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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前　言

昭觉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特
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使昭觉县成为了解凉山经济、文
化、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昭觉县是农业县，也是凉山彝族自
治州的１１个国定贫困县之一，具有凉山彝族地区贫困现状的
显著特征。以昭觉县为例，研究凉山彝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模
式，对于推进凉山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而促进地区经
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
现实价值。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及乡村
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农村发展滞后的现实背景下，提出
的一种发展战略。凉山彝族自治州彝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
继 “形象扶贫”“三房改造”“文明新村建设”后，根据 “一个
计划、两个规划”，中央、四川省对大小凉山综合扶贫的一项
重大惠民扶贫工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
一项基础和战略性任务，对凉山州来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而
昭觉县彝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的。自
昭觉县彝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启动实施以来，昭觉县在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比如：重视宣传发
动工作、重视典型示范、切实把握建设重点、注重项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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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整合资源、突出民族特色、抓好后期引导和扶持工作、着
力改变群众陋习、开拓资金来源并且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
平台尝试整合相关项目。从昭觉县看凉山彝族自治州贫困地区
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发现诸多共同点：凉山彝族自治
州各贫困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工作机制、项目规划、突破
重点大致相同，都体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 “百村示范”建设的
总体部署；但有关昭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和建设路
径的针对性研究还较为欠缺，从昭觉县的实际工作中反映出一
系列存在的问题，如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乏，村级产业的持续
有效发展，项目整合及现行融资平台的打造等。如何细化研究
并切实有效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是本课题组各编者立项研究
的最终目的。

基于以上认识，课题组成员 （沈良杰、曹向杰、陈建军、
吉木阿洛、潘胜、范小君）于２０１０年９月向四川省社科联申
请立项，１２月获准立项，并开始搜集资料、实地调查和研究。
根据昭觉县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把农村地区分为四类：
城郊农村地区、公路沿边农村地区、二半山区农村地区和高山
区农村地区。每个农村地区随机发放抽样调查问卷１００份，共
发放４００份调查问卷。实地调查则是８个典型彝族乡。昭觉县
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和扶贫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梳理
并分析了相关的新农村建设项目，发掘了普诗乡四呷村等４个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典型。通过对凉山彝族自治州其余１０个
贫困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状的比较分析，紧紧围绕昭觉县
的实际情况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课题组成员
提出了７个可供选择的昭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并在
此基础上分析了昭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详细路径。最
后，课题组成员试图从昭觉县出发思考凉山彝族自治州贫困地
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路。有关成果部分已发表在相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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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刊物上。本书是研究成果的集中反映。
昭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同时由于本课

题研究工作涉及的范围广，综合性强，加之作者的研究水平和写
作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错误，敬请各位同仁和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

沈良杰

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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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导论

１．１　研究背景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同
时，“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是薄弱环节”。改
革开放３０多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但是曾经追
求的农业现代化并未实现，“三农”问题却成为难点问题。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三农”问题成
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解决 “三农”问题成为关系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工作。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开始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
革，使农村获得了飞速发展。但随着我国 “两头在外、大进大
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广大农村在中国经济体系中逐
渐被边缘化，“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中国人口众多、耕地资
源少、水资源紧缺，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
这决定了中国农业不能走美国等国家的超大规模农场经营模式，
也不能采取日本等国家的高补贴的做法。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时至今日，虽然国家加大了对
农业的补贴，但 “三农”问题并没有根本改善的趋势，城乡差距
仍在扩大，农业问题愈来愈严重；粮食问题、粮食危机愈加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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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农村和农业均已结构性失衡。新一代农村青年的道路选择变
得越来越尴尬：农民仅靠一亩三分地，很难实现共同富裕；３亿
农民在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打工，却无法在城市安家。在这样的
背景下，农村改革也面临新的选择和挑战。

我国人均 ＧＤＰ持续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趋势良好，
这为解决 “三农”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２０００年后党
中央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 “三农”问题，２００３年，免除农业税。
十六大提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十七届五中全会又指出：
“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
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
家园。”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新时期整体解决
“三农”问题的伟大尝试。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条件不同，建设模
式也多种多样，各地取得的成就也各不相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过程中，少数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成效并
不明显。因此，系统总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的经验，提出
适合经济落后地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成为迫在眉睫的重
要任务。

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处四川西南部，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
区，是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辖区面
积６．０４万平方公里，辖１７县市，有彝、汉、藏、回、蒙等１４
个世居民族；截至２０１１年年末，总人口４８７．２５万，其中彝族人
口２４３．６５万，占５０％。１９５０年凉山解放，１９５６年实行民主改
革，创造了由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一步跨千年”的
伟大历史。１９７９年，撤销西昌地区，所辖区域并入凉山彝族自
治州 （以下简称 “凉山州”），州府由昭觉县迁至西昌市。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１章　导论 ◎

凉山是农业大州，全州有１１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

１７９４个贫困村，还有２１０多万人生活在年人均收入５００元、年
人均占有粮食４００公斤的标准以下。凉山州贫困地区，尤其是贫
困乡、村大多地处偏僻，远离城市和交通沿线，生存和发展环境
恶劣，基础条件差。凉山州贫困县一般同时也是彝族聚居区。受
自然环境、地缘、历史、人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区内自然环境
恶劣，社会发育层次低，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发展缓慢，生
产生活方式落后，劳动者素质普遍低下，生产方式远远跟不上时
代步伐。对凉山彝区贫困的一般描述是：贫困面大、贫困人口
多、贫困程度深。对凉山州扶贫工作的一般判断是：成果显著，

但扶贫攻坚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在凉山州彝族贫困地区中，昭觉县具有显著的代表性。昭觉

县位于凉山州中部偏东，北靠越西县，南临布拖县，东接美姑
县，西连州府西昌市，是凉山东部的交通枢纽和重要物资集散
地。全县辖区面积２６９９平方公里，辖４７个乡镇、２６８个行政
村、８３７个农牧服务社，２０１２年年末，全县户籍人口３０．０９万
人，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９７．９４％①。昭觉县是全国最大的彝族
聚居县，依洛、什扎、所地三大方言区的彝族人民居住在这里。
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使昭觉县成为人们了解凉山的一扇窗
口。昭觉县曾经是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千年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昭觉县是农业大县，有农耕地６０余万亩，
草场２２６万亩，林地１６４万亩，森林覆盖率４０．９％；农作物以
马铃薯、荞麦、玉米、燕麦为主，是全国半细毛商品羊生产基
地，全省无公害肉牛、肉羊和乌金猪生产基地。目前昭觉仍是凉
山州的国定贫困县，还有部分农牧民居住在高寒山区，连温饱问

３

① 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凉山彝族自治州史志办公室．凉山年鉴
（１９５２—２０１２）［Ｍ］．北京：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３．



题都未解决，饮水问题，行路难，看病难，子女入学难、辍学率
高等问题仍然存在。彝区 “三房” （茅草房、木板房、石板房）
改造计划仍然作为政府的主要工作目标。

在凉山这一区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建设什么样的
新农村，已经成为凉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因
此，以昭觉县为例探讨凉山彝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
对于推动凉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２　研究综述

１．２．１　国外相关研究

为了消灭阶级、消灭工农城乡和脑力体力劳动的差别，莫
尔、欧文、傅立叶等人曾先后发起了以农村为核心的城乡一体、
工农结合的新村运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欧洲各国农村和城市的差距日益扩
大，各国政府先后制定了新的农业法，着手解决城乡矛盾，“改
善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生产差距，提高农业生产力，并增加农业就
业者的收入，使其能与其他产业就业者享受平等的生活”①。先
后有瑞士的 《农业法》（１９５１年）、德国的 《农业法》（１９５５年）、
荷兰的 《促进农渔业产品产销及适当价格的形成和维护农渔业产
品消费者利益的新法案》 （１９５７年）、法国的 《关于农业发展方
向的法律》（１９６０年）、日本的 《农业基本法》（１９６１年）等法律
颁布实施。

恩格斯最早、最系统地阐述过 “城乡融合”理论。他认为：

４

① 周维宏．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日本的经验 ［Ｊ］．日本学刊，２００７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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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农业发展水平足够高的时候，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会
消失，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也将消失，将实现 “城市和乡村的融
合”。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认为旧社会结构形态是城
乡对立的，需要由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①②。通过
梳理城市的发展史，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指出城市与乡村不
能截然分开，应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③。

在对亚洲一些国家进行长期研究后，加拿大学者麦克 （ＴＧ
ＭｃＧｅｅ，１９９１）强调城乡之间的统筹协调和一体化发展，提出建
立在区域综合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毕雪纳·南达·巴拉查亚
（Ｂｈｉｓｈｎａ　Ｎａｎｄ　Ｂａｊｒａｃｈａｒｙａ，１９９５）强调小城镇建设对促进乡村
发展的重要性。麦克·道格拉斯 （Ｍｉｋ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１９９７）通过
对泰国东北部的研究，认为建立城乡联系的区域网络系统可以促
进区域城乡经济共同增长，提出采取城乡一体化的方式。从第三
世界国家的发展背景入手，大卫·约瑟夫 （Ｄａｖｉｄ　Ｊｅｓｅｐｈ）与罗
斯卡利特·爱泼斯坦 （Ｒｓｅａｒｌｅｔｔ　Ｅｐｓｔｅｉ，２００１）提出了包括乡村
增长区域、乡村增长中心和城市中心的二维城乡合作模型。通过
论证农村发展与减贫之间的关系，古斯塔沃 · 安里格斯
（Ｇｕｓｔａｖｏ　Ａｎｒｉｑｕｅｚ）和 科 斯 塔 斯 · 斯 塔 默 里 斯 （Ｋｏｓｔａｓ
Ｓｔａｍｏｕｌｉｓ，２００７）则强调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鉴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乡村经济与社会条件各种问题纠结
在一起，为了改善乡村大众的生活状况、增加乡村的生产力、发
展计划及地方的自立性，减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干扰等，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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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楼琦峰．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村庄规划思路初探 ［Ｊ］．小城镇建设，２００９
（０８）．

［英］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 ［Ｍ］．金经元，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０．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 ［Ｍ］．宋俊岭，倪
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Ｄａｖｉｄ　Ａ．Ｍ．Ｌｅ）及乔德里 （Ｄ．Ｒ．Ｃｈａｕｄｈｒｉ，１９８３）提出整
合乡村发展的观念。伊纳亚图拉 （Ｉｎａｙａｔｕｌｌａｈ）把乡村发展的意
义着眼于三方面：传播适当及改进农场技术的过程，产生新技术
与新观念的过程，包含技术、社会、文化与政治等因素的过程。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认为乡村发展的行动重点在于提高农业生
产率，开发和保护自然资源，扩大乡村基础设施和市场准入，加
强知识创造和传播能力以及对最贫困人口的直接援助①。世界银
行在 《世界银行乡村发展战略》中强调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必须
在减少饥饿和贫困战略中发挥核心作用。

１９８６年，巴山德等人提出内生式发展的理论———落后地区
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可以由充分认识和利用地区自身资源来实
现。内生发展模式理论重视 “地区自身创造力量”的解放 （劳什
科），关注地区文化、社会、政治和生态价值 （巴山德）。古斯
托·内梅什和苏珊娜·法洁卡什 （２００７）提出了 “农村综合发
展”的正式定义，强调多功能农业和内生发展模式。

由于历史与国情的差异，国外相关研究缺乏普遍适用性，但
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和一定的理论基础。

１．２．２　国内相关研究

１．２．２．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路径和优先序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提出
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我国提出 “小康社会”概念，其中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 “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１９８２年以
后的多个中央１号文件都有过基本相同的提法。“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每一次出现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而是在不同的历史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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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建文．晋西北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探析———以忻州市偏关县老营镇为例
［Ｄ］．山西财经大学，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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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对当时农村发展的重要探索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所提的
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全新理念
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的新起点，必将极大地促进农村的发
展和建设。

张荣杰 （２００７）认为，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三个主流
学派②，由三位著名经济学家担纲。林毅夫提出以国家投资农村
基础设施为抓手，拉动内需、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提
高农民消费水平。温铁军进行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实验，强调农
村现实国情，认为应该以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为中心③。贺雪
峰认为文化建设要重于经济建设，要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满意度，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④。郭杰忠 （２００５）提
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或社会主义制度下，
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
志的文明状态。”马晓河 （２００６）将 “新农村建设”概括为五新：
新农民、新社区、新组织、新设施、新风貌，主要体现在以人为
本上⑤。陈锡文 （２００６）则认为，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涵盖整个农
村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宏伟目标，包括产业、经济的发展，农
民收入的提高，村庄环境的整治，农民文明程度的提高，村一级
组织的加强⑥。李昌平 （２００６）指出，今日的新农村建设既是

１００年中国乡村建设的延伸，又有自己独特的内涵。由此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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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杰忠，黎康．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研究综述 ［Ｊ］．江西社会科
学，２００６ （０６）．

刘燕，张荣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综述 ［Ｊ］．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
院学报，２００７ （０１）．

温铁军．温铁军谈农业 ［Ｊ］．农家科技，２００６ （０２）．
贺雪峰．三农中国 ［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马晓河．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内容与政策建议 ［Ｊ］．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０６

（３１）．
陈锡文．陈锡文详解新农村建设 ［Ｊ］．农村财务会计，２００６ （０４）．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涵盖广泛、动态发展的范畴。
叶祥松、罗海平 （２００６）认为，要解决 “小生产与大市场”

的基本矛盾，分散弱质的小农经济要能够对抗市场风险则必须以
“仿股制”企业 “农联”为载体来发展 “集体经济”①。陈锡文
（２００６）以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为落脚点来阐述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申端锋 （２００６）阐释了 “中国本位的乡村现代化之
路”。郑新立 （２００６）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是农
村区域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直接面向村庄的公益类
建设项目和农户自主参与农民直接受益的项目。贺雪峰 （２００６）
则强调乡村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发挥主导作用。

“生产发展”一般被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优先序的最突
出位置，特别是对欠发达地区来讲更是如此。如蒋远胜 （２００７）
通过对乡村干部的调研，总结出在西部地区应该以发展生产作为
首要任务。温铁军 （２００６）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从文化建
设着手，林毅夫 （２００６）把 “村容整洁”放在了优先选择的位
置，姜长云认为需要将培养新型农民作为优先领域，郝志忠
（２００６）提出应该优先解决乡村债务问题；陈锡文 （２００６）提出
最迫切和最紧要的发展方向是加快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
的发展；贺雪峰 （２００６）等认为应该优先重建农村的村社权力。

１．２．２．２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研究

我国是大国，地理气候和人文经济等因素使得区域间差别很
大，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多样性，“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没有所谓的最佳模式可供直
接搬用。各地区已经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
实践，既有成功的典型，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实践模式与经验
为学者们进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研究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

８

① 叶祥松，罗海平．新农村建设路径选择 ［Ｊ］．当代经济研究，２００６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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