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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从总体上已经迈入小康社会。
现在我国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力争在2020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
小康社会。
要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目前还有许多制约因素必须解决。
其中，农村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
然而，不可否认，我国农村发展水平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与城市发展水平相比，仍然相对滞
后。
当前我国农村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近几年有逐渐扩大的趋
势。
据2006年的统计数字，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相比为1：3.2 2，而到2008年这个差距已经
扩大到1：3.3 。
2008年，我国城乡收入绝对差距首次突破一万亿元。
如果算上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保障，则收入差距更大。
很显然，如果不把这种逐渐拉大的城乡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不实现农村的小康，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无法真正实现。
　　二是我国资源短缺情况严重，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低。
据统计数据，我国每生产万元GDP的能耗是日本的11倍。
我国各种资源人均占有量位于全世界倒数行列。
　　三是环境污染状况严重。
由于我国长期采用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导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的同时，环境污染状况也日益严重。
近几年陆续出现的松花江水体污染、太湖水体污染是其中的典型事件。
在这些造成污染的因素中，来自农村的污染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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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和要实现的全面目标进行深入研究。
     本书首先阐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的背景、特点、理论意义及实用价值，总结了国内外在新
农村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本课题所依据的基础理论。
其次，具体研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文章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循环经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了相关的
计量经济模型。
接着运用该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有：农村生产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滞后，农村制度创新不
够，新农村建设人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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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结以上学者观点，有一些特点：一是就新农村建设论述新农村建设，没有走出农村建设的旧框
架。
事实上，根据目前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要想使得我国新农村建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采用新
的思路。
二是就农村建设某个方面进行强调。
三是众学者对农村建设的论述理论层面较多，实践操作层面较少。
　　在新的形势下，中央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
主”的二十字方针。
按照这个方针，我们可以看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全面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实现农村经济、
社会的和谐持续发展，而我国当前的新农村建设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约束。
有鉴于此，新农村建设思路应该是以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全面促进农村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民
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进程。
具体可以分为：一是促进农村生产发展，以创建节约型社会、环保型社会的标准，运用循环经济理论
达到这个目标；二是大力促进农民增收，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这方面也可以运用循环经济理论
，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
这里所说的资源是广义的，不仅是指经济资源，还有社会资源，综合利用、循环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
资源，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三是制度创新，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制度建设的滞后。
先进科学的制度资源严重不足，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进行。
为此，必须运用循环经济理念，进行制度创新；四是新农村建设的评价体系的构建，要构建以共同富
裕、环境友好、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富足为目标的新农村评价体系，必须贯彻循环经济理念，才能取得
良好效果。
　　2.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成果。
在中国真正的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起步于1998年，关于循环经济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1）关于循环经济的概念及原则　　关于循环经济的含义。
曲格平认为，所谓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
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并且指出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差别。
同时阐明循环经济主要有三个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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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循环经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从总体上已经
迈入小康社会。
现在我国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力争在2020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
小康社会。
要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目前还有许多制约因素必须解决。
其中，农村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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