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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根据枟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统计局直属调查队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

知枠和中编办枟关于国家统计局各级调查队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批复枠精神 ，国家

统计局于 ２００５年 １１月决定撤销浙江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 、浙江省城市社会经

济调查队 、浙江省企业调查队 ，设立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

查总队是国家统计局的派出机构 ，于 ２００６年 ４月 １７日正式揭牌成立 ，为正厅级单

位 ，在全省 １１个设区市和部分县（市 、区）设立市 、县级调查机构 ，依法独立行使统

计调查 、统计监督职能 。在完成国家调查任务前提下 ，接受地方党委 、政府及有关

部门的委托 ，进行统计调查和数据处理 ，为地方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

服务 。在统计调查技术上以抽样调查为主 ，主要常规调查业务有 ：城乡住户 、国民经

济主要行业生产价格 、投资价格 、居民消费价格 、农产量 、农业中间消耗 、服务业 、规模

以下工业 、规模以下固定资产投资 、景气调查和部分服务业等国家抽样调查制度 。

今年是总队成立五周年 。五年来 ，总队紧密围绕国家统计局提出的“提高统计

能力 、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提高统计公信力”的总体要求 ，锐意进取 ，努力工作 ，在圆

满完成各项统计调查任务和保证数据质量的基础上 ，密切跟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热点和难点问题 ，深入调查研究 ，加大分析研究力度 ，撰写了大量分析研究报告 。

为各级党委 、政府提供了大量统计调查数据和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为社会公众了解

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提供了大量优质统计调查信息 。在这五年中 ，总队共编发

分析研究文章 ３５６ 期 ，均利用第一手调查资料撰写而成 。 枟浙江调查与思考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枠精选了其中的 ５８篇分析研究文章 ，这些文章以大量翔实可信的资

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轨迹 ，以专业的视角分析研究了这

期间浙江农村经济 、城乡居民生活 、市场价格和企业运营等方面的热点和难点问

题 ，是一本记录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研究浙江民生变化的专业书籍 ，是国家统

计局浙江调查总队统计调查优秀成果的集中展现 。

相信枟浙江调查与思考（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枠的出版发行 ，将对各级党政领导科学决

策 、对科研院校研究浙江经济社会问题起一定参考作用 ，也有助于全省调查队系统

分析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

二 ○一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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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农村建设之路探索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保障 ，

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繁荣农村经济的根本途径 ，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 、构建和谐

社会的主要内容 ，是缩小城乡差距 、全面建设小康的重大举措 。长期以来 ，农业 、农

村 、农民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问题 ，也是关

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 ，只有占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加入现代化进程 ，

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 ；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 ，才能实现更大范围 、

更高水平的小康 。为此 ，中央审时度势 ，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 ，为今后我国农村描绘出了“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乡风文

明 、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的新蓝图 。浙江作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 ，新农村建设起步

早 ，在统筹城乡 、以工带农 、以城带乡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有很多成功经验 。本文在

全面回顾浙江新农村建设历史的基础上 ，重点总结新时期新农村建设的运行机制 ，

旨在为各地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 。

一 、浙江新农村建设历史综述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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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状态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展

经济 、增加收入 ；二是建设村镇 、改善环境 ；三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四是培育新型

农民 、提高素质 。因此 ，新农村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是一个长期 、水涨船高的目标 ，

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的内涵 ，人们对新农村的认识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综

观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以浙江为例 ，新农村建设之路大

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

（一）建国头 30年 ，贫困环境下的新农村之梦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 ，广大农民的温饱难以保障 ，

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是解决农民的穿衣吃饭和粮食需求问题 。据统计 ，１９４９年我省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４７元 。经过土地革命解放了生产力 ，农民生活有逐步改

善 ，但在整个五十年代 ，除了个别年份外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在百元以下 ，农民

生活基本围绕着一个“吃”字 。以农业合作化后期的 １９５７年为例 ，当年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 ８６ ．８２元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９４ ．７３元 ，其中食品支出 ６６ ．２８元 ，恩格尔

系数高达 ７０％ ，在食品消费中 ，粮食消费占 ６０％ ，全年人均消费粮食 ２５６ ．６５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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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 １６５ ．７９公斤 ，肉禽 ４ ．７８公斤 ，水产品 ４ ．４７公斤 。除了吃以外 ，全年人均衣着

支出 ８ ．６８元 ，住房支出 １ ．７８元 ，日常用品支出 ５ ．６１元 。这一组数据折射出当时

我省农村居民生活的贫困程度 。以后的 ２０多年中 ，农村经历了“人民公社化”和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多次波折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快 ，直到改革开放前的

１９７８年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才 １６５元 ，多数农民依然生活在温饱与半温饱之间 。

就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下 ，广大农民一刻也没停止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早在

五十年代 ，我国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 ，其中被人民群众广为传诵的

是“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 。由于人们的理解和认识的局限性 ，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目标也是低层次的 。尽管如此 ，新农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起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 ，几亿农民所关心和向往的问题得到部分解决 ：土地改革 、农村合

作化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改革农产品经营形式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 ，

顺应了农民的意愿 。农村的教育 、文化 、卫生事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 、环境整治成效显著 ，农村社会较为安定 。正当几亿农民所关心的问题逐步

得到解决时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新农村建设步伐也因此停止 。

（二）改革开放头 20年 ，坚实的农村小康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后 ，农村生产力获得了空前解放 ，农村各项事业飞速发展 ，农民一

直盼望的“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都成了现实 。八十年代初 ，我国又提出“小康社会”

概念 。九十年代中期 ，中共浙江省委八届八次全会扩大会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的目标 ：到 ２０００年 ，全省总体经济实力争取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

水平 ，贫困地区基本达到小康水平 ，从而使我省农村成为经济繁荣兴旺 、思想健康

向上 、社会安定团结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

改革开放以来前 ２０年间浙江的新农村建设 ，不仅推动我省农村居民生活从温

饱到基本小康 ，也推动了农村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的 １９７８ 年 ，全省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 １６５元 ，相应的生活消费支出为 １５７元 ，总体生活水平处

在温饱与半温饱之间 ，对与多数农户来说 ，还不知道“小康”是什么 ，２０年的新农村

建设之路 ，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 。

１ ．八十年代农村居民物质生活大幅度改善 。改革开放后的头两年 ，中央对农

村政策作了重大调整 ，在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 ，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

收购价格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旧体制下长期累积起来的增长潜力集

中释放 ，使农业普遍增产 。 １９８０年 ，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２１９元 ，比 １９７８

年增长 ３２ ．９％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 １５７ 元增加到 １９２ 元 。短短两年间 ，大部分

农民解决了温饱 。虽然离小康目标还很远 ，但已明显感知到小康的脚步声 。进入

八十年代后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 ，农民在承包地上搞好粮食生产和

农业多种经营的同时 ，积极发展林 、牧 、渔业 ，使农业综合生产率大大提高 ，一大批

劳动力走出耕地 ，在非农产业领域寻找出路 ，推动了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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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迅速崛起 ，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急剧扩大 。 １９８５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达到 ５４９元 ，比 １９８０年增长 １ ．５倍 ，平均每年递增 ２０ ．１％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年

均实际增长达到了 １７ ．２％ 。同时由于破除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个人收入差距迅

速扩大 ，１９８５年 ，衡量个人收入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上升到 ０ ．２５５４ ，１６项基本小

康指标的综合得分为 ５３ ．６分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进入温饱有余阶段 ，走过了基本

小康之路的一半 。进入“七五”时期以后 ，由于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 ，我省经济发展

速度有所放缓 ，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继续攀升 。到 １９９０年 ，１６项基本小康指标

的综合得分上升到了 ７５ ．７分 。

２ ．九十年代农村居民生活跨入小康门槛 。进入九十年代 ，我省外部经济环境

起了明显的变化 ，农村经济逐渐走出低谷 ，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后 ，经济又

进入了新一轮的活跃期 ，农村居民收入在较高的起点上实现了持续 、稳定的增长 。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年 ，人均纯收入由 １０９９ 元增加到 ４２５４元 ，增长 ２ ．８７倍 ，扣除物价上

涨因素 ，年均实际递增 ６ ．５％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继续向基本小康大步迈进 ，１９９２

年基本小康指标的综合得分达到了 ９１ ．６分 ，生活水平首次跨入了小康的门槛 。以

后几年中 ，农村居民生活更加宽裕 ，到 ２０００ 年 ，基本小康的实现程度继续上升到

９８％ 以上 。

实现基本小康后 ，我省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上升到全新的高度 ，除了收入水平提

高外 ，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保持在合理区间 ；消费支出明显提高 ，物质生

活质量全面改善 ，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改善 ，营养水平提高 ，衣着消费多

样化 ，住房质量档次提高 ，居住条件日趋舒适宽敞 ，大量耐用消费品进入农家 。此

外 ，农村居民消费领域不断拓宽 ，精神生活日益丰富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较高

水平 ，劳动力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交通 、通讯设施逐年完善 ，生活环境明显改观 ，社

会保障不断健全 。

二 、新时期浙江新农村建设特征

经过上个世纪数十年的发展 ，我省农村居民总体生活水平早已跨入了基本小

康的门槛 ，但是与农村居民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相比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还明显滞

后 ，进入新世纪后 ，省委 、省政府大力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 ，建立健全以工促农 、

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

“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２０字建设新农村目标后 ，我

省进一步细化为十大目标 ，即“高效生态的现代农业 、繁荣兴旺的农村经济 、整洁优

美的农村社区 、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

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民主和谐的社会管理 、全面发展的新型农民 、城乡协调的发

展体制” ，围绕上述目标 ，我省的新农村建设步伐蓬勃向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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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农村建设的现状特征

总结我省近几年来统筹城乡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 ，主要有以下

特征 ：

１ ．高效生态农业建设成效显著 。近几年 ，我省依托市场和区域农业优势 ，积极

调整农业结构 ，把高效生态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推进了农业

的专业化 、规模化 、企业化 、产业化进程 ，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 ２００５年 ，

全省实现农业增加值 ８９３亿元 ，比 １９９５年增长 ３５ ．１％ 。在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中 ，

一是大力扶持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 、专业大户的发展 ，２００５年末 ，全省各类农业

产业化经营组织达到 ８７６４个 、带动农户 ５９９万户 、联结基地 １９８４万亩 ；二是提高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全省累计认定省级无公害农产品基地 １６４１ 个 ，面积 ７０８万

亩 ，占耕地面积的 ２７％ ；三是鼓励农业“走出去” ，建立省外农产品生产基地 １４００

多万亩 ；四是大力发展农业信息化工程 ，目前已注册农民信箱 ２７万户 。

２ ．农村居民生活更加宽裕 。在九十年代我省农村实现基本小康的基础上 ，近

几年来 ，全省各地继续把农民增收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十五”时期农村居民收入在

高起点上实现平稳增长 ，生活质量继续提高 ，２００５ 年全省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实现

程度达到 ６４ ．０％ ，连续三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６６６０

元 ，已连续 ２１年位居全国各省区之首 。从反映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几个方面看 ：

恩格尔系数为 ３８ ．６％ ，继续保持在 ４０％ 以下 ，居住质量指数达到 ７４ ．３％ ，人均居

住面积 ２５平方米以上的家庭达 ８８ ．２％ ，饮用自来水 、使用清洁能源和使用卫生厕

所的农户比重分别达到 ７２ ．８％ 、５９ ．７％ 和 ５８ ．７％ 。

３ ．农村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近几年来 ，浙江把推进城镇化建设作为繁荣农

村经济 、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 。 ２００５ 年 ，全省共有 ２６８个镇进入全国

千强镇行列 。生机勃勃的新城镇成为农村居民务工经商的广阔天地 ，近两年每年

新增转移农业劳动力 ５０万人以上 。 ２００５年全省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

比重 ２５％ ，占农村劳动力比重 ３４ ．２％ ，城市化水平达到 ５５％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中 ，我省 ２００３年开始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

延伸 、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 、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 ，改善了村容村貌和农

村生产和生活条件 。过去三年中 ，全省累计改造和建设通乡 、通村等级公路 ４ ．３万

公里 。完成示范村建设 ４８０个 、整治村庄 ５０６０个 ，累计投入资金 ４１４亿元 ，农村面

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４ ．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发展 。我省社会保障事业起步早 ，近几年中 ，社会保

障的重心转移到了农村 ，到 ２００５年 ，全省各地普遍建立了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

障制度 ，有 １８０万被征地农民参加了保障 ，实现了即征即保 。 ２００５ 年农村 ５３ 万

“低保”对象实现了应保尽保 ，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率已达 ９１％ 。此外 ，全省

的职工基本养老等保险向农民工覆盖 ，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 ６５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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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 。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和农村社会管理是构建和

谐社会的基础 ，近年来我省积极探索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实行村委会主任直选 、村

级民主恳谈会 、村务监督委员会 、村民议事会 、村务简报等多种基层民主形式 ，让农

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 、选举权 、监督权 ，２００５年农村居民对村务公开的满意度为

７７ ．２％ 。

（二）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条件

我省在新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到渠成

的结果 ，有着许多过去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和十分难得的新机遇 ，在物质条件 、政

策环境 、社会氛围和农村自身方面 ，都具备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 。

１ ．显著增强的经济实力 ，是新农村建设的坚实基础 。 “十五”时期我省经济继

续行驶在快车道上 ，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达 １３％ 。 ２００５ 年人均 GDP 突破 ３０００

美元（人均 ３３８２美元） ，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 ，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近 ２倍 ，成为全国第一个超过 ３０００美元的省份 。 ２００５年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达到 ６６６０元 ，比 ２０００年增长 ５６ ．６％ ，“十五”时期的年均实际增长率 ７ ．４％ ，是改

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促使农村社会财富快速

增长 ，民间资金丰厚 ，这是我省新农村建设的坚实基础 。

２ ．政府大力度的财政支持 ，是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证 。我省有良好的财政基

础 ，近几年省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更直接 、更有力的支持“三农”的重大措施 。 “十五”

时期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预算内财政支农支出累计达 ３１２亿元 ，比“九五”时期增长

１６１％ ，依法筹集预算外资金投入 １８０亿元 ，比“九五”时期增长 ９７ ．８％ ，“十五”时

期是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对“三农”投入增加最多的时期 。过去二年中 ，全省各级财

政安排 ５亿元资金 ，支持村庄整治规划的编制 。在带动社会资金方面 ，各级财政部

门共投入资金 １００多亿元 ，带动村集体 、农民和社会其他方面资金 ２５０亿元 。财政

上的积极投入 ，为全省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可靠保证 。

３ ．新农村建设起步早 ，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我省是全国市场经济基础最

好的省份之一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现了百万农民闯市场 ，走农村工业化 、

城市化带动农村发展的道路 ，形成了新农村建设的“温州模式” 、“义乌模式” ，并产

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 。政府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出台了一系列更积极的措施 ，如

从 ２００１年开始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２００５年起全面实行农业税免征等 。 ２００４年 ，还

专门制定出台了枟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枠 ，重点扩大公共财政 、

社会保障 、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向农村的覆盖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 。近几年来全省开展的“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 ，对新农村建设更是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４ ．高度集聚的产业群 ，是新农村建设的强有力支撑 。新时期新农村建设的重

要内容之一是建设村镇 、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 。多年来 ，我省坚持以县城和中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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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托 ，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 ，以乡镇企业为主体 ，把乡镇企业 、专业市场 、工业

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民营经

济和中小企业 ，做大做强特色块状经济 ，形成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 、城镇化提升工

业化的发展格局 。到 ２００５年末 ，全省已形成了 ４００多个年产值超 １０亿元的块状

经济 ，县域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 ，全国百强县 ，浙江连续三年占 ３０席 。

产业集聚 、人口集聚和城镇化进程加快 ，是新农村建设的强有力支撑 。

５ ．农村居民对现代化生活的渴望 ，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群众基础 。农村居民

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我省人均 GDP跃上 ３０００美元后 ，人们对物质财富以外的精

神生活有更多的渴望 。现实社会中经济宽裕与生存环境不和谐形成的反差 ，导致

农村居民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 ，就是要给

农村居民营造更好的生产 、生活环境 ，不断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因此 ，新农

村建设作为顺应农村居民利益的民心工程 ，有着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群众基础 。

三 、浙江新农村建设的实现模式

新时期我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的是一条统筹城乡发展 ，建立健全以工促

农 、以城带乡的发展路子 。但全省各地发展条件不同 ，新农村目标实现的途径差异

很大 。以下我们描述的是我省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四种新农村建设模式 。需要

说明的是 ，这四种模式在全省不同地区同时存在 ，只是有些地区特色更明显一些 。

（一）政府主导型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这是以强大的县域经济为支撑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这种模式在我省部分经济

发达地区表现较为突出 ，其中以义乌市最为典型 。义乌是从相对落后的农业小县

发展而成的经济强市 ，２００５ 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３００ 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５４００美元 ，财政总收入 ３５亿元 ，在 ２００６ 年度全国百强县中居第 １２位 ，城市综合

竞争力已跃居全省县级市首位 。义乌市的发展得益于闻名中外的小商品市场 ，

２００５年 ，全市实现商品市场成交额 ３８９ 亿元 ，其中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达 ２８９亿

元 ，被誉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义乌市新农村建设主要成果 ：一是城乡一

体化水平高 ，２００５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 ６０％ ，城乡已基本实现道路 、公交一体化 ，

城乡垃圾实现网络化收集 、无害化处理 ；二是人民生活宽裕 ，２００５年 ，全市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９０１０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７７３５ 元 ，居民人均储蓄存款

４ ．２６万元 ，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 ３１ ．２％ 和 ３２ ．２％ ，每百户家庭拥有生

活用汽车 ２３ ．６辆 ，８０％ 以上的行政村（社区）还建有灯光球场和健身场所 ；三是社

会环境稳定和谐 ，义乌外来建设者以每年 １０万人以上的速度递增 ，４０余个国内少

数民族的数万名人员 、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外商常驻义乌 ，世界各大宗教

信徒在这里人数众多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义乌市保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多年

没有发生重特大刑事案件 、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恶性群体性事件 ，刑事发案率增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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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省平均水平 ，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到 ９４ ．３％ 。

义乌市新农村建设走的是一条以工哺农 、以商强农 、以城带乡 、城乡互促的和

谐发展之路 。义乌在启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 ，依托城市现代化的基础 ，加大城乡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 ，于 ２００３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城乡一体化纲要 ，对全市 １１０５平方

公里市域进行整体规划 ，确立了城乡一体化总体思路 ，将全市 ８００个村规划为 ３００

个社区 。在此基础上 ，按照城乡一体化纲要的总体框架 ，出台了文化大市建设 、城

乡社会保障体系 、城乡垃圾集中处理 、教育均衡化发展 、农村污水统一处理 、构建农

村现代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 １０多个专项政策 。近年来 ，义乌市每年安排城乡一

体化专项资金 １亿多元 ，确保城乡一体化稳步快速推进 ，推动农村向社区 、农民向

市民 、农业向企业转变 ，促进了城乡融合 ，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 。城西街道七一

村就是义乌市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典型 ，一位村民自豪地说 ：“以前搬到城里

住 ，是因为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齐备 。如今村里也搞了排污管网 ，垃圾统一处理 ，

公交车开进村里 ，再加上农村空气质量好 ，噪音小 ，我决定把家搬回村里 。”以前的

七一村房屋陈旧 ，垃圾乱堆 ，河道污浊 ，基础设施相当落后 。自从市里推进城乡一

体化以来 ，村里积极推进新社区建设 ，对村庄进行了总体规划 ，建新房 １７８ 幢 ，在

７０多户农户保留用房周边进行配套建设 ，村民生活幸福和谐 。

（二）集体经济为依托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这是一种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 ，以发达的乡村工业形成的经济实力和财政支

付能力的优势为基础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我省是乡镇工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近

几年各地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 ，把乡镇企业 、专业市场 、工业区和小城镇建设结

合起来 ，形成了工业化支撑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格局 。 ２００５ 年全省乡镇工业总产

值 、增加值分别突破 ３万亿元和 ６０００ 亿元 ，全省共有 ２６８个镇进入全国千强镇行

列 。发达的乡村工业形成的集体经济实力对新农村建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

绍兴县杨汛桥镇就是以强有力的村集体财力支撑新农村建设的典型 。 ２００５

年全镇实现生产总值 ５２ 亿元 ，人均 GDP 超过 １８０００ 美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１０８２０元 ，综合实力连续 ３ 年蝉联浙江省百强乡镇首位 。 目前全镇有各类企业

１３００多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４５ 家 ，企业集团 １１ 家 ，镇区内还拥有 ７ 家上市公

司 。由于经济实力雄厚 ，杨汛桥镇走的是一条全新的新农村建设之路 。近三年来 ，

全镇用于社会公共事业的经费达 ２亿元 。 ２００５年 ，仅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两项支

出就分别比 ２００３ 年增加了 ３１ 倍和 ４３ ．５ 倍 ，每年的教育投入占可支配财政的

２０％ 以上 ，２００５年达到了 ５７％ 。在农业发展方面 ，虽然全镇农业产值占 GDP的比
例不到 １％ ，但 ２００５年全镇 ７家农业企业实现产值 ４亿元 ，销售收入 ３ ．９亿元 ，利

润 ２４８０万元 ；在村级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中 ，村镇共同出资 ，其中镇财政负担 ６０％ ；

在新农村环境整治建设中 ，镇政府进行项目定向补助 ，按当年完成单项项目投资额

进行相应匹配 ，如 ５０万元以上的项目按 １０万 ～ １５万元的标补助 ，对实施污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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