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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后，浙江在确保农业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全省农业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659.7 8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1095.4 3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7.5 1％；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在2009年首次突破万元，连续25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但是，浙江省农业发展仍然面临着农业基础资源短缺、生产成本上升、经营主体素质不高、基础设施
薄弱等许多制约和困难。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不断变化，对我省农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农民进一步增效增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
事实上，该问题的凸显恰恰反映出现有农业发展方式的缺陷和不足，要突破制约、攻克难题的关键就
在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
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对于浙江而言，就是要立足省情，认真贯彻“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创新农业发展方式，走
出一条符合浙江实际、具有浙江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具体来说，就是要推进农业理念和实践创新，坚持用工业的理念和办法抓农业；推进农业产业结构创
新，科学利用好稀缺的农业资源；推进农业生产关系创新，大力提高规模化水平；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推进农业经营主体创新，提高产业化经营水平；推进农业投入机制创新，努
力增加农民收人；推进农业服务方式创新，提高为农服务水平；推进农业管理创新，提高依法行政能
力。
　　在上述创新内容之中，农业经营主体作为最活跃、最根本的要素之一，其创新不仅符合农业发展
的客观规律，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众所周知，相较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在科技、投入、经营、管理等方面对农业主体的要求明显提高
，仅凭老经验、老办法已经行不通，必须要有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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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别就浙江省农民就业的充分性、稳定性及和谐性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瓶颈及需求
进行了调查研究。
    本书从来源实践、服务实践的角度出发，对浙江省近年来在这些问题上的发展状况、成功经验和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辅以典型案例、国外经验和相关政策，以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共服务部门
完善工作，广大农民增收创富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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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我们还对农民工外出进城从事现有工作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发现随着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原因和动机不再仅仅是单纯的赚钱。
为了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为了一展专业所长，为了学习和锻炼而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也占了相当比例
。
在我们调查的农民工中，为了赚钱养家的农民工比重为58.2％，为了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而进城就业
的占19.5％，为了一展专业所长的占12.1％，而为了学习和锻炼的占10.2％。
与此同时，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在日趋上升，多数农民工愿意在现有岗位上长久干下去。
我们调查的农民工样本中，在目前岗位上从业时间不足一年的比重为39.2％，一年至三年的占30.5％，
三年至五年的占16.1％，五年至十年的占7.9％，十年以上的占6.3％。
调查还表明，大多数农民工渴望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并期望通过进城就业实现由农村居民向城
市居民的转变。
　　在未来打算方面，极少数农民工明确表示要回家，并且在中青年农民工中这一比例更低，说明越
来越多的农民工已不愿再退回农村当农民，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永远留在城镇，成为城镇居民
。
这些农民工对于未来的打算，有的是想在现有岗位上尽可能久的做下去直到退休，这一部分人占了总
数的47.5％；有的想遇见更好的工作机会时就转换工作，谋求更好发展，这一部分人占总数的36.0％，
想换工作的理由主要是由于现在的工作太累，工资太低，或者发展空间不够；也有一部分农民工对未
来基本没有规划，随遇而安的人数占了总数的16.5％。
　　3.农民工社保参与率不很高，子女教育存在问题　　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解决好“三农”问
题的关键，关系到新形势下重新调整国家、企业和农民工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稳定农民工就业局面
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让农民工享有养老、医疗、工伤等保险服务，不仅是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同时也是建设和谐社
会的需要。
在此次调研中，我们相应调查了浙江籍农民工在外务工的社会保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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