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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报告阐述了我国民生工作的方向

和任务，描绘了民生事业发展的幸福蓝图。为配

合广西民族中心的工作，进一步发展民族地区民

生事业，我们决定将民族地区民生事业发展问

题，作为 2014 年度 《广西民族地区发展报告》

蓝皮书的主题。

《广西民族地区发展报告》不是简单的历史

复述，亦非新闻综述，而是客观纪实与理论研究

相结合的特殊体例的研究成果。它的内容结构是

对研究对象过去若干年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等领

域发展状态的客观反映，并在相关理论视野中指

出存在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对策。我们

基于这一理念，设计本书框架和题目。这本蓝皮

书分设 “民族地区民生事业发展报告”和 “理论

研究篇”两个大栏目。“民族地区民生事业发展

报告”着重反映 “十二五”以来，广西 11 个世

居少数民族地区民生事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

改进工作的建议。本书作者大多是广西民族研究

方面的专家和教授。他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

民族地区民生事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做了

客观的描述，并对今后的民生发展工作提出中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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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建议。民生事业发展报告从民族地区的就业、收入、医疗、养

老保险，与民生密切关联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

生产情况入手，力图梳理产业与民生事业发展的密切关系，把握民族

地区民生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 “民族地区民生事业发展报

告”栏目呈现出多视角、多维度研究的特点。“理论研究篇”的 9篇

论文，围绕广西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保障房建设与配

置、养老保障、职业培训和就业等重要民生问题，从理论层面上展开

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上述两大栏目的文章，

资料翔实，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不失为各级政府相关

部门工作的参谋，民族地区民生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们特别感谢为本蓝皮书付出大量心血的专家、教授! 同时，对

有关市县、乡村干部和村民们为我们调研工作提供热情帮助，表示衷

心感谢!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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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地区民生事业发展报告

杨昌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政府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让人民
过上好日子。要坚持建机制、补短板、兜底线，保障群众
基本生活，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十一五”以
来，广西民族地区民生事业全面发展，工农业生产、社会
基础建设、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发展取
得巨大成就。总结过去“十一五”以来广西民族地区民生
事业发展经验，以十八大有关民生事业的指示精神为指
导，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广西民族地区民生事
业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

一、民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是民族地区致富的基本条件，是就业的
大平台，也是民生事业发展的基础。广西民族地区交通网
络建设贯彻了“稳中求进，好中求快”的发展战略，交通
运输工作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十一五”时期，全区
完成综合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 2704. 65 亿元，年平均增
长 36. 2%。据统计，2012年，全区各级交通运输部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 720. 72亿元，完成投资总量预计在全国排第 7

位，在西部地区排第 2 位。完成 3 条共计 443 公里的高速
公路，高速公路里程达到 3197公里; 千村公路通畅工程项
目新建里程 5610公里，建成后新增 1087 个建制村通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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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 路; 广西北部湾港实际吞吐能力达到 2 亿吨; 内河港口新增吞吐能力
1600万吨，吞吐量接近 1 亿吨，西江亿吨黄金水道初步形成。开通南宁至河
内、桂林至下龙国际运输线路，实现中越客货车辆纵深直达运输。水路运输能
力大幅提升。全区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2. 7 亿吨，增长 15%，其中广西北部湾
港完成 1. 7亿吨，内河港口完成 9500 万吨，分别增长 13. 8%和 18. 3%。水运
基础设施建设 12个项目建成投产。沿海新增万吨级以上泊位 9 个，万吨级以
上泊位达到 65个，基本建成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的沿海港口群; 右江鱼梁航
运枢纽实现 3 台机组并网发电，红水河龙滩以下所有电站过船设施全部建成，

航道全线贯通，西江航运干线上的西津、贵港、桂平、长洲枢纽均建成 1000

吨级以上船闸，西江水运整体通过能力显著提升。客运站场、物流园区建设顺
利推进。柳州飞鹅综合客运站、鹧鸪江物流园一期工程开工建设，南宁西乡塘
客运站、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客运站等 5 个客运站场基本建成。新增农村客
运站 16个、港湾式简易站 68个、便民候车亭 300个。

( 一) 民族地区逐步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全区农资和旅客运输
保障能力

2012年，全区公路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分别完成 8. 6 亿人和 858 亿人公
里，同比增长 10%和 10. 5%，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分别完成 13. 5 亿吨和
1878. 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19%和 25. 7%; 全区水路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分别
完成 469. 8万人和 2. 3亿人公里，同比增长 12. 7%和 13. 2%，货运量、货物周
转量分别完成 1. 9 亿吨和 1372. 4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22. 7%和 26. 1%。广西
民族地区公路和水路运输能力日益增强。2013 年，全区拥有公路载货汽车
41. 89万辆、241. 9万吨位，比 2012年分别增长 10. 8%和 14. 1%。其中普载货
汽车平均吨位 5. 6吨 /辆，比 2012年增加 0. 9吨位 /辆; 专用载货汽车平均吨位
16. 8吨 /辆，增加 0. 2吨位 /辆。标准化车辆使用比例上升，运输效率进一步提高。

2012年，开通省际市际道路客运线路 3400多条，农村客运网络更加完善，

农村交通网络支线和节点不断延伸，一些边远山区陆续通达国道省道。城市客
运覆盖面逐步扩大，14个市的城区以及 72 个县开通了城市公交; 出租汽车经
营业户达 176个，出租汽车达 1. 8 万辆。运输设备技术化、信息化程度提高，

高等级、标准化车辆使用比例上升，特种船、专用船、新能源船舶和集装箱班
轮运输进一步扩展。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执行有力。

民族地区公路建设稳中求进。2012 年，投资 150. 18 亿元，同比增长
10. 2%。新增公路里程 3049公里。农村公路共完成投资 50. 66亿元，开工项目
1162个，开完工项目 1002个。千村公路通畅工程新建里程 5610 公里，建成后
新增 1087个建制村通沥青 ( 水泥) 路。2012 年，全区公路总里程达 10. 79 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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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其中二级以上公路 13205公里，公路密度上升到 45. 6公里 /百平方公里。

基本实现国省干线公路无四五类危桥。投入绿化资金 2000 万元，绿化美化里
程 1001公里。专业公路优良路率达到 56. 75%、一二类桥梁达到 80%，其中国
省干线优良路率达到 72%、一二类桥梁达到 95%。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
82. 2%，同比增长 11. 1%，经常性养护率为 54%。县道优良路率为 48. 3%，乡
道优良路率为 35. 9%，同比增长 5. 9%。2013年末，全区公路总里程 111384公
里，年内新增 3478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 3305 公里，新增 422 公里;

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 14706 公里，新增 1118 公里，占总里程的 13. 2%，比
2012年提高 0. 6个百分点; 农村公路里程达 97050公里，新增 3056公里。

( 二) 公路维护工作平稳发展
加快民族地区公路维护性建设速度，预防性养护以及大中修工程，加大了

危险路段和桥梁的改造力度，确保交通安全性。2012 年，完成 223 座危桥加
固，实现了国省干线公路无四五类危桥和 A 类隧道。专业管养公路投入资金
1. 7亿元，对 1983公里路段实施了安保工程。高速公路技术状况指数平均达
93. 2。普通专业管养公路优良路率达到 56%、一二类桥梁达到 80%，其中国省
干线优良路率达到 71%、一二类桥梁达到 95%。绿化美化工作进一步加强，完
成高速公路种植大苗 4. 3万株、小苗 40万株，网内通道绿化工程 900公里。

加速交通运输开放的工作力度，完成龙邦、水口口岸国际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上收管理和北部湾港航管理机构设置工作。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建设加快推
进，北仑河二桥、水口河二桥等中越界河桥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力促进口
岸通关便利化。

( 三) 水路建设速度加快
水路河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加快，生产持续增长。2013 年，西江集团

完成项目建设投资 20. 35 亿元，约占全区西江黄金水道基建投资的 45. 35%;

筹集资金 55. 82亿元，同比增长 33%; 船闸累计完成过闸核载量 8870. 14万吨，

同比增长 7. 83%，完成年度目标的 113. 59%。内河港口通过能力接近 1 亿吨，

千吨级以上泊位达 112个，西江航运干线南宁以下全面升级为 2000 吨级航道，
2000吨级船舶从南宁可直航粤港澳。北部湾港吞吐能力增强。随着沿海港口码
头建设步伐加快，一批港口泊位、码头相继建成交付使用，北部湾港口吞吐能
力明显提高。2013 年末北部湾港口吞吐能力在 1. 6 亿吨，比 2012 年增长
1. 9%; 生产性港口泊位 241 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 66 个，最大靠泊能力达
20万吨级。广西各地水运企业继续淘汰小吨位船型，更新大型船舶和集装箱班
轮运输进一步扩展，运力结构不断优化升级。2013 年，拥有运输机动船 8658

艘，净载重吨 742. 69万吨，分别比 2012 年下降 2. 4%和增长 9. 0%，吨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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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54万吨; 载客量 10. 37万客位，同比下降 6. 9%; 集装箱箱位 10. 36 万标准
箱，增长 31. 9%。船舶平均吨位 858吨 /艘，比 2012年增加 90吨 /艘; 内河货运
船舶平均吨位 938吨 /艘，比 2012年增加 71吨 /艘，呈现船舶大型化趋势。

( 四) 铁路建设发展迅猛
广西民族地区铁路发展迅猛，2012年完成投资 358 亿元，完成投资量连续

三年位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2013 年广西全力加快续建铁路项目建设。自
2008年起，广西掀起了铁路建设新高潮。至 2012 年，广西共实施铁路建设项
目 25个，区内建设里程约 3000公里，投资 2000多亿元。新建南广铁路、贵广
铁路、湘桂铁路扩能、柳南城际铁路等 17 个项目，区内建设里程 2100 公里，

投资约 1800亿元。双线或电气化铁路里程超过 2200 公里，高速铁路超过 1700

公里。5年投资大于新中国成立至 2007 年广西全区铁路建设投资总和。2013

年，广西铁路建设飞速发展，高铁实现零的突破。衡柳线、柳南客专、邕北
线、钦防线等高铁线路陆续开通运营，标志着广西正式迈进高铁时代。2013

年，广西铁路营业里程达 3982 公里，比 2012 年增加 819 公里，增长 25. 9%，

创广西铁路建设历史最好水平。其中，复线里程 1377 公里，增长 154%，电气
化里程 1622公里，增长 74. 5%。2014 年开通的南宁至桂林、广州等地的高铁
动车速度提高一倍。运行后，柳州到南宁约一个半小时路程，极大改善沿线
壮、汉等各民族的交通条件。南宁到北京的动车也于 2014年开通。

( 五) 民航运输条件改善，客货吞吐能力增强
2013年，广西机场驻场飞机达到 41架，增加 6架，创下驻场飞机规模的新

纪录。更换了更大机型，如东航云南公司和海南航空公司均不同程度更换了更大
机型; 开辟更多新航线，2013年末航线达 212条，增长 2. 9%; 同时增加飞行架
次、加密热点航线航班，确保全年运输起降架次达 14万架次，增长 8. 5%。

二、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和旅游产业发展

( 一) 民族地区特色农业
农业生产是广大农民群众民生发展的关键基础，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状

况，关系到城乡居民生活的基本社会保障。因此，农业生产的状况如何，直接
影响到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民生保障发展水平。“十一五”以来，广西粮食生产
连年丰收，产量持续增长。特色农业稳步开展，产值比重逐年提高。2013 年，

广西农业发展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全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343. 58 亿元，比
2012年增长 4. 3%。其中，农业增加值 1285. 62亿元，增长 4. 3%; 林业增加值
215. 73亿元，增长 6. 3%; 牧业增加值 540. 70 亿元，增长 2. 3%; 渔业增加值
248. 59亿元，增长 5. 4%。广西民族地区充分发挥生态和资源优势，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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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优势农作物生产。特色蔬菜产量和面积平稳增长，全年蔬菜面积为 1092. 7

千公顷，增长 1. 6%，蔬菜产量 2391. 29万吨，增长 3. 2%。特色水果产量较快
增长，水果产量 1122. 63 万吨，增长 8. 9%。甘蔗产量稳定增长。甘蔗在种植
面积略减的情况下，单产提高，产量稳定。全年甘蔗产量达 8104. 25 万吨，增
长 3. 5%。油料、烟叶、木薯等经济作物产量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全年油料产
量 57. 21 万吨，增长 6. 1%; 烟叶产量 3. 80 万吨，增长 10. 6%; 木薯产量
182. 81万吨，增长 0. 8%。广西民族地区林业生产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完成荒
山造林 153. 7千公顷，比 2012年增长 3. 3%; 更新造林 153. 3 千公顷，成林抚
育面积 879. 2 千公顷，分别增长 1. 0%和 1. 6%。森林覆盖率达到 61. 8%，比
2012年提高 0. 4 个百分点。全区木材采伐量 2531. 11 万立方米，增长 13. 0%;

毛竹产量 10694. 52 万根，增长 4. 8%。主要林产品保持稳定增长，油茶籽产量
16. 77万吨，比 2012年增长 2. 3%; 松脂产量 59. 00万吨，增长 5. 9%; 八角产量
11. 96万吨，增长 4. 8%。全区各地重点发展罗非鱼、对虾、龟鳖、牡蛎等特色水
产品种养殖，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全年水产品产量 319. 06万吨，比 2012年增
长 5. 1%。其中，海水产品产量 170. 71万吨，增长 3. 8%; 淡水产品产量 148. 35

万吨，增长 6. 7%。生猪存栏 2471. 5万头，比 2012年增长 0. 2%。全年生猪出栏
3456. 7万头，比 2012年增长 3. 4%。猪、牛、羊、禽肉类总产量 414. 2万吨，增
长 2. 1%。其中，猪肉产量 261. 3 万吨，增长 3. 5%; 牛肉产量 14. 3 万吨，增长
3. 4%; 羊肉产量 3. 2万吨，下降 0. 2%; 禽肉产量 135. 3万吨，下降 0. 5%。牛奶
产量 9. 6万吨，增长 2. 1%。蚕茧产量 32. 34万吨，增长 2. 5%。

( 二) 民族地区旅游业
民族旅游业是广西支柱产业和重要的就业平台。2004 年以来，广西民族地

区旅游经济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广西区政府提出的 “南国山水” “壮乡特色”
“旅游兴桂”“旅游富民”“七大休闲区”“红水河旅游带”“边关旅游区”“左
右江旅游区” “北部湾旅游区”等一系列举措，处处强调广西地方民族特色，
11个世居少数民族成为广西民族旅游发展的重点对象，“生态山水” “东盟环
境”“壮乡特色”等是广西民族旅游发展的基本思路。

继续培育桂林山水、北部湾浪漫滨海、中越神秘边关、巴马长寿养生、刘三
姐民族风情等五大旅游品牌; 整合推出桂东北山水精华游、中越边关探秘游、北
部湾休闲度假游、少数民族风情游、世界长寿之乡休闲养生游、桂东祈福感恩游
6条旅游精品线路; 将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南宁凤亭国际生态文化旅
游区、左右江红色旅游区、河池生态养生旅游区、北海涠洲岛旅游区、中越国际
旅游合作区和桂台 ( 贺州) 客家文化旅游合作示范区作为广西旅游发展重要基
地，不断探索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子; 开发提升游览观光、休闲度假、宗教历史文



00 7
总报告

化体验、长寿养生、民族民俗风情、康体运动、红色旅游、会展商务、乡村旅游
等九大特色旅游产品。民族旅游元素全部渗入所有旅游产品当中。

近年，桂中、桂西地区民族旅游发展迅速，如金秀莲花山瑶寨、金秀滴水
河瑶寨、恭城横山瑶寨、灌阳千家峒瑶寨、三江丹洲侗寨、宜州下枧河壮寨、

巴马瑶壮长寿旅游村寨、靖西旧州壮村、那坡黑衣壮村、大明山壮乡风情等一
批新兴的民族旅游村寨方兴未艾。

新兴民族村寨的崛起与其文化自觉自信、顺应旅游发展潮流和寻求特色发
展道路分不开。这些民族旅游村寨，除巴马、金秀拥有得天独厚的甚至具有世
界级垄断地位的优势旅游资源之外，其他新兴民族村寨的旅游优势资源尚未得
到深度发掘和开发利用，优势旅游地位尚不十分明显，但是各自都体现出了一
定发展潜力和美好前景。他们在吸取老牌民族旅游村寨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特
别强调民族传统历史文化民俗资源的发掘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之间的互动关
系，试图科学合理地建立起政府、村寨、居民、开发商、旅行商、旅游者与周
边旅游地之间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机制，注重处理好生态环境、社会效益、

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并朝着生态化、特色化、地方化、民
族化、体验性和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在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与旅游村寨的管理
水平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和高度。

广西诸多市县把发展民族旅游作为本县的支柱产业。如，融水苗族自治
县、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恭城瑶族自治县、隆林各族自治县、

富川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巴马瑶族自治县、环
江毛南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等 12 个县，另有享受民
族自治县待遇的西林县、凌云县、资源县等三县，还有 61 个不同类型的民族
乡镇，它们将民族旅游确定为各民族县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龙头产业或
优先产业加以谋划和发展。各县旅游产业产品各具特色，如融水 “贝江”“元
宝山”、三江“程阳八寨”“侗城风情”、龙胜“龙脊梯田”“壮侗瑶寨”、恭城
“生态瑶乡”“桃花节事”、隆林 “桂西彝寨”“大硦风情”、富川 “秀水状元”
“麦岭瑶家”、都安 “白裤瑶家” “生态家园”、罗城 “仫佬依饭” “白马风
情”、巴马“长寿之乡”“养生度假”、环江 “毛南风情” “菜牛美食”、大化
“瑶壮风情”“水都休闲”、金秀 “世界瑶都”“林谷避暑”、西林 “桂西边关”
“石山壮乡”、凌云 “壮志凌云” “边寨风情”、资源 “都庞生态” “丹霞瑶
寨”。2013年广西旅游业依然保持增长水平，全年旅游总收入 2057. 14 亿元，

比 2012 年增长达 23. 9%，增幅 21. 9%，比同期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增加
值增幅均高出 10 个百分点以上。国内游客人数达 2. 43 亿人次，增长 16. 8%，

连续 5年增长速度 15%以上; 国内旅游收入 1961. 32 亿元，增长 24. 2%，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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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翻一番。入境游客 391. 54 万人次，增长 11. 8%，在 2010—2012 年连续 3

年保持 15%以上增长速度的基础上再次实现两位数增长; 国际旅游 ( 外汇) 收
入 15. 47亿美元，增长 21. 0%，连续 4年年增长 20%以上。

2013年，广西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快旅游业跨越发展的决定》和 《关于
加快旅游业跨越发展的若干政策》，大幅提高旅游发展资金，从 2012 年的 1. 0

亿元增加到了 2013年的 4. 2 亿元，出台了对星级旅游宾馆饭店、A 级旅游景
区、乡村旅游、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系统和旅游重大项目等建设的奖励政策，确
定了 5年内全区 587个总投资达 1. 3万亿元的重点旅游项目，确定 28个重大旅
游项目建设和 20个首批广西特色旅游名县创建。

广西民族地区旅游类型由纯粹观光型逐步转向民族观光、休闲、度假多样
化发展。各地政府注重发挥各自的民族文化优势，推出各种民族风情旅游，如
那坡县的彝族跳躬节、隆林县的火把节、那坡的黑衣壮风俗游、金秀县的瑶族
民俗节等以民族风情为主题的民族风情观光旅游。广西遍地开花的各民族地区
的农家乐美食旅游，更是吸引游客的一道亮丽风景。2013年广西滨海休闲度假
游、巴马长寿养生旅游、柳州三江侗族多耶节、桂林恭城桃花节、桂平西山浴
佛节、崇左中越边关国际文化旅游节、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钦州三娘湾观
潮节、百色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等民族文化旅游节，以及中越边境游、自驾
游、自行车游、徒步游、攀岩、潜水、漂流等一些新的和民族风情、民族自然
风光相联系的旅游项目，替代了传统的观光游，民族旅游已经成为广西旅游业
的发展新方向。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积极推行“抓试点、树标杆，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做
法，2013年，广西 4A以上景区达到 99 个，比 2012 年增加 5 个。四星以上旅
游饭店达到 85家，比 2012年末增加 11家。建成 5个汽车旅游营地，新建广西
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19个，建设和改造旅游厕所近 100个，加速提高了民族地区
旅游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三、民族地区收入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一五”之后，广西民族地区城乡居民得到了实
实在在改革的红利，收入水平迅速提高。2013 年，城镇人均纯收入 6791 元，

比 2012 年增长 13. 0%，增长 10. 4%;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6213 元，增长
12. 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305 元，比 2012 年增长 9. 7%，增长
7.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286 元，增长 6. 8%。农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 5206元，比 2012年增长 6. 7%。其中，食品类支出 2085 元，减少 0. 1%;

衣着类支出 171 元，增长 9. 3%;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支出 281 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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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医疗保健类支出 413 元，增长 7. 7%; 交通和通信类支出 516 元，增长
14. 0%;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支出 276 元，增长 28. 9%; 居住类支出
1360元，增长 13. 3%; 其他商品和服务类支出 104 元，减少 5. 8%。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性支出 15418 元，增长 8. 2%。其中，食品类支出 5841 元，增长
5. 2%; 衣着类支出 1016 元，减少 11. 4%;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支出 1086

元，减少 3. 5%; 医疗保健类支出 776元，减少 12. 1%; 交通和通信类支出 2565

元，增长 22. 8%;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支出 2084元，增长 28. 2%; 居住类
支出 1663元，增长 20. 7%; 杂项商品和服务类支出 387元，减少 13. 0%。

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 ( 即恩格尔系数) 为
40. 0%，城镇为 37. 9%。

表 1 2008—2013年城乡居民生活改善情况

指标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14146 15451 17064 18854 21243 23305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元) 3690 3980 4543 5231 6008 6791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 42. 4 39. 9 38. 1 39. 5 39. 0 37. 9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 53. 4 48. 7 48. 5 43. 8 42. 8 40. 0

资料来源: 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四、民族地区住房建设发展

从 2009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以来，广西政府连续 6年将其列入为民办实事
项目，并作为改善民生、统筹城乡发展重点工作来抓。每年都确保按与中央补
助 1 ∶ 1 的比例落实自治区本级配套资金，各市、县克服困难积极落实配套资
金，为顺利全面完成危房改造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民族地区农村危房改造成
绩显著。5年来，中央安排广西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83. 4 万户，补助资金 57. 46

亿元; 全区各级财政共落实配套资金 88. 15亿元，完成危房改造 84. 5万户，累
计完成投资 323. 66 亿元，解决了近 350 万贫困群众住房安全问题。2013 年，

国家下达广西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共 23. 6 万户。中央补助资金 18. 45 亿元。其
中，边境一线 10县 1. 4万户，中央补助资金 1. 4亿元; 国家特困县 4万户，中
央补助资金 3. 4亿元。共筹措落实配套资金 25. 57 亿元。解决近 100 万贫困农
民群众的危房问题。为此，广西获 2013 年度全国农村危房改造省级绩效评价
第一名。广西区政府从制定规章入手，以达到公平、高效和透明的社会效益。
2013年先后颁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保障性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广西壮族自
治区住房保障建设项目监管规程》《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保障资源配置监管规
程 ( 试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自治区保障性住房建设标准》等近 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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