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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现状与对策

王卫星

（国务院 农村综合改革小组办公室，北京１００８２０）

摘要　美丽乡村建设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工程、新载体。近年来，部分省份均在积极探索本地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
模式，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认识不够，思想不统一；参与部门多，组织
协调难度较大；重建设轻规划的现象比较突出，项目建设规划和标准缺失；政府唱独角戏，市
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发挥不够；“软件”建设不同步等。因此，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就需要
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关系、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与美丽
乡村建设、统一标准与尊重差异、美丽乡村 “硬件”建设与 “软件”建设等几个方面的关系，
把美丽乡村建设成为农民自身感到幸福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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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乡村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提

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时提出

的。“美丽乡村”不只是外在美，更要美在发展。

要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增加村财收入，进而更好

地为民办实事，带领农民致富，推动 “美丽乡村”

建设向 更 高 层 级 迈 进，真 正 成 为 惠 民 利 民 之 举。

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了 “美丽中国”的全新概

念，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 自

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明确提出了包括生态文明建

设在内的 “五位一 体”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总 布 局。贫

穷落后中的山清水秀不是美丽中国，强大富裕而

环境污染同样不是美丽中国。只有实现经济、政

治、文化、社 会、生 态 的 和 谐 发 展、持 续 发 展，

才能真正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然而，要实

现美丽中国的目标，美丽乡村建设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部分。在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提

出了要建设 “美丽 乡 村”的 奋 斗 目 标，进 一 步 加

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工作。事

实上，农村地域和农村人口占了中国的绝大部分，

因此，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

就必须加快美丽乡村建设的步伐。加快农村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环境治理和保护力度，营造

良好的 生 态 环 境，大 力 加 大 农 村 地 区 经 济 收 入，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统筹做好城乡协调发

展、同步发展，切实提高广大农村地区群众的幸

福感和满意度。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 福 祉、关 乎 民 族

未来的长远大计。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

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 建 设、社 会

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重点和难点在

乡村，因此美丽乡村建设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

础和前提，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工程、新载体。为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精神，在总结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经验

基础上，中央财政依托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平

台启动 了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试 点，选 择 浙 江、贵 州、

安徽、福建、广西、重庆、海南等７省 市 作 为 首

批重点推进省份。近期，通过调研和召开座谈会

了解到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工作正有序展开，但也

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完

善政策。

一、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

早在２００８年，浙江省安吉县结合省委 “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的 “千万工程”，在全县实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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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村 示 范、双 百 村 整 治”为 内 容 的 “两 双 工

程”的基础上，立足县 情 提 出 “中 国 美 丽 乡 村 建

设”，计 划 用１０年 左 右 时 间，把 安 吉 建 设 成 为

“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

现代化新农村样板，构 建 全 国 新 农 村 建 设 的 “安

吉模式”，被一些学者誉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实践和创新的典范”①。２０１０年６月，浙江省全面

推广安吉经验，把美丽乡村建设升级为省级战略

决策。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为此专门制

订 了 《浙 江 省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行 动 计 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力争到２０１５年全省７０％县 （市、区）
达到美丽乡村建设要求，６０％以上乡镇整体实施

美丽乡村建设。近年来，浙江美丽乡村建设成绩

斐然，成 为 全 国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的 排 头 兵。如 今，
安徽、广东、江苏、贵州等省也在积极探 索 本 地

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

２０１３年７月，财政部采取一事一议奖补方式

在全国启 动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试 点②，进 一 步 推 进 了

美丽乡村建 设 进 程。７个 重 点 推 进 省 份 积 极 启 动

试点前期准备工作，统筹美丽乡村建设与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工作，认真谋划试点方案，各级财政

预计投入３０亿 元，确 定 在１３０个 县 （市、区）、

２９５个乡 镇 开 展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试 点，占７省 县、
乡数的比重分别为２５．７％、３．７％，１１４６个美丽乡

村正在有序建设之中。
一是 加 强 组 织 领 导，明 确 牵 头 部 门。浙 江、

安徽、广西等省区都将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作 为 “一 把

手”工程，试点县市成立了主要领导任组长，相

关部门共同参与的美丽乡村建设领导小组及办事

机构。福建省将美丽乡村建设纳入干部考核和对

乡村目标管理考评，作为评价党政领导班子政绩

和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二是加大投入整合力度，引导社会资 金 多 元

投入。７省份积 极 调 整 支 出 结 构，统 筹 存 量、盘

活增量，努力增加美丽乡村建设试点专项预算安

排。安徽省从２０１３年起，省本级 每 年 安 排１０亿

元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要求每年市级安排不

少于５０００万元、县级 不 少 于１０００万 元，主 要 用

于中心村建设和其他自然村治理。福建省在各级

投入３．２８亿元试点资金的基础上，又追加４亿元

美丽乡村建设资金。贵州省对专项资金连续两年

结转的无条件转向支持美丽乡村建设，今年已整

合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生态移民建设补助、农

民健身工程补助、农民文化家园补助等１．７５亿元

用于美丽乡村建设。重庆市整合农村公益性基础

设施补助、农村文化建设补助、村卫生室医疗设

备及网络维护补助等资金专项用于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的运行管护。福建省永春县投入５０００万 元，
推行 “金佛手－美丽乡村贷”，撬动信贷资金近３
亿元。安徽省７个市设立了美好乡村建设投融资

公司，融资１２．３亿元。宣城市、铜陵市引导各类

企业投入资金１亿多元。
三是因地制宜，探索美丽乡 村 建 设 模 式。从

试点情况看，主要包括四种类型：（１）聚集发展

型。对明确作为中心村的，完善水、电、路、气、
房和公共服务等配套建设。浙江省永嘉县将楠溪

江沿岸的岩 头 镇 等３个 乡 镇１５个 村 进 行 整 体 规

划，将地域相近、人缘相亲、经济相融的 村 庄 成

片组团，引 导 农 民 向 中 心 村 和 新 社 区 适 度 集 中，
建立新型农村社 区 管 理 机 制。 （２）旧 村 改 造 型。
通过村内、道路硬化、路灯亮 化、绿 化 美 化、休

闲场地等设施建设，促进村庄整体建筑、布局与

当地自然景观协调。（３）古村保护型。对自然和

文化遗 产 保 留 完 好、原 有 古 村 落 景 观 特 征 明 显，
保护开发价值较高的古村落，以保护性修缮为主。
安徽省黄山区在对永丰、饶村、郭村等几处古村

落的传统街巷格局与形态、地貌遗迹、古文化遗

址、古建筑、石刻等文化遗存进行重点调查的基

础上，积极完善村庄道路、水系、基础设 施 和 配

套设施，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提升村庄人居品

味。（４）景区园区带动型。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围绕建设屯堡维护及田园风光旅游乡村，在七眼

桥镇本寨村、大西桥镇鲍屯村发展旅游业，加快

推进景区沿线创建点的巩固提升，把景区沿线打

造成文明秀美的人文景观通道。安徽省当涂县依

托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建设了松塘社区，探索

出一条 “旧宅变新房、村庄变社区、村民变居民、
农民变工人”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

四是注重规划实效，探索美丽乡村建 设 标 准

化体系。浙江省尝试以村级为主体编制试点规划，
切实尊重村级组织和村民的主体地位，将规划费

用补助下达到村，在政府引导、专家论证的基础

上，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由村民会议决策，避免出

现 “规划连村支书 都 看 不 懂”的 问 题。安 吉 县 采

取 “专家 设 计、公 开 征 询、群 众 讨 论”的 办 法，
将全县行政村进行差异化规划，今年１０月２５日

该县通过了全国首个美丽乡村标准化示范区验收。
重庆市通过梳理市级涉农项目建设情况，明确了

８７项建设管护标准，并计划用１年左右时间建成

标准体系，为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化提供借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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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以澄迈县为基础制定全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

标准。
五是加强制度建设，促进规 范 管 理。安 徽 省

制订了 《财政支持美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财政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美好乡村建设

的意见》和 《整合涉农资金支持美好乡村建设的

意见》，省财政厅还会同有关部门，对部门掌握的

可整合资金，拟定了２０项具体办法，初步构建了

“资金分配规范、适用范围清晰、管理监督严格、
职责效能统一”的管 理 制 度 体 系。重 庆 市 修 订 了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专门制订

了美丽乡村试点资金管理办法和申报文本。福建

省明确美丽乡村建设试点资金严格遵守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相关规定，实行专户专账管理，并通过

信息监管系统实现实时在线监控。

二、当前美丽乡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首批试点省份的实地调研和座谈分析，
目前的美丽乡村建设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需

要引起各级政府重视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解决这

些问题的方法和路径。
一是认识不够，思想不统一。由 于 对 美 丽 乡

村建设认识不够，不同层级政府和不同职能部门

在具体实施或参与美丽乡村建设时所表现出的积

极性和行动力必然不同，难以形成建设合力，达

成整 体 联 动、资 源 整 合、社 会 共 同 参 与 的 建 设

格局。
对于美丽乡村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 “搞 搞

清洁卫生，改善农村环境”的低层次认识上，更

不能形成错误观念，认 为 它 只 是 给 农 村 “涂 脂 抹

粉”、展示给外人看的。而应该提升到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一

体化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美丽乡村建设。开展

美丽乡村建设，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是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实现永续发展的需要；是强化农业 基 础、推

进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是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推

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需要。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言，“即使将 来 城 镇 化 达 到７０％以 上，还 有 四 五

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

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 业 现

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

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③。建设美丽乡村

是亿万农民的中国梦。作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举措和在农村地区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行动，

没有美丽乡村就没有美丽中国。可以说，开展美

丽乡村建设，符合国家总体构想，符合我国城乡

社会发展规律，符合我国农业农村实际，符合广

大民众期盼，意义极为重大。
二是参与部门多，组织协调 难 度 较 大。美 丽

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级政府、各个

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但是，在具

体实施中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协调机构，美丽乡

村建设往往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的政策指导。
浙江安吉县美丽乡村建设行动早，探 索 积 累

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值得其它地方借鉴学习。
安吉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明确了不同政府层级

之间的职责定位，理顺各自责权关系。既避免不

同层级之间的职权交叉，造成政府管理的错位和

越位，影 响 工 作 的 开 展，又 避 免 权 责 出 现 “真

空”，造成政府管理的缺位，导致某些事项无人负

责。县级政府主要负责美丽乡村总体规划、指标

体系和相关制度办法的建设、对美丽乡村建设的

指导考核等工作；乡级政府负责整乡的统筹协调，
指导建制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并在资金、技术

上给予支持，对村与村之间的衔接区域统一规划

设计并开展建设；建制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
由其负责美丽乡村的规划、建设等相关工作。同

时，理顺部门之间的横向关系，对各部门的责任

和任务进行量化细分。安吉县根据美丽乡村建设

规划和任务，建立了美丽乡村考核指标和验收办

法，将一项项指标落实到每一部门，由部门制定

指标内容和标准，并对该项建设负总责，同时参

与由美丽乡村建设办公室组织的考核验收，有效

破解了 “九龙治水水不治”的困局。
三是重建设轻规划的现象比较突出，项 目 建

设规划和标准缺失。一些地方在美丽乡村建设试

点中，注重硬件设施建设的多，但不注重美丽乡

村建设的 总 体 规 划 和 长 期 行 动 计 划 的 科 学 制 订，
导致同质化建设严重、特色化建设不足，短期行

为多、长远设计少，以及视野狭隘，缺乏 全 域 一

体的建设理念。
安吉县等 地 之 所 以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效 果 显 著，

与其重视规划引领建设不无关系。总结其实践经

验，做好美丽乡村建设规划，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做到统筹兼顾、城乡一

体。编制美丽乡村规划要坚持 “绿色、人 文、智

慧、集约”的规划理念，综合考虑农村山水肌理、
发展现状、人文历史和旅游开发等因素，结合城

乡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 规 划、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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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做到 “城乡一套图、
整体一盘棋”。其次，做到规划因地制 宜。譬 如，
安吉县在编制 《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总体规划》和

《乡村风貌营造技术导则》时，按照 “四美”标准

（尊重自然美、侧重现代美、注重个性美、构建整

体美），要求各乡镇、村根据各自特点，编制镇域

规划，开 展 村 庄 风 貌 设 计，着 力 体 现 一 村 一 业、
一村一品、一村一景，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
宜游则游、宜居则居、宜文则文的原则将建制村

分类规 划，将 全 县 的 建 制 村 划 分 为 工 业 特 色 村、
高效农业村、休闲产业村、综合发展村和城市化

建设村五类。第三，尊重群众意愿。安吉 县 美 丽

乡村建设规划设计，按照 “专家设计、公开征询、
群众 讨 论”的 办 法，经 过 “五 议 两 公 开”程 序

（即村党支部提议、村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
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群众公开评议，书面决议公

开、执行 结 果 公 开），确 保 村 庄 规 划 设 计 科 学 合

理，达到群众满意。第四，注重规划的可操作性。
为了把规划蓝图落地变成美好现实，就必须把规

划内容分解成定性定量的具体内容，转化成年度

行动计划，细化为具体的实施项目。第 五，配 套

制订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体系。为了更好地落实和

执行美丽乡村建设规划，还必须研究制订美丽乡

村建设标准体系。通过标准体系的配套实施，确

保美丽乡村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四是政府唱独角戏，市场机制和社会 力 量 的

作用发挥不够。许多地方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时，
没有积极探索如何引入市场机制、发挥社会力量

作用，而 是 采 取 传 统 的 行 政 动 员、运 动 式 方 法，
尽管一些设施 （如垃 圾 处 理、生 活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等）一 时 高 标 准 建 成 了，却 难 以 维 持 长 期 运 转，
缺乏长效机制。

尤其是，政府主导有余、农民 参 与 不 足 的 现

象比较普遍，农民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没有充分

发挥。以致部分农民群众认为，美丽乡村建设是

政府的事，养成 “等靠要”思想。这就难免会出

现美丽乡村建设 “上热下冷”、“外热内冷”的现

象，甚至出现 “干部热情高，农民冷眼 瞧，农 民

不满意，干部不落好”的情况，其主要症结就在

于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农民群

众的主体作用没有发挥出来。所以，美丽乡村建

设必须明确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要充分尊重

广大农民的意愿，切实把决策权交给农民，让农

民在美 丽 乡 村 建 设 中 当 主 人、做 主 体、唱 主 角。
在２０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曾有一大批知识分

子来到农村，进行乡村建设实验，但当时的乡村

建设之所以没有显著长效，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没

有注重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乡村建设的主

体发生了错位———建设主体不是生于斯长 于 斯 的

农民群众而是城里来的社会精英，不可避免地形

成 “乡村运动、乡村不动”的悖论。
五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乡村社会治 理 机 制

改革等 “软件”建设 不 同 步，美 丽 乡 村 建 设 局 限

于物质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狭小范畴。美丽乡村

建设不是 “做盆景”、“搞形象”，更不是 “涂脂抹

粉”。美丽乡村，不仅要有令人惊艳的 “形象美”，
让人 一 见 钟 情；更 要 有 “内 在 美”，让 人 日 久 生

情。不能停留于外在形态上，更需要通过内涵建

设来体现乡村特色；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农耕文化

保护上，而是要放在统筹城乡、推进城乡现代化

的历史大进程之中。
美丽乡村 建 设 不 能 局 限 于 硬 件 设 施 的 建 设、

公共文化服务的改善、生态环境的优化这样一些

物质和技术层面，还要深入到体制机制层面，着

力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上积极探索，真正融入到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最 终

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三、美丽乡村建设要妥善处理好几个关系

总而言 之，美 丽 乡 村 建 设 涵 盖 了 农 村 生 产、
生活、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运用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政策平台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应按照以人

为本、尊重农民主体地位，规划引导、突 出 地 域

特色，试点先行、重点突破，多 元 投 入、整 合 资

源，以县为主、统筹推进，改革 创 新、完 善 制 度

机制的原则要求，妥善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之间的关系。

村庄不仅是农民的居住地，也是农民生产生活的

重要场所，农民是美丽乡村的主人。建设美丽乡

村，政府是主导，农民是主体，村里的事 要 由 农

民说了 算，政 府 的 主 要 作 用 是 编 规 划、给 资 金、
建机制、搞服务，不能包办代替，不能千篇一律，
不能强迫命令，更不能加重农民负担。要探索建

立政府引导、专家论证、村民民主议事、上 下 结

合的美丽乡村建设决策机制。
美丽乡村建设不是给外人看的，而是 要 让 农

民群众得实惠，给农民造福。美丽乡村建设不是

“涂脂抹粉”。不能仅仅成为城里人到乡村旅游休

闲的快乐 “驿站”，而是建成广大农民群众赖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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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发展、创造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美丽乡村建

设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在本地的农民提升幸福指

数。评价美丽乡村建设的根本标准是增进农民民

生福祉，让农民真正享受美丽乡村建设成果；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

此，从规划、建设到管理、经营，自 始 至 终 都 要

建立农民民主参与机制，从而保障政府规划建设

的美丽乡村和农民心目中想要的美丽乡村相统一，

而不是政府的一厢情愿，更不能沦为显现政绩的

形象工程。通过一定的群众参与机制，切实让农

民成为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的 主 体，真 正 拥 有 知 情 权、

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真正共享美丽 乡 村 建

设的成果④。

二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 会 的 关 系。美 丽

乡村 建 设 投 入 大，不 能 靠 政 府 用 重 金 打 造 “盆

景”，不能靠财政资金大包大揽，否则不可持续，

也无法复制推广。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

作用，以财政奖补资金为引导，鼓励吸引工商资

本、银行信贷、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美丽乡

村建设，解决投入需求与可能的矛盾。

建立有效的引导激励机制，鼓励社会 力 量 通

过结对帮扶、捐资捐助和智力支持等多种方式参

与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 和 美 丽 乡 村 建 设，形 成 “农

民筹资筹劳、政府财政奖补、部门投入 整 合、集

体经济补充、社会捐赠赞助”的多元化投入格局。

对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一些具体项目 （譬如乡

村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的实施，要积极探

索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交由企业或市场去运作，

形成长效运行机制。村庄内部的公共服务设施的

维护和运行，也须积极发挥村民自治和社会组织

的作用，大力培育和发展乡村社会组织，探索农

民自我组织、自我维护、自我管理的社会民主治

理机制，最终形成 “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社 会

参与”的美丽乡村建设新格局。

三是处理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与美丽乡村建

设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都能建成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要建，更多村庄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

人居环 境 也 亟 需 改 善。要 结 合 农 村 建 设 的 规 律，

把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的基数部分用于改善农

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而将增量重

点用于美丽乡村建设，两者并行不悖。要以普惠

保基本，以特惠保重点，妥善解决好重点投入与

普遍受益、面子与里子、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的

关系。

对于美丽乡村建设给予的一事一议奖补资金，

也主要用于对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制度创新的激励，

而不是用于一般性的硬件设施的建设；同时，要

运用好一事一议奖补资金，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

的投入。

四是处理好统一标准和尊重差异的 关 系。我

国地域 广 大，发 展 不 平 衡，各 地 情 况 千 差 万 别，

必须因地制宜，尊重差异，保持特色。在 此 基 础

上，对规划编制、资金项目规范管理、建 设 标 准

等应有一些一般性的统一要求，源头上规范，嵌

入式管理，防止各行其是，五花八门。牢 固 树 立

规划先行、无规划不建设的理念，健全美丽乡村

建设规划和标准体系，逐步将标准化工作嵌入美

丽乡村建设全过程。

美丽乡村建设除了做好标准化、均等 化 的 基

本性公 共 服 务 以 外，还 要 在 乡 村 特 色 上 做 文 章，

切实把一些具有特色的古村落保护好，把乡村非

遗项目传承好，把优秀的乡村文化发扬广大，而

不是简单地用同质化的建设标准裁剪、改造乡村。

五是处理好牵头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

美丽乡村建设是各级各部门的共同责任，越多部

门参与对工作开展越有利，要在党委政府领导下

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有为才 有 位。在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时，整合相关部门的资源，形

成建设合力，把各种分散在各个部门中的惠农资

金统一整合到美丽乡村建设平台上，使之发挥最

优效益。

六是处理好美丽乡村 “硬件”建设与 “软件”

建设的关系。美丽乡村既包括村容村貌整洁之美、

基础设施完备之美、公共服务便利之美、生产发

展生活宽裕之美，也包括管理创新之美。在完善

村庄基础设施、增强服务功能的同时，要努力深

化农村 改 革，创 新 农 村 公 共 服 务 运 行 维 护 机 制、

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新型社区治理机制和农村产

权交易流转机制等。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同步推进

相关改革，进一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释放农村

发展活力与潜力，营造与美丽乡村相适应的软环

境，把美丽乡村建设成为农民幸福家园。

注释

①翁 鸣：《社 会 主 义 新 农 村 建 设 实 践 和 创 新 的 典

范———“湖州·中 国 美 丽 乡 村 建 设（湖 州 模 式）研 讨 会”综

述》，《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②财政部：《关 于 发 挥 一 事 一 议 财 政 奖 补 作 用 推 动 美

丽乡 村 建 设 试 点 的 通 知》，中 央 政 府 门 户 网 站（ｈｔｔｐ：／／

５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ｚｄｔ／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４４１６６．ｈｔｍ），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③习近平：《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新华网（ｈｔ－

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３－０７／２２／ｃ＿１１６６４２

８５６．ｈｔｍ），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④吴理财、吴孔凡：《美 丽 乡 村 建 设 四 种 模 式 及 比 较》，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责任编辑　王敬尧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ｘ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２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ｎｅｗ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ｏｆ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ｓｏｍ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ｇｒａｔｉｆｙ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ｒｅａｃｈ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ｕｅ　ｔｏ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ｔ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ｐｕｔ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ａｎ　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ｗｈｉ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ｗｅａｋ　ｒｏｌｅｓ；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ｓ
ｏｕｔ　ｏｆ　ｓｙｎｃ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ｓ，ａｎｄ　ｓｏ　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ｕｎｉｆ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ｈａｔｓ　ｍｏｒｅ，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ｏ　ｈａｎｄ　ｉｎ　ｈ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ｃａｎ　ｌｉｖｅ　ａ　ｈａｐｐｙ　ｌｉｆ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