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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青：改革眼中要有农民 

2013-5-3

    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开展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会议确定了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深化土地管理制度

改革等9项改革任务，并把黑龙江省作为先行开展改革试验的地区。农业改革关系现代农业发展，也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如何积极平稳地

推进，备受关注。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徐小青。 

    记者：有观点认为，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是拉开了新的农业改革的序幕，您怎么看？ 

    徐小青：应该说，这是新一届政府组成后，对“三农”工作、对农业改革作出的一个全面而重要的工作部署。如果细看这里面的9项改革任

务，会发现许多并不是第一次提出，像“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逐步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更是十

七届三中全会就提出的改革目标。 

    所以，这次部署的农业改革任务，还是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十八大精神，包括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农村工作

会议的精神来开展，是一以贯之的。当然，我们期待在新一届政府的推动下，农业改革能有更快的进展，取得更大的成效。 

    记者：在这9项任务中，您认为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徐小青：这9项改革任务每一项都是一个系统工程，都很重要。而难点恐怕还是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征地制度

改革等，因为涉及的利益太多，难度也就很大。 

    此外农村金融改革也是难点，多少年的老问题了，虽然政府近年来做了很多努力，涉农贷款和五年前、十年前相比大幅度增加，但总的来说，

还不能满足农村地区和农业发展的需求。 

    记者：会议在“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部分提到，要实行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差别化用地管理政策，这句话如何理解？ 

    徐小青：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没有明确的解释和定义。我是这样理解的，发展现代农业，不管是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加农户

等各种经营形式，还是种粮食、种蔬菜、搞养殖等各种生产内容，都需要一些建设用地。如确为发展现代农业所需，可实行差别化的用地管理政

策。 

    实际上，在这方面我们以前也有过一些规定，比如通过土地整理、村庄整治等新增加的土地，就规定第一是复耕，第二是要满足现代农业发展

的需要。 

    记者：会议提到了要“积极推进农业水价改革”，这直接关系到种地的成本和农民的收益，不少人关心，改革会怎样推进？ 

    徐小青：农业水价改革水利部已经调研了很多年，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也不得不改革。我国是一个水资源极度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2100立方米，远低于世界7500立方米的平均水平。所以按照国家规划，农业用水总量到2020年要控制在3700亿立方米以内，用水比例要由当前的

62%下降到52%左右，水资源利用效率由现在的不到40%提高到5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节约用水势所必然。节水的办法有很多，比如改造水利等基础设施、改变大水漫灌的耕作方式、采用节水新技术等

等，这其中，用水价来进行调节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措施。 

    水是一种宝贵的稀缺资源，使用有成本，需要付费，这个道理大家都认可，关键是水价怎么确定，要掌握好一个度。对一些地方的农民来说，

长久以来用水就没有交过费，水价制定也要争取他们的理解。 

    而最关键则在于，在水价改革之前要完善基础设施，尤其是加强小农水的建设，不能说水在沟里就漏掉了一半，那还怎么收费？另外还要完善

用水的计量设施和计量办法，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改革促进节水的作用。我认为，农业水价改革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先实

行。 

    记者：在“整合涉农资金”方面，会有一些什么具体举措？ 

    徐小青：这次会议把“整合涉农资金”作为一项单独的改革任务提出来，是一个亮点。实际上，基层在这方面的要求由来已久。在不少地方，

有十几项、几十项的涉农项目资金，但彼此间不能融通，大大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当然地方也有地方的办法，比如同样一个项目，这个部门来验收就说是这个部门的，那个部门来验收就说是那个部门的，但这样做毕竟不规范

有风险。所以基层是亟盼整合涉农项目资金的。 

    具体怎样整合呢？我想主要从两个方面着力—— 

    一是在中央财政上，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这是中央确定下来的一个大方向，也一直在推动，以前一

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是一比九，现在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已经超过了一半。这就是说，基层政府有了更大的资金支配权，可以根据

自己的情况安排资金投入，提高使用效率。 

    二是在地方上把一些相似的、相互联系的项目整合在一起，比如土地整治、农田水利、基本农田改造等项目就可以根据情况进行整合。 

    总的来看，改革的方向是要使项目的设置和资金的分配更加符合基层的实际需要。我在泰国调研时了解到，他们的涉农项目一般是由社区或合



作社提出申请，然后进行严格的论证和评估，如果确属需要再提交给政府决策。这是典型的项目需求来自基层，投资有针对性，效益很高，我国也

会慢慢朝这个方向转变。 

    记者：会议把黑龙江省作为先行开展改革试验的地区，而黑龙江省的农业生产条件与其他地区有较大差别，它的试点经验搬到别的地方会不会

带来风险？ 

    徐小青：黑龙江省的条件确实比较特殊，人均耕地面积比较大，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技术水平很高，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也走在了前面，

我想这正是中央选择黑龙江省先行试验的原因。至于改革的经验，对别的地方来说肯定要结合自身实际，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不用。 

    比如，怎样去创新农业经营的主体，这方面有共性是可以借鉴的；而农业生产的规模，别的地方就不一定要搞到那么大，在黑龙江省每户经营

500亩比较合适，别的地方每户可能经营30亩至100亩比较合适。 

    这个要根据本地耕地的条件、农业转移人口的规模等来确定，决不能强求。另外，改革的试点我想也不一定就只有一个，等别的地区条件成熟

后，也可能增设改革试点。 

    记者：这次改革部署是围绕现代农业展开的，就有一种担心认为，地方政府可能由于专注发展现代农业而损害农民权益。您怎么看？ 

    徐小青：保障农民权益是中央一贯的精神，是一切“三农”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

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推进有关现代农业的改革时，眼中要有农民，要使农民成为现代农业发展首先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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