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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村是国家经济、政治及文明建设的基石，农村的繁荣和稳定是事关国民经济命脉，民主政治建
设和整个社会稳定的重大课题。
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被提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的
战略高度，并具体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要求。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浙江农村致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大力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加快
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是中国农村发展最快、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
地区之一，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在党中央大力倡导新农村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各级政府对农村的资金投入不断加大，农村自身也不断
突破创新，浙江新农村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效，经济飞速发展，基层民主建设成效显著，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在浙江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包括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
农村审计是这一体系中的重要手段，它是指由独立的审计机构和专职审计人员，依照审计、财经法律
法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资产负债状况及相关经济活动的真
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独立监督和评价的行为。
农村审计对农村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监督和管理，一方面使得经济活动在审计力量的威慑下按照正常的
轨道运行，另一方面通过审计发现问题，不断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有助于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也
是促进整个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农村审计工作得到了浙江省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发挥了重要的监督和服务职能，为浙江农村的经济
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积极促进和谐新农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农村审计实践和理论也得到了完善和升华，在审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支持、结果运用等
各个方面不断创新。
　　农村审计工作的大规模开展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对于农村审计的学术研究，在全国范围内都比较
缺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战略口号的提出不仅促进了农村审计工作实践的发展，也为学术
研究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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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审计工作的大规模开展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对于农村审计的学术研究，在全国范围内都比较缺乏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战略口号的提出不仅促进了农村审计工作实践的发展，也为学术研究
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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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任务　　（1）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特征 与一般的农村建
设相比，“新农村建设”具有以下三大基本特征：　　①全面性。
农村的建设是全方位的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
从内容来看，包括“推动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从方法和手段而言，包括经济手
段、行政手段、社会手段、法律手段，等等。
　　②社会性。
农村建设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党组织、政府、农村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等）共同参与，具有明显的
社会性特征。
其中，政府是农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主要体现在财政上的投入、政策上的支持以及整体上的调控等多
个方面；农村组织是农村建设的依托，包括村民委员会、农村的社团组织等；农村群众是农村建设的
主体，广大农民群众是农村建设的参与者、实践者和受益者，只有积极投身于农村的建设工作中，才
能不断地推动农村建设工作向前发展。
　　③地域性。
农村建设受到本地区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的制约，具有突出的地域性特征，不同社区的农村，其建设
往往呈现出很大差异性。
　　（2）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　　从总体上概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涉及农村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既注重发展农村生产力，又注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既注重农村经济
发展，又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有
机统一体。
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如下：　　第一，加快建设现代农业。
要抓好两个环节。
一方面加快科技创新，推进科技革命。
主要是结合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取得的重大突破，迅速发展现代农业工程技术，促
进工厂化高效农业日益兴起，大力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和测土配方施肥，不断扩展农业生产领域。
另一方面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发展农村循环经济。
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农业，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发展
道路，建立“资源一产品一消费一再生资源”的循环农业新模式。
　　第二，全面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
一要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动摇，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
切实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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