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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意见（审议稿）已经出台。《意见》提

出了关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总体思路。从《意见》中可以

看出，我市统筹城乡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农村改革的根本是

解决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发展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经济的途径在于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潜力的极大释放，这

是一系列环环相扣、有机联系的问题。下文是对垫江县一个

农业产业化项目的个案分析，提出了政府在推进工业化、城

镇化、农业产业化互动过程中需把握调控力度与精度的观点

供参考。 关于垫江县沙坪镇农业产业化个案思考 政府宏观调

控的力度和精度直接影响到城乡统筹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本

文以垫江县沙坪镇的农业产业化案例为切入点，探索政府在

城乡统筹改革中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从而提高宏观调控的

精度，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加高效的引导城乡统筹

发展。 一、个案背景简介 垫江县是我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

革的试点区县之一，正在编制的《垫江县城乡总体规划》提

出，垫江县是 “试验区中的试验区”、“渝东北地区的桥头

堡”的基本定位。沙坪镇是垫江县北部的中心镇，经济实力

在垫江县排名前五位，从2000年开始，沙坪镇引进一家国家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土地流转推动下，该企业在沙坪

镇毕桥、红旗、李白等村租地3000亩，建立“渝黄一号”油

菜制种基地，开始大面积种植油菜。这一项目的实施，不但

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让农民得到了实惠，而且



县政府还通过举办油菜花节等形式，促进了该镇第三产业的

发展，2006年沙坪镇农家乐收入超过150万元。从农民人均纯

收入这一指标看，2006年重庆市为2873.83元；沙坪镇为3020

元，明显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中，农民从该企业所获得的

收入主要包括：土地租金500元/亩季；农民给企业务工收入

平均276元/亩，也就是说在每年的一个种植季（约4个月左右

，在油菜种植季以外，农民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种植其他

作物）中，农民可从该企业获得相对稳定的776元/亩的收入

，占农民纯收入的四分之一。由于该企业采取包购方式，即

农民所采的油菜籽企业悉数收购，极大的带动了农民种植的

积极性，特色种植所带来的旅游等第三产业的收入成为农民

致富的主要收入。 二、主要问题分析 1、农民和政府为什么

需要这样的企业？根据实地走访调研，该企业落户以来一方

面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土地积极合理流转探索了

一条成功的道路；另一方面，在几年的经营当中，不论企业

自身的收支状况如何，始终没有拖欠农民一分钱，在当地农

民中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和良好的口碑。更重要的是这一模式

提升了农业产业化效率，提高了农民收入，为当地政府解决

了相当一部分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可以说是基本形成了为农

民解困、为政府分忧、为自身谋利的多赢格局。 2、该企业

目前陷入的困境。由于该企业的经营是以“渝黄一号”油菜

的种植、加工和销售形成的产业链，前几年由于品质好产量

高，企业运行基本正常，但近年来由于非市场因素对销售的

影响，加之自然气候失常导致企业运行举步为艰。 3、农民

和企业希望政府做什么？在调研过程中，农民反映最多的是

要政府把企业留住，这样农民的收入就有保障。企业反映最



多的是希望政府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至少不要干扰市场的

竞争；另外希望政府和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农业保险，合理

的降低农民和企业“靠天吃饭”的风险。同时企业自身也在

考虑围绕农业生产扩大经营范围，例如扩大食用油加工规模

，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也希望得到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 

三、政府应对措施 1、全面认识城乡统筹的含义。在试点区

县的改革实践中，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对城乡统筹的理

解。研究认为，城乡统筹是指，各级党委政府根据规划，在

本行政区划内的城市（城镇）与农村之间，科学合理地配置

土地、资金、劳力等生产要素和教育、文化、医疗、社保等

各类资源，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过程。 2、

加强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配置资

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让企业成为发展经济的真正核心力量，

政府要为企业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非直接干

预经营。同时还要防止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政府通过规划

及其实施配套政策这只有形的手，主动和市场自发性最有利

化配置资源这只无形的手融合在一起，因势利导、彻底扫除

不合理、不符合发展实际的制度政策障碍，为又好又快、创

新科学发展提供法定依据。 3、积极落实各类保障制度。要

形成贯穿农民一生各个环节的保障体系。具体表现在：生病

有医疗保险，读书有就学保障，工作有就业保障，失业有失

业保险，创业有创业保障，种地有农业保险，困难有最低生

活保障，老年有养老保险，征地有社会保障，拆迁有置换保

障。 4、统筹城乡国民收入分配。首先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

度，确保每年稳定增长，主要是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

村社会保障，以及对现代农业、三大合作、龙头企业的扶持



等。其次是改进国民收入分配方式，通过实施跨村跨镇发展

和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形成“政府靠税金、集体靠租金

、农户靠股金”的新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5、加快土地流

转，实现“三化互动”。要着力突破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

城市建设相对分割的局限性，促进土地、资本、技术、劳动

力等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特别是要用工业化理念来谋划现代农业发展，用现代生产方

式来改造传统农业，把农业产业链延长。政府应鼓励农民通

过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方式，发展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的集体

经济，将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绑定，同时实现农民加快城镇

化转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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