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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学术文丛”总序

蒋永文

　　保山学院的前身为保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地处气候宜人、风景秀

丽、历史悠久的滇西重镇保山，是一所建校已有３０年，主要为拥有１１００

万人口的滇西７个州市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地方师范院校。长期以来，在艰

苦的条件下，学校为该区域培养了上万名中小学教师和各行业建设者，为

祖国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２００９年４月，

学校被教育部批准为保山学院。这使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有

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大学肩负着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的重任。学术是支撑大学的精髓，学

科是构筑大学的基石，学者是大学精神的化身。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是大学

的基本理念。科研和教学是彼此促进的，在教学中，可以激发灵感，开阔

思路，发现研究课题。而研究成果又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促进教学质量的

提高，二者相得益彰。为了给滇西地区提供更好的高等教育资源，保山学

院必须建立一支热爱教育事业，业务过硬，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为此，学校以重点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形成科研特色，增强科研实力，提

高效益为目标。学校近几年采取了资助科研立项、奖励科研成果、出版学

术论文等措施，来不断提高广大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已收到了较

好的效果。为更好地为广大教师提供出版学术论著的园地，学校决定继续

出版 “滇西学术文丛”，出版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相信 “滇西学术文

丛”的出版，一定会对保山学院科学研究的深入、学科建设和学科带头

人、骨干教师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

辽阔的天空，允许大鹏展翅高飞，也允许小鸟上下蓬蒿。广袤的大

地，允许参天大树生长，也允许无名小草成长。我们是小鸟，我们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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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这套丛书，远非成熟完美，作者水平也还需要不断提高。我们期待着

批评和指教。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２００９年５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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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为了

解决 “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而实施的

重大决策。新农村建设从 “十一五”时期的２００６年开始，已取得了辉煌

的成绩，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业的蓬勃发

展。目前，新农村建设是我国 “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关键是

要进一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

民增收渠道以及完善农村发展体制。因此，如何更加有效地推进新农村建

设已经成为理论和实践需要研究的课题。

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产业发展问题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

败。目前，系统地研究新农村建设中产业发展的成果还不多，值得欣慰的

是，彭杰武、周紫林合作撰写的 《云南新农村建设中的产业发展研究》

一书，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增添了新的亮点，特别是对云南这个多民族边疆

省份抓好新农村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该书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３年对三次产业划分的科学性规定，阐述了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指出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

充分发挥产业的支撑作用，才能实现云南农村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

的目的，促进 “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才能为云南

农村 “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问题的解决提供坚实的物质条

件，推动云南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该书分析了 “十一五”时期以来云南新农村建设的现状与成效，指

出新农村建设中云南农村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如资金供求缺口、农村劳

动力结构弱化、劳动力转移、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农

业产业化推进、农村工业和建筑业关系、农村 “生产性服务、消费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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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公共服务”等问题。作者客观地分析了上述问题的成因，提出了一

些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例如：完善资金筹集与使用机制，提高土地承

包经营收入，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解决农村劳动力结构演化和

劳动力转移问题，加快推进云南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振兴农

村特色产业经济，充分发挥乡镇企业促进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作用，完善

新农村建设制度；充分挖掘农村第一产业的发展潜力，合理调整第一产业

内部结构，解决第一产业中突出的经济矛盾，夯实农业基础，健全农业、

畜牧业服务体系，提升第一产业的产业化经营程度；逐步转变农村第二产

业过度依赖投资的发展模式，弱化农村第二产业的资源导向性趋势，加快

发展农产品加工和轻工业品制造业，加强农村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完善

农村生产性服务，加强农村消费市场建设，完善消费性服务，狠抓 “软

品”供给，加强公共服务。作者还分析研究了新农村建设中产业发展的

典型案例———昌宁县、洱源县农村产业发展实践，为全省其他地方的农村

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总之，全书的框架与结构逻辑性较强，内容比较充实，研究方法适

用，最值得赞扬的是作者研究了新农村建设中客观存在的产业发展问题，

研究思路和观点具有新颖性，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针对性较强，具有一定

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该书总体质量较好。当然，每一本书都难以

尽善尽美，该书的某些部分略显薄弱，希望作者不断学习和提高，争取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多贡

献一些研究成果。

杨　杰①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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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农村产业发展水平是农村综合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它是农

村经济发展程度的最重要衡量指标之一。因此，在云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过程中，必须以农村产业发展为最重要的抓手之一，充分发挥农村产

业的支撑作用。而且，如果不能实现农村产业的持续、健康和较快的发

展，新农村建设的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必然会

制约 “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从而影

响到科学发展观在云南省农村的贯彻落实和 “三农”问题的圆满解决，

影响到云南农村的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城镇化建设和现代化建

设进程，所以，云南省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重点抓好农村产业发展，这

是十分重要的中心工作任务。

云南省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的农村产业发展成绩十分突出，它

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自２００６年以来，云南省各级党委、

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政策、指示和

实施意见，扎实抓好新农村建设，经多方共同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是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全省共实施了５７５４８个自然村的新农村试点建设，其

中省级试点２２９５１个、市 （州）级试点１４５２４个、县 （县级市、市辖区）

试点１１４９７个、其他试点８５７６个，有１５６４个企业踊跃加入了支持新农村

建设的活动。２０１０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３９５２元，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１９０５元，

平均每年增加３８０８元，年均增长两位数以上，是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农民

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从

２００５年１∶４５４缩小到２０１０年１∶４２８，恩格尔系数由２００５年的５４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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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４８２％。① 二是从２０１１年 “十二五”开局以来，云南新农

村建设试点数量持续增加，资金投入和政策实施力度显著加大，在调整产

业结构、增强产业发展实力方面实施力度显著加强，农村经济持续增长，

农民收入持续提高。三是农、林、牧、渔业及农、林、牧、渔服务业各自

的产值和效益快速增加，大农业内部结构不断地调整和优化，农业服务不

断加强，农业产业化大力推进。四是农村第二产业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产

值和效益快速增加，道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改善，房屋建筑

业、建筑安装业、装饰业发展迅速，乡镇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极大地

促进了农村加工制造业的发展，电力、水的生产和供应改造成效显著。五

是农村第三产业的优惠扶持政策好，实现了生产性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消

费性第三产业逐渐地走向兴旺、服务性第三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产

值和效益快速增加，呈现出兴旺发展的势头，有效地促进了农民群众最关

心，最现实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解决。

总之，云南新农村建设试点数量及其建设力度继续加大，已经取得许

多辉煌的成绩，不仅产业发展成绩突出，而且农民在思想观念、收入结

构、消费结构、村容村貌、乡风文明、民主管理等方面已经明显发生了一

些积极有益的改变，同时这些改变正在走向深化。新农村建设是政府为民

众提供切实服务的民心工程，云南省广大农民群众得到了许多实惠，民众

十分感激和赞赏各级党委、政府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方略和行动，这些有利

因素为 “十二五”时期及之后的云南农村产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目前，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云南农村的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还

很落后，抓好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产业发展极其重要，而且任务重。

一是云南省扶贫攻坚任务艰巨，扶贫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搞好农村产业

的发展。目前，云南省共有扶贫工作重点县８０个，其中７个省级扶贫重

点县，７３个国家级贫困县，其国家级贫困县数量位居全国之首，贫困人

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保守的提法是一直在前３名 （有的学者认为是第１

名）；按照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中央决定的将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００元 （２０１０年

不变价格）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估算，笔者认为云南省 ４６３１万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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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末人口总数）中大约有１０００万人属于贫困人口，贫困问题很严

重；而且，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我国对外公布了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提出向贫困发起新一轮 “攻坚战”。所以，在扶贫与

新农村建设交织的背景下，要解决好云南省的 “三农”问题，就必须抓

好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产业发展。

二是云南农村的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建设难度大，抓好农村产业发

展对于云南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十分重要。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的小

康，云南农村还有很多农民的生活水平距离小康生活水平甚远，不但现代

化程度低，而且 ２０１０年云南农业人口 ３８３８３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８３４１％，农民年均纯收入 ３９５２元，仅占全国农民年均纯收入的

６６８％；① ２０１１年农村总人口２９２７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数的６３２％，农

民年均纯收入４７２２元，扣除价格因素后比上年增长１７３％，② ２０１１年云

南农民年均纯收入仅占全国农民纯收入的６７７％。考虑到农民收入贫富

差距较大、物价上涨、劳动力价格上涨、生产生活成本上升等因素，云南

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度很大，云南省目前正在进入加速建设小康社

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在新农村建设中，抓好云南农村产业发展

正是现实需要。

三是云南农村产业发展基础还比较薄弱，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资金供

求缺口巨大，农村劳动力结构弱化和劳动力转移困难，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和优化升级亟须加快，农村特色产业未能兴旺，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村

加工业落后，农村建筑业组织管理不合理，农村 “生产性服务、消费性

服务、公共服务”的 “软品”供给明显滞后等问题，因此，云南新农村

建设中必须重点抓好农村产业发展。

笔者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３年对三次产业划分的科学性规定，系

统地研究了云南农村三次产业发展的若干实际问题，突破了国内一些同行

仅仅研究农村第一产业发展或笼统地研究农村产业发展的局限。全书共分

六章：第一章，从规范研究的角度出发，综述了国内外研究概况，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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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估算依据为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 《云南统计年鉴

２０１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云南省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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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的背景、目的、意义和分析方法，指出了本书的创新点和有待解决的

问题。第二章，分析了新农村建设以来云南农村三次产业发展的现状与成

效，并与未实施新农村建设的２００５年进行适当的比较，肯定了已经取得

的显著成绩；概要叙述了云南省 “十二五”规划开局以来，云南农村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取得了更好的成绩。第三章，指出了云南农村三次产业

发展存在七个方面的共同性问题，指出了云南农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内部各自存在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第四章，深入分析了造成新农

村建设中云南农村三次产业共性问题的成因，以及造成云南农村三次产业

内部一系列问题的成因。第五章，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促进云南农村产业

发展的对策和建议，这既是解决当前云南农村三次产业发展存在问题的需

要，又是今后促进其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需要。第六章，分析研

究了新农村建设中的昌宁县、洱源县农村产业发展实践。这两个县的实践

具有典型性，农村产业发展成绩突出，涌现出一些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但

它们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能够从中得出几点教训。这两个县的新农村产

业发展实践，能为今后云南省其他地方的农村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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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云南新农村建设中的产业
　　　　发展研究概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２００６年２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

历史任务，是党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决策，我国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自此开始。按照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部署和指示，云南省各

级党委、政府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社

会各界的多方努力下，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绩。但是，关于云南省农村产

业发展的现状与成效、问题、成因、对策与建议和实践案例等论题还没有

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云南新农村建设

中的产业发展研究”成为理论上和实践中需要研究的课题，笔者选择此

课题作系统的研究。

按照规范研究的要求，本章所论述的内容包括：国内外研究综述，本

书的选题背景、目的、意义、采用的分析方法、创新点和有待解决的

问题。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自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以来，有关农村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

成果较多，但它们比较杂乱，系统地研究省级行政区范围内的农村产业发

展的成果还不多。目前，国外许多国家城乡差异并不显著，有关农村产业

发展的研究成果数量少，但在产业结构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在

解决 “三农”问题中有一些成功的实践。笔者试图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

果作如下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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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研究综述

（一）关于农村产业结构分类标准的研究

从一般意义上讲，产业结构也称为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是指各产业

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国农村

产业结构的定义与一般意义上的产业结构定义基本相同，只是它的范围限

定于农村区域，而且第二、第三产业中包括的一些行业目前在我国农村处

于缺少或很落后的状态。

研究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产业发展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坚持什么

样的产业结构分类标准。我国三次产业划分基本上坚持了英国经济学家科

林·克拉克的划分方法，将国民经济划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但又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使得我国三次产业包括的内容与其他国家有

很大的区别。１９８５年，我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是：“第

一产业：农业 （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副业和渔业）。第二产业：工

业 （包括采掘工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建

筑业。第三产业：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是流通部门，二是服务部门；具体又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流通

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

业；第二层次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地质普查

业、房地产、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咨询服务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农、林、牧、渔、水利服务业和水利业、公路、内河 （湖）航道养护业

等；第三层次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

文化、广播电视、科学研究、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第四层次是

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以及军队和警察、

社会团体等。”２００３年， 《国家统计局印发 〈三次产业划分规定〉的通

知》：①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第二产业是

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

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它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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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

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

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

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

织，国际组织。目前，我国社会各界遵从２００３年国家统计局的三次产业

划分规定，不足之处是在研究农村产业发展问题中，主要研究了农业产业

发展问题，而对农村工业和建筑业、服务业的研究比较薄弱。

（二）关于 “农村产业发展”定义及范围的研究

目前，多数专家和学者认可的农村产业发展的定义及范围是：指农村

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过程，既包括单个产业的进化过程，又包括产业

总体即整个农村国民经济的进化过程；而进化过程既包括农村某一产业中

企业数量、产品或者服务产量等数量上的变化，也包括农村产业结构的调

整、变化、更替和产业主导位置等质量上的变化，而且主要以结构变化为

核心，以产业结构优化为发展方向。因此，农村产业发展既包括绝对量与

相对量的增加，又包括质的飞跃。然而，综观新农村建设中的实际研究成

果，专家和学者对农村产业发展概念的使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相对狭

隘的视角研究农村资源利用、特色产业培植、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农

村服务业、农村主导产业培植等其中的一项或少数几项；另一类则试图从农

村三次产业的划分角度出发，系统地研究三次产业的问题、成因和对策建议。

（三）关于产业发展理论的介绍和运用

因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总会看得更远，所以我国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在

研究农村产业发展论题时，通常是介绍并运用国内外的一些产业发展理

论，以此支撑研究者的新发现、新观点和新方法的运用。关于农村产业发

展理论的介绍与运用，有很多成果，难以逐一列举，笔者试图阐述其中有

代表性的部分成果。例如：赵显洲 （２０１０）在专著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

力转移问题研究》① 中，介绍了刘易斯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刘易斯拐点理

论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并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

移问题。根据罗斯托经济成长六个阶段论，我国政府明确表示当前我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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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显洲：《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线》，

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张培刚先生的 《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和他本

人的其他一些论著，都阐明了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因

此，他判断我国农村工业化也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关于发挥区位优势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研究成果较多，如朱舜 （２００８） 《培育相对区位优势

———苏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取向》①，探讨了江苏省苏北区域如

何发挥相对区位优势建设新农村；谭贤楚、刘伦文、龙永红 （２００９）《试

析规模范围经济：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②，该文提出把规模范围经济的

实现作为脱贫致富的有效生产方式；胡宝贵、邓蓉等 （２００８）《新农村建

设中的农村产业发展研究》③ 介绍了产业结构演进理论、规模经济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资源优势理论。

（四）关于农村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研究

１关于农村第一产业中存在的问题的研究

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既多又散乱，笔者试图介绍其中一部分。宁建

葵 （２０１０）指出了云南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资金投入不足，

龙头企业少、规模小、农民的整体素质不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缺乏科学

性、长远性，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低，农业区域特色不明显。④ 杨昆

（２０１１）指出了云南省文山市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几个突出问题：农

业基础设施滞后，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农业产业化程度低，规模小、组织化程度

低、产销脱节，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农业服务体系不健全，服

务队伍不强、服务面窄、服务的责任感不强，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⑤ 内蒙古阿荣旗向阳峪镇政府从该旗实际情况出发，认为该旗农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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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５月８日，转引自ｈｔｔｐ：／／ｊｊｘｙｘｚｎｕｅｄｕｃｎ。
谭贤楚、刘伦文、龙永红：《规模范围经济：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载 《商

业时代》２００７年第７期。
胡宝贵、邓蓉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产业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
宁建葵：《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 《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１０

年第１３期。
杨昆：《对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考》，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５日，

转引自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ｄａｙｎｇｏｖｃｎ／ｘｎｃ／２５９９４２１４０９９２２９０８１６０／２０１１１２０５／４５７９５ｈｔｍ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