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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正处于从严重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转向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发展的转轨阶段。
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阶段，“三农”问题往往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能否缓解“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直接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实现。
我党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派遣大学毕业生担任“
村官”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
鉴于目前大多数大学生“村官”不熟悉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而社会上又缺乏系统而简明的农村政策
读本的现状，为大学生“村官”编写一本系统、全面、简明地介绍我国农村政策读本势在必行。
通过对该读本的学习，大学生“村官”将系统、全面、快速地了解和把握我国的农村政策体系和主要
政策，从而为做好村官工作打好基础。
　　如何有利于本书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准确而系统地把握中国农村政策体系和“三农”政策是本书
在结构安排上重点考虑的。
借鉴当前常用的“三农”概念来做相对应的结构安排，本书被安排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层面
和宏观层面的背景讲述，以使读者首先获得一个全景式的宏观框架，在这样的时空范围内能较快较好
地理解和把握具体的农村政策；第二部分是第2-8章，介绍的是农业政策；第三部分是第9-13章，介绍
的是农民政策；第四部分是第14-22章，介绍的是农村公共品政策。
上述编排也便于读者快速查找相关知识。
同时，为了方便读者进一步详细了解具体的农村政策，本书还列出了相关文件的索引和拓展读物。
　　全书共22章，各章编写者为：何秀荣（第1-2章）、刘宏曼（第3-4章）、穆月英（第5-7章）、高
颖（第8章、第18章第4节和第20章第3节）、米增渝（第9-10章）、周俊玲（第11-12章）、李军（第13
章）、李莉莉（第14章）、廖媛红（第15-16章）、鞠荣华（第17章和第21章）、苏保忠（第18一19章
）、徐洁怡（第20章和第22章）。
全书由何秀荣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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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政策要览》简约地勾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政策的基本演变过程，宽视野地展示了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农村发展的历史任务和宏观环境，清晰阐述了我国农村政策的基本取向。
在上述宏观认识的基础上，本书系统介绍了当前我国的“三农”政策体系和主要政策内容。
阅读本书可以帮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里全面系统地了解我国农村政策体系和主要政策内容。
    本书可供大学生“村官”、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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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获得英国贝德福德大学教育学荣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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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红色1+1科技行动”的启示》等数十篇文章，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
、《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高考、招生与就业》等多部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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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农村客运现状随着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大量人员往返于城乡之间，为农村客运市场的发
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各级政府加大了公路建设力度，公路等级不断提高，通车里程日益增加。
　　虽然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为农村客运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会，但目前我国农村客运市
场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如：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客运的营运车辆技术等级不高、
农村客运运力和运量不平衡、农村客运站点建设跟不上发展等。
　　二、农村客运政策的主要内容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农村客运，应理顺农村
客运的管理体制，明确农村客运的公益性，努力解决农村客运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大力推进城乡公交
一体化，让亿万农民群众享受高质量的运输服务。
　　2008年8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各
地区要对从事农村客运服务以及岛屿、库区、湖区等乡镇渡口和客运经营等方便农民出行的运输行业
，比照城市公交客运政策，给予政策支持”。
各省（区、市）为此纷纷出台了相关政策。
　　200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完善扶持农村公共交通发展的政策措施，改善农村公共交通服务，推进
农村客运网络化和线路公交化改造，推动城乡客运协调发展”。
　　2007年11月1日，交通部发布的《关于促进道路运输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大力发
展农村道路运输。
扶持农村客运发展，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争取地方各级政府支持，享受与城市公交相
同的有关税费优惠政策。
采取减免客运附加费、养路费等措施，减轻农村客运经营者负担。
引导农村客运经营者采取灵活多样的运输组织形式。
鼓励拓展农副产品物流加工、物流配送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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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大学生“村官”制
度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举措。
“大学生村官丛书”的编辑出版很及时，将会为大学生们更好地认识农村、融入农村、服务农村提供
直接有效的指导。
　　——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卢良恕　　农村的发展要依
靠人才，要依靠科技创新。
大学生“村官”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新鲜力量来到农村，如何等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带到农村，还需要接
受有规划、有目标的培训。
本套丛书可以列入大学生“村官”培训教材。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玉米改良中心主任 戴景瑞　　大学生“村官”是充实农村基层建设的
一支重要力量。
选聘大学生担任“村官”，是破解“三农”难题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让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基层经
受实践锻炼、成为各类后备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
“大学生村官丛书”为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提供了全面系统、筒洁实用的参考工具。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陈锡文　　民以食为天
，食以粮为先；农村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大学生拥有开拓的思维和先进的知识，但他们要深入农村，
直接和农民打交遭，还需要尽快学习和储备有关“三农”的知识。
本套“大学生村官丛书”为大学生“村官”提供了知识储备和方法指导。
　　——国家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 聂振邦　　大学生当“村官”是国家政权建设上的革新，这条革
新之路能否走成功，除要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外，对有志于当“村官”的大学生来说.也应做好充分的
思想准静和知识储备，迎接这场历练。
这套丛书，内容全面、翔实，不仅对大学生们有用，也值得所有关心农村事业的同志们一读。
　　——国务院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扶贫办原主任、农业部原副部长 刘坚　　党和国家
十分重税大学生“村官”的发展，农村的广大干部群众很期待大学生“村官”的到来。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的前任校长，我始终在努力推进大学生“村窟”工作。
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工作，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需要“解民生之多艰”。
还要“教民生之所需”。
“大学生村官丛书”紧密结合“三农”工作的实际，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方面作了详细，深入
的介绍，突出体现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实践性、应用性.有利于于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村官”的理论
水平和实践能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陈章良　　农村的发展，新农村的建设，农村新兴产业的发
展，需要一些技术推广，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提供各式各样的公共品，大学生“村官”作为农村
发展的储备力量，首先要夯实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
本套丛书作为国内第一套“大学生村官丛书”，主题全面，，行文简明，对帮助大学生“村官”全面
、快速了解和把握我国的农村现状、进一步做好“村官”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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