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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村级债务已成为制约陕西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2003 年国家提出制止产生新的乡村债务后 , 陕西农村仍产生了
相当规模的村级债务 , 并对陕西省的新农村建设带来较大的影响。基于这一背景 , 对陕西关中Y 区农村进行了调查, 采集了大量详实的
统计数据和调查资料 , 在对“新增村级债务”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 , 采取个案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 , 通过分析调查数据和资料的规律特
征 ,总结新增村级债务的现状并揭示其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结合新增村级债务的特征和陕西省农村的特点 ,提出化解新增村级
债务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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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Effects and Solutions of New Added Village Debt in Shaanxi
FU Lei et al  ( Northwest Agriculture & Forestry University , Yangling ,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After the state council forbid newvillage debt in 2003 , villages in Shaanxi province has added lots of newdebt , whichtakes some big effects
on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of Shaanxi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Ytown of Guanzhong regionin Shaanxi province , andthenanalyses the data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ffects of the newadded village debt of Ytown. Based on this ,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anxi province , it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to solve the newadded village debt proble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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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国务院下发国办发22 号文件和国办发85 号文

件, 明确提出“要坚决防止发生新的乡村债务”、“严防形成新

的不良乡村债务”, 但是实际上在此后2 年内陕西农村仍然

产生了新的村级负债。因此, 笔者将2003 年之后产生的村级

债务称为“新增村级债务”, 而在此之前的债务称为“历史债

务”。所调查的Y 区位于陕西省关中中部地区, 拥有人口16

万, 其中农业人口8 .5 万 , 分为3 个乡1 个镇, 共有71 个行政

村, 该区村级负债历史存量多, 新增规模大, 因此, 对该区新

增村级债务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陕西新增村级债务现状分析

1 .1  新增村级债务规模大、负债面广  通过调查发现,2004

和2005 年陕西省Y 区新增村级债务规模较为庞大, 从Y 区2

个乡的情况来看:D 乡共有13 个村 ,2 年共新增村级债务

101 .476 6 万元, 平均每个村新增负债7 .81 万元 ;L 乡拥有14

个村,2 年共新增村级债务209 .577 5 万元, 除去2005 年通过

非现金方式化解的18 .967 4 万元, 该乡实际新增村级债务

190 .610 1 万元, 平均每个村13 .62 万元。Y 区这2 个乡2 年

共新增村级债务292 .086 7 万元, 平均每个村新增债务10 .82

万元, 规模相当庞大。

另一方面,Y 区新增村级债务的负债面广泛。例如, D

乡13 个村当中,2004 和2005 年2 年未产生新增负债的仅有1

个村, 其余12 个村皆有不同程度的债务 , 负债量最多的村达

36 .3 万元, 最少的7 500 元, 该乡的负债面达92 % ;L 乡14 个

村中有8 个村产生新增债务 , 负债面为57 .1 % , 负债最多的

村达150 余万元, 最少的村也有1 万元。

1 .2  新增村级债务用于非生产性支出比重大  从新增村级

债务的用途上来看,Y 区非生产性支出的比重远大于生产性

支出, 其中最主要的用途就是村道路交通建设和村容村貌建

设。D 乡新增的101 余万元债务中, 道路建设支出57 .954 9

万元, 管理费用支出4 .291 2 万元, 教育支出2 .68 万元, 计生

支出0 .1 万元, 村委会建设支出1 .83 万元 , 村容村貌建设支

出22 .305 万元, 农田水利建设支出12 .315 5 万元( 图1) 。

图1 D 乡新增村级债务用途构成

Fig .1 Theconstitutionof newadded village debt usage of D village

  相比较而言,L 乡新增债务规模大且用途更广, 但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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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用途结构与D 乡类似, 新增负债也主要用于道路建设和

村容村貌建设, 两项支出分别为78 .316 3 万和32 .895 8 万元 ,

分别占债务总额的37 .4 % 和 15 .7 % ; 农田水利建设支出

67 .914 5万元, 占32 .4 % ; 兴办企业投资负债9 .09 万元, 仅占

到债务总额的9 .1 %( 图2) 。

1 .3 新增村级债务偿还期缩短 2002 年底 Y 区的1 228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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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历史债务余额中, 偿还期1 年以下的债务仅占债务总额

的4 .3 % , 偿还期1 年以上3 年以下的债务占13 .7 % , 而偿还

期3 年以上的债务占31 .5 % , 剩余的50 .5 % 的债务余额基本

成为逾期借款。但是该区的新增村级债务中,26 .9 % 的偿还

期限在1 年以下 , 剩余73 .1 % 的偿还期限在3 年以内( 表1) 。

由此可见, 随着国家政策和农村融资环境、经济环境的变化 ,

以及高比例的历史逾期债务的影响 , 债权人缩短了放款期

限, 债务人只能获得短期性质的借款, 从而使新增村级债务

的偿还期逐渐缩短。

图2 L 乡新增村级债务用途构成

Fig .2 Theconstitution diagramof newadded village debt usage of L village

表1 历史债务和新增债务偿还期限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s between repayment period of history and new added

village debt

偿还期

Repayment period

占债务总额的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debt
2002 年底

The end of 2002

2004～2005 年

During 2004 - 2005
1 年以下    4 .3    26 .9

1 年以上3 年以下 13 .7 73 .1

3 年以上 31 .5 0

已逾期债务 50 .5 0

1 .4 新增村级债务来源渠道单一化 调查表明, 新增村级

债务来源渠道呈现单一化趋势。2002 年底 Y 区的历史债务

中尚有14 .4 % 的负债来源于银行贷款 ,3 .0 % 来源于信用社

贷款,2 .4 % 来源于农村合作基金, 另外还有多种多样的挂

账、记账形式的债务。但是到2005 年底, 村级债务来源只剩

下个人借款和单位借款2 个渠道, 已经没有向正规金融机构

所借款项。其中D 乡由于村集体经济逐步破产转制, 整体经

济发展缓慢, 其新增村级债务100 % 来源于个人借款 ;L 乡经

济条件好于 D 乡, 由于地域优势所辖区域内企业发展较好 ,

因此有79 .5 % 的债务来自于单位借款,20 .5 % 属个人借款。

1 .5 新增债务总额远大于集体收支盈余  农村集体收入

低、支出大、收支盈余少 , 成为陕西农村乃至广大西部农村的

一个共同特点。2004 年L 乡集体总收入85 .192 8 万元 , 集体

总支出71 .904 3 万元 , 盈余13 .288 5 万元, 债务总额145 .438 3

万元, 无债权, 差额为132 .149 8 万元 ;2005 年L 乡集体总收

入124 .812 1 万元, 集体总支出117 .240 6 万元, 盈余7 .571 5

万元, 债务总额64 .139 2 万元, 无债权, 差额为56 .567 7 万元。

集体收支盈余少, 债务量大, 必然带来债务的偿还风险隐患。

2  陕西新增村级债务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2 .1  造成村级债务的惯性增长  陕西新增村级债务有3 个

特征: 一是新增村级债务的规模庞大且负债面广; 二是村集

体收入低、开销大, 支盈余少, 还债能力弱; 三是新增债务偿

还期普遍缩短, 债务来源渠道单一化[ 1] 。这些特征表明陕西

新增村级债务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还债风险隐患 , 很可能出

现到期无力偿还债务的现象。为了维护村级组织自身的信

誉和未来借款的需求, 借钱还债就会成为一个普遍的选择 ,

这会带来村级组织借新债还旧债、旧债诱发新债的问题, 即

出现村级债务的惯性增长。而债务的惯性增长又会使得债

务的规模保持甚至扩大 , 并对债务的偿还期限、来源渠道以

及农村的还债能力造成影响, 使得新增村级债务陷入恶性

循环。

2 .2 严重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  首先, 新增债务会加大农

村的信贷风险 , 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失去更多的资金供给

者。由于信贷风险加大 , 正规金融会更进一步收缩在农村的

网点和减少对农村的信贷支持, 使农村融资更加困难。其

次, 融资困难会制约农村集体企业的发展。资金匮乏和债务

加重, 会直接影响到农村集体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不利于农

村集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再者, 农村资金实力和经济实力减

弱, 会带来农业和农村抗风险能力薄弱 , 一旦出现自然灾害 ,

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必然受到极大影响。总之, 新增债务问题

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必然会严重阻碍陕西农村经济

的发展。

2 .3  影响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性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

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历史任务, 建立长效机制是新农村建设

的关键环节, 然而沉重的村级债务负担必将对新农村建设的

长效性带来影响。新农村建设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

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 实际上, 陕西 Y 区农村

进行的道路交通建设和村容村貌建设同“村容整洁”的内在

要求是一致的, 但仅为完成这2 项任务就在短短2 年内产生

了规模庞大的债务。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 , 农村难免

再次产生新增债务, 由此可见新增村级债务对新农村建设长

效机制的建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2 .4  影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村级组织是农村基层民主建

设的主体, 同时它又是村级债务的承担者, 历史经验表明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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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危机带来的信用危机会对村级组织的地位和威信带来威

胁。调查中发现, 陕西新增村级债务全部来自于个人借款或

者单位借款 , 而向商业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借款的比例

为零。如果这些债务的偿还出现任何问题, 不仅对村干部的

诚信和政府的公信力会造成损害 , 而且会导致村干部与群众

之间关系的紧张, 会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3  陕西新增村级债务化解的对策建议

3 .1 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 为新增村级债务

的化解提供资金支持[ 2]  据村干部反映, 新增村级债务主要

由于道路交通和村容村貌等基础设施建设而形成, 国家和地

方上级政府虽然都有财政拨款和相应的专项资金补助 , 但是

拨付金额与实际花费差别较大, 不得不依靠借债来完成各项

任务。另外 , 相比较于中央财政对工业的投入, 中央财政对

农业的投入太低,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的数据资料显

示,2000 ～2006 年7 年间中央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

支出的比重, 除去2004 年的9 .67 % 外, 其余6 年一直维持在

7 .12 % ～7 .85 % 的水平。因此 , 对新增村级债务的化解需要

国家和地方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 , 防止新增村级债务的规模

进一步扩大, 并对部分业已形成的不良债务予以冲销。不仅

如此, 还应考虑农村的现实条件, 加大投入以减轻农村社会

经济发展的债务包袱, 为农村化解债务和发展经济提供前提

和驱动力。

3 .2 对现有行政和财政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 平衡农村村

级组织的财权和事权 调查发现 , 村级组织实际上是农村中

各项事务的直接组织者, 承担着大量事权。然而,1994 年分

税制改革以及后来进行的乡村税费改革, 使得农村现有的财

务收入极为有限, 多数农村的财务状况入不敷出。这一现象

被公认为村级组织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现象, 是村级债务问

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 必须对现有的行政体制、财

政体制进行适当调整和改革, 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同时, 适

当考虑村级组织的应得利益, 保障村级组织的财税收入, 平

衡村级组织的财权与事权, 避免新增村级债务的进一步

产生。

3 .3 建立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投入机制, 完善各种监督制约

机制 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从经济建设、环境建设、精神文

明建设和民主建设多方面共同努力 , 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的投入巨大, 而以农村现有的实力无法独自承担这一系列

的建设任务。国家必须建立新农村建设长效的投入机制, 保

障各项任务指标资金供给充足, 并且要避免出现历史发展过

程中任务指标式的发展模式, 防止再次出现村级债务增长高

峰。同时, 要完善各种监督和制约机制, 保证国家的财政拨

付安全高效地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任务当中。

3 .4 改革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建立多渠道的资金供给机制

 农村缺乏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 , 同时非正规金融普遍存在

却受到政策的压制, 这是陕西农村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

征。在我国现有条件下 , 仅仅依靠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拨款难

以满足农村化解债务和发展经济的全面需求, 必须要建立多

渠道的资金供给机制 , 改革完善农村现有的金融体系。首先

要引导正规金融机构重新回到农村, 发挥其金融杠杆调节作

用和资源配置作用来保障农村资金高效运行; 另一方面, 要

结合农村实际, 充分发挥民间金融等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和作

用, 推动非正规金融参与农村的债务化解和经济建设[ 3] 。

3 .5 尝试建立适宜的负债发展模式,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增速慢, 不仅是村级债务的产生根源 ,

而且会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制

约因素。要从根本上解决村级债务的增长问题, 就要促进农

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 这是化解新增村级债务问题的根本之

道。另外, 在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可以尝试建立适宜本

地农村特色的负债发展模式, 使农村的负债规模和债务结构

合理、可控, 保障农村经济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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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加快, 再加上刈割有利于黑麦草的生长, 故同是留茬6

c m,30 和40 cm 第二次刈割比50 和60 c m 第一次刈割处理的

体外干物质消化量还要略大。该研究表明, 在黑麦草高度为

30～40 c m 且留茬高度为6 c m 左右时刈割, 能取得较高的干

物质产量和较好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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