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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和文献综述

2006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之后袁有关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一度成为学术研

究的热点袁不少地方政府也着手开展了新农村建设

的监测工作遥 初期的研究成果多为定性分析袁主要

围绕新农村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尧评
价标准尧指标选取和评价方法等问题遥 其中具代表

性的是李明贤尧[1]周亚莉尧[2]张磊[3]从生产发展尧生活

宽裕尧乡风文明尧村容整洁尧管理民主 5 个方面构建

的评价指标体系遥 郭翔宇等[4]则从新型农民尧发达农

业与和谐农村三个方面建立了一个评价指标体系袁
并详述了加权求和法尧 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 3
种测评方法遥 随后袁出现了一系列关注地方新农村

建设的实证研究遥 王学军等[5]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对 2006 年我国 27 个省渊区冤的农村投入水平尧政府

效能发挥和新农村建设绩效进行客观综合评价袁并
运用聚类分析探索各地区在上述 3 个方面的表现

水平和特征差异遥 汤惠君等[6]对广东省省级新农村建

设的实现程度和制约因素进行了测评和分析曰 周曙

东[7]尧王富喜[8]等分别对江苏和山东两省地市级行政

区划的新农村建设情况进行了测评和比较袁后者还

利用聚类分析法将山东省 17 个地市分为 6 种类

型袁 进一步分析了新农村建设的地域差异特征曰王
晓丽等[9]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吉林省县市级行政区

划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与评价袁
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对 3000 户农民的抽样调查曰
同样利用实地调查数据袁李树德尧[10]李虹[11]等分别以

天津市和湖南省的行政村为对象进行了测评遥 然

而袁2009 年之后就鲜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学术期

刊之上袁2010 年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院董
立彬等[12]在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河北省新农村建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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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袁结合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情况袁构建了一个包含 5 个一级指标尧25 个二级指

标的新农村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袁基于县域数据袁利用加权求和法对 2009~2011 年湖北省 80 个涉农县渊市尧区冤尧
13 个地级市及全省整体的新农村建设实现程度进行了综合评价袁并进行了区域比较分析遥 结果显示院以 2020 年新

农村建设阶段性目标为节点袁截至 2011 年湖北省新农村建设已走完了接近四分之三的进程袁进入后期阶段曰新农村

建设实现程度的区域差距较大袁平原地区的实现程度明显高于山地尧丘陵地区袁大中城市郊区和邻近地区的实现程

度相对较高袁地级渊直管冤市之间实现程度的差距最高已达到 30%袁而且差距仍在扩大袁生产发展和野四化冶同步两项

一级指标实现程度的地区差异最为悬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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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评的基础上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新农

村建设影响因素计量模型袁探讨影响河北省新农村

建设水平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袁以及不同影响因

素对其发展水平的驱动与制约作用遥 张广胜等[13]基
于调查数据对辽宁省 45 个乡镇新农村建设的情况

进行了评价和分析遥
通过文献回顾袁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袁第一袁

目前有关新农村测评指标体系的理论和方法已经

较为成熟袁但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过

程袁需要不断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变化来调整和修订

建设重点及目标袁这客观上要求测评指标体系与时

俱进袁因此相关研究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遥 第二袁
仅构建指标体系而未作实际测算的文献中所选取

的指标虽然往往更具代表性袁但缺少足够的常规统

计数据支持袁很难应用于实际测算遥 考虑到数据的

可得性袁大多数实证研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地选取

替代指标袁 这无疑会大大降低评价结果的可信度袁
而另一部分实证研究则被迫采用高成本的抽样调

查方式获取数据袁这又使得监测工作难以实现长效

化遥 第三袁现有实证研究中以县级行政区划作为评

价对象的很少袁而在实际工作中县渊市尧区冤往往作

为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者和实施者扮演着十分重要

的角色袁因此基于县域数据的测评具有很高的应用

价值遥 但是袁目前很难在公开统计资料上查找到充

足的县域数据袁这大大阻碍了相关研究的开展遥
本文认为袁导致新农村测评研究昙花一现的主

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农村统计调查工作还比较薄

弱袁以至于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者们很难从统计部

门那里获得他们最想要的数据袁或是得到的数据不

够准确遥 但不可否认的是院对新农村建设进行定量

评价研究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袁它能够使我们准确

把握新农村建设的实现程度尧清晰判断新农村建设

中的薄弱环节袁 进而明确未来的工作重点和方向遥
因此袁不能仅因数据获取方面存在困难就放弃这项

工作袁反而应该通过对新农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

研究来发现当前农村统计调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袁
明确改进和完善的方向袁实现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

统计调查工作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遥 本文得到了湖

北省统计局的大力支持袁 数据可信度有较强的保

障遥 我们以县域数据为基础袁对湖北省县尧市尧省三

级行政区划的新农村建设均进行了测评袁并试图通

过与统计调查部门的长期合作和良性互动袁建立湖

北省新农村建设长效监测机制遥
二尧湖北省新农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渊一冤测评对象及地区分类

本文的基础测评对象是从湖北省 103 个县级

行政区中挑选出来的 80 个涉农县渊市尧区冤袁这 80
个县渊市尧区冤所拥有的农业人口占全省农业人口总

数的 98%遥 基于县域数据袁对省尧市两级地区的各项

指标也进行了测算遥
由于各县渊市尧区冤的自然禀赋差异较大袁未来

的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袁 为使评价结果更具可比

性袁以便能够对各县渊市尧区冤的新农村建设测评结

果进行分类比较及排名袁本报告依据省内各地区地

势地貌特征和土地利用方向上的差异袁参考叶湖北

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曳将所选的 80 个县

渊市尧区冤分为 A尧B 两类地区渊见表 2冤遥 譺訛

A 类地区院以平原为主袁具有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的自然禀赋和区位条件袁大致包含叶湖北省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 2006~2020曳 中所划分的武汉城市圈都

市连绵区尧鄂中工农业协调发展区尧鄂中南农业发

展区和鄂北工农业协调发展区遥
B 类地区院主要是山地尧丘陵尧水源地尧生态保护

区袁耕地稀少袁农业人口比重较大袁农业劳动生产率

较低袁发展非农产业的自然条件不佳袁森林覆盖率

高袁部分地区属于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地区遥 大致

包含叶湖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曳中所划

分的武汉城市圈外围生态屏障区尧 鄂西生态旅游

区尧鄂西南生态农业区和鄂西北生态屏障区遥
渊二冤指标解释尧目标值和权重的确定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冶的重大决策袁确立了野生产发展袁生活宽裕袁乡风

文明袁村容整洁袁管理民主冶的发展目标遥 党的十八

大提出促进工业化尧信息化尧城镇化尧农业现代化

野四化冶同步发展袁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野三
农冶问题的根本途径遥 由此可见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内涵和目标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袁应该随着时代

的发展不断丰富尧不断更新遥 因此袁本研究并没有试

图确定湖北新农村建设的长期目标袁 而是以 2020
年为节点设定了阶段性目标值遥 按照设想袁到 2020
年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和格局将发生较大变化袁届时

评价指标体系也需要在指标选取和目标设定等方

面做出相应调整遥
本文构建的湖北新农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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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生产发展尧生活宽裕尧乡风文明尧村容整洁和四化

同步 5 个一级指标及 25 个二级指标渊见表 1冤遥与已

有文献中的评价指标体系相比袁本文在指标选取上

有以下几点不同院渊1冤所选指标数据全部来自湖北省

统计局农业统计报表袁数据来源统一尧稳定尧可信度

高袁适用于长期监测曰渊2冤将野四化同步冶指标纳入新

农村建设评价体系中作为一级指标曰渊3冤考虑到数据

的可得性和准确性袁本文暂时未将野管理民主冶这一

发展目标纳入监测体系当中遥
1. 评价指标

渊1冤生产发展 A 类指标袁包括 7 项二级指标袁分
别是院A1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渊用以综合评价一定区

域内的生产发展水平冤尧A2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渊用
以衡量农业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冤尧A3 农业专业合作

组织发展指数渊用以反映农业组织化程度冤尧A4 万人

农业技术人员数渊用以衡量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能

力冤尧A5 常用耕地有效灌溉率渊用以反映农田水利建

设情况冤尧A6 万亩耕地拥有农机总动力渊用以衡量农

业机械化水平冤尧A7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渊用
以反映农业服务化水平冤遥

渊2冤生活宽裕 B 类指标袁包括 5 项二级指标袁分
别是院B1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渊用以反映农村居民

收入水平的提升情况冤尧B2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渊用
以反映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情况冤尧B3 农村社

会保障指数渊用以反映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冤尧B4 农村

医疗服务指数渊用以反映农村医疗服务水平冤和 B5
人均钢筋砖木结构住房面积渊用以反映农村居民居

住条件的改善情况冤遥
渊3冤乡风文明 C 类指标袁包括 4 项二级指标袁分

别是院C1 农村居民文化娱乐支出比重 渊用以反映农

村居民精神文明程度的高低冤尧C2 农村教育普及指

数渊用以衡量农村教育水平冤尧C3 农村文体娱乐设施

健全指数渊用以反映农村文体娱乐设施的建设维护

情况冤和 C4 农村社会治安状况指数渊用以反映农村

社会治安状况冤遥
渊4冤村容整洁 D 类指标袁包括 4 项二级指标袁分

别是院D1 自来水受益村所占比重 渊用以衡量农民生

活卫生状况冤尧D2 垃圾集中处理的村所占比重渊用以

衡量村庄清洁状况冤尧D3 森林覆盖率渊用以反映农村

实现绿化程度和居住环境冤和 D4 乡镇公路密度渊用
以衡量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冤遥

渊5冤野四化冶同步 E 类指标袁包括 5 项二级指标袁

分别是院E1 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尧E2 非农产业增加

值比重渊E1 和 E2 用以反映农村产业结构高度化水

平及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程度冤尧E3 人口

城镇化率尧E4 城乡居民收入比 渊E3 和 E4 用以反映

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城乡一体化

程度冤尧E5 农村居民信息化指数渊用以反映农民对信

息产品的消费能力及信息获取能力冤遥
2. 目标值的确定

如前所述袁本文中所涉及到的目标值指的是野以
2020 年为时间节点确定的阶段性目标值冶遥 每项指

标的具体目标值都是在查阅大量文件尧规划及文献

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湖北省实际情况推算出来的遥 譺訛

3. 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大量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袁采
用层次分析法渊AHP冤初步确定了指标权重袁进而通

过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尧专家打分的方法袁进一步对

指标权重进行了修正袁最终确定湖北省新农村建设

监测指标权重渊见表 1冤遥
4. 实现程度的计算

首先袁二级指标实现程度的计算

渊1冤对正向指标

渊 冤=
100 逸 man

max
约 man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其中院 渊 冤为第 i 个指标的实现程度曰 为第 i
个指标的实际值曰 max 为第 i 个指标的正向目标值遥

渊2冤对逆向指标

渊 冤=
100 臆 min

max
max min

伊100 min约 约 max

max
max

伊100 逸 max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其中院 渊 冤为第 i 个指标的实现程度曰 为第 i
个指标的实际值曰 min 为第 i 个指标的逆向目标值曰

max 为第 i 个指标的上限值遥
然后袁采用加权合成法计算新农村建设阶段性

目标总体实现程度和各一级指标的实现程度遥 新农

村建设阶段性目标总体实现程度的计算公式为院
= 渊 冤伊 7

= 1
移 + 渊 冤伊 5

= 1
移 + 渊 冤伊 4

= 1
移 + 渊 冤

伊 4

= 1
移 + 渊 冤伊 5

= 1
移

其中 为新农村建设阶段性目标总体实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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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单位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值 实现程度渊%冤

2009 2010 2011 2009 2010 2011
新农村建设阶段性目标实现程度 100 63.7 69.4 74.6
A. 生产发展

A1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A2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

A3 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指数

A4 万人农业技术人员数

A5 常用耕地有效灌溉率

A6 万亩耕地农机总动力

A7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元/人
元/人
-
人

%
千瓦

%

25000
45000
100
15
70

7000
2

27
9
6
3
3
2
2
2

11628
18163
68.0
10.5
64.1
5905
1.5

13158
21341
73.2
13.0
64.1
6376
1.4

15917
26418
78.9
13.7
67.7
6765
1.6

58.3
46.5
40.4
68.0
70.0
91.5
84.4
73.7

64.6
52.6
47.4
73.2
86.3
91.5
91.1
71.1

73.5
63.7
58.7
78.9
91.5
96.7
96.6
80.6

B. 生活宽裕

B1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B2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B3 农村社会保障指数

B4 农村医疗服务指数

B5 人均钢筋砖木结构住房面积

元/人
-
-
-

平方米

10000
<40
100
100
40

25
8
5
5
5
2

5035
43.0
41.1
66.0
39.1

5832
41.4
47.8
69.1
40.4

6898
40.7
64.5
71.8
41.4

64.4
50.4
95.0
41.1
66.0
97.7

69.6
58.3
97.7
47.8
69.1
100.0

77.1
69.0
98.8
64.5
71.8
100.0

C. 乡风文明

C1 农村居民文化娱乐支出比重

C2 农村教育普及指数

C3 农村文体娱乐设施健全指数

C4 农村社会治安状况指数

%
-
-
-

10
100
100
100

15
4
4
3
4

8.5
81.2
54.2
95.7

8.6
84.5
53.6
91.6

7.4
86.1
53.4
88.9

80.6
84.8
81.2
54.2
95.7

80.7
86.4
84.5
53.6
91.6

77.2
74.5
86.1
53.4
88.9

D. 村容整洁

D1 自来水受益村所占比重

D2 垃圾集中处理的村所占比重

D3 森林覆盖率

D4 乡镇公路密度

%
%
%

公里/平方公里

100
60
40
1

15
5
5
2
3

51.6
11.4
40.8
0.95

55.7
15.6
41.7
1.10

61.5
23.4
42.7
1.19

55.9
51.6
19.0
100.0
95.2

60.5
55.7
25.9
100.0
100.0

66.9
61.5
39.0
100.0
100.0

E.野四化冶同步

E1 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

E2 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

E3 人口城镇化率

E4 城乡居民收入比

E5 农村居民信息化指数

%
%
%
1
-

75
85
60
<2
100

18
3
3
4
4
4

67.4
76.8
27.9
2.85
60.0

68.8
78.6
38.8
2.8
68.4

68.6
76.0
38.8
2.7
79.5

63.1
89.9
90.4
46.5
57.3
60.0

74.1
91.7
92.5
64.7
62.3
68.4

77.0
91.5
89.4
64.7
66.8
79.5

度曰 渊 冤尧 渊 冤尧 渊 冤尧渊 冤尧 渊 冤分别为各个一级指

标的实现程度曰 尧 尧 尧 尧 分别为各个二级指

标的权重遥
三尧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综合测评结果与分析

为了科学地反映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的现状袁本
文对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的进程进行了测度和评价遥
结果显示袁2009尧2010 和 2011 年袁 湖北省新农村建

设阶段性目标的总体实现程度分别为 63.7%尧69.3%
和 74.6%袁依次比上年提高 5.6 个百分点和 5.3 个百

分点渊见表 1冤遥

从生产发展来看袁2009~2011 年的实现程度分

别为 58.3%尧64.6%和 73.5%袁3 年间提高了 15.2 个

百分点袁促进新农村建设实现程度提高了 4.1 个百分

点遥 在反映生产发展的 7 项指标中袁耕地有效灌溉

率尧万亩耕地拥有农机总动力和万人农业技术人员

3 个方面的实现程度很高袁2011 年分别达到了

96.7%尧96.6%和 91.5%袁 比 2009 年份分别提高了

5.2尧12.2 和 21.5 个百分点曰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比重和农业专业合作社组织发展指数方面实现程

度较高袁2011 年分别达到了 80.6%和 78.9%袁比

表 1 湖北省新农村建设实现及其程度评价指标渊2009~2011 年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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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分别增长了 6.9 个百分点和 10.9 个百分点曰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方面的

实现程度较低袁2011 年分别为 63.7%和 58.7%袁但增

速较快袁 比 2009 年分别提高了 17.2 个百分点和

18.3 个百分点遥 由此可见袁进一步提高湖北省农村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还有很

大的空间袁应作为今后新农村建设的重点遥
从生活宽裕来看袁2009~2011 年的实现程度分

别为 64.4%尧69.6%和 77.1%袁3 年间提高了 12.7 个

百分点袁促进新农村建设实现程度提高了 3.2 个百分

点遥 在反映生活宽裕的 5 项指标中袁农村居民恩格

尔系数和人均钢筋砖木结构住房方面的实现程度

很高袁2011 年达到了 98.8%和 100%袁 分别比 2009
年提高了 3.8 个百分点和 2.3 个百分点曰 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尧农村社会保障指数和农村医疗服务指

数的实现程度较低袁2011 年分别为 69.0%尧64.5%和

71.8%袁 但增速较快袁 比 2009 年分别提高了 18.6尧
23.5 和 5.8 个百分点遥因此袁提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和加强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是今后新农村建设的

重点遥
从乡风文明来看袁2009~2011 年的实现程度分

别为 80.6%尧80.7%和 77.2%袁3 年间下降了 3.5 个百

分点袁 促使新农村建设实现程度下降了 0.5 个百分

点遥 从反映乡风文明的 4 个方面看袁农村教育普及

指数和农村社会治安状况指数的实现程度较高袁
2011 年分别为 86.1%和 88.9% 袁2009 年分别为

81.2%和 95.7%遥农村文体娱乐设施健全指数的实现

程度较低袁2009~2011 年分别为 54.2%尧53.6%和

53.4%遥 农村文化娱乐支出比重下降明显袁 从 2009
年的 84.8%降低到了 2011 年的 74.5%遥

从村容整洁来看袁2009~2011 年的实现程度分

别为 55.9%尧60.5%和 66.9%袁3 年间提高了 11 个百

分点袁 促进新农村建设实现程度提高了 1.7 个百分

点遥 从反映村容整洁的 4 项指标看袁森林覆盖率和

乡镇公路密度的实现程度很高袁2009~2011 年均已

达到或将达到 100%袁 但在自来水和垃圾处理方面

较为滞后袁2011 年的实现程度仅为 61.5%和 39.0%袁
比 2009 年分别提高了 9.9 个百分点和 20 个百分

点遥 因此袁新农村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大对饮水安全

和村庄清洁方面的资金投入和建设力度遥
从野四化冶同步来看袁2009~2011 年的实现程度

分别为 63.1%尧74.1%和 77.0%袁3 年间提高了 13.9

个百分点袁 促进新农村建设实现程度提高了 2.5 个

百分点遥 从反映野四化冶同步的 5 个指标看袁非农产

业劳动力比重和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的实现程度

较高袁2011 年分别为 91.5%和 89.4%袁2009 年也达

到了 89.9%和 90.4%的较高水平曰 人口城镇化水平

和城乡收入比的实现程度较低袁2011 年分别为

64.7%和 66.8%袁但增速较快袁比 2009 年分别提高了

18.2 个百分点和 9.5 个百分点曰 农村居民信息化发

展迅速袁 实现程度从 2009 年的 60.0%快速上升到

2011年的 79.5%遥 由此可见袁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和加

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来提高城镇化水平和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是今后在野四化冶同步发展中的重要内容遥
综上所述袁2009~2011 年湖北省新农村建设进

程的总体特点是院 乡风文明方面的实现程度最高袁
但 2011 年略有下降曰生产发展尧生活宽裕和野四化冶
同步方面的建设进程稳步提升袁后两方面建设水平

比生产发展建设水平略高曰 村容整洁方面建设滞

后袁 但仍在缓慢提高遥 从新农村建设的 25 项指标

看袁农业技术人员尧耕地灌溉尧耕地的农机动力尧恩
格尔系数尧住房尧社会治安尧森林覆盖率尧乡镇公路尧
非农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实现程度较高袁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尧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尧人均收入尧社会保

障尧文体娱乐设施尧自来水尧垃圾处理和城镇化等指

标的实现程度较低遥
四尧湖北省新农村建设分地区测评结果与分析

由表 2 可见袁A 类地区渊武汉城市圈都市连绵区

和鄂中南区冤的实现程度明显高于 B 类地区渊鄂西

北区尧鄂西南区和武汉城市圈外围生态屏障区冤袁大
中城市郊区和邻近县渊市尧区冤的实现程度明显较

高遥 具体来看袁受地理条件尧自然条件及发展历史等

多方面因素影响袁湖北省不同县渊市尧区冤的新农村

发展程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遥 在 A 类地区袁大部分

县渊市尧区冤的新农村建设实现程度都超过 70%袁低
于 70%的县渊市尧区冤主要集中在鄂中南农业发展区

渊松滋市尧公安县尧江陵县尧监利县尧洪湖市尧天门

市冤遥 在 B 类地区渊鄂西北区尧鄂西南区和武汉城市

圈外围生态屏障区冤袁由于交通不便尧特色产业和乡

镇工业欠发达袁 新农村发展实现程度普遍偏低袁大
约在 60%左右遥 武汉市尧宜昌市和襄阳等渊特冤大城

市及周边地区新农村发展的实现程度较高袁2011 年

几乎都达到了 80%以上袁汉南区尧宜都市和当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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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地区 实现程度

渊%冤
实现程

度排名

推进速度

渊%冤
推进速

度排名

B 类地区 实现程度

渊%冤
实现程

度排名

推进速度

渊%冤
推进速

度排名

汉南区

宜都市

当阳市

江夏区

赤壁市

黄州区

夷陵区

黄陂区

蔡甸区

潜江市

新洲区

曾都区

荆州区

襄州区

钟祥市

京山县

枝江市

鄂城区

嘉鱼县

大冶市

仙桃市

石首市

枣阳市

老河口市

应城市

咸安区

汉川市

宜城市

华容区

梁子湖区

孝南区

沙洋县

松滋市

天门市

云梦县

公安县

团风县

洪湖市

江陵县

监利县

89.5
88.1
87.7
84.8
84.7
83.7
83.6
83.0
82.5
82.5
80.5
80.1
80.0
79.1
79.1
78.4
78.2
78.1
77.8
77.5
77.5
76.7
76.6
76.6
76.0
75.8
74.9
74.5
74.5
72.0
71.9
70.9
69.1
68.6
68.0
67.1
67.0
64.7
63.8
63.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6.5
9.2
16.5
9.2
12.3
11.3
14.6
12.4
7.8
9.3
11.1
12.4
9.5
15.0
9.6
9.8
10.3
3.4
12.7
14.7
10.3
12.0
10.5
10.5
10.2
16.5
10.9
12.1
11.7
16.1
12.4
8.8
9.3
8.9
8.0
11.0
8.2
7.2
10.3
11.4

39
32
2
31
11
16
6
10
37
30
17
8
28
4
27
26
24
40
7
5
23
13
21
20
25
1
19
12
14
3
9
34
29
33
36
18
35
38
22
15

远安县

谷城县

武穴市

红安县

南漳县

黄梅县

安陆市

神农架

兴山县

崇阳县

英山县

蕲春县

广水市

丹江口市

大悟县

通城县

罗田县

秭归县

麻城市

五峰县

随 县

长阳县

保康县

竹山县

竹溪县

孝昌县

阳新县

郧西县

房 县

鹤峰县

巴东县

浠水县

恩施市

通山县

咸丰县

郧 县

建始县

来凤县

利川市

宣恩县

83.6
76.8
71.8
70.6
70.3
70.3
69.5
69.5
68.6
68.2
68.2
68.1
68.1
67.2
66.8
66.0
65.1
65.0
64.9
63.9
63.9
63.8
63.8
62.6
61.6
60.1
59.8
59.7
58.7
58.4
57.9
57.8
57.2
57.2
56.7
56.4
55.6
54.5
54.3
51.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16.8
13.3
10.8
16.3
12.9
11.1
10.5
4.9
11.6
12.4
3.5
8.7
11.5
11.4
4.4
4.9
5.2
7.4
6.8
11.9
8.7
5.9
10.7
12.5
9.3
5.8
4.9
12.0
8.5
10.3
9.9
4.5
7.0
9.3
9.8
4.8
11.5
7.6
9.1
9.3

1
3
14
2
4
13
16
34
9
6
40
24
10
12
39
36
33
28
30
8
25
31
15
5
20
32
35
7
26
17
18
38
29
21
19
37
11
27
23
22

位居前三甲袁分别为 89.5%尧88.1%和 87.7%遥
由表 3 可见袁地级渊直管冤市之间新农村建设总

体实现程度的最大差距已达到 30%袁而且这种差距

仍在扩大遥 2011 年袁在 17 个地级渊直管冤市中袁武汉尧
潜江和宜昌新农村建设总体实现程度分别为

86.6%尧82.5%和 82%袁位居全省前三甲袁而十堰尧恩
施则位居最后两位袁其新农村建设总体实现程度仅为

61.8%和 56.3%遥 另外袁这种差距仍在扩大袁从 2009

年到 2011 年的 3 年间袁 恩施州和十堰市的新农村

发展实现程度分别提高了 7.9 个百分点和 10.3 个

百分点袁低于全省 10.9 个百分点的平均水平遥 同期

武汉尧宜昌和襄阳的新农村发展实现程度则分别提

高了 14.4尧14.3 和 13.1 个百分点遥
由表 3 还可以看出袁在 5 个一级指标中袁生产

发展和野四化冶同步两方面的实现程度地区差异最

大袁缩小新农村建设进程地区差异的关键在于协调

表 2 湖北省 2011 年县渊市尧区冤新农村建设总体实现程度及 2009~2011年推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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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间生产发展水平袁而缩小地区间野四化冶同步的

差距则是重要突破口遥具体来看袁2011 年袁十堰和恩

施州在生产发展方面的实现程度仅为 48.0%和

44.8%袁 居最后两位袁 分别比全省的实现程度低了

25.5 个百分点和 28.7 个百分点遥而新农村发展实现

程度较高的宜昌尧武汉尧潜江和襄阳则在生产发展

方面位居前列袁 分别达到 89.8%尧83.4%尧80.7%和

79.2%遥 十堰和恩施州在野四化冶同步方面的实现程

度为 60.6%和 54.7%袁也居最后两位袁比全省平均水

平落后 16.4 个百分点和 22.3 个百分点遥 鄂州尧潜江

和武汉在野四化冶同步方面的实现程度位居全省前

三甲袁依次为 94%尧91.2%和 88.7%袁分别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 17尧14.2 和 11.7 个百分点遥
表 3 湖北省地级市 2011年新农村建设各指标实现程度

地级市 综合 生产

发展

生活

宽裕

乡风

文明

村容

整洁

四化

同步

武汉市

黄石市

十堰市

宜昌市

襄阳市

鄂州市

荆门市

孝感市

荆州市

黄冈市

咸宁市

随州市

恩施州

86.6
70.0
61.8
82.0
77.1
79.6
78.6
72.6
69.1
71.8
72.6
71.8
56.3

83.4
68.1
48.0
89.8
79.2
76.3
87.9
66.2
57.1
66.2
67.8
72.1
44.8

86.9
69.1
66.7
81.5
81.3
81.6
77.3
71.2
73.1
76.6
74.8
76.0
68.0

85.7
71.4
77.1
79.9
79.9
74.9
79.2
78.9
75.6
83.2
72.1
77.7
66.1

90.3
55.2
64.7
72.8
60.5
69.6
56.5
63.1
64.4
60.8
63.8
54.1
49.5

88.7
85.4
60.6
80.8
79.8
94.0
84.1
86.5
80.0
73.2
84.3
75.4
54.7

五尧结语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生产发展尧 生活宽裕尧乡
风文明尧村容整洁和野四化冶同步 5 个一级指标及 25
个二级指标的新农村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袁从湖

北省 103 个县级行政区中挑选出 80 个涉农县渊市尧
区冤袁 并依据其地势地貌特征和土地利用方向上的

差异袁将所选的 80 个县渊市尧区冤分为 A尧B 两类地区

进行了新农村建设实现程度的测评袁对省尧市两级

地区的各项指标也进行了测算和比较遥 结果表明袁
若以 2020 年新农村建设阶段性目标为节点袁 截至

2011 年袁湖北省新农村建设已走完了接近四分之三

的进程袁 新农村建设进入后期阶段遥 若能基本维持

2009耀2011 年间新农村建设的提升速度袁 则有望在

2020 年之前提前实现新农村建设的阶段性目标遥与

此同时袁由于湖北省新农村建设存在一定的不均衡

性袁因此全省今后应该在村容整洁和生产发展方面

下大功夫袁并努力协调地区间生产发展水平袁缩小

地区间野四化冶同步方面的差距遥

注 释院
譹訛 叶湖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曳将湖北省分为 4

个一级区域渊鄂东区尧鄂中南区尧鄂西南区尧鄂西北区冤和
8 个二级区域渊武汉城市圈都市连绵区尧武汉城市圈外围

生态屏障区尧 鄂中工农业协调发展区尧 鄂中南农业发展

区尧鄂西生态旅游区尧鄂西南生态农业区尧鄂北工农业协

调发展区尧鄂西北生态屏障区冤遥
譺訛 参考的文件尧规划及其他资料包括院党的十七大报告叶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袁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新胜利而奋斗曳尧叶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尧叶农村实用人才和农业科技人才队

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渊2010-2020 年冤曳尧叶国家农业节水纲

要 渊2012-2020 年冤曳尧叶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

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曳尧叶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

展规划 渊2011-2020冤曳尧叶农村公路建设规划曳尧叶湖北省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渊2011-2020冤曳尧叶湖北水利

发展中长期规划蓝图曳尧叶湖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渊2006~2020冤曳尧叶中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监测指标体系曳
及各地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曳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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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Regional Comparison of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要要要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County Data of Hubei Province
LI Bo袁ZHANG Quan-hong

渊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Hubei 430205, China冤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search,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in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build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which contains five primary in鄄
dexes and 25 secondary indexes. Based on the county data and using the weighted summation method, we has carried on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bou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in 80 agricultural counties, 13 cities and the
province levels from 2009 to 2011.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carried on a reg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s:
in 2020 milestones as the node, as of 2011,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in Hubei province has covered nearly three-quarters
of the process, in late stage. The regional gap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implementation degree is large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lain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ountainous and hilly reg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uburbs and adjacent areas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re relatively higher, the largest realization gap of cities has reached to 30%, and which is still
growing. In five primary indexes, the regional gap of implementation degree on 野Production Development冶 and 野Four Modern鄄
izations Synchronization冶 are the largest.

Key words: new rural construction; indicator system;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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