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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彪

广东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它能否持续保持在全国

的领先地位?积 20 多年改革开放之功，如何全面提升广东的国际竞争力，其进一步发

展的优势和潜力是什么?面对全国其它地区经济发展的迅速崛起，广东发展新的目标

在哪思?这不仅是 8∞0 万广东人民，同时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值得思考的一个问

题。

本世纪的头五年，是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五年，不仅全面

完成了"十五"计划的各项指标，而且为广东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迈入全面发展新

阶段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五年来， GDP 总最平均增长达 13% ，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

长。其中，GDP 从 2∞1 年突破 1 万亿元增至 2 万亿元仅用了 4 年时间，2005 年 GDP

达到 21701 亿元，人均 3148 美元，跨入了中等收人地区的行列。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

地区，广东在多年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主要反映在: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结构不够合理，经济增长方式仍比较粗放，进一步发展的资

源、环境压力明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差距过大，县城经济比较薄弱;社

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医疗卫生、社会治安等方面还

存在薄弱环节，这些难题都必须在发展中去破解。

按照社会发膜规律，今后一段时期，既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社会各种矛

盾的凸显期。特别是"十一五"时期，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要完成这个伟大事业，决非一蹦而就，首先有赖于对广东省情的

准确把握。古代大将军运筹帷幢之中，决胜于千盟之外，靠的就是对各路情报的掌握

和分析判断。毛泽东问志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口"只有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

才能为全省各级党政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才能准确把握全丽建设小康社会、构建

和谐广东的正确方向，才能使工作有的放矢，事半功倍。在这个信息大最冲击、社会变

动频繁、生活节奏加快的高科技时代，只有立足国情、了解省情、把握实惰，才能挖掘出

变化的实质，找到前进的方向，抢得发展的先机。所以，加强和熏视对省情的调资研

究，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项紧迫任务。

专门从事省情调查研究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过去，我们对省情的了解与掌握是通

过对各级部门上报的数据和汇报材料而获得的，也有的来自于宜传媒介。随着我国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的不断进步，原有的省情调查、收集、研究方法、手段和渠道巳

难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加上部门或地区利益的影响，提供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

时效性受到很大的影响;由于条块分割和专业部门的局限性，缺乏横向联系和资源共

卒，缺少专业部门成专业人士从第三方角度的研究分析，缺少对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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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分析与比较，因而不能满足决策者的参考要求。

随着中国加入 WTO 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

争更趋于自热化，将研究、决策、执行、监督分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全面、真实、客观地

了解和掌握国情和省情已不是仅仅依靠某一行政部门或党委部门所能做到的，形势要

求有专门从事省情、国惰的调查研究机构出现。在国外，专门从事国情、省(市)情的

调查与研究机构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这些机构的调查研究成果被广泛运用于国家或

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如西方发达国家每年定期发布《国情咨

文)，深受世界各回、各地、各行业、国内有关部门的广泛关注。这几年，我国专门从事

省情、国情调查与研究的机构已不断涌现，其研究成果在国家和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的

决策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o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是为适应时代需要而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省

综合性省情调查研究机构，在省委、省政府的决策支撑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省委

政研室、省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省社科院等研究机构的有益补充，通过运用全新的

现代调研方法，如实地反映广东社会大变革中出现的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广泛

地利用社会资源，通过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横向联系等方式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尤

以下情上传为主，发挥社会与党委、政府联系沟通的桥梁作用。省情中心首先是围绕

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有关省情的专题调研，向省领

辱提供《广东省情调查报告) ，提出决策依据和参考意见。省领导也非常熏视《广东省

情调查报告) ，给予多次批示肯定，并编人省委办公厅决策信息资源系统。而充分利

用专家库的力量，提供较权威的报告，全面反映省情，为我省各有关部门、各地区、各行

业客观认识省情、分析研究省情、制定有关政策提供重费参考，也是省情中心的一项重

要工作。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任重道远。希盟各级党政部门重视对省

情、市情、县情的调查研究，作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意要工作来抓，站在坚持科

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上，共同为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

会、和谐广东和实现富裕安康而努力奋斗!

作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烹饪、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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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我省非珠三角区域

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课题组

执笔人:柯明

闺绕更好地推进我省新农村建设的宗旨，在省

委党校学习期间，我们课题组成员到湛江、制关、

潮州进行了新农村建设的调研。 通过调研，我们认

为，我省加快新农村建设，最艰巨、最繁震的任务

在非珠三角区域，对非珠三角区域应实行政策倾

斜、资金倾斜和精力倾斜。

一、非珠三角区域是我省新农村建设的

重点和难点

(一)非珠五角与珠五角区域发展的

差距仍在扩大

来，我省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措

施，目前已出现了山区经济增长高于全省平均增长

速度的喜人态势，山区与东西两翼的羞距缩小，而

整个非珠三角区域与珠三角的差距仍在扩大(见

图 1 )。从 20∞年到 2∞5 年的若干主要经济指标

来看，非珠三角区域生产总值占全省的比重从

23.57%下降至 21. 8% ，外贸出口占全省的比重从

6.7%下降到 4.56% ，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的比重

从 29.13%下降至 22.0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占全省的比震从 3 1. 4%下降到 2∞4 年的 27.89% , 

而珠三角上述占比指标仍继续上升(见表 1) 。

广东区域发展原来就极不平衡，进入新世纪以

裴 1 2∞0 年与 2005 年珠三角与非珠三角区域若干经济指标比较

2ω0 年 2ω5 年

全省 珠主角 非珠二三角 全省 珠三角 非珠二三角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9662.23 7378.58 2277 嗣 63 21701. 28 18116.68 4740.4 

外贸出口总额(亿美元) 919. 19 847.41 61. 63 2381. 6 2273.22 108.53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亿.51:;) 8667.29 6641. 02 2026.27 1763 1. 1 * 12680.0* 3832.1*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3233. 7 2291. 64 942.06 6957.38 5131. 47 1531. 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4071. 95 2792.37 1279.58 7882.64 5684.51 2198. 13 

*为 2(泊4 年数据。

一 3



@;d6d~广束号码调品
朋 2001-2005年分经济区域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二)非珠三角与珠二三角区域农村之

间的差距仍然很大

目前，珠三角区域农民人均年收入已达 140∞

元左布，而非珠三三角区域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

4ω0 元。珠三角区域的农村家蹬巳经拥有了自己

的楼房、高档电器甚至小汽车等消费品，绝大部分

农村已经拥有了设施比较完善的文化楼、学校、卫

生医疗所等，农村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而非珠三

角区域还没有全部解决农村通公路、通邮电、通电

阀、通广播电视等基本的生活设施和农村"…保

五难"等问题小病拖、大病换、重病才往医院

抬"的现象在非珠立角区域的农村还比较普j扇，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普遍存在。 2ω5 年珠

三角区域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已达 83.6% ，而非

珠三角区域仅为41% 0 

(二)非珠二三角区域城乡差别继续扩大

非珠三角区域共有户籍人口 5383.89 万人，其

中农村人口 3249嗣 23 万人，占区域总人口的

60.35% ，农村人口是非珠二三角区域人口的主体。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省非珠三角区域农民收入

有了较大幅度增长，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十五"时期湛江、韶

关、潮州王市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仍然快于农民收人

增长，三市城乡居民收人绝对数的差距也呈现出逐

年拉大之势(见表 2)0

表 2 2000 叩 2005 年湛江、韶央、潮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变化

农民人均纯收入(光)
年份

湛江 韶关 潮州

2∞o 3250 2793 3728 

2005 4250 3738 4260 

二、加快非珠旦角区域新农村建设的困

难和条件

(一)非珠二三角区域加快建设新农村

的困难比珠三角大

由于非珠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珠三角

区域的差距大，因而其建设新农村的困难比珠主角

大，这些困难主要表现为大难:

1.农民收入增长难。当前，非珠三角区域农

民的收入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要大幅度增加收入非

常困难。一是受结构转化慢的制约。农民的收入主

城市居民 城乡绝对差距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以农民人均收入为1)

湛江 翻关 潮州 湛江 制关 潮州

7097 7208 6904 2. 18 2.58 1. 85 

9652 10969 8946 2.27 2.93 2.1 

要来自第一产业，而增值多、增收快的二、三产业

的发展比较滞后;二是千家万户的农民，经营分

散，规模较小，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和日趋激烈的

觉争，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三是受农产品加工增

值链条短、附加值低的制约。

2. 农业效益提高难。近两年，在市场调节和

政策调控的共同作用下，农产品的价格有较大幅度

的提高，但是农业产资料的价格也相应提高甚至

增幅更大，农业投资回报率始终没有突破性提高。

农业产出水平、劳动生产率都处于较低的层面，仍

处于低效益状态。

3. 财政支农增加难。我省非珠三角区域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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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每年只有一亿元左右，仅仅是 农业和乡镇企业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取的贷款份额越

"吃饭财政"。在"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引发财 来越小。

权和事权不对称的情况下，县和乡镇的财政比较拮 5. 城镇化水平提高难。目前非珠三角城镇化

掘，难以向农民提供像样的财政支持。 率仅为45% ，远低于珠三角的 77% (见表 3) 。在

4. 金融投向农业难。金融部门在贷款、投放 城市化发展中，人口迁徙制度仍然不完善，相关政

结构上的非农化、越利化现象仍较严重。农业借贷 策不配套，农民进城仍受到许多行政限制，城镇化

占贷款的比重明显偏小，乡镇企业贷款增长缓慢， 推进较慢。

表 3 2005 年全省及区域城镇化靡比较

地 lR 

全 省

珠江三角洲

非珠江三角洲

东 翼

丽 翼

山 区 五 市

6. 农村劳动力特移就业难。在非珠三角区域

的农村，目前农业劳动力仍占 60%在布，一方面，

耕地面积总休上不断减少，农民家庭经营规模不断

缩小，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增加;另…方酣，非农

产业发展较珠旦角憬，单位投资吸纳农业剩余劳动

力的能力下降，从而造成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

移出去的难度加大。

(二)非珠三角区域加快新农村建设

的有利命件

尽管非珠三角区域新农村建设面临着不少回

难，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和有利条件。

1.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要

求和方针政策，省委和省政府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加

快新农村建设具体部署和政策，为加快新农村建设

提供了行动慕础。中央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囊中之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和"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明确了统筹城乡发

展的基本方略，制定和实行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

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陆农方略。
今年，巾央进一步加大支农力度，明确提出实行

"三个高于"的新政策。近几年来，省委、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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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率%

60.68 

77.32 

45. 16 

54. 75 

40.23 

40. 15 

不断深化农村税费改靡，取消了农业税;加强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作出了加快发

展县城经济、民营经济的决定，出台激励型财政政

策;连棋举办"山怆会

梯次转移;实施了十项民心工程，加快非珠三角区

域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着力解决农村"一保

五难"问翩;组织了"十商千万"干部下基层驻

农村，开展阻本强慕活动，并启动了"百万农村

青年技能培训工程"等等。这些措施巳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最近又在湛江召开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会议，交流了经验，作出了新的部署，随后

出台全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

2.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已取得的成果，为非珠三角区域新农村建设控制共

γ更坚实的物质基础。目前，广东总体经济实力跨

上历史性新台阶，去年全省 GDP 突破两万亿咒大

关，财政总收入达 4432 亿元。这为我省区域协调

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交拇农村，提供了更坚

实的物质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省委、省政府为

了加快非珠三角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先后出台了一

系列的优惠措施，强调要加强珠三角与非珠三角区

域的经济合作。 2∞3 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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