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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合理有效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根据贺雪峰和罗兴佐的归纳， 主要有三种

机制：市场化供给方式、民间组织供给方式以及政府强制性供给方式。。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 选取山东省文登市

S村(以下简称S村)，调查其公共品供给现状，分析其公共品供给需求，进而重点探讨上述三种供给机制在s村这一特

定环境中的可行性，以期为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的确立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一、S村基本概况 

S村隶属于山东省威海市，地方政府(文登市)财政实力较强， 村民个人收入较高。由表1数据可见，S村所属县级

市文登的地方财政收入、支出基本均呈快速增长趋势。2000年～ 2003年，文登市用于农业即农村社会的支出出现绝

对数量持续增长现象； 自2004年始， 当地政府取消农村生产类支出，从统计数据来看， 专门用于农村的财政支出

骤减。 

从当地农民的收人情况看，以2005年为例，文登市农村住户人均纯收人为6017元，S村经济在全市农村中属一般水

平， 但据笔者走访调查，该村公共品供给水平极低。S村的大河缺乏治理、道路硬化率为零，居民生活垃圾处理、农

业技术推广体系、信息服务等一直都是S村供给缺失的重要公共品。 

二、S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的可行性分析S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要满足S村公共品需求也是提高农民生

活水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做之事。但到底该怎样做?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供给公共品呢?我们下面就理论

界研究的成果对于S村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研究。 

1． 公共品市场化供给 

公共品市场化供给最早的理论支持来源于罗纳德·科斯的“灯塔” 理论， 表明即使是最纯粹的公共物品也是可

以通过私人方式供给。而作为一种实践形式， 该方式的实质主要在于吸引足够的社会资金。但社会投资不同于传统的

财政支持， 它是否进入某公共品供给领域成为一种纯正的商业行为，必须有成本— — 收益预算。简单的说， 投资

的动力必须是合理的利益驱使， 即， 农村某公共品供给能否按市场化方式供给是有条件的。足够的利益空间。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说过，“如果有20％ 的利润， 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 的利润， 资本就会冒险j如果

有1O0 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 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市场不是慈善

机构，没有足够的利益空间， 资金不会“自动” 涌人，一系列的市场竞争机制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当地政府组织

职能的转变。这是农村公共品采用市场化方式供给的关键。市场化方式并不是要求政府权力从公共品供给中完全撤

离，而是由原来的包办经营者转变为监督者、管理者， 具备战略规划、准人规制、进入组织、运营监管以及制定“游

戏规则”的新职能。据此，S村的公共品供给尚不具备采用市场化方式。短期内， 威海市经济开发及文登市经济开发

的步子要踏近S村还很渺茫，所以该村的公共品，无论是道路硬化、农业技术推广，还是基础教育供给，都主要是S村

村民获利，对于潜在的投资者没有足够的利益诱惑，资金缺乏投资的动力。 

2． 民间组织供给方式的代表性政策是“一事一议” 制度 

何谓“一事一议”?其指在农村兴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等集体公益事业时， 所需要的资金要通过村民

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讨论， 实行专事专议的办法筹集部分资金。。 2006年底，S村完成饮用自来水工程，方

式为“一事一议”，具体方案是：S村村委会在村广播上连续几天播放有关该村建设饮用自来水的相关事宜，对村民参

与采取自愿原则，想安装自来水的农户，要求以户为单位，交纳150元的建设资金，其余部分为上级财政补贴，补贴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实证研究>> 



金额大概每户也为150元左右； 该工程还在S村招工作人员。细究起来，该方案有不少不符合国家有关“一事一议” 

制度规定的地方， 如： 没有召开村民大会、农民所交资金远远大于该制度规定资金上限15元等，但该方案实施成

功。原因何在?首先，S村的自来水“一事一议”自行克服了该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没有召开村民大会， 采用广

播的形式节省了交易成本。其次， 村饮用自来水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 具有技术上的排他性， 可以轻松避免公

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现象，迅速筹集资金。再者，户均150元的资金收取确实违反了国家相关政策，在短期内加

重了农民负担；但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农户不交纳150元而要想用上自来水， 那成本就会非常之大，粗略估计为1500

元左右，成本提高10倍，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农民自然选择交纳150元，享受同样的服务。 

既然如此， 那是不是可以说民间组织供给方式就是S村公共品的可行供给制度呢? 

据调查，2004年8月，S村新一届村委会成立时制定了两个公共品供给计划，一个是村饮用自来水工程， 一个是村

道路硬化计划，两大公共品供给计划均按“一事一议”方式供给。如今，道路硬化仍处于缺失状态，是什么导致了S村

道路硬化计划夭折呢? 其原因有几个方面。(1) 自来水和道路硬化的性质有别。自来水是准公共物品，具有技术排他

性； 而S村道路硬化则更具纯公共物品的特性， 一旦S村道路硬4t=无法像城市公路一样设卡， 所有村民都可以感受

到它的效用，并不存在村民甲消费后，村民乙就无法消费或消费效用减少的现象，更不管甲乙丙丁诸位村民是否为道

路硬化付费。这样一来，“搭便车”思想必然产生，从利己角度出发，村民都希望可以不付费而享受到免费的服务。

即便有少数品格高尚的村民没有这种想法，也无法凑足动工资金，最终导致计划流产。(2)农村公共权力的丧失。农

村实行税费改革后， 政府强制力逐渐退出农村社会， 农村社会向民主社会演变， 但我国农村的经济水平、村民的

文化与政治素质还远远达不到民主社会所要求的水平， 农村民主走了样。选出来的村干部能力、素质难以保证，而且

最重要的是，村干部已失去了做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个人威严和村民的尊重，农村中的公共权力濒临灭绝。 

可见，采用民间组织方式为S村供应公共品只具有相对的可行性。对于农业技术推广这样可以人为设计排他性的准

公共物品， 仍旧可以沿用该村提供自来水的方式，让急需技术指导的农民先集资，当办起村技术图书馆、讲座室之

后，凭证进入。虽然这种人为设卡的方式在短期内会降低农民对农业技术的需求， 降低农民的福利， 但从长远来

看， 群体内部成员之间有效仿行为， 当一些人从技术学习中获得收益以后， 其他村民必然纷纷效仿， 那时二次集

资、三次集资都是有可能的， 当村技术推广体系建成之后， 得益的还是村民自己。而对于大河治理等纯公共物品，

采用“一事一议” 这种民间组织形式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3． 政府强制性供给方式 

按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观点， 公共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点使得公共品供给领域出现市场失灵， 要满足

人们对公共品的需求，政府必须干预该领域。但是， 从外国公共品供给状况及其发展过程来看，政府在公共品供给领

域也会出现失灵现象，总结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 政府强制性供给方式不适应现代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公共品需求的变化。现行体制下农户对公共品的需求

不仅有了主动性，而且还产生了差异性， 私人产品消费上的个人偏好差异在农村公共产品消费领域也体现得十分明

显。那么农民到底需要什么?我国现在农村社会缺乏主体表达公共物品、服务需求的基本机制，农民的意愿政府无从知

道，即使最公正无私的政府也会出现“盲目”供给的现象。另外， 官员晋升需要政绩考核， 在职官员为了能在短期

内看到所谓的政绩，不从当地实际出发，盲目地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时间短、见效快的工程上，完全忽略农村经济发

展、农民增收所最需要的公共产品。其次， 政府强制性供给方式容易导致不公正现象出现。按照公共选择理论， 政

府权力过大易滋生寻租， 导致腐败， 资源稀缺性越明显， 这种现象越容易出现。2005年，我国共有64．01万个行

政村，国家财政对于农业的支出为2450．31亿元，0 平均计算，每个村子的财政支出约为3828元，对于大河治理、道

路硬化等很多公共品， 这些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僧多肉少”， 必然导致只有付得起租金的群体才有发言权，该群

体的公共品供给才容易得到满足，而付不起租金的群体就会被忽略，就像一个被人类文明遗忘的部落，永远跟不上时

代的步伐， 愈富的村庄愈富，愈穷的村庄愈穷，出现恶性循环。最后，政府强制性供给易出现政府供给低效， 加重

政府负担。政府供给低效意味着在公共品供给中出现成本高、收益低的现象，政府提供了公共品， 却不能达到预期社

会公共目标， 反而使有限的财政资源变得更加紧张， 政府负担加重。 

可见，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全面采用政府强制性统一供给现在看来是不现实的， 如果政府不做政策支持， 大河治

理、农村养老保障等公共物品依靠市场、民间组织供给恐怕是很难实现的。 

三、结论与建议 



就现阶段农村基本状况来说， 没有哪一种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是可以信手拈来随即采用的， 任何一种方式的推

广运用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要满足我国农村社会对公共品的需求必须首先注重大环境的建设。在笔者来看，无论何

地、采用哪种或哪几种供给方式， 以下环境制度的建设都是很有必要的。 

1．   加大中央财政在农村公共品投资领域的力度在我国， 市场干预和民间组织承担农村公共品供给都需要长时间的艰

辛努力才能实现，因而， 政府部门在农村公共品投资领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尤其是中央政府， 完全有责任也

有能力增加中央财政在农村地区的投入。 

2．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垄断经营型政府已完全不适应现在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对政府部门的

需要大都限于资金的投入、供给秩序的维护等，其职能角色向服务者、管理者、监督者转变成为必然。 

3．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我国村民自治还处于初级阶段， 村民自我治理水平还及其低下， 甚至会出现背离自治初

衷重大问题。所以， 就现阶段而言， 村民自治还必须依赖政府强制力， 但这个自治力不是垄断管理， 而是加强自

治监督， 将村民自治的各个环节用政策、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 用制度来约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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