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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各级领导干部、从事“三农”政策理论研究人员以及关注“三农”问题的广大读者为主要阅
读对象的参考读物。
为了帮助大家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加深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问题的理解，我们不仅对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本身做了一些研究，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关于“三农
”问题的重要思想，对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的农村建设经验，对中国古代重农思想及治农政策的演变，
以及我国建国以来处理工农、城乡关系，解决“三农”问题的历程做了初步的探讨和论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也是最关键的任务是解决农
村、农业、农民问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基于这一基本国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继续把解
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具有
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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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重要思想  一、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基本观点    （一）从农业基础地位和工农联盟重要性
的高度，强调正确处理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二）在研究农业发展道路过程中，总
结农业发展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三）对现代化过程中城乡、工农差别产生原因及解决途径的分析
探讨    （四）工人阶级政党处理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五）对农民、农村和农
业问题发展前景的科学预测  二、毛泽东中国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
思想    （一）强调农民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三
）主张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机械化    （四）主张改造小农，实现农业社会化    （五）关于农村问题
的思想  三、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思想    （一）农村稳定是社会
稳定的基础    （二）农业是根本，粮食问题是农业问题的关键和核心    （三）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
靠科学    （四）发展农业要有“两个飞跃”    （五）工业应该支援农业，工业越发展，越要重视农业   
（六）强调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  四、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解决“三
农”问题的思想    （一）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    （二）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全局
的根本性问题    （三）强调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四）主张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    
（五）主张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六）重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七）提出要建设
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和解决“三农
”问题的思想    （一）完整、系统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二）提出了“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
之重的战略思想    （三）提出了工农、城乡关系发展存在“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    （四）提出了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大历史任务    （五）强调城乡共同繁荣，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六）强调
农业现代化既要靠政策、靠改革、靠调动农民积极性，又要靠科学技术    （七）强调保护农业生产，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八）强调增加农民收入第二章 中国历史上的重农思想与农政演变  一、中
国古代的重农思想及其历史局限    （一）国富论与民富论    （二）“上下俱富论”    （三）政府控制
的“轻重论”和市场调节的“善因论”    （四）农业“三才”论    （五）重农思想的历史局限  二、中
国历代行政体系中的乡里制度    （一）西周到隋朝的“乡亭制”    （二）隋朝至北宋中期的“乡里职
役制”    （三）北宋中期至清代后期的“皇权不下县”的“保甲制”    （四）清末至民国的“乡村自
治制度”  三、封建社会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一）封建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扶持    （二）“税赋役制度
”规定的农民义务    （三）农民与封建国家的矛盾及封建王朝的周期性更替  四、晚清的兴农思潮与民
国的乡村实验    （一）晚清兴农风气的形成    （二）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实验第三章 发达国家关于农
村建设的经验及其教训  一、韩国的新农村运动与农村地区开发    （一）韩国新农村运动    （二）农村
地区综合开发    （三）农村定居生活圈开发与农村生活环境改善    （四）对韩国农村地区开发政策的
一点思考  二、日本的农村振兴政策与运动    （一）日本战前的农村建设运动    （二）日本战后的农业
、农村建设  三、欧盟的农村振兴政策    （一）推动欧盟农村建设及地区开发的主体    （二）欧盟的农
业农村政策与地区开发政策    （三）最优先目的与相关的农业及农村政策    （四）建设农村及援助地
区开发的其他项目和政策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农村发展道路  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
集体化的形成    （一）选择农业集体化道路的主要原因    （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及政策调整    （三）农业集体化的进程和实际效果  二、工农关系的定位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形成    
（一）“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总方针的提出    （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形成  三、农民的
收入分配及对工业化的贡献    （一）农民收入分配的变化和特点    （二）农业剩余和农民对国家工业
化的贡献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初步探索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和纲领的提出    （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初步实践及成效    （三）对建国初期新农村建设的评价第五章 逐步打破二元
结构的农村改革及发展趋势  一、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    （一）家庭承包经营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
   （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成功的主要绩效  二、突破“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二元格局的改
革    （一）农村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二）小城镇的发展及战略意义    （三）农民进城务工的潮流及
就业政策的调整  三、城乡关系的调整及财税制度改革    （一）改革城乡二元税制，推进城乡税制统一
   （二）扩大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覆盖范围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进展    （一）小康村推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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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尝试    （二）经济发达地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    （三）中部地区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探索  五、“三农”问题依然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的难点和重点    
（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的重点在“三农”    （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
化目标的难点在“三农”第六章 现阶段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和意义  一、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总体上已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基础    （一）我国总体上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面临许多有利条件和十分难得的机遇  二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新时期“三农”工作指导思想的深化和方针政策的完善    （一）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新时期“三农”工作指导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是新时期“三农”政策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重点任务    （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措施    （三）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    （一）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的重大举措    （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第七章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
标和要求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    （一）生产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二）
生活宽裕——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目标    （三）乡风文明——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    （四）村容整洁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五）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    （二）坚持体制机制创新    （三）坚持以人为本    （四
）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五）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
本保证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体制保障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机制保障    （三）加
强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保证  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
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    （二）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    （三）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    （
四）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    （五）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第八章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
策和措施  一、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一）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
制度    （二）努力消除妨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三）发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作用  二、推
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建设现代农业    （一）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二）不断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三）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四）加快发展资源节约型农业和循环农业  三、深化农村改革，完
善乡村治理结构    （一）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    （二）改革和创新
农村金融体制    （三）统筹推进农村其他改革    （四）切实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
民主法制建设  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    （一）加强生产设施建设，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二）加强生活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五、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改善
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一）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二）积极发展农村卫生事业    （三）繁荣农村
文化事业    （四）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六、繁荣农村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人    （一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充分挖掘农村内部增收潜力    （二）改善农民就业环境，
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努力拓展农村外部增收空间    （三）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建立支持保护体系，充
分发挥国家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导向和带动作用结束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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