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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分析 

吴 琼 张静敏 张东梅 

(东华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摘 要】: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学者们对和农村相关的研究开始层出不穷｡ 农村生活基础设施

作为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逐渐引起重视｡ 据此,以安徽省为例,对安徽省近年来农村基础设施的变化

情况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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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了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物质条件｡当前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村基础设施的飞跃就要认清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安徽省统计年鉴､国家电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网站､安徽省卫生厅网站(农村改水改厕工程)､安徽省水利

厅网站(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以及新华网｡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本文的研究目的:分析安徽省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探讨

如何建设适合安徽省省情与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相适应的农村生活基础设施｡ 

3 安徽省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分析 

农村基础设施包括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以及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农村生活基础设施

包括农村道路､农村电力､卫生医疗､社会福利､行政办公等设施主要是为了满足村民的日常生活需要,所以把这一部分设施总称

为农村生活基础设施｡ 

3.1 农村道路 

本文的农村道路是从三四级公路里程､等外公路里程､不通公路的行政村以及不通公路的乡镇来分析安徽省农村道路的发展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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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四级公路里程变化 

 

图2 等外公路里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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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通公路行政村所占的比例变化 

 

图4 不通公路乡镇所占比例变化 

从图1至图4可以看出2006年是安徽省农村道路设施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是因为2006年,“村村通”工程在安徽省各地全

面铺开｡十一五规划(2006-2010)实施以来,安徽省的三四级公路由2004年的50000公里上升到2013年的150000公里;等外公路里

程在2006年变化巨大达到了25000公里;安徽省不通公路行政村比例迅速减少,2004年的1.39%陡降至0.01%;不通公路的乡镇比例

也在2006年降到了0｡ 

3.2 农村电力通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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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5 可以看出自 2005 年以来安徽省农村用电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 2005 年的约 40 亿千瓦/时飞速的上涨到 2013 年的

将近 140 亿千瓦/时;图 6 可见住宅电话在 2007 年达到顶峰 7690000 万部之后呈现下降趋势;图 7 体现了安徽省的邮路及农村投

递路线总长度在 2008年左右达到了顶峰 25000公里之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图 5 农村用电量变化 

 

图 6 住宅电话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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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邮路及农村投递路线总长度 

 

近年来由于农村电网建设和改造工程全面实施,有效的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十一五”期间,全省农村电网结构明显改善,

农村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明显高,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农村用电量大幅度增长｡由于移动电话的普及,农村住宅电话正

在逐渐减少;虽然当今的通信形式各种各样,但是邮递作为传统的通信方式在农村仍然没有消失殆尽｡ 

3.3 农村行政办公机构 

图8中2007年安徽省村委会个数为18106个至2013年安徽省村委会降到了14925个,也就是说这中间安徽省撤销了大约3000

个村委会｡这是因为自 2006 年开始开展实施了新农村建设“千村百镇示范工程”｡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有效整合了新农村建设

资源,优化了行政村工作,行政村的数量开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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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村委会个数 

3.4 农村福利机构 

图 9中可见安徽省农村福利机构呈现逐年缓慢增长的趋势,由 2005年的 1000个上升了 2倍,其中在 2007年增长的幅度较大

较 2006 年猛增了 500个左右｡ 

 

图 9 农村老年福利机构变化 

3.5 农村卫生医疗 

本文的农村医疗卫生是从四方面分析:农村自来水用户､农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农村自来水收益率以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图 10 可知安徽省农村自来水用户近几年来有两次大幅度的增长分别是 2010 年和 2012 年直至 2013 年农村自来水用户增至

400万户;图 11体现了自 2005年以后安徽省农村卫生室正在不断的减少;图 12可见安徽省乡村医生自 2011年的 53638位开始下

降;图 13可见安徽省农村自来水受益率逐年增长而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一直保持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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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农村自来水用户(万户) 

 

图 11 农村卫生室(个) 

 

图 12 乡村医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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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农村自来水受益率和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自安徽省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以来,安徽省村民使用自来水的户数正在逐渐的增加｡2006年安徽省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有资格的医生被统起来,没有资格的医生不再经营,因此村卫生室开始减少｡另一方由于城市化的加快,农村人口正在减少,村卫

生室和乡村医生正在以不同程度逐渐减少｡安徽省自2005年开始实施改水改厕工程,改水改厕的数量正在逐步的递增｡ 

4 对安徽省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降低农民生存发展成本;减免农村居民负担,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协调好各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

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对于在长期内才能发挥效用的基础设施应继续加大建设力度;加大城市和工业对于农村基础设施

发展的支持力度;形成政府与农民共同进行基础设施决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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