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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温铁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重点和政策研究”基础上
编撰而成，通过对“三农”问题的原因和背景的分析，对新农村建设的宏观背景和战略意义进行了全
面阐述，指出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国家战略。
这一观点突破了将新农村建设仅仅作为缓解“三农”问题的理解，从而明晰了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定位
，提出了衡量新农村建设成败的两条重要标准，有助于国家调整宏观经济结构，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
     本书最具特色的写作方法是“社会试验法”。
作者依托在全国14个省的30多个村级和县级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对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干预性试验
，而研究中的许多重大发现恰恰来源于这些试验。
这也是本书旨在推进本学科领域研究方法转变的持续努力的又一重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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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铁军，1951年生于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二级教授、管理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国情与增长、农村制度变迁、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以及农村财
政金融体制与税费改革等。
 
    2005－2006年被聘为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环保部战略环评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管理科学部评审专家；2007年当选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1999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00年获长江读书奖(优秀论文奖)；2003年获“CCTV年度经济人
物奖”；2005年获杜润生基金会农村发展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环境大使”称号、“
中国金融杰出贡献专家”；200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谐中国年度人物奖”
；2009年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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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主报告：新农村建设战略贯彻中的主导与主体之辨　第一部分　新农村建设的背景、问题与战略
意义　　一、新农村建设的提出　　二、“三农”问题的基本背景与制约矛盾　　三、新农村建设的
国家战略意义　第二部分　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主导”　　一、我国农业政策的演进及政策效果　
　二、部门和资本下乡的农民合作化道路　　三、乡村治理危机及其缓解　　四、新农村建设需要讨
论的两个“认识误区”　第三部分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与难点：农民主体　　一、“农民主体”关乎
成败　　二、地方和基层培育“农民主体”的试验经验　第四部分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体制改革的“
双重两难”　　一、农村基础设施问题产生的背景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与市场双重“失
灵”　　三、农民主体的成长悖论　　四、社会资源广泛动员的激励机制难以形成　第五部分　农村
金融新政与金融体系重建　　一、背景回顾：农村金融发展的三个阶段　　二、改革以来农村金融体
系改革的影响评价　　三、“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与农村“金融新政”　　四、与农村综合发展相关
的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　第六部分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政策建议　　一、以综合合作社作为中国农民
合作的发展目标　　二、促进中国农民合作发展的政策组合　结语　附录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
的新农村建设　　一、日本新农村建设　　二、韩国新农村建设　　三、台湾省新农村建设分报告　
第一部分　年以来新农村建设研究综述　　一、理解“三农”问题的基本逻辑框架　　二、当前农村
发展面临的问题　　三、新农村建设的对策　第二部分　农村对抗性冲突及其预防和转化　　一、引
言　　二、改革以来宏观经济波动与农村治理危机　　三、农村对抗性冲突的微观视角　　四、农村
对抗性冲突难以转化的问题分析　　五、农村对抗性冲突良性转化的实践经验　　六、结语　第三部
分　部门和资本下乡之下的农民合作化道路　　　　——个“新农村建设试验区”的做法和政策启示
　　一、兰考试验：外部力量、农民精英和当地政府结合增强农民发展合作社的主体意识　　二、梨
树试验：创设资金互助合作社制度，突破发展合作社的资金瓶颈　　三、瑞安试验：搭建涉农部门合
作平台，利用部门资源扩大农民合作社成长空间　第四部分　村基础设施投资和管理体制改革　　　
　——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　　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制度供给　　二、支农资金整合改
革的困境——从“天女散花”到“单兵突进”　　三、对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反思
　　四、对策之一：“农民本位”　　五、对策之二：社会资源动员机制　　六、结论与建议主要参
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

章节摘录

插图：本报告讨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背景，就是要与其他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开门见山的思路区别开来
。
为此，主报告用专门部分讨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背景，意在凸显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前瞻性、深刻性和
全局性。
而更主要地在于将新农村建设置于中国发展的宏观战略调整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中；置于新世纪
以来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和“三农”问题的困扰之中，尤其要置于党的执政思想和指导理论的创新脉
络中，由此可以认为，新农村建设是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模式的诱致性
制度创新。
这个判断，将为后面的政策讨论确立基本的前提。
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一）联合国新千年发展目标与中国宏观政策的转变首先要认识的是，新农村建设
有着宏大而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因为无论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中国已经客观上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世界上负责任的主要国际组织，在全球化进程之中发出的声音相对比较冷静。
例如，联合国的“新千年发展目标（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简称MDGs）”由于关注的主
要是消除贫困、扶助弱势，保障人类安全、推进社会公平，几乎无可置疑地得到了不分政治体制和经
济制度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共识。
中国于2000年签署了“新千年发展目标”。
在国内，2002年，党的十六大开始了重大战略调整，提出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其后一系
列政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单纯追求GDP导致三大差别拉大影响国家稳定的发展观，提出了一系列符合
“全面小康”新战略的基本方针，按照先后顺序可归纳为“城乡统筹、科学发展、自主创新、和谐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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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推荐：“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　　——《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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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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