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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三农”问题及对策研究》报
告，冠以《中国西部“三农”问题通论》的书名出版。
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兰州大学)为本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种种方便，并给
予了大力支持。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七大确立了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过程中如何走农业现代化和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宏伟目标，描绘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蓝图
。
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困难之点，不在东部，而在西部；不在城市
，而在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
事实上，西部“三农”(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已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和制约因
素。
西部要全面实现小康，首要任务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西部广大农村的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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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华林，陕西泾阳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区域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区域经济与社
会发展中心主任、兰州大学西北开发综合研究所所长；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专家、国家“985工
程”建设项目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副主任、首席专家；中央直接掌握联系的高级
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政策研究员、甘肃省专家咨
询顾问团经济组成员：甘肃省管理协会常务理事、甘肃灰色系统研究会理事长：多个地方政府的经济
顾问或科技顾问，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等。
　　聂华林教授长期从事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和发展生态经济问题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成果显著，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基金项目和地方重要项目20多项
，其中所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北不发达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其中间成
果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1999），最终成果专著《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民族出
版社2000年版）获得甘肃省社会科学政府奖一等奖（2001）；同时还多次获得甘肃省社会科学政府奖
一、二、三等奖（1995、1997、1999）等奖项，已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在国内重要期刊上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70多篇，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还进入了省级政府决策，或被新华社“国内动态清
样”、“经济决策参考”选摘或被国内重要网站收录，供各级领导和学术界参阅。
正在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全重大项目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三农”问题及对策研究（项目编
号：04-ZD018），已取得了一部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经济决策参考”已
多次选摘，在《改革》等重要学术期刊已发表部分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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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上卷  总论　第一章　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完整政策体系  　第一节　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主题    　一  2004年中央1号文件的背景      　二  文件内容解读    　三  思路与要求    　四  
文件政策含义　  第二节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一  2005年中央1号文件的背景      　二  文件内容
解读    　三  思路与要求    　四  文件政策含义　  第三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  2006年中央1号
文件的背景     　 二  文件内容解读　    三  思路与要求    　四  文件政策含义　  第四节　发展现代农业  
　  一  2007年中央1号文件的背景     　 二  文件内容解读    　三  思路与要求    　四  文件政策含义　  第
五节　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  　  一  2008年中央1号文件的背景    　二　文件内容解读    　三  思路与要
求   　 四  文件政策含义　  第六节　  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一  农民必须正确认识党
和国家关于农业发展的有关政策    　二  “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重落实、重统筹与重实效    　三  开
拓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　  第七节　全面理解破解“三农”问题的总体要求与任务  　  一  准确
把握“重中之重”的总体要求   　 二  当前“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    　三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
设的根本道路    　四  新格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五  新时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
　第二章　“三农”问题是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制约因素  　第一节　小康的由来与全面小
康社会的内涵   　 一  小康的由来    　二  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    　三  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内涵　  
第二节　西部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地区    　一  东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比较分析    　
二  东西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比较分析  　  三  西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制约因素分析  　
第三节　  “三农”问题是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瓶颈    　一  农村、农业和农民在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  “三农”问题是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急需解决的重点课题    　三  “
三农”问题是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最大难点　第三章　中国及西部“三农”问题的成因分析  
　第一节　学术界关于中国“三农”问题成因的理论观点综述   　 一  经济发展的观点    　二  社会发
展的观点    　三  其他角度的观点　  第二节　西部“三农”问题成因的特殊性分析  　  一  严酷的自然
生态环境条件   　 二  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  落后的制度文化与思想观念⋯⋯下卷　分论附
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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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突出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强化农业基础的
紧迫任务。
必须切实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设步伐，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尽快改变农业基础设施长期薄
弱的局面。
为此，一是狠抓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二是大力发展节水灌溉。
三是抓紧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四是加强耕地保护和土壤改良。
五是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
六是继续加强生态建设。
　　4.着力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的基本支撑　　加强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建设是加快发展现代农
业的客观需要。
必须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农业社会化服务迈出新步伐，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实现新提
高。
为此，文件提出加快推进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应用；建立健全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大力培养农村实
用人才；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服务组织；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农村信息化等
内容。
　　5.逐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必然要求。
必须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
为此，文件提出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增强农村基本医疗服务能力；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繁荣农
村公共文化；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扶贫开发水平；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交通；继续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
　　6.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深化农村改革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
体制是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
深化农村改革是强化农业基础、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源泉。
必须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亿万农民的创造活力，为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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