过增

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来扩大消费需求，体现了科学发

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和本质。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应该正确处

理三个关系：一个是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从投资拉

动转到消费拉动的轨道上来；一个是正确处理国内需求与国

外需求的关系，在立足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前提下，扩大国

外消费需求f再一个就是分配与消费的关系，把增加居民收入

、扩大消费需求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相结合，实现良性发展

。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8年分析题

第37题考查过) 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我国农业的发展，关心农

民的生活，他认为农业是根本，要把农业作为战略重点，并

提出了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强调农业的

重要地位(2004年分析题第36题考查过)，是因为： (1)农业是

国民经济的基础，表现在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

，中国农业要保证l0多亿人的吃饭问题，农业为工业提供原

料；农村是工业品的重要市场；农业为经济建设提供资金积

累农业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为发展国民经济其他

部门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1996年文科单选题第14题、2000

年理科多选题第25题考查过)。 (2)现实生活中，我国尚有67％

的人口在农村，农业生产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关系到21世纪末能否达到小康水平和社会的稳定

。中国稳定不稳定，也看这67％稳定刁稳定，农民没有摆脱

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3)我国农业生产比较落后，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如果得不到加强，它将很难



支撑巨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

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

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后l0到20年，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这一伟大历史

性任务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1997年理科分析题第28题考查

过)。 一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 

二是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

且地区之间、农户之间很不平衡这不仅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

紧迫问题，也是贯彻落实扩大内需的方针，促进整个国民经

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 三是我国农村与城市

发展差距拉大，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相当落后，农村文化、

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现代文明远远落后于城市，农业

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特别是目前农村还

有5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集中在中西部的老、少、边、穷地

区，近8000万人刚刚越过温饱线收入还很不稳定，增加农民

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在农村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的任务十分

艰巨。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国家

的小康。，’江泽民同志也强调：“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

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

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

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

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议事日程上的重大问题，并且先后发

过多次“一号文件”。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农业一靠科学

，二靠政策。强调科教兴农和在巩固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

的“双层体制、集约经营”。 2004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共

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



，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

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

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中国

目前总体上已发展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第一

阶段对农民应该多予、少取、放活；第二阶段就是实行家庭

经营的基本经济制度(创新)，解放农村生产力；第三阶段就

是实行反哺。 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飞

跃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

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

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

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

前进，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1998年文科多选题第l7

题考查过) “十一五”期间，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

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

任务，主要是考虑：一方面，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难点

和关键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体现了农村全面发展

的要求，也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重大举措。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已进入了新的

阶段，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贯彻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大各方面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

这样才能较快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目标和要求，可以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二十个字，内容丰富，涵义深刻

，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 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措施或基本途径：一是推进现代农



业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加强农业

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全面深化以农村税

费改革为重点的综合改革。加快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

育、县乡财政体制、农村金融和土地征用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三是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快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

，重点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

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

建设，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四是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要采取综合措施，广泛开辟农民增

收渠道，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引导

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继续完善现有农业

补贴政策，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必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是一个艰巨和长期的任务，各地要制定科学规划，注重

因地制宜，加强分类指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

，防止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扎实稳步地推进。百考试题编

辑祝各位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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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