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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及其发展水平是影响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农村投资吸引力和辐射能力, 制约

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长期以来,由于在我国 二元 经济结构影响下,

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特别是税费改革之后, 乡镇政府和村级财力大大减弱, 农村基础设施甚为薄弱, 三

农问题日趋严重。基于此,在对农村基础设施规模进行系统的构成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判

定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协调发展的定量方法,以期为农村基础设施管理和发展规划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关键词: 农村基础设施规模; 协调发展;判定

中图分类号: F323. 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 1971( 2010 ) 04- 0037- 05

引 言

农村基础设施规模是农村基础设施系统发

展的宏观描述,是影响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农村

投资吸引力和辐射能力, 制约农村发展的重要

因素。从现有研究看,国外专家学者对基础设施

研究多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研究基础设施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
[ 1 ~ 2]
采用生产函数对意大利的基

础设施投资与生产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基础设

施对私人投资或生产的影响方面
[ 3~ 4]

; 基础设施

运营养护
[ 5~ 6]
。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侧重于: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
[ 7~ 9]

;阐述农村基础

设施的作用
[ 10~ 12 ]

;加大公共事业的投资
[ 13 ~ 15]

等

方面, 但都无法回避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情况造

成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对农业、农村和农民

的伤害和影响等问题。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

于进行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及其发展水平的研究,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做好运行、养护、管理等

后续环节工作, 从而缩小城乡差距, 更好地实现

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

可见,现有的研究多限于广泛的定性论述,仅

仅强调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 肯定其正面积

极作用,而全面的系统分析尤其是定量的分析十

分欠缺,在这样的现实环境和历史背景中,农村基

础设施规模及其综合发展水平究竟如何, 农村基

础设施规模发展是否协调以及其合理规模到底为

多大等,是一个非常值得学者研究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首先界定农村基础设施的概念及

其特点,在此基础上, 构建科学的农村基础设施系

统。其次,从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 详细分析影响

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及其发展水平的因素。最后,构

建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协调发展模型,辅以一定的定

性分析,进行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协调发展研究。

一、农村基础设施系统建立

1.农村基础设施概念及其特点

( 1)农村基础设施概念

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概念界定我国学术界

有不同的表述。本文认为, 作为农村公共产

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基础设施是为农业、

农村和农民生产生活提供服务的社会先行资

本的总和, 是为发展农村生产和保证农民生

活而提供的公共服务设施的总称。包括交通

邮电、农田水利、供水供电、商业服务、园林绿

化、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等生产和生活服务

设施。它们是农村中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

也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应

该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相互协调。大致分为三

类: 一是生产服务设施, 如水利设施、农业科

研和技术推广服务机构等; 二是生活服务设



施, 如医疗、文化设施 ; 三是生产生活服务设

施, 如道路和通信设施等。

( 2)农村基础设施主要特点

作为公共产品组成部分之一,农村基础设施

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 ( Public Goods)属性。首

先,供给上的特征,主要包括基础性和先行性、资

本不可分性以及供给范围的相对外延性等方面;

其次, 消费上的特征, 主要包括消费的非竞争

性、非排他性、需求的多层次性投资和使用的

相对低效性等方面; 第三, 农村基础设施具有

较大的外部经济性, 具体表现为囚徒的困境和

公共地的悲剧等。

新农村建设本身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不仅能够通过对农业

生产成本、生产效率及组织形式的影响,直接推动

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为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供

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农民收

入,减轻农村贫困,提高农村社会福利水平。

2.农村基础设施系统的组成

目前,国家对农村投资的范畴将由投资农业

向投资农村, 由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向改善农村生

产和生活条件拓展,增加总量优化结构。本文立

足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即节水灌溉、人

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水电、草场围栏、农村沼

气 六小工程  , 将农村基础设施系统具体分为
以下六个子系统 (如图 1所示 )。

图 1 农村基础设施系统

农村基础设施各个子系统的规模发展水平

均通过建立相应的指标进行衡量,其中, 道路桥

梁系统规模发展水平主要通过每万人拥有公交

车辆 (标台 )、人均拥有铺路面积 ( m
2
)、农村通公

路行政村比例 (% )等指标加以衡量, 等等。由

于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不尽

相同, 城镇化发展和村镇合并, 加之投资有限, 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 100%的村镇都建设, 向

每个农村基础设施的子系统投入资金进行建设

是不现实的,按照效用最大原则来讲,这种方式

也是不可取的。当务之急需要我们做的工作是

具体分析农村基础设施规模的影响因素, 进而

运用定量化方法研究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发展

是否协调等问题。下述内容旨在很好分析并

且解决以上两方面问题。

二、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影响因

素分析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

件的重要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手

段,影响其规模发展的因素包括两方面: 外部因

素和内部因素, 其中, 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

素、农村发展规划、农村间资金流动量和非理性

因素等内容; 内部因素具体包括社会因素、环境

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等内容。

在此主要解释非理性因素这一内容,由于决

策者对基础设施建设规律认识不深刻而盲目地

(有限理性和非理性 )决策, 给城市基础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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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带来种种不良后果。如近年来某些农村不

顾客观条件和实际需要搞一些所谓的 政绩工

程  、面子工程 ,不仅滥用了土地资源,而且影

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有效投

入,制约了农民实际收入的提高, 使得三农问题

日趋严重,这与国家政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初衷背道而驰。值得说明的是, 农村基

础设施运营维护水平因素对农村基础设施规模

有较大的影响。花费巨大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

如果没有良好的运营、维护和管理机制保证其健

康运转, 项目的生产能力就不能有效发挥, 从而

影响预期目标 ∀ ∀ ∀ 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水
平提高的需要 ∀ ∀ ∀ 的实现。图 2详细阐述出农

村基础设施规模的影响因素。

通过农村基础设施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我

们需要达成一个共识,即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建

设、运营、管理等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千万不能靠在农民出工出劳之外一味增加农民

负担来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而应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把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

收入放在首位,当农民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承

受能力时,在政府的支持下搞一些农民适当出资

的基础设施建设才有可靠的基础。从而促进农

业经济发展、农村和谐、农民收入提高,真正达到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

理民主  的要求, 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 尊重农

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图 2 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三、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协调发

展研究

1. 构建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协调发展模型

从系统角度分析, 农村基础设施中各个子

系统 (Sk ( k= 1, 2, 3, 4, 5, 6) 的发展规模和

水平取决于其原有发展规模和水平, 它们之间

相互作用的程度以及农村基础设施整个系统的

外部环境对其的影响; 在引入时间因素之后, 农

村基础设施六大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可由下述数

学模型表示:

Zk = fk ( Z1 ( t ), Z2 ( t), #, Z6 ( t), Zk ( t -

1), E k ( t) ) ( k = 1, 2, 3, 4, 5, 6) ( 1)

( 1)式中, Zk 表示 t时段 Sk ( k = 1, 2, 3,

#, 6) 的综合评价指标值, Zk ( t- 1)为 t- 1时

段 Sk的综合评价指标值, Ek 表示 t时段外部环

境对 Sk 的综合作用因子。

将式 ( 1) 对时间求导, 则有:

dZk

d t
= ∃

1 i 6
i% k

f i

Z i ( t)

dZ i ( t )

d t
+

fk

Zk ( t- 1)

dZk ( t- 1)

d t
+

f k

E k ( t)

dEk ( t)

d t
( 2)

令

dU( t)

dt
= (

dZ1 ( t)

dt

dZ2 ( t)

dt
#

dZ6( t)

d t

dU( t)

dt
= (

dZ1( t- 1)

dt

dZ2 (t- 2)

dt
#

dZ6 (t- 6)

dt

dV( t )
d t

= (
dE 1 ( t)

d t

dE2 ( t )

d t
#

dE 6 ( t)

d t

( 3)

( 3)则式 ( 2)可以表示为矩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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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k

dt
= A ( t)

dU( t )
d t

+ B ( t)
dU ( t- 1)

dt
+

C ( t)
dV( t)

d t
( 4)

其中:

A( t) =

0
f1

Z2( t)

f1

Z3 (t)
#

f1

Z6 (t)

f2

Z1( t)
0

f2

Z3 (t)
#

f2

Z6 (t)

#
f6

Z1( t)

f6

Z2( t)

f6

Z3 (t)
# 0

B (t) =

f1

Z1( t- 1)
0 0 # 0

f2

Z2( t- 1)
0 # 0

#

0 0 0 #
f6

Z6(t - 1)
#0

C (t) =

f1

E1( t- 1)
0 0 # 0

f2

E2( t- 1)
0 # 0

#

0 0 0 #
f6

E6(t - 1)
#0

由 ( 4)可知, 如果 I- A ( t)非奇异, 则可推

出:

dU( t)

dt
= E ( t)

dU( t- 1)

d t
+ F ( t)

dV( t)

dt
( 5)

其中: E ( t) = ( I - A ( t) )
-1
B ( t) F ( t) =

( I - A ( t) )
- 1
C ( t)

由上式可以看出: 系统 Sk ( k = 1, 2, 3, #,

6) 在 t时段的综合评价指标值增量取决于系统

之间的相关参数 E ( t), F ( t )以及系统上一时段

的指标值和外部环境的作用,从中可以得到如下

的结论:

结论 1 若 A ( t) > 0,则在 t时段系统 S1在

结构上相互协调;若 A ( t)中存在某个非正元素,

则系统在结构上存在不协调情况。

结论 2 若 B ( t) > 0,则在 t时段系统 S1具

有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结论 3 若 C ( t) > 0,则在 t时段系统 S1与

外部环境是协调的;若 C ( t)中存在某个非正元

素,则外部环境对该元素所在子系统的发展起阻

碍作用。

2.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协调发展的定性分析

本文认为,判定农村基础设施规模是否为协

调发展应从下面四个基本方面来考察:

1)农村基础设施系统及其各个子系规模能

否可以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以及农业生产发展

需求。

2)农村基础设施规模的发展水平能否保障

其本身和农村系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环境效益。

3)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发展能否与农村经

济、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等按比例协调发展并具

有一定的超前性, 保障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实现 可持续  发展。
4)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发展能否与目前开展

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相协调, 如果存在差

距,其具体的解决办法为何。

结束语

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及其发展水平是影响农

业发展、农民收入、农村投资吸引力和辐射能力,

制约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对农村基础

设施规模进行系统的构成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

的基础上,建立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协调发展的数

学模型,定量化分析出农村基础设施规模的协调

发展,以期为农村基础设施管理和发展规划提供

有效的决策支持。本文仅仅从定性角度来判定农

村基础设施规模发展是否协调的问题, 今后将进

一步研究其定量化方法,并科学测量农村基础设

施经济效益 (效能 )发挥的间接性和滞后性,期望

通过农村基础设施规模综合发展水平衡量方法等

相关问题的研究,能够直观地、综合地显示出农村

基础设施规模发展的相对水平, 给出有关 预警 
信息,同时指出农村基础设施规模的发展方向,笔

者相信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的决策与规划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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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 ation on Cumulative Amount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 ent

XU Shu hong

( Schoo l of C iv il Eng ineer ing,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 l IndustryM anagem ent, Zhengzhou 450000, Ch ina)

Abstrac t: Rura l a rea infrastruc ture sca le and its developm ent leve l affec t the agr iculture deve lopm ent, peasan ts 'incom e,

attracting capab ility as w ell as radiating capab ility o f rura l a rea investment restrict the rura l a rea s' deve lopm ent. They are of im

portance o f the bu ilding- up of soc ialist ha rmon ious soc ie ty. F or a long tim e, the dua l econom y system leads to the deficiency

o f rura l infrastructure supp ly. Espec ia lly after the tax- fee reform, the financ ial resource is weakened g rea tly in v illag es and

tow ns governm ent, causing weak rural in frastruc ture. Fo r the above cond itions, th is paper sy stem ically ana lyzes the structure

and in fluentia l fac to rs of rural infrastruc ture sca le, propo ses a quantitativ em ethod for judg ing the harmon ious development o f

the scale of rural in frastruc ture, so that th is spec ia l research can help to suppo rt the judgm ent of rura l infrastructure m anage

m ent and development.

K ey words: scale of rural in frastruc ture; harm on ious development; judg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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