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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滇东南边境地区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利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人力资源状况
等方面切入，分析评价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发展难点和优劣之处，考察评述了新
农村建设政策的提出和推进历程，并围绕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总结归纳了边境民族地区新农村
建设取得的成绩。
本书选取集边疆、民族、贫困、落后、山区、原战区为一体的滇东南边境地区为例，以翔实而又可靠
的数据资料为基础，基于SPSS
Statistics
17.0对收回的632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深入探讨和分析了边境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持续推进的难
点和原因。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基于地区实际和宏观政策，探索并构建了持续推进滇东南边境这类民族新农
村建设的机制。
即：遵循“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因地制宜，标本兼治，‘造血’为主，‘输血’为辅，短期和长期
目标相结合”的总体思路，以产业扶持和产业开发、促进农民增收为关键；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的步伐；加强边境民族地区人才建设；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创新帮扶模式、完善相关政策和
机制；建立、完善农村自治组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单位、部门对口帮扶联动机制，巩固和发
展新农村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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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俊程，男，汉族，1979年8月生，云南禄劝人，云南华文学院副教授，云南师范大学中国西南对
外开放与边疆安全研究中心成员。
2005年6月22日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2010年8月20日被破格评为副教授。
现主要从事农村区域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
5年来，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厅级、校级项目10余项。
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
担任过为期一年的新农村建设指导员，熟悉农村基层，了解“三农”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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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深度访谈法　　深度访谈是一种深刻了解现状和问题以及广泛融智的方法，对收集定性材
料、了解调查对象深层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比较有效的调查方法。
本课题研究主要同四类人进行深度访谈：　　一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
利用人户调查的机会，以课题组成员为首的调查员在每个村小组选择1-2人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以
村干部和村精英为主。
调查员不仅需要对这部分人进行深度访谈（访谈提纲见附录二：新农村建设持续推进的难点与对策研
究访谈提纲-一村干部与精英），还需要请他们协助完成《新农村建设持续推进的难点与对策研究调查
问卷——村民与村干部》问卷，详细了解他们对新农村建设的评价、看法、意见和建议。
课题组先后完成了近40人的深度访谈。
　　二是新农村建设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
重点访谈对象是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扶贫开发办公室、乡镇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访谈提纲
见附录三：新农村建设持续推进的难点与对策研究访谈提纲——职能部门领导与工作人员），主要向
他们了解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难点、对策。
在滇东南边境民族地区，调查员还需要向领导和工作人员了解越南边境的涉农政策。
为便于开展工作，同时突出课题的研究重点，这类深度访谈大多由课题组成员中的老师来完成，且主
要集中在滇东南边境6县，先后完成了22人的深度访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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