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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支农的钱 怎么花才好 ( 2 0 1 0 - 0 1 -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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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对“三农”的投入越来越多，这么多的钱能不能花得更有效率一些？使支农资金输送途中少些“弯弯绕”，把公共财政的钱真正
用在刀刃上 

 
  近几年在农村做了不少调查，的确看到农村的面貌一天天在变化。国家花了那么多钱，总会有一些效果。事实上，国家花钱的确不

少。2009年，中央加地方所花的钱应该超出1万亿了。这个数字估计和欧盟的支农支出差不多（早已超出欧盟2003年850亿美元的支农支
出）。这个钱能不能花得更有效率一些？这个问题农民关心，基层干部关心，我们作为学者也关心。从我观察看，支农支出有下面一些问
题需要注意。 

 
  支农的头绪多。我的不完全记录表明，现在中央副部级以上的单位一共有30个左右有支农项目，他们下面列了120多个“项目”、

“计划”或“工程”。其中有“2131工程”、“新网工程”、“阳光工程”、“村村通工程”等等，更有中央下力气推行的各项直补计
划、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资助计划、农村低保计划等等。一个类型的项目可能有三个部委级单位分别按不同名目实施，如农村流通领域就是
这样。 

 
  支农政策落实力度不平衡。那么多的项目，有的效果好，有的则不是很好，或者不同地区落实的情况很不平衡。农民最欢迎的是免除
农业税、推行合作医疗制度和义务教育免费。我们今年走访的几十个村庄，只有少数村庄对低保计划反映很好，多数村庄农民有不同程度
的抱怨，认为低保户的确定不尽合理。有的地方搞平均主义，让一户农民只享受半个人的低保补贴，干部说这样做出于无奈。 

 
  支农项目的设计目标和实际目标有差异。拿种粮直补来说，各地基本上按照农户的土地面积发放补贴，而不管种植效果如何。这个补
贴其实是平均地补了农民的生活，并不能激励农民多产粮食。一些干部说，各地把这些补贴集中起来搞农田基本建设，对增产粮食的作用
更大。如果真要补农民的生活，还是通过其他计划实现更好。 

 
  地方配套难。中央已经想了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尽量不要求地方配套，但问题还是存在。这导致地方报项目时尽量往大报，或者一个
项目多头报。上级检查项目时用换招牌的办法来应付。 

 
  腐败干扰。据基层干部反映，有的人跑到农村专门“推销”项目，拍胸脯说自己保证拿到项目，但要地方政府给自己一个大比例回
扣。这种情形究竟有多严重，我们很难掌握，但我相信，地方干部这样说也不是空穴来风。 

 
  中央部门某些分散的计划和农村发展的实际趋势不完全合拍。以义务教育为例，由多种渠道在农村兴办了学校，但部分学校很快因为
招不到学生而关张了。山东某县把所有初中都集中到了县城，乡镇的学校就空了不少。有的项目动辄下达到每个行政村，在一个自然村分
为几个行政村的情况下，产生了资金的浪费。有的地方，一个自然村可以有几套远程卫星教育系统，几处村委会办公设施。有的山区村花
大钱架了输电线路、修了铺装道路，而老百姓却走的剩不了几户。 

 
  一时半会儿要完全解决上述问题是很难的，但采取一些措施总会好一些。以下办法不妨一试。 

 
  第一，扩大地方特别是县一级政府使用支农资金的自主权。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试点工作，应及时总结经验全面推广。县级政
府可以“打包”使用资金，将类别相近的项目整合起来使用。在实践中，许多地方已经这样做了，中央机构应支持和规范。 

 
  第二，公开项目的实施计划。各部委应将自己支农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全面向社会公开，公开内容包括资金数量、责任人、目标要求、
完成期限和验收记录等。 

 
  第三，改进项目的监督办法。每个项目都应有监督机构，如成立监督委员会或小组，其成员应有农民代表参加。项目的验收也应受益
农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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