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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建设新农村关键是提高支农效率  

http://www.crifs.org.cn  2006年2月15日  党国英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

展的一个重要机遇期，我们必须下更大的决心、拿出更多的投入、进行更扎实的努力，推动现代农

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在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

坚实基础。  

在过去几年里，我国政府努力贯彻科学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在统筹城乡发

展的大背景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明显增加，并产生了积极效果。整个

“十五”时期，国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明显增加。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达11300亿

元，年均增长17％，是改革开放以来投入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之一。仅2005年，中央政府投

入的资金超过了3000亿元。2005年减免农业税迈出更大步伐，当年已经有28个省、区、市不再征收

农业税。2005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废止了当年颁布的征收农业税的法令，这意味着从

2006年起，我国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历史将彻底终结。国家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2005年还继续对

农民实行“三项补贴”其中对种粮农民的直补将采取“大稳定、小调整”的方针，直补资金在2004

年116亿元基础上继续增长，达到132亿元。国家安排农机购置补贴3亿元，比2004年增加2．3亿元；

安排良种补贴37亿元，比2004年多8．5亿元。此外，国家还在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和各项社会

保障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给农民生活带来了实惠，并使农民的生活方式在悄悄发生改变。 

2005年，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粮食在2004年增产的基础上，2005年又取得丰

收，粮食总产量达到9600亿斤以上。农民纯收入人均增加324元，达到3250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

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也取得了明显进步。 

笔者认为，建设新农村强调要提高农业和农村投入的效率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家从很多渠道

投入农村资金，有的资金直接用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有的资金则直接帮助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还有的资金被管理环节所消耗。从提高效率的要求看，今后要重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的投入，

通过生产的发展实现农民生活的改善。如果我们把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费

用作为国家支援农业和农村建设的总支出，那么，从1995年～2003年间，这项支出的平均增速为

13．3％，扣除物价因素为9％以上。我们再假设农村劳动力的实际投入不变，粗略地按照柯布—道

格拉斯生产函数估计（假设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3，劳动的产出弹性为0．7），那么可以看出，从

1995年～2003年农业增加值增长率4％中，“科技进步”的贡献在1％左右，而2000年～2003年间，

“科技进步”几乎没有贡献。我们再从农民投入的角度来做一个分析。按照统计局的资料，农村居

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中的农业固定资产从1995年开始到2003年，以9％的速度增长，扣除物价

上涨因素（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年均变化约5．4％），实际增长3．6％。如果继续假设农民投入

的劳动不变化，并依循前述思路，那么，从农民自己在农业领域的固定投入看，全要素生产率显然



是一个正数。农民可以把政府投入产生的收益看作外部收益。这些情况说明，我们在提高农业和农

村建设投入的效率方面，还需要做许多工作；同时，也要重视农民自身的投入。 

国家在提高农业投入效率方面已经确立了重要思路。农业部提出的总的工作目标是，紧紧围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和要求，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着力实现“三增”目标，即粮食增产、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力争“十一五”期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0000亿斤水平，农民收入年均增长

5％以上。国家还决定，实施“转变、拓展、提升”三大战略，重点是转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方

式，拓展农业发展领域和途径，提升农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支撑保障能力。为实现这些战略目标，农

业部决定全面启动实施“九大行动”，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行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行

动、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促进行动、农业科技提升行动、畜牧水产业增长方式转变行动、农业产业化

和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行动、生态家园富民行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行动。

我们相信，这些措施将在提高农业投入效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增加农业投入、提高投入效益的重要环节是理顺中央和地方在支农工作中的关系，增强基层政

府和农民经济组织在实施农业发展项目中的能力。目前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 

第一，乡村债务负担严重，农业投入能力非常薄弱。乡村债务的总规模究竟有多大，并不是很

清楚，官方人士估计有4000多亿元，而一些学者估计在1万亿元左右。我们对河北某县的调查发现，

乡镇负债规模在1200万元左右。四川某市的乡镇负债平均在900万元左右。如果全国乡镇负债平均水

平是1000万元左右，则全国乡镇负债总规模当在4000亿元上下。 

第二，在分税制下，地方（省、地市级）对困难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似乎无法证明实

行“分税制”是县乡财政体制困难的主要原因。省以下未能真正按照分税制的原则理顺财政关系才

可能是县乡财政体制困难的直接原因。从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看，1993年28．3％，2004年

27．7％，比重是下降的。实行分税制11年来，中央从东部地区净集中增量9233亿元，而对中部和西

部地区分别净补助3882亿元和6053亿元。与中央相比，地方对县级财政的支持实在小气。2004年地

方对791个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增量仅为181亿元，占中央对地方财力性转移支付增量的1／4。 

第三，农民经济组织还远没有成为运用政府资金实施农业建设项目的主体。经验证明，在支援

农业建设中，政府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不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我国农民自主建立的经济组织

虽然数量不少，但运转情况不好，真正能发挥作用的不多。把政府资金的使用和培育农民经济组织

结合起来，将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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