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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

第二部分：村镇建设重点工作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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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
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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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化发展历程回顾

o 37年来城镇化发展的主体是城市化

o 城市发展历程5个阶段：

o 1978年起步

o 1992年快速扩张

o 1998年房地产市场兴起

o 2001年大事件推动，公共设施建设、棚改

o 2012年转型，外延到内涵，品质提升和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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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化发展历程回顾

o 37年来城市发展主要经验：

o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o 不断深化各项改革，户籍、住房、投融资

o 加快建设新区和开发区

o 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

o 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城市建设法制健

全、体制机制完善，城市居民积累了财富，

建立和锻炼了规划建设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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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化发展历程回顾

o 积累的矛盾
n 1. 传统路径依赖，过度依赖投资与土地的发展模式，导致供

需失衡难以为继，需要新思维、新思路

n 2. 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集聚，城市病不断加重，与居民意愿差
距拉大，环境、地下、管理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受限

n 3. 高速建设与质量的矛盾，发展模式粗放，环境持续恶化

n 4. 大量流动人口就业地与家庭长期分离，降低了城镇化质量

n 5. 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贫穷与富裕分化

n 6. 开发建设与保护、创新与传承的矛盾

n 7.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建设需求
之间的矛盾

n 8. 城市管理与队伍、体制、市民素质等引发的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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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镇化发展若干趋势判断

o 人口大规模向大中城市转移不会再出现，就地城镇化将在未

来城镇化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o 基本国情决定2030年前后我国城镇化率将保持在65%左右，

中国人口在2033年达到峰值15亿左右

o 中西部发展加快，经济与人口聚集的区域化格局逐步强化，

省内或区内的区域性流动成为主流

o 人口向大城市和小城市两端聚集，县级单元和重点镇将为城

镇化作出重要贡献

o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倒逼发展模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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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

o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n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工及家属2.34亿，教育、

就业、社保、医疗、住房

n 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两横三纵”，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协调发展。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

n 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转变、优化、增强、创新、提高，

绿色、智慧、人文

n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要素，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

化，农业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n 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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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

o “十三五”规划，推进新型城镇化：

n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n 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加快发展中小城市

和特色镇

n 建设和谐宜居城市

n 健全住房供应体系

n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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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是农民世代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是农

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空间。无论城镇化发展到

何种地步，村庄始终会存在。未来一定时期，仍

将有数亿人生活在中国农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事关农村居民安居乐业、事关农村社会的和谐稳

定、事关生态环境改善。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四、充分认识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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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n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直观、
最现实的标志就是农村的面貌要有大的改观。

n“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临近收官的时间节点，必须在补短
板上用全劲、使全力”

（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稳增长的重要途径

（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

四、充分认识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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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村镇建设重点工作
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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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呈现出三个阶段的规律

性，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不同地区间农村人居

环境改善也呈现出这样的特征。

      1、农田和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阶段

      2、农村环境治理阶段

      3、美丽乡村建设阶段

一、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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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村发展和人居环境建设



我国家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也存在明显的三阶段特征



        我国共有建制镇2.01万个，乡1.28万个，行政村58.8

万个，农村人口7亿人左右。总体看，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处

在第一阶段的后期和第二阶段的前期。

p 东部地区等较发达地区通村路、供水、供电、住房、

通讯等基本生活条件都已具备，开始进入垃圾、污

水治理等环境治理阶段

p 中部地区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项目接近完成

p 西部地区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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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农村人居环境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目前有43%的行政村没有集中供水；42%

的行政村村内道路没有实现硬化，有2000多万农

户还住在危房中，50%以上的村庄垃圾、87%的行

政村污水没有得到处理；56%的行政村还没有公

共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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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城乡差距仍在扩大

p村庄数量持续减少，人居环境分化

p农村建设主体责任模糊

p农村基础设施引入社会资金的渠道没有打开

p农民契约意识、市场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

当前农村人居环境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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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瞄准突出问题，集中开展整治

    不同的地方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

有不同的要求。

    二、坚持因地制宜，守住基本底线

    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以垃圾污水治理和改厕为重点的村

庄人居环境整治。要遵循农村建设和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三、做好典型示范，注重统筹推进

    示范的经验要可复制、可推广，面上也要能做到。

推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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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危房改造

n 由于历史、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原因，我国农村仍有大量贫

困农户居住危房，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住房安全问题

n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抽样调查分析，2008年底全国共有农村

危房约3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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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危房分布情况



232013年危房改造范围扩大到全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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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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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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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召开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电视电话会议，总结四川

等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经验，并决定在全国开展农村生活垃圾5年
专项治理，目标如下：

n  全国90%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

n  村民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责任感和积极性明显提高

n  基本扭转农村环境脏乱差的局面

n  形成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长效机制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5年专项治理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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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山东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情况 

山东省
GDP人均9072美元

全国第10名

n 生活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覆盖75%县市区、

96%乡镇街道、89%村居

n 每行政村25个垃圾桶，每村2台收集车、2台转运

车，每乡镇1.6个垃圾中转站，每县1座垃圾处理场

n 财政条件较好的县，全部由县财政承担；财政条

件较差的县，由县、镇、村分级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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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四川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情况 

四川省
GDP人均5230美元

全国第24名

n 因地制宜选择治理方式，通过生态堆肥、回收利

用等方式在源头减量，88%的行政村设有保洁员

n  距县城较近的转运至县城处理；较远的乡镇联合

建设区域性垃圾处理场；过于偏远的乡镇就地填埋

n 村民承担垃圾收集费的80%，转运、处理等费用

由财政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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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村污水治理

n 针对东北、华北、西北、中南、西南、东南六个地区的

地理、气候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提出农村生活污水特征与

排放要求

n 提出排水体制、处理技术选择

n 提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要点

n 提供优秀的工程实例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分地区农村污水处理技术

指南的通知》（建村〔2010〕49号）



n 适用于规划设施人口在5000人以下行政村、自然村、分散

农户新建、扩建和改建的生活污水（包括居民厕所、盥洗和

厨房排水等）处理设施的设计、施工和验收

印发《县（市）域城乡污水统筹治理导则》

编制《村庄污水处理设施技术规程》

n 适用于实施城乡污水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

一运行的地方，推广了常熟市城乡污水统筹治理案例

推进农村污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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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加快实施旱厕改造

o 加强粪便资源化利用

o 农村新建、改建住房及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项目要配
套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

推进农村改厕

31



32

n 大拆大建，大量传统文

化资源消失

n 一些村落由于老化造成

传统建筑破败不堪

n 过度开发导致盲目拆旧

建新、拆真建假

四、传统村落和民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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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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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世代相传的精神、风俗、艺术等

传统选址与格局 传统建筑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村落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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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全国性的传统村落调查

n 收录1.4万余个传统村落

n 有80%形成于清代以前

n 半数以上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n 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200多项

n 涵盖了各民族的典型聚落形态

命名了3批共2555个中国传统村落

出版《中国传统村落图册》

实行“一村一档”管理

广东省肇庆市黎槎村

浙江省兰溪市诸葛八卦村

广西自治区柳州市高定寨村



36

出台指导意见

四项目标任务：

n 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

n 具备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

n 基本的防灾安全保障

n 基本的保护管理机制

三项基本要求：

n 保持传统村落的真实性

n 保持传统村落的完整性

n 保持传统村落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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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保护发展专家指导制度

专家工作组：

n 档案和规划的技术指导和初审

n 中国传统村落初审

n 组织保护项目现场核查

n 组织分片区巡查各地保护工作

专家委员会：

n 保护发展工作战略咨询

n 审定中国传统村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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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6年
平均每村补助300万元

落实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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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全国性的传统民居调查

n 1200余名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

n 登记了3118栋代表建筑

n 登记了1109名传统建筑工匠信息

n 归纳整理出599种传统民居类型

n 成立了传统民居保护全国和各省专家委员会

全国首次传统民居调查

出版《中国传统民居类型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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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种
传统民居





示例：资源目录

示例：资源标定

示例：资源图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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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城镇建设

n 小城镇数量众多，需有重点地支持建设发展

n 2004年建设部等6部委公布了1887个全国重点镇的名单

n 2014年住建部等7部委3675个全国重点镇的名单

n 在政策、土地及项目安排上予以扶持

n2016年启动特色小镇培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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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建成区面积平均扩大了50%，人口增加了20%
n 3.5米以上道路平均占镇区道路总长度的87%
n 污水实际处理率达38.7%
n 84%的重点镇有垃圾处理设施，无害化处理率达35%
n 90％的重点镇有规划建设管理机构

全国重点镇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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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宜居小区示范

n 改善小城镇居住环境，促进宜居宜业小城镇建设

n 于小城镇协调、小区宜人、住宅安全适用、绿色生态、社区文明

n 8个小区列入第一批小城镇宜居小区示范

n 示范评选中发现，小城镇住宅照搬城市小区模式、建排排房、缺

乏与自然山水的融合、缺乏依据性等问题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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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009年起住建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开展

n 推动示范村、镇保护自然环境、特色景观、田园风光，提高当

地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带动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n 制定了《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村）示范导则》和《全国特

色景观旅游名镇（村）示范考核办法》

n 2010年公布105个、2011年公布111个

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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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村镇规划工作

n 1.58万个建制镇、0.9万个乡、32万个行政村编制了总体

规划，分别占90%、74%、60%

指导各地编制村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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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012年末，全国所调查

的17187个建制镇中，设

有村镇建设管理机构的有

15387个，村镇建设管理

人员82573人，其中专职

人员51210人，平均每镇

有专职人员3人。

指导地方建立村镇规划建设管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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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设施改进型

     公共设施完善型

     环境整治改善型

     宜农产业发展型

     公共安全提高型

指导村庄规划编制实施 

分为基础设施改
进型、公共设施
完善型等五种类
型，探索符合农
村实际的村庄规
划编制方法。

     印发《关于改革创新、全面有效推进乡村规划工作的指导
意见》，大力推行简便易行的乡村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所
有县（市）要完成县（市）域乡村建设规划编制或修编，农房
建设都有规划管理，行政村有基本的村庄整治安排，具备条件
的编制更全面的村庄规划。



o 住房城乡建设部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

o 片区扶贫：大别山片区

o 定点扶贫：4个县，工作计划

o 援藏工作：援藏工作会议

o 专项扶贫：改善贫困村基本人居卫生

条件，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

七、扶贫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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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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