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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 

作者：浙江财经学院 方菊芳   

 

 

  [摘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府需要财政不断加大对农村的建设支出。

本文分析农村建设支出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研究这一问题，对

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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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介绍  

  1、农业财政支出现状  

  从农业财政支出的数量来看，我国农业财政支出总额一直稳步增长。国家财

政用于农业支出，从 1978 年的 150.66 亿元，上升到 2006 年的 3172.97 亿元。

其中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从 1978 年的 51.14 亿元上升到 2006 年的 504.28 亿元；

农村救济费从 1978 年的 6.88 亿元上升到 2006 年的 182.04 亿元；农业科技三项

费用从 1978 年的 6.88 亿元上升到 2006 年的 182.04 亿元。  

  从中央和地方财政承担农业财政支出的结构看，以地方财政为主。具体而言，

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中央财政占 2%，98%由地方财政负担，其中乡镇负担 78%，

县财政负担 9%，省财政负担 11%。在农村医疗卫生总支出中，中央财政也只占

2%。国家财政支持农村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方面，除了农垦事业费和气象

事业费外，其他各项支出中由地方财政负担的占到 80%以上，地方财政支出支援

农村生产和各项农村事业费支出总额的 90%左右。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财政实力的增强，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增加。

2006 年中央财政的三农支出 3397 亿元，比 2005 年增加 422 亿元，增长 14.2% ，

高于中央财政总收入、总支出的增长水平，也高于上一年三农资金的增长幅度。

2007 年中央财政预计用于三农的支出达 4318 亿元，比上年增加了 520 亿元，同

比增长 22.8% 。地方各级财政也不断增加财政支农投入，总体上形成了中央与

地方共同投入三农的良好格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时期，研究和

探索支农资金整合的有效方式和途径，发挥支农资金整体合力，对于加快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支出存在的问题  

  随着公共财政向农村延伸，各级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加大，解决“三农”

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原来的财政支出资金运行渠道和管理模

式的弊端突显，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支农支出的总量不足, 结构不合理，难以解决新农村建设对资金的需求  

  我国是农业大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政实力的增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

农惠农政策，但是与我国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发展要求相比，支持力度还是低水

平。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也呈下降的趋势。  

  此外，我国农业支出的 60%-70%左右用于行政开支部分，用于建设性支出比

重不高；政府农业投入中，直接用于流通领域的补贴过高。1998 年以来，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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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粮、糖流通的补贴占政府农业支持总量的 30%以上，而一些关系农业发展大

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如农业品质改良、农业研究和推广、社会化

服务体系建设等，却缺乏足够的投入保障。因为地方财政大多为“吃饭”财政，

中央项目的配套资金和对农村追加投入都十分困难。有的地方也不积极支持，使

支农资金无法发挥更大的效用。  

  2、财政支农资金来源渠道多，管理分散，难以形成整体合力 

资金分属多个部门（如财政部、农业部、水利部等）管理，致使政府各部门之间职责不清，

相互之间缺乏有机协调，资金分配各自为政，难以反映农民的意愿，不同渠道的资金在使用

方向、建设内容、项目安排等方面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复和交叉，出现生产与市场、生产与科

研脱节，投入分散，重复和交叉现象严重，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此外，农业财政支

出的资金使用监督机制落后，项目的审批制度化、公开化、科学化不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和随意性，使得很多项目实施效果很差，资金使用效果不理想。  
  3、财政支农支出间接投资多，直接投资少，农民直接受益少  
  我国财政性支农建设资金中，用于全社会性的大型水利建设和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性建设

比重大，直接用于中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小。2001—2005 年中央对农业基础设施

投资为 2840 亿元，其中用于重大水利工程和生态建设的占 70%以上，直接用于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建设的占 11% 。但是，在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投入的各项支出中，与农民直接相关的

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所占的比例很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

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农村文化、医疗卫生等尤为突出。全国教育经费中用

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农村小学所占教育费用比重下降。政府对农村卫生

机构资金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不断下降。  
  三、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支持新农村建设  
  近年来，农村部分地区仍存在农田水利设施修复难，农民增收难，农村公益事业发展难

等问题，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前，财政部门做好以下主要工作：  
  1、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农资金支出结构  
  （1）认真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首先，发放好粮食直补资金、水稻良种补贴、农机购

机补贴等，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支持农民实施规模化作业，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其次，

大力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工程，治理水土流失，扩大森林覆盖率。再次，认真落实好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政策，确保农村所有适龄儿童都能完成义务教育。  
  （2）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一要加快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抓加强农村寄宿制

学校建设，改善农村中小学就学及教学条件，稳定教师队伍，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二要不断

拓宽农村社会保障的范围。三要认真调查研究，为全面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奠定基础。四

要认真落实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奖励补助及相关政策。  
  （3）进一步深化农村配套改革.积极支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要严把进人关，防止因乡

镇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反弹而侵占用于支持“三农”的资金；加大乡镇财政供给力度，确保乡镇

机构正常运转。同时，改革和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大力支持村级办公活动场所建设，促

进村级组织建设。  
  2、构建多元化的支农投入体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需要国家财政的投入，更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形成多元化的

新农村建设投融资体制。  
  （1）调动农民自主投入的积极性。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要充分发挥财政支农杠

杆作用，调动农民主动性。引导农民投工投劳，吸引农民资金转向积累和生产投入；实行贴

息垫息、以物抵资，将事前无偿补助农民进行生产建设的财政拨款改在项目验收之后，用奖

励或替代办法给予补助，鼓励农民自主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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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建设。政府要建立财政支农和市场调节的对接机制，吸引和聚

集更多的社会、工业、金融等资本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来。对具有一定经济效益的经营类项

目，政府建立支农信贷资金的风险补偿机制；对于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实行减税或免税

政策等，进一步拓宽支农资金来源渠道。  
  3、加强各项支农资金运行的监督  
  首先是财政部门要加强与其它支农专项资金管理部门的联系与配合，以新农村建设统一

规划为基础，以主导产业和项目为平台，积极探索农业综合开发与扶贫开发，努力提高支农

资金的使用效益。其次是强化支农资金运行监管，大力推行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改革

措施，确保专款专用。再次是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绩效考评和奖优罚劣制度，确保支农资金的

使用效果。 后是加强财政监督检查，严厉查处资金使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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