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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部资源富集区是指拥有较高丰度的自然资源，但经济暂时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一类区域，如
陕西的榆林地区、新疆的阿克苏地区、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贵州的毕节地区等。
西部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一是经济不发达，区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体还处于较低水
平，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仍然很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二是资源丰富，产业结构以农业和资源采掘业为主。
农业也遭遇矿产开发带来的采空面积增加、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等威胁。
而资源采掘业也是以粗放开采为主，普遍挑选容易开采、资源条件好的地方开采。
三是资源开发强度大，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
西部许多矿产资源富集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差，植被稀少、荒漠广布、生态脆弱，或自然地理条件差、
海拔高、气候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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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分析视角上，按照“刺激一反应”的机制设计理论，将西部资源富集
区“国富”与“民富”相结合的战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纳入到统一的经济发展激励结构转变中，
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各主体利益均衡、激励相容的实施机制。
    第二，在分析框架上，借鉴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从制度、激励、组织和能力四方面建立分析框
架，认为新农村建设实际上也要从这四个方面解决先进或适用生产要素向农业或农村转移的问题，并
从这四个方面对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基于这种分析框架的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实
现途径。
    第三，在观点上，认为西部资源富集区工业反哺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有机衔接的。
统筹城乡是战略思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是战略取向，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战略的具体化。
“国富”与“民穷”的矛盾是西部资源富集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主要矛盾，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必须依靠改善单一资源产业结构，以资源工业反哺农业来实现。
西部资源富集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实行以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培育新型农民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新技术引入，实行农业机械化技术创新、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和生物技术创
新。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比较分析方法以及制度分析方
法，研究了西部资源富集区的新农村建设问题。
特别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新农村建设进行调查研究，对陕西榆林、延安等地
区进行了调研，增强了研究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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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以农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快速发展过程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城乡关系日益密切。
改革开放以来，工农业产品交换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密切了城乡之间的相互联系，使劳动力和资本在
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流动，城乡相互隔离的状况得以改善，城乡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更加密切。
二是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扩大。
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①城乡基本建设差距。
在城市优先、大工业优先的方针指导下，大量的财政资金集中投资于城市，用于经营性投资和城市基
础设施、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投资。
城市建设越来越好，而农村变得越来越不尽人意。
目前全国农村还有0.5％的乡镇、7.9％的行政村和大量的自然村不通公路，还有33％的村庄没有合格的
饮用水，自来水通村率也不到50％。
②城乡义务教育差距。
中国宪法和教育法都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
等的受教育机会”。
但是，城市居民和农民由于身份不同，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不平等。
农村师资严重短缺，农村师资力量与城市相比不仅数量少，且质量偏低。
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县乡财政十分困难，农村义务教育成为县乡财政不堪重负的包袱。
③城乡医疗卫生差距。
国家卫生资源的分配重点在城市。
2003年中国卫生事业费支出350.44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59％，卫生建设投资231.5亿元，占国家基
建投资的1.31％，绝大部分用于城市卫生事业。
中国80％的卫生资源在城市，而占总人口60％的农村人口只能享受20％的卫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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