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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生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是中国生产力学会第16届年会暨世界生产力科学院中国
籍院士研讨会文集，收录论文45篇，分9个部分编辑：特刊、主旨演讲、民生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产业经济 城市经济 区域经济、水资源、防灾 减灾、管理创新、企业社会责任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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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特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实现民富国强而贡献力量--中国生产力学会第16届年会
暨世界生产力科学院（中国籍）院士研讨会开幕词 以发展民生经济为目标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主
旨演讲 关于中长期发展问题 中国的快速增长期还能持续多久？
 发挥流通产业先导作用，助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世界一流企业发展思考 矿业农庄：改善矿区民生的
有益探索 民生经济在山西的实践和启示--以农村“五个全覆盖”和“一村一品”为例 民生经济 中国经
济发展中的隐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效应分析 对山东城乡居民收入的分析及建议 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的民生经济、民生改善及其当代启示 注重民生促进转型和谐发展 发展民生经济推动转型发展 以
民生为核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以民生为基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包容性增长”之民生建构--基于
阿玛蒂亚·森发展视阈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的绿色经济模式与展望 兰州城市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
调研报告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进湖南工业可持续发展--关于湖南中小工业企业自主创新情况的
调研报告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千方百计推进民生经济--兼论十分珍惜、合理利用耕地的紧迫性 转变
发展观是转型的关键 坚持转型升级加快改革步伐努力开创合资铁路科学发展新局面 民营企业必须走
转型发展之路 节能减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制驱动器--从河北省“双三十”节能减排示范工程谈
起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在跨越发展中实现转方式、调结构 产业经济城市经
济区域经济 关于提升上海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战略思考 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以民为本，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关于长三角城市转型与城乡统筹的思考 关于黑龙江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理论
思考与对策建议 美国服务业发展状况对中国的启示 辽宁沿海经济带在东北亚区域发展中的地位、作
用与对策 中国与日本、韩国旅游服务贸易合作研究 上海建立“国家清算银行” 水资源 关于“水”问
题的思考--兼论广西桂中旱区治理方略 再议北京的水 防灾减灾 安全生产是民生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和
根本要求 灾论 中国减灾产业现状及发展前景探讨 管理创新 四大管理战略助推企业科技创新 电子商务
环境下的物流管理创新 企业社会责任及其他 转型期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与培育机制探析 人才是
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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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 “五个全覆盖”，有效改善了农民生活 两轮“五个全覆盖”，是对农民的
投资。
农民不但生活水平提高了，在饮水、医疗、文化各个方面实现了飞跃式的改善。
饮水关系健康和生命安全，山西缺水，饮水难一直困扰着数百万农民。
农村安全饮水全覆盖完成之后，山西省115个农业县已全部成立了供水管理机构，并引导农户成立了“
饮水户协会”，直接参与供水土程的管理与监督，让用水户喝上“明白水”，交上“公道钱”。
从无水到有水，从苦水到甜水，从挑水到自来水，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不仅有效提高了农民的健康水平
，而且还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力。
初步调查显示，受益地区农民肠道传染病等疾病发病率降低47％，拉水占用工日明显减少。
人民群众不但有了身体健康的保障，而且有更多时间从事生产活动。
 两轮“五个全覆盖”所实施的各项工程和设施，重心向农民受教育和文化需求方面倾斜，使得农民在
文化、卫生等方面享受到了更多福利，农民学习科技知识、了解外部世界、掌握最新信息的机会大大
地增加了，现代化的理念在生活和生产的各个环节都体现出来。
比如，村村通广播电视不但是农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更是他们及时了解政策、获取信息
、掌握知识的有效途径，被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号工程”。
实现村村通后，广大农民群众能够不花钱就看到高质量的数字电视节目。
通过听广播、看电视，知晓天下大事，了解国家政策法规，学习各种实用的农业科技知识，掌握致富
本领，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实现，也给农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带来了飞跃性的变化
。
 二、 民生经济的造血机制： “一村一品” （一）“一村一品”发挥了资源优势，农业发展特色化 山
西虽然属于农业小省，但其特色农产品在全国却有着很大的优势，具备发展“一村一品”的现实基础
，全省南北跨了7个纬度，气候差异大，农业资源丰富。
地理单元多样化，从南至北分布着许多分散的山区丘陵盆地，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因而，山西特色农产品众多，在发展特色农业上有很大优势，可以做好发展小农业的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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