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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70年代初 , 韩国发起了一场旨在振奋

国民精神 , 提高国民素质 , 培养国民上进心 , 增加

农民收入的“新农村运动 ”。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

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 , 先后有 130多

个国家到韩国参观、学习 , 不少国家的总统、部长

亲自带团考察、取经。

1　韩国开展“新农村运动 ”的背景

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 , 国土面积 9192 万

km
2

, 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气候条件与我国

北方地区相似 , 同属东亚季风区 , 四季分明。年降

水量 800 ～1 400 mm, 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1 100

mm。韩国山多地少 , 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22% , 平均每户 1 hm
2。人口密度很大 , 每平方公

里达 480人。

韩国 1945年摆脱日本殖民统治 , 之后成功地

进行了土地改革 , 使农业得到了恢复。朴正熙

1961年上台后 , 重新调整发展战略 , 进行了强有

力的经济改革 , 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建立重工业体系

和推动工业产品出口上 , 农业被放到了次要位置。

1962～196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 工业发展速度

是 718% , 而农业发展速度为 513%。到第二个五

年计划时 , 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 , 工业发展速度为

1015% , 而农业仅为 215%。1962年 , 韩国农民平

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 71% , 到 1970年 , 降到了城

市居民的 61%。

强力的经济改革使韩国农村面临着社会分配不

公、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居住条件恶劣、医疗卫生

设施缺乏、文化教育落后、交通和通讯不畅等诸多

问题。同时 , 由于没有户籍限制 , 农村人口大量涌

入城市 , 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由 1950年的

30%迅速上升到 1971年的 54%。农村人口的大量

无序流动 , 一方面导致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业后

继无人 ,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城市社会治安混乱的局

面。更加重要的是 , 由于农村问题引发的常年政治

动荡 , 严重破坏了韩国农村的社会风尚和民风民

俗 , 带来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

受“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儒家思想影响 , 韩国

公众对社会不公正现象非常敏感 , 韩国政府认为

1164 ∶1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不能容忍的。农民出身

的总统朴正熙决定采取韩国特色的搞运动方式 , 下

大力气来解决农村问题。1970年 4月 , 在韩国道

长官会议上 , 朴正熙第一次提出“新农村运动 ”这

个名词 : “我很有信心 , 如果我们抱着自我改进和

自力更生的精神去艰苦工作 , 并肩负起通过各种努

力改造我们的村庄的任务 , 那么我相信所有的村庄

都能从落后的、停滞的传统村庄发展成先进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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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 , 很快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这个运动可以

称为‘新农村运动 ’”。由此“新农村运动 ”轰轰烈烈

开展起来。至今“新农村运动 ”已开展 30多年 , 经

历了基础建设阶段 ( 1971 ～1973 年 )、扩散阶段

(1974～1976年 )、充实和提高阶段 ( 1977～1980

年 )、国民自发运动阶段 (1981～1988年 ) , 之后转

变为自我发展阶段 (1988年以后 ) , “新农村运动 ”

超出了预期效果 , 完成了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

规的发展历程。

2　韩国“新农村运动 ”的做法与成效

211　基本思路

简而言之 , 就是政府把从工业上挣到的钱 , 投

入到农村去 , 支持农村的经济发展 ; 从城市居民中

切一块收入 , 分配给农民 , 提高农民的收入。1972

～1978年 , 政府开支中农业所占的比例由 4%上升

到 38%。这些钱被用于两个方面 : 一个是农村的

基础设施建设 , 用于改造农民住房、饮水设施、道

路通讯设施等等 ; 另一个是用于发展农业经济 , 推

动农业专业化和机械化发展。

212　主要做法

韩国政府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 , 确定不同的工

作重点 , 逐步深入推进“新农村运动 ”。初期 (基础

建设阶段和扩散阶段 : 1971～1976年 )是把重点放

在改善生活环境上。政府设计了改善农村公路、改

善住房条件、农村电气化、农民用上自来水、推广

高产水稻品种、增加农民收入、兴建村民会馆等

20项工程项目供农民选择 , 但项目的具体建设方

式由村民开会集体研究决定。政府在 1970年免费

发给全国约 3147万个村庄每村 335袋水泥 (平均每

户 4袋、每袋 25 kg) , 用于村庄建设 , 由此拉开

“新农村运动 ”序幕。有些村庄按照政府指导意见

积极行动 , 用这些水泥修筑道路和公共水井 , 进行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有些村则是把水泥平分给各

户 , 由各户自己决定用途。有的农民把分到的水泥

用来盖自己的房子、修院墙 , 有的则干脆扛到街上

卖掉换酒喝了。

根据各村对水泥的使用结果 , 政府改变了平均

分配物资的作法。1972年 , 政府把全国约 3147万

个村庄分成自立、自助、基础 3个级别 , 7%表现

积极、效果好的村庄被划为自立村 , 40%表现一般

的村庄被划为自助村 , 53%表现较差的村庄则划为

基础村 , 在村口立上牌子。对自立和自助村 , 第二

年继续提供免费物资援助 , 并增加对自立村的援助

物资 (每村 500袋水泥和 1 t钢筋 )。对基础村 , 则

停止一年物资援助作为惩罚。政府的改革深深触动

了那些平分水泥的农民 , 他们不再把物资卖掉了 ,

而是学习先进村庄的做法 , 用于公共设施建设 , 村

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1973年 , 全国基础村占 1 /3,

此后迅速减少 , 到 1977年基础村完全消失 , 自立

村达到 67% , 自助村达到 33% ; 1979年自立村达

到 97% , 自助村只有 3% (见图 1、图 2、表 1 )。

政府通过鼓励先进、惩戒落后的方式 , 引导农民思

想观念、精神面貌改变。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 , 农

业连年实现了丰收。

图 1　新农村运动中村庄的发展变化过程

图 2　新农村运动中的资金负担比例

在实现改善农民生活环境目标后 , 根据村民收

入等情况 , 原来的自立村又升为福利村。“新农村

运动 ”迅速向城镇扩大 , 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

活动。这个时期城乡差距逐步缩小 , 社区经济开发

日趋红火 , “新农村运动 ”开始进入充实提高阶段

(1977～1980年 ) , 政府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推

动农村经济发展上 , 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

业和特产农业 , 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

时 , 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 , 支援农村的文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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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村庄分类及升级条件

工　　程 基础村→自助村 自助村→自立村

村庄道路 完成主要道路 完成主要道路和小路

农田道路 通往村庄的小型农田道路 通往村庄的干道

修筑桥梁 10 m以上的小桥 20 m以上的小桥

河流管理 村内的小河流 村周围的小河流

村庄设施 公民场馆、仓库、事务所 (1个以上 ) 公民场馆、仓库、事务所 (1个以上 )

房屋改建 所有家庭的 50%以上 所有家庭的 80%以上

新农村资金 30万韩币以上 50万韩币以上

每户的储蓄 1万韩币以上 2万韩币以上

每户的年收入 70万韩币以上 90万韩币以上

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

之后由于国内政治不断动荡 , “新农村运动 ”

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以后 , “新农村

运动 ”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 ”转变为民间自

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与规律、注重社会实效的

群众活动 , 即国民自发运动阶段 ( 1981 ～1988

年 )。在这一阶段 , 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农

村运动 ”的政策与措施 , 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

农村运动 ”的民间组织 , 培训和信息传播、宣传

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 ; 政府只负责制定规

划 , 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手

段。当时 , 农村居民普遍认为 , 他们的经济收入

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从 1988

年以后 ,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 城市繁荣开

始逐步向农村扩散 , “新农村运动 ”开始进入自我

发展阶段。应运而生的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

织 , 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

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在“新农村运动 ”中

开始发挥主要作用。

213　取得的成效

国民整体素质大幅度提高 , 农村基础设施

比较完善 , 农民生活环境有很大改善 , 村村通

公路 , 家家住上了砖瓦房 , 户户用上了电灯和

自来水 , 厕所都用冲水便器 , 农村洗浴和取暖

改烧煤为使用煤油锅炉。农民收入也有大幅度增

加 , 农民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提高 , 城乡之间开始

均衡发展。1970年 , 农户年平均收入为 824 美

元 , 人均收入 137美元 ; 1978年农户年平均收入

为 3 893美元 , 人均收入 649美元。1971年每户

农民的储蓄额只有 4 300韩元 , 而 1978年增长到

2415万韩元。1965～1969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

增长为 1416% , 农户则

为 315% ; 而在 1970～

1976 年 间 颠 倒 过 来 ,

城市居民平均年收入增

长为 416% , 而农户为

915%。世界银行 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 》和韩

国政府统计资料显示 ,

1993 年韩国人均 GN P

达 7 660 美元 , 农村居

民的收入也显著提高 ,

人均收入达到城市居民的 9515%。全国还实现了

电气化 , 每 100户农民拥有彩电率达到 12316%、

电冰箱率 105%、燃气灶率 10014%、电话率

9919%、汽车率 2019%、计算机率 617%。农村居

民的恩格尔系数为 21% , 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

的水平。

3　韩国“新农村运动 ”中的水利建设

从“新农村运动 ”内容看 , 韩国政府在注重修

建道路、改善住房条件等的同时 , 也十分注重自

来水供应、农田水利建设等农村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

311　建设农村自来水供应设施

韩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是饮用井水 , 而传统的井

水既不卫生又不方便 , 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和时

间。当时 , 能喝上自来水 , 对农民来说是梦寐以求

的夙愿。“新农村运动 ”开始时 , 农村组织起来 ,

利用政府资助的水泥、钢筋等物资 , 把山上的水引

到村里的蓄水池后 , 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地势较

高、不宜引水的村庄 , 则开挖深井 , 给水井加盖 ,

再用水管连接到每家厨房 , 用抽水泵取水。20世

纪 80年代 , 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 ,

使农村的饮用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1989年政

府还提出实施“农村振兴综合计划 ”, 其中包括农

村居民用水工程 , 目标是通过在受水污染的农村开

挖深井的办法提供饮用水 , 到 2004年开发了 5 000

口深井。

312　改善农村卫生设施

在改善农村供水条件、交通条件和农村电网的

同时 , 政府还重点组织农民改建厕所和治理环境 ,

积极推动农村的自来水革命、厕所革命和厨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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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地方政府将通水和普及卫生厕所列入日常工作

的议事日程 , 在农村提倡使用清洁能源 , 鼓励农民

美化村庄环境 , 改善农村生活条件。韩国农村生活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很大 , 当时即使在规模很小的村

庄也建设了污水处理设施。

313　建设并管理好农田水利灌溉设施

除了村民们自发修筑了很多大小河堤外 , 政

府还实施了许多综合农业开发项目 , 包括以水库

和引水渠道为主的水源工程建设、以灌溉渠道和

排水渠道为主的灌溉排水系统建设、为便于机械

化作业和布置灌溉系统及田间道路的土地规划和

合并等。并明确灌溉管理分工 : 农林渔业部的农

村发展司负责制订各种土地与水资源开发的政策

并监督和指导相关工作 ; 农业振兴公社负责全国

范围内有关土地和水资源开发以及改善农村生活

和基础农业方面的工程建设 ; 农地改良组合负责

管理大型灌溉系统 ; 用水者协会负责管理中小型

灌溉系统。

4　韩国“新农村运动 ”的经验

纵观韩国“新农村运动 ”的做法和内容 , 可以

得到以下几方面的经验。

一是采取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

措施。“新农村运动 ”是在比较充分发展的工业基

础上进行的 , 有充分的资金和物质保障。政府给

农村提供了大量资金、物资 , 实际上是将社会财

富分配向农村倾斜 , 目的是改变城乡发展不平

衡 , 维护社会公平、公正。这也是“新农村运动 ”

成功的基础。

二是把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作为开展运动

的起点。农村生产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 ,

都离不开诸如道路交通、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的

完善。政府公共财政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农村经济

发展、生活质量改善提供基础条件。因此 , 政府把

资金和技术支持放到了改善农村公路、住房条件、

农村电气化和农民用上自来水、农村水利设施、农

村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上 , 当然也不忘记发展农村

文化教育、技术推广、农业贸易等。

三是政府在组织实施中注重调动农民参与的积

极性。在“新农村运动 ”开展过程中 , 政府不仅是

强有力的组织者 , 还在资金和技术上给予大力支

持。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

和纽带 , 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 , 并注意发

挥农民作为“新农村运动 ”的建设主体作用 , 资金

支持、支援物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参与、组织、设

计、实施的积极性。

四是科学选择实施农民迫切需要又切实可行

的项目。修筑公路、引水打井、盖房修院、厕所

改造等项目 , 都是具体的、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

的、非常现实的项目。农民看得见、摸得着 , 对

改善生活的作用立竿见影 , 因此比较容易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农民共同参加项目建设 , 加强了合

作精神和信息交流 , 克服了小农制的分散性所带

来的弊病。

五是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适时“退出 ”。中央和

各级政府在初期需要倡导、扶持、示范、带动 , 但

要在一段时期后逐步淡出 , 建立并充分发挥社会中

介组织和农民组织的作用 , 继续推进运动的深入开

展。在这一过程中始终突出农民作为运动的主体作

用 , 激发农民的自发、自助、协同的主体意识和创

造性、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新农村运动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但也遇到

了一些问题 , 如过分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和依赖行

政手段 , 农村劳动力后继乏人日趋严重 , “新农村

运动 ”的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实践等。

(责任编辑 　陈海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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