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讨新时期新农村建设的新举措 

文/郑明亮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这是在立足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使三次产业协调发
展，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经济目标条件下，从国家层面上寻求推动经济发展的消费热点和投资热点。
我国农村处于劳动力绝对过剩和无限供给的现实，完全依靠市场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笔者认
为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惠及到农村的前提条件下，新农村建设必须由政府的财政支持、产
业引导、高效服务三管齐下才能水到渠成。 
   财政支持---实现资金投入的政府主导、多元投入 
   今年，在全国农业税取消这一背景下，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面临着农村内部综合配套改革
的复杂问题，这也是在建设新农村中层次最深、环节最多、难度最大的改革创新。主要包括农村义
务教育的改革、乡镇政府的改革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三大问题的关键就是解决资金问
题。资金问题的解决办法可以本着努力提高农业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形成政府主导、多元投入的格
局。首先，提高预算内农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严格按照《农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办
事，努力增加预算内支农资金，确保预算内支农支出按法定比例增长。其次，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
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比重。为减轻农业发展资金过度依赖国债的现实，可考虑与中央财力增长基本
相适应，逐年增加一部分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用于农业建设，确保中央农业基建投资保持在较高
水平。再次，考虑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发展新农村的角度把政府在农地转让中的收益预留一部
分用于支援农业发展。最后，由于目前存在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渠道多，资金分散，难以形成合力，
各部委财政支农资金在使用上各自为政，资金使用分散和投入交叉重复等现象，整合使用支农资金
亟待解决。政府主导多元投入方面。一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信贷体系，继续完善农业信贷体系，逐步
增加农业信贷规模。二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以分担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三是把来自
于农村的邮政储蓄用之于农，实施支农资金的良性循环。 
   产业引导——打造“项目”或“产业”平台 
   打造村镇项目和产业平台是目前建设新农村，实现农民增长的关键，更是实现农业规模的路
径选择。村镇企业发展的项目和产业导向初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链条的延展最好以本地
的农产品作为上游输入品，生产技术含量低，操作工艺简单的最终消费品，这样可以形成产品的成
本优势。当然有条件的村镇可以依托龙头企业，利用进一步的专业分工延长产业链。村镇企业的项
目选择和发展初期是个艰难的过程，若没有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政策导向难以催生。政府可采用
财政投资补贴的方式，吸引农民和其他社会主体投资农业，这样既能发挥财政投入的主导作用，吸
引社会投资，引导全社会投资方向，又可以避免政府直接投资造成的产权不清、管理不善、效率低
下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对于既有一定公益性、又直接从事生产经营的建设项目，这种方式优点尤为
突出。同时，政府要尽快制订和出台有关政策和办法，除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对农业产业化经
营、农业高新科技示范和推广等方面的建设项目均可实行财政投资补贴政策，吸引和鼓励农户、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龙头企业等各类社会主体增加农业投入。 
   高效服务——完善社会化农村服务网络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有服务体系的相应发展。农业生产过程等同于工业生产过程，
其产前、产中、产后跟工业的供、产、销各个环节都离不开相应的服务。服务组织的形成可以有效
避免信息不对称给农民带来的风险，各个服务组织不应只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 应形成多种所有制
形式、多种服务渠道和多种服务方式相互竞争的格局。各种服务组织可以根据自身利益之需要发展
横向联系, 从而形成多形式、多成份、多层次的组织和机构, 形成上下相通、左右相联的社会化综
合服务网络，最终逐步建立县级职能部门为龙头, 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为骨干, 村级服务体系为基
础, 民间自我服务组织为补充的多层次、综合性社会化服务体系, 覆盖农、林、牧、副、鱼各行
业, 贯穿产、供、销各个环节。如指导构建包括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的优良品种、科学的耕作、
栽培、饲养的方法, 植保防疫治病等环节的农技服务体系。构建包括用好各种农事作业的机械, 发
挥出机械化的高效低成本的改善劳动条件的优越性的农机服务体系。构建包括如何用好当地水资
源, 发挥水利设施的效益, 做到既能节约用水又合理用水等环节的水利服务体系。构建帮助农户进
行经济分析,选择投资少效益高的产业方向的农经服务体系。构建包括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产品的
加工储存、销售等产前产后的服务, 解决买难卖难的问题, 促进农民个体经营活动的自然经济向商
品经济转化的供销服务体系。构建包括信息的搜集、鉴别、传输等帮助农民选择高效益的经营方
向, 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 减少生产经营上的盲目性的信息服务体系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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