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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C_9A_E5_AD_A6_E4_c25_20333.htm 时隔18年，中共中央

再发一个有关农村的一号文件，不仅说明这一时期农村经济

在发展战略中的轻重缓急地位，也反映了农业问题的严重性

及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认识。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新召开的

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三年彻底免去农业税，兑现

了今年初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的承诺。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

的问题。这似乎是老生常谈。农民问题谈了多年，但今天再

谈农民问题，应该提到战略的高度：它关系到中国今后的发

展及前途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中国

经济可持续发展、减少贫富不均、缩小城乡差别、改革农村

体制的关键所在。 农业停滞不前，农民收入不见增长，是中

国近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粮食生产由于农民种粮不赚钱，

几年来呈下降趋势。不赚钱的原因在于粮价上不去，而种粮

成本不断增加（种子、化肥、农药、农机费等）。农民种粮

一年下来，刨去成本，不计劳动力，也只能持平。若遇灾年

，种粮越多，越赔本。 种粮不赚钱，除了直接影响农民收入

外，还大大挫伤农民种田积极性，导致农民弃田不种，外出

打工。其后果，中国粮食产量一直下降，播种面积不断减少

。拿2002年来说，粮食耕种面积比1998年减少15%。同时，农

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大大落后。就农民来自农业的人均

收入来说，近几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2002年的

农民收入比1997年人均减少100元左右。 农村是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源 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是否能在当今基础上，按此速度



可持续发展下去，已成为学术和实践中一个颇为受人关注的

问题。近几年城市消费无力，市场疲软，轻工业、家用电器

产品滞销。而与此同时，农村8亿人口中拥有电视机等消费品

比例却非常之小。 农村家庭中几乎少有家具陈设、厨房用品

、卫生设施。而建材工业在农村的市场则微不足道。农村的

基础设施开发，如水、电、交通、通讯，都可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开发农村市场，是

中国在今后30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现在发

展农村经济的条件，远优于1978年中国改革伊始。如果说七

八十年代的发展农业战略是为了积累资金，发展工业的话，

那么今天工业积累了的资金，就应该可以用于发展农业经济

。而农业经济的再次起飞，将支撑着中国今后30年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如同中国的经济奇迹，今日的中国贫富不均，已

举世公认。这已成为今日的严重社会问题，也必将涉及到中

国执政党的信仰和执政基础问题。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真

正富起来，这不光是农民问题、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公

正问题，是执政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

问题。当然，解决这一问题，不是要再“打土豪，分田地”

，而是执政党如何利用国家掌握的经济资源，政策权力，对

社会进行更公正的再分配问题 。 温家宝提出的三年取消农业

税，就是以税收杠杆，把国家所摄取的收入再分配给农民。

这是一个晚到的，但不无作用的政策。在费税改革上，中国

应该采取“先养鸡，后下蛋”的做法。坚决把这300多亿农业

税从农民身上减去，即使这会导致有些地方财政不足，影响

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国家还应防

止“收费”回潮。本来农民的公益事业，不能完全由农村的



“一事一议”来让农民承担，而应该用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农

村基础设施投资来解决。如在城市修路，不是由城市居民出

钱，同样，农村的路为什么要农民们来付之？ 需依靠农村自

治机制 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光依靠取消农

业税是不够的，还应进行农村结构性调整，取消现有乡镇体

制，加强村民自治和村委会作用。乡镇的作用，日渐减小，

如征粮、募兵、计划生育等。更多的乡镇已成农村改革的包

袱和阻力。 大部分乡镇人浮于事，负债累累（实际已破产）

。有些乡镇转嫁危机困难于村民，如任意挪用其掌管的农业

税附加费，而这笔钱本应用于农村建设。 要使农民收入真正

提高，在国家提高对农业投资中获得收益，就必须尽量减少

中间环节，尤其是乡镇一级的环节，直接落实到村里。现在

农村自治机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并在逐步完

善。 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村务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机

制，都是可以使国家的农业投资，优农政策具体落实到农民

身上的有效保障机制。现在的“六小”工程，农村基础建设

有多少一部分落实到农民收入上，使农民真正获益？有很大

部分是被消耗、浪费掉。要么前期工作跟不上，要么资金和

工程管理不健全，要么建后不配套。如果能将这些工程项目

直接落实到村里，由村委会负责，村民代表大会监督，明晰

项目产权，管理责任，把工程建设与农民增收结合起来，将

会使更多的农民获得实惠。 缩小城乡差别 城市化是缩小城乡

差别的一个标准，但绝不是唯一的标准。发展农村经济，中

国应走出一条新路，而不是一味的征地，建造城市。关键是

应把重点放在减少城乡差别上。减少城乡差别，定位应放在

将现有的村落改造成花园村庄，逐步将农民改变成居民。通



路、通电、通水，改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 以县划范围，

视各县经济发展水平而定，在县内建造城市，数目取决于本

县人口和地理范围。城市的功能是为本县居民和农民提供工

作、商业、消费及休闲。而居住在花园村庄的居民不必拥挤

到城市里居住，却可在城里上班、消费，同时又可享受到田

园式生活，不必遭遇到大城市里的污染、噪音、拥挤和交通

堵塞。 这种因地制宜的发展，可以解决真正意义上的城乡差

别，又可防止农村人口流入到城市去，避免中国城市发展墨

西哥城化。如果按中国政府的计划，每年以百分之一的速度

城市化，到2020年，将中国城镇化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到15％

至16％，那将意味着3亿至5亿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也就是说

，中国要再造40多个上海，才能容纳这么多人口。这显然是

个严重问题。 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别，而不是一味城

镇化，应是中国之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