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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基于对 1 9 9 8
？

2 0 1 1 年 5 个省 1 0 1 个村农村公共投资调查数据的系统分析 ’ 本文详细描述

了样本地 区在不同 时期农村公共投资总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 ， 进而探讨了政府农村公共投资策略 。

研究发现 ’ 这 1 4 年间农村公共投资总量逐年增多 ， 尤其在新农村建设开始后投资规模增加很決 ， 项

目 范围也涵盖 了农村生产生活的诸多领域 ； 但是 ， 与发达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相比 ， 中 国农村公共投

资还显不足。 研究还表明 ’ 农村教育 、 医疗 、 生态环境等领域投资不足 ， 需要引起关注 ； 灌溉方面

投资效果不佳 ， 需要下大力气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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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 ， 但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

增长与发展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2 0 0 8 ） 的报告指出 ， 中国是二战后保

持经济高速增长的 1 3 个经济体之一。 中 国居民收入快速增加 ’ 人均纯收入从 1 9 7 9 年的 1 8 2 美元增
，

加到 2 0 1 2 年的 6 1 0 0 美元 。 3 0 年来 ， 中 国贫困人 口减少了  2 亿多 ， 过去 2 5 年全球脱贫事业成就的

6 7％来 自中 国 。 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除贫困方面成效显著 ， 但是 ， 截至 2 0 1 1

年 ， 仍有 1 ． 2 亿人 口生活在 2 3 0 0 元／人 ． 年的贫困线下 ， 这些贫困人 口绝大多数居住在农村
？

。 中国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自 1 9 9 8 年后开始逐步扩大 （王少平、 欧阳志刚 ， 2 0 0 8 ） ， 2 0 0 2 年以后 ， 城乡人均

纯收入之比
一

直维持在 3 ： 1 的高位 。 有学者呼吁 ’ 为 了统筹城乡发展 ’ 实现在 2 0 2 0 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 目标 ’ 有必要进
一

步加快农村发展 （林毅夫 ’ 2 0 0 6 ） 。

要促进农村发展 ，

一

个重要的基础就是通过加大农村公共投资的力度 ， 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供

给水平 。 世界银行 （ 2 0 0 4
） 指出 ， 政府积极行动为贫困地区农村居 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 可以让更

多的穷人受益 ， 从而促进农村发展 。 Ｃａｌｄｅｒｏｎａｎｄ Ｓｅｒｖｅｎ（ 2 0 0 4 ） 的研究证明 ， 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公

共投资可以显著缩小其与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 。 已完成经济转型的国家的经验表明 ， 国家投资策略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行到
一

定阶段后应该有
一

个重大转折 ， 需要将农村公共投资放在优先考虑的位

置 （ Ｔｉｍｍｅｒ ，1 9 9 8 ） 。

？

本文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民的影响研究
”

（项 目 编号 ： 7 1 4 7 3 2 3 9 ） 、 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农村公共物品管理研究
”

（项 目编号 ： 7 1 0 3 3 0 0 3 ） 的阶段性成果 。

来源 ： 林毅夫 （ 2 0 1 3 ） ； 陈宗胜等 （ 2 0 1 3 ）
；

《 3 0 年间中 国绝对贫困人口减至 1 5 0 0 万以下》 ， 新华网 （ 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

ｘ 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
ｃｏｍ）

， 2 0 0 8 年 1 0 月 1 7 日 ； 国家统计局 （编 ） ： 《中 国统计摘要 2 0 1 2 》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 0 1 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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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认识到农村公共服务对于农村发展的重要性之后 ， 中国出台了
一

系列政策以加大农村公

共投资的力度 。 1 9 9 9 年 ， 中国开始实施加强农村道路 、 电力 、 通讯和生活用水等方面公共投资的农

村
“

村村通工程
”

（ 田聪明 ， 1 9 9 9 ） 。 2 0 0 2 年 ， 中国开始实施农村税费改革 ， 进
一

步加大对农村
“

六

小
”
工程的投入力度 ， 该项 目涵盖了乡村道路 、 节水灌溉、 农村水电等多个方面

？
。 2 0 0 6 年 ， 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始后 ， 农村公共投资的力度明显增加 ， 中国先后开展了农村道路建设
”五年千亿元

”

项 目 、 农村饮水安全应急工程、 小型农 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等项 目 ’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
一

个新阶段
②

。

关于中国农村公共投资所面临的 问题及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 国 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 ， 并取

得了很多重要成果 。然而 ， 由于数据可获得性方面的 困难 ， 这些研究还存在
一

些局限 。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 2 0 0 4 ）

利用省级数据 ， 估计了七类农村公共投资项 目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影响 。 沈坤荣 、 张璟

（ 2 0 0 7 ） 使用宏观数据比较了中国和部分发达国家在农村公共投资结构上的差异 。 上述基于宏观数

据的研究对分析农村公共投资的效果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 但由于宏观投资数据没有包括村集体对农

村公共投资的贡献 ， 因此 ， 人们难以通过这些研究全面把握农村公共投资的总体情况 。 虽然也有部

分学者使用微观调查数据开展了
一

些研究 （例如赵宇 、 姜海臣 ， 2 0 0 7
； 李琴等 ，

2 0 0 9 ） ， 但其样本仅

限于个别地区 ， 很难 由此得出有全国代表性的结论 。 仅有少数研究利用有全国普遍性的微观抽样调

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的状况和特征 （例如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2 0 0 6 ； 林万龙 ， 2 0 0 7 ； 罗仁福等 ，

2 0 0 8 ） ， 但这些研究都是 2 0 0 8 年以前开展的 ’ 并不能反映近几年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的变化趋势 。

本文利用长期跟踪调查数据 ， 结合国家农村公共投资的重要政策节点 ， 在描述 1 9 9 8
？

2 0 1 1 年间

中国农村村级公共投资结构变迁及其趋势的基础上 ， 分析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策略和存在的 问题 ， 并

据此进
一

步探讨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 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启示 。

本文内容安排如下 ： 首先介绍本文数据来源 ； 其次分析农村村级公共投资的总体结构 、 规模 、

时序特征与结构特征 ； 再次分析农村公共投资项目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 ； 最后得出研究结论

和政策启示。

二 、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2 0 0 3
？

2 0 1 2 年间四次对样本村开展实地跟踪调查所收

集的数据 。 样本村的选取釆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 抽样步骤如下 ： 首先 ’ 将中 国分为五个主要的

农业生态区 ， 在每个农业生态区 内随机选取
一

个样本省 ’ 共选取 5 个样本省 。 其中 ， 江苏省代表东

部沿海地区 ’ 四川省代表西南地区 ， 陕西省代表西北地区 ， 河北省代表中部地区 ’ 吉林省代表东北

地区 。 其次 ， 在每个样本省 ， 根据各县人均工业总产值3 5

排序 ， 将所有县平均分成 5 组 （人均工业总

产值最高的 2 0％的县为第
一组 ’ 人均工业总产值次高的 2 0％的县为第二组 ， 依此类推） ， 从每组中

随机选取
一

个县作为样本县 。 再次 ， 在选取的样本县中 ， 将各乡镇按照人均工业总产值降序排列后

平均分成两组 ， 再从每组中随机选取
一

个乡镇作为样本乡镇。 最后 ， 采用与步骤三相类似的方法从

工
资料来源 ： 谢登科 ： 《大力纖六小工程建设》 ， 《新华每 日 电讯》 2 0 0 3 年第 1 1 期 。

②
资料来源 ： 《加快实施农村公路

＂

五年千亿元建设工程
”

》 ’ 中国公路网 （ ｈｔ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ｈｉｇｈｗａｙ ．ｃｏｍ ）
， 2 0 0 6 年 2 月

2 日 ； 《农村饮水工程》 ， 7ｊＣ利部网站 （ｈｔ ｔｐ ：／／ｗｗｗ．
ｍｗｒ．ｇ

ｏｖ．ｃｎ） ， 2 0 1 3 年 7 月 2 5 日 ； 《财政部 7ｊＣ利部关于印发 《中央

财政小型农田水禾 ！

1
重点县建设管理办法 》 的通知》 ， 财政部 网站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ｍｏｆ．ｇｏｖ．ｃｎ）

， 2 0 0 9 年 1 1 月 4 日 。

Ｗ Ｒｏｚｅｌｌｅ （ 1 9 9 6 ） 的研究 ， 人均工业总产值指标比农村人均收入指标可 以更准确 、 更可信地反映当地的居民生活

水平和经济发展潜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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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乡镇中随机选取两个村作为样本村
？

。

在四次调查中 ， 中 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不仅收集了样本村的基本情况等信息 ’ 还收集了

样本村公共投资项 目 的情况 。 在 2 0 0 3 年 9 月开展的第
一

次调查中 ’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收

集了 1 9 9 8
？

2 0 0 2 年间样本村各项公共投资的情况 ， 包括投资项 目数量 、 类型 、 规模和村基础设施及

公共服务状 2 0 0 5 年 4 月 ，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进行了跟踪调查 ， 除了收集 2 0 0 3 ？ 2 0 0 4

年间样本村新增公共投资项 目 的信息外 ，还对 1 9 9 8
？ 2 0 0 2 年间样本村公共投资的情况进行了重新确

认 。 2 0 0 8 年 4 月 ，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再次进行了跟踪调查 ， 收集了 2 0 0 5
？

2 0 0 7 年间样

本村新增公共投资项 目 的信息 ， 并对 2 0 0 3
？

2 0 0 4 年间样本村公共投资项 目进行了必要的核实 。 2 0 1 2

年 4 月 ’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又进行了新
一

轮的跟踪

调查 ， 调査了 2 0 0 8
？

2 0 1 1 年间样本村新增公共投资的情况 ， 同时确认了 2 0 0 5
？

2 0 0 7 年间样本村公

共投资项 目的情况。

三 、 农村公共投资总体结构和规模

调查数据显示 ， 自 1 9 9 8年以来 ， 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的力度加大 ， 样本村年均每村公共投资项 目

数量明显高于部分发展中国家 。 在 1 9 9 8
？

2 0 1 1年间 ’ 1 0 1个样本村共实施了 2 1 2 4个公共投资项 目 ， 相

当于每个样本村每年大约有 1 ． 5个新的公共投资项 目实施。 其中 2 0％的样本村在样本期间平均每年有

2个及 以上的公共投资项 目 实施 ， 而平均每年仅有不到 1个公共投资项 目 实施的样本村的 占比仅为

1 6％ 。 根据Ｋｈｗａｊａ（ 2 0 0 9 ） 的研究 ，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有代表性的 9 9个样本村中 ， 平均每村每年仅

有不到 0 ． 8个新公共投资项 目实施。

样本村公共投资项 目涵盖了农民生产 、 生活和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 ， 公共投资项 目 的类型高达

1 8类 ， 但主要集中于道路 、 灌溉和生活用水等重要的公共服务领域 ， 和上级政府的公共投资方向
一

致 。 从本文调查数据看 ， 道路、 灌溉和生活用水三项公共投资项 目数量的 占比合计接近 5 0％ 。 具体

而言 ， 道路项 目 的数量最多 ’ 1 0 1个样本村样本期间共有 5 8 3个农村道路项 目实施 （见表 1 ） ， 在公共

投资项 目 总数中的 占比超过 1 ／ 4 ， 任何
一

个样本村在 1 4年间都至少有 1个新增道路投资项 目 。 村级层

面实施的道路项 目数量不仅体现了样本期间农村地区确实在农村道路
＇‘

村村通工程
”

方面做了大量

的工作 ， 而且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
＂

要想富 ， 先修路
” 这一以道路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地区发展的投

资思路得到了有效落实 。 灌溉项 目 、 生活用水项 目这些对农民生产和生活有重要影响的项目 依然在

公共投资中占有优先地位 ’ 8 0％左右的样本村在样本期间至少实施了 1个灌溉项 目或生活用水项 目 。

在样本期间样本村共实施了 2 2 2个灌溉项 目和 1 7 8个生活用水项 目 ， 分别占同期样本村公共投资项 目

总数的 1 0 ． 5％和 8 ． 4％ 。

在突出重点的同时 ， 农村公共投资涵盖了其他影响农民生产和生活的众多方面 。 在农村公共投

资项 目 中 ’ 对于提供教育和卫生服务的重要载体
一

￣

农村学校和诊所也有所涉及 ， 6 5％的样本村在

样本期间实施了修建学校项目 ’
一

半左右的样本村在样本期间实施了修建诊所项 目 。 在环境保护方

面 ’ 样本村共投资了 3 7 7个项目 ’ 涵盖村庄环境整治 、 生活垃圾处理、 生态林建设建设 、 退耕还林、

封山育林和小流域治理等多个方面 。 针对农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逐步提高的现实 ， 样本村在样本期

间实施了
1 7 3个修建文化活动场所的项目 ， 其占比达到 8 ． 2％ 。 在农村电力 、 广播电视和电话通讯服

务改善方面 ， 样本村在样本期间共实施了 3 7 6个相关投资项目 ， 占农村公共投资项目总数量 1 7 ． 7％ 。

①

在首轮调查时， 吉林省有 1 个样本村恰巧被分成了 2 个村 ， 从而将 2 个村的信息
一

并收集了 ， 因此 ， 全部样本村的

个数是 1 0 1 个 。

－

7 5
－





农村村级公共投资结构与变迁


表 1



1 9 9 8
？

2 0 1 1 年间样本村公共投资项 目数量分布


项 目类型项 目个数项 目 占比 （％ ）

道路 5 8 3 2 7 ． 4 5

灌溉 2 2 2 1 0 ． 4 5

梯田 1 3 0 ． 6 1

土壤改 良 1 6 0 ． 7 5

生活用水 1 7 8 8 ． 3 8

电力 1 8 8 8 ． 8 5

广播电视 1 0 8 5 ． 0 8

电话通讯 8 0 3 ． 7 7

学校 9 1 4 ． 2 8

诊所 6 4 3 ． 0 1

环境整治 8 0 3 ． 7 7

生活垃圾处理 6 7 3 ． 1 5

退耕还林 9 5 4 ． 4 7

封山育林 6 1 2 ． 8 7

生态林建设 3 0 1 ． 4 1

小流域治理 4 4 2 ． 0 7

文化活动场所 1 7 3 8 ． 1 5

其它项 目 3 1 1 ． 4 6

总计2 1 2 4 1 0 0

公共投资项 目投资金额的分布特征和公共投资项 目数量的分布特征基本
一

致 （见表 2 ） ， 即重点

突出和覆盖面广 。 公共投资资金主要集中于道路、 灌溉和生活用水等方面的项 目 。 道路项 目投资金

额的占比最大 ， 超过 3 8％的农村公共投资资金用于农村道路建设项 目 ， 但对比韩国在上世纪 7 0 年

代 （其发展阶段和本文研究时期基本相同 ） 人均道路改善情况 ’ 中国农村道路还有待进
一

步改善 。

根据朴振焕 （ 2 0 0 5 ） 的研究 ， 韩国在实行新村运动 （ 1 9 7 1
？

1 9 7 8 年 ） 的 8 年时间里 ， 每个村庄平均

改善道路 0 ． 3 3 公里 ； 根据本文的调查数据 ， 在 1 9 9 8
？

2 0 1 1 的 1 4 年里 ， 样本村平均改善道路 0 ． 3 5

公里 ， 考虑到本文样本村的平均规模是韩国村庄规模的 6 倍还要多 ， 中国农村道路还有很大的改善

空间 。 虽然合计大约有
一

半的公共投资资金用于道路 、 灌溉和生活用水方面的项 目 ， 但用于灌溉和

生活用水项目的投资金额仅占 1 2％ ， 说明从资金投入来看 ， 对于农村灌溉和生活用水项 目可能需要

加大投入的力度 。

表 2



1 9 9 8
－

2 0 1 1 年间样本村公共投资项 目金额分布


项 目类型


项 目总金额 （万元）



项目 占比 （％ ）



道路 1 8 0 6 1 ． 8 5 3 8 ． 8 3

灌溉 2 8 5 2 ． 3 8 6 ． 1 3

梯田 3 4 4
．
7 0 0 ． 7 4

土壤改 良 1 8 4 ． 3 0 0 ． 4 0

生活用水 2 8 4 3 ． 7 76 ． 1 1

电力
 3 1 8 9 ． 8 3

＾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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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



广播电视 1 0 9 6
．
6 4 2 ． 3 6

电话通讯 9 4 8 ． 6 3 2 ． 0 4

学校 1 9 9 7 ． 2 5 4 ． 2 9

诊所3 4 9 ． 7 0 0 ． 7 5

环境整治 1 5 8 8 ． 1 8 3 ． 4 1

生活垃圾处理 1 5 1 ． 2 4 0 ． 3 3

退耕还林 1 1 0 5 ． 5 3 2 ． 3 8

封山育林 1 7 4 ． 4 5 0 ． 3 8

生态林建设 6 9
．
4 1 0 ． 1 5

小流域治理 2 6 4 3 ． 7 0 5 ． 6 8

文化活动场所 3 6 4 9 ． 9 5 7 ． 8 5

其它项 目 5 2 5 7 ． 9 5 1 1 ． 3 1

总计 4 6 5 0 9 ． 4 5 1 0 0 ． 0 0

￣

注 ： 1 9 9 8
？

2 0 1 1 年 1 0 1 个样本村公共投资项 目数量有 2 1 2 4 个 ， 但其中 1 6 1 个项 目缺失了投资金额数据 ’ 因此 ，

用于统计公共投资金额的项 目数是 1 9 6 3 个 。

虽然从投资金额看 ， 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策略基本体现了重点突出和覆盖面广的特征 ， 但也存在
一

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 作为提供教育和卫生服务的重要载体 ， 农村学校和诊所所得到的投资金额的

占比合计仅为 5％ ’ 这极有可能对农村村级教育和卫生服务的供给带来负面影响 。 除 了上述道路、

灌溉 、 生活用水 、 学校、 诊所、 电力 、 广播电视、 电话通讯、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项 目外 ， 文化活动

场所项 目和其它项 目的数量仅占不到 1 0
°

／。 ， 但投入资金的 占比合计接近 2 0％ 。 进
一

步的分析表明 ，

这些项 目 的主要内容是新房修建 、 村办公室建设等 ， 虽然这类项 目在部分地区确有必要 ， 但将如此

大规模的资金 （远高于农村学校和诊所建设项 目的投资金额 ， 仅略小于灌溉和生活用水项目的投资

金额 ） 用于这类公共投资项 目 ， 值得特别注意 。

四 、 农村公共投资的时序特征

为了进
一

步分析近年来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结构的变迁及其特征 ， 有必要针对不同时间段来开展

进
一

步的分析。 样本期间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受两项政策的影响较大 ， 它们分别是 2 0 0 2 年推行的农村

税费改革和 2 0 0 6 年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为 了反映这两次重大政策调整对农村公共投资的影

响 ， 本文将 1 9 9 8
？

2 0 1 1 年的样本期间分为三个时间段 税费改革前时期 （ 1 9 9 8
？

2 0 0 1 年 ） 、 税费

改革时期 （ 2 0 0 2？ 2 0 0 5 年 ） 和新农村建设时期 （ 2 0 0 6
？

2 0 1 1 年 ） ， 以分析不同时间段农村公共投资

的结构及其变化特征 。

调查数据显示 ， 虽然中国现阶段农村公共投资的力度没有韩国等国家在相同转型阶段投资力度

大 ， 但公共投资项 目数量增加明显 （见图 1 ） 。 在税费改革前时期 （ 1 9 9 8
？

2 0 0 1 年 ） ， 农村公共投资

项 目数量相对较少 ，平均每年每村仅有 0 ． 8 6个新实施的公共投资项 目 ｄ旦是 ，在税费改革时期 （ 2 0 0 2
？

2 0 0 5 年 ） ， 平均每年每村新实施的公共投资项目达到 1
． 7 5 个 ， 比上一时期增加了 1 倍还要多 。 这说

明 ’ 国家在推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过程中配套实施的
＂

六小工程
”

等公共投资项 目确实对提高农村公共

投资项 目数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 而在新农村建设时期 （ 2 0 0 6
？ 2 0 1 1 年 ） ， 平均每年每村新实施的公

共投资项 目数量基本维持不变 ， 仅小幅增加到 1 ．
7 7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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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样本村公共投资项 目数量年际变化

相应地 ， 农村公共投资金额在各个时期也存在较大差异 ， 呈现出显著增加的特点 （见图 2 ） 。 税

费改革前时期 ， 平均每年每村公共投资金额为 1 0 ． 5 万元 。 而在税费改革时期 ， 伴随着公共投资项 目

数量的增加 ’ 公共投资金额也显著增加 ’ 平均每年每村公共投资金额达到 2 4 ． 1 6 万元 。 在税费改革

时期 ， 公共投资项 目数量和投资金额都实现了翻番 ， 表明这
一

阶段农村公共投资是以新增项 目 为主 ’

单个项 目的规模增加不大 。 这
一

情况也符合中国该阶段主要实施的
“

六小工程
”

项 目覆盖面广、 投资

小的特点 ， 其 目 的在于满足农村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要 。 在新农村建设开始后 ， 虽然公共投资

项 目数量变化不大 ， 但投资规模又翻了
一

番 ’ 平均每年每村公共投资金额增加到 5 3 ． 6 4 万元 。 这种

5见象部分源于税费改革后取消 了有偿用工和义务工 ’ 也反映了新农村建设开始后 ， 中国农村公共投

资的 目标不仅聚焦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 ， 还开始关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 。

为了进
一

步归纳不同类型农村公共投资项 目的特点 ， 更好地反映农村公共投资项 目的变动趋势 ，

本文将 1 8 个类型的公共投资项 目集中分为八大类 。 道路 、 灌溉与生活用水项 目是公共投资的重点领

域 ， 本文将它们单独列出分析 。 其它 1 4 类项 目分别归纳如下 ： 电力和通讯项 目包括电力 、 广播电视

和电话通讯项 目 ； 学校和诊所项 目包括学校项 目和诊所项目 ｆ 村庄环境改善项 目包括环境整治和生

活垃圾处理项目 ； 生态环境改善项 目包括退耕还林、 封山育林、 生态林建设和小流域治理项目 ； 其

它类项 目包括文化活动场所 、 梯田 、土壤改 良项 目与其它项目 （主要是新房修建与村办公室建设等 ） 》

从不同时期农村公共投资项 目数量来看， 不同类型公共投资项 目之间差异非常明显 （见表 3 ） 。

道路项 目在各个时期都是最主要的投资项 目 ， 在样本期间每个样本村年均道路项目数量经历了 由快

速增加过渡到稳步增长的过程 。 在税费改革前时期 ， 每个样本村年均实施 0 ． 1 6 个道路项 目 ； 在税费

改革时期 ， 每个样本村道路项目数量快速增加至年均 0 ． 4 4 个 ； 而在新农村建设时期 ， 每个样本村年

均道路项 目数量稳定在 0 ． 5 6 个的水平上。 每个样本村年均灌溉项 目与生活用水项 目 的数量也有所增

加 ， 但每
一

时期的增加幅度较小 。 灌溉项目数量从税费改革前时期的每村年均 0 ． 1 2 个小幅增加至新

农村建设时期的 0 ． 1 7 个 。 每村生活用水项 目数量在三个时期年均分别为 0 ．
1 2 个 、 0

． 1 4 个和 0
． 1 6 个 ，

增幅也较小 。

每个样本村年均农村电力和通讯项 目 、 学校和诊所项目与生态环境改善项目的数量经历了先增

加 、 再减少的过程 。 农村电力和通讯项目从税费改革前时期的每村年均 0 ．
2 6 个 ， 小幅增加到税费改

革时期的 0 ． 3 2 个 ， 再回落到新农村建设时期的每村年均 0 ．
2 5 个 。 每个样本村年均学校和诊所项 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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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税费改革前后差别不大 ， 但在新农村建设时期减少到 0 ． 0 9 个 。 作为提供教育和卫生公共服务的

村级阵地 ， 该类项 目投资的减少值得警惕 。 每个样本村年均生态环境改善项 目数量在税费改革时期

快速增加 ， 但到了新农村建设时期回落很快 ， 在税费改革前时期 、 税费改革时期和新农村建设时期 ’

每村年均该类项 目数量分别为 0 ． 1 1 个、 0 ． 3 4 个和 0 ． 0 8 个 。 这
一

发现和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2 0 1 1 ） 的研究发现

类似 ， 虽然农户很希望改变逐渐恶化的农村生态环境 ’ 但是 ’ 新农村建设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作为 。

样本村年均狻资嫫镇 （万元 ＞

？ 0
飞

5 0 
‘

4 0 －

3 0 －

2 0 －

1 0 －

ｏ
ＪＬ

ｉ 9 9 8
￣

2 0Ｑ ｌ年 2 0 ＯＳ
￣

2
（

0 ￡？年 2 0 ｔ？
￣

2 0 1 1 年 年份

图 2 样本村公共投资金额年际变化

受新农村建设政策影响较大的领域是村庄环境改善项 目与其它类项 目的数量。 根据新农村建设

中
“

村容整洁
”

的要求 ， 每个样本村年均村庄环境改善项 目数量增加很快 ， 7 0％的村庄环境改善项

目在这
一

时期完成建设 。 針样本村年均其它类项 目数量增加最快 ， 新农村建设时期比税费改革前

时期增加了 1 4 倍 。 这类项 目数量增加如此之快的原因是 ， 新农村建设大力提倡
‘‘

乡风文明
”

， 7 9％

的村文化活动场所在新农村建设时期落成 ’ 新房修建等项 目更是全部集中在这
一

时期 。

表 3



不同类型公共投资项 目数量年际变化 （平均每村每年项目数量 ）



单位 ： 个

项 目类型 1 9 9 8
？

2 0 0 1 年 2 0 0 2
？

2 0 0 5 年 2 0 0 6
？

2 0 1 1 年

道路 0 ． 1 6 0 ， 4 4 0 ． 5 6

灌溉 0 ． 1 2 0 ． 1 7 0 ． 1 7

生活用水 0 ． 0 6 0 ． 1 4 0 ． 1 6

电力和通讯 0 ． 2 6 0 ． 3 2 0 ． 2 5

学校和诊所 0 ． 1 2 0 ． 1 3 0 ． 0 9

村庄环境改善 0 ． 0 1 0 ． 1 0 0 ． 1 7

生态环境改善 0 ． 1 1 0 ． 3 4 0 ． 0 8

其它类项 目 0 ． 0 2 0 ． 1 1 0 ． 3 0

￣

样本村各个类型公共投资项 目 的投资金额在不同时期的变动趋势与投资项 目数量的变动趋势存

在
一

定差异 （见表 4 ） 。 样本村除学校和诊所项 目外 ， 其余类型项 目每村年均公共投资金额都有增加 ，

但增加的幅度存在差异 。 道路项 目投资金额增加最为明显 ， 从税费改革前时期的每村年均 2 ． 7 万元 ，

增加到税费改革时期的 1 0 ． 9 万元和新农村建设时期的 2 0 ． 7 万元 。灌溉项 目与生活用水项目每村年均

投资金额虽然有所增加 ， 但增加幅度偏小 ， 分别仅从税费改革前时期的每村年均 1 万元左右增加到

新农村建设时期的 3 万元左右 。 电力和通讯项 目 、 村庄环境改善项 目和生态环境改善项目每村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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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金额在各个时期虽然都有所增加 ’ 但增加幅度也不大 。

样本村不同类型公共投资项 目投资金额的变化显示 ， 农村公共投资策略有进
一

步优化的空间 。

学校和诊所项 目 的投资金额在税费改革前时期每村年均为 1 ． 3 4 万元 ， 在税费改革时期增加到 2 ． 1 9

万元 ， 到新农村建设时期下降到 1 ． 5 2 万元。而同期其它类项 目在新农村建设时期投资金额快速增加 ，

三个不同时期每村年均投资金额分别为 0 ． 1 1 万元、 1 ． 5 9 万元和 1 4 ． 4 3 万元 。 其它类项 目在新农村建

设时期每村年均投资金额仅次于道路项目 的投资金额 ， 分别是同期灌溉项 目和生活用水项 目每村年

均投资金额的 4 倍 ， 是学校和诊所项 目每村年均投资金额的 9 倍 。

表 4



不同类型公共投资项 目投资金额年际变化 （平均每村每年项 目金额）



单位 ： 万元

项 目类型 1 9 9 8
？

2 0 0 1 年 2 0 0 2
？

2 0 0 5 年 2 0 0 6
？

2 0 1 1 年

道路 2 ． 7 0 1 0 ． 9 3 2 0 ． 7 2

灌溉 0 ． 9 7 1 ． 2 5 3 ． 2 3

生活用水 0 ． 5 1 1 ． 4 0 3 ． 4 1

电力和通讯 2 ． 8 6 3， 2 14 ． 5 5

学校和诊所 1 ． 3 4 2 ． 1 9 1 ． 5 2

村庄环境改善 0 ． 0 4 1 ． 6 51 ． 7 4

生态环境改善 1 ． 9 7 1 ． 8 7 4 ． 0 2

其它类项目 0 ．
1 1 1 ． 5 9 1 4 ． 4 3

五 、 农村公共投资的结构瓶

农村公共投资数量和规模在不同时期变化的同时 ’ 投资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 。 道路项目

数量在税费改革前时期仅占公共投资项 目总数的 1 8％
， 到了新农村建设时期占到了项 目总数的 3 2％

（见表 5 ） ， 这种投资策略的变化很好地反映了相关研究显示的道路投资对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 （参

见 ＦａｎａｎｄＣｈａｎ－Ｋａｎｇ ， 2 0 0 5 ） ＝ 从项 目数量看 ， 虽然灌溉项 目与生活用水项 目数量的 占比在不同时

期有小幅变化 ， 但基本稳定在 1 0％左右 ’ 在公共投资中仍然 占有重要地位 。

表 5



不同类型公共投资项目数量结构 （％ ）



项 目类型 1
9 9 8
？

2 0 0 1 年 2 0 0 2
？

2 0 0 5 年 2 0 0 6
？

2 0 1 1 年

道路 1 8 2 5 3 2

灌溉 1 4 1 0 1 0

生活用水 7 8 9

电力和通讯 3 0 1 8 1 4

学校和诊所 1 4 7 5

村庄环境改善 1 6 1 0

生态环境改善 1 3 2 0 4

其它类项目 3 6 1 6

总计 1 0 01 0 0 1 0 0

￣

电力和通讯项目 以及学校和诊所项 目与道路项目投资数量占比的变化的趋势正好相反 。 税费改

革前时期 ， 电力和涠讯项 目数量占公共投资项 目 总数的 比重为 3 0％ ， 但在税费改革时期和新农村建

设时期 ， 其占比则逐步下降至 1 8％和 1 4％ 。 这种项 目数量＃比的下降可能反映了中国农村 电力服务

供给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事实 。 学校和诊所项目数量所占 重逐年下降 ， 从税费改革前时期的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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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到税费改革时期的 7％和新农村建设时期的 5％ 。 虽然这可能反映了农村小学调整合并等政策的

影响和村诊所主要 由个体经营这
一

事实 ， 但考虑到学校和诊所是中 国农村教育和卫生公共服务的重

要载体 ， 这种投资结构令人担忧 。

与之相对应 ’ 村庄环境改善项 目和其它类项 目数量在公共投资项 目总数中所占比重增长最快 。

特别值得
一

提的是 ， 其它类项 目数量的 占比从税费改革前时期的 3％ ， 快速增加到税费改革时期的

6％和新农村建设时期的 1 6％ 。

根据调查数据 ， 公共投资金额在结构上两极分化严重 （见表 6 ） 。 道路项目投资占公共投资总金

额的比重达到 3 9％ ， 其它类项目投资的占比达到 2 7％ ， 这两项投资 占据了总投资的将近 2 ／ 3 。 其它

类项目投资的占比过高 ’ 在新农村建设时期比灌溉 、 生活用水 、 学校和诊所等项 目合计的投资占比

还高 。 除道路项 目外 ， 灌溉、 生活用水 、 电力和通讯等基础设施项 目投资的占比多年来都不高 ， 甚

至出现下降的趋势 。 学校和诊所项 目投资的占比
一

直在减少 ， 在新农村建设时期是投资占比最少的

项目类型 。 根据 Ｆａｎ（ 2 0 0 8 ） 的研究 ， 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人口的有

效途径 ’ 而削减教育方面的支出是不利于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 。 另外 ， 林毅夫 （ 2 0 1 2 ） 的研究表

明 ， 要想让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 ’ 需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来配合 。 而农村学校和

诊所项目投资金额的不断减少 ， 可能会严重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形成， 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

的长期发展 。

表 6



不同类型公共投资项 目投资金额结构 （％ ）



项 目类型 1 9 9 8
？

2 0 0 1 年 2 0 0 2
？

2 0 0 5 年 2 0 0 6
？

2 0 1 1 年

道路 2 6 4 5 3 9

灌溉 9 5 6

生活用水 5 6 6

电力和通讯 2 7 1 3 8

学校和诊所 1 3 9 3

村庄环境改善 0 7 3

生态环境改善 1 9 8 8

其它类项 目1 7 2 7

总计


1 0 0



1 0 0



1 0 0



六 、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及服务的变迁

农村公共投资的 目的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和质量 ’ 不断加大的农村公共投资力度是

否有效改善了中 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 ， 有待进
一

步分析 。 根据四次跟踪调查收集到的样本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关数据 ， 本部分主要分析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 。 根据调

查设计 ，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收集了 1 9 9 8 年 、 2 0 0 3 年 、 2 0 0 7 年和 2 0 1 1 年样本村农村公共

服务供给状况的有关数据 ， 正好可以用来评估税费改革前时期 、 税费改革时期和新农村建设时期三

个不同时段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 （见表 7 ） 。

从农村道路交通服务供给情况看 ’ 农村道路投资确实显著改善了农村道路交通服务 ， 调查期间

样本村道路交通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 。 1 9 9 8 年 ， 仅有 3 5％的样本村通柏油路或水泥路；
在 2 0 0 3 年

税费改革初期 ， 这
一

比例达到 5 1％
； 在新农村建设开始后 ’ 样本村道路交通条件进

一

步改善 ’ 在 2 0 0 7

年和 2 0 1 1 年 ， 通柏油路或水泥路的样本村比例分别达到 8 0％和 9 2％ 。 2 0 1 1 年 ， 仅有 4％的样本村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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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最近的公路在 2 公里以上 ， 这是国际道路联盟认为的远离交通网络的距离 （ＫＦ ， 2 0 1 0 ） 。 上述状

况说明 ， 中国离实现村村通硬化道路的 目标已经不远 。

在 1 9 9 8
？

2 0 1 1 年间 ， 尽管中国实施了
一

些农村灌溉项 目 ， 但这些项 目主要是在灌溉设施的维护

保养方面投资 ’ 农田灌溉服务并没有得到太多改善 。 有效灌溉耕地面积所占比重在样本期间基本维

持在 5 0％左右 ， 即从 1 9 9 8 年的 4 9％小幅提高到 2 0 1 1 年的 5 4％ ， 甚至和上世纪 9 0 年代初没有太大

差异 （Ｆａｎ ｅｔ ａ ｌ ． ， 2 0 0 2 ） 。 这说明 ， 中国农村灌溉设施的投资力度 ， 特别是对小微型农田水利设施及

农田灌溉系统末端的投资需要加强 。

农村生活用水项 目投资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 经过 1 0 多年的投资 ， 样本村农户住宅通 自来水的比

例有了明显的增加 ， 从 1 9 9 8 年的 3 5％稳步提升到 2 0 0 3 年的 4 6％ ， 进而在 2 0 0 7 年和 2 0 1 1 年分别达

到 6 0％和 7 1 ％ 。 虽然农户住宅通 自来水的 比例有了明显的增加 ， 但还有 3 0％左右的农户住宅没有通

自来水 。

经过 1 0 多年在电力和通讯领域的持续投资 ， 农村电力和通讯服务有了显著的改善 。 村庄农户住

宅通电的比例已经基本达到 1 0 0％ ， 这也解释了为何近年来农村电力项 目公共投资下降 。 农村通电

话的比例显著增加 ， 农户拥有电话或手机的 比例从 1 9 9 8 年的 1 5％快速增加到 2 0 1 1 年的 9 6％ ， 农村

基本实现了电话或手机的普及 。

表 7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及服务情况 （％ ）



村庄情况 1 9 9 8 年 2 0 0 3 年 2 0 0 7 年 2 0 1 1 年

通柏油路或水泥路的村庄比例 3 5 5 1 8 0 9 2

有效灌溉耕地面积所 占比重 4 9 5 2 5 2 5 4

农户住宅通 自来水的比例3 5 4 6 6 0 7 1

农户住宅通电的比例 9 5 9 8 9 9 1 0 0

农户拥有电话或手机的比例 1 5 4 4 8 5 9 6

拥有学校或幼儿园的村庄比例 9 2 7 6 5 0 3 8

拥有诊所的村庄比例9 1 9 2 9 2 9 5

拥有生活垃圾堆放点的村庄比例 2 7 3 0 4 8

土流失严重的村庄比例


2 6



1 9



1 6



7

＂＂“

本文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 ， 农村教育和卫生公共服务供给的载体 学校和诊所的情况不容乐

观 ， 值得关注 。 拥有学校或幼儿园的村庄比例从 1 9 9 8 年 以来
一

直下降 。 1 9 9 8 年 ， 有 9 2％的样本村

有学校或幼儿园 ； 但到了 2 0 1 1 年 ， 只有 3 8％的样本村还有学校或幼儿园 。 虽然农村小学撤并后学

生可以到附近的完小或寄宿制学校就读 ， 但幼儿园的缺失则很可能导致这些村庄的儿童没有可供游

戏的场所 ’ 更别谈接受很好的学前教育了 。 拥有诊所的村庄比例多年来也
一

直保持在 9 0％左右 。 对

那些没有诊所的村庄 ’ 村民看病时经常要去相邻的村庄 ’
一

些基本的卫生防疫服务也主要由邻村诊

所或乡镇卫生院的大夫承担 ’ 严重影响了农村基本卫生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 。

经过最近 1 0 多年的投资 ， 农村村庄环境和生态环境得到了
一

定的改善 。 新农村建设开始后 ， 拥

有生活垃圾堆放点的村庄比例显著增加 。 1 9 9 8 年 ， 仅有少数发达地区的样本村庄有垃圾堆放点 ； 到

了 2 0 1 1 年 ， 这
一

比例增加到 4 8％ 。 另外 ， 经过退耕还林 、 封山育林 、 生态林建设等生态环境改善

项 目 ， 7尺土流失严重的村庄比例已经有所下降 ， 从 1 9 9 8 年的 2 6％下降到 2 0 1 1 年的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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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结论

本文使用 1 0 1 个样本村长达 1 4 年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分析 。研究

结果表明 ’ 农村公共投资项目涵盖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诸多领域 ’ 投资主要侧重在道路、 电力 、 通

讯 、 灌溉、 文化活动场所和新房建设等方面 。 现阶段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的结构不尽合理 ， 还存在
一

定的调整空间 。

调査数据显示 ’ 实施新农村建设以来’ 农村公共投资在结构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 。 道路、

文化活动场所与新房修建等项 目 占据 了总投资的将近 2 ／ 3 ’ 导致其余项 目公共投资不断减少 。 考虑

到农村学校和诊所对于促进农村人力资本形成和发展 ’ 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和消除贫困的重要

作用 ， 亟需在今后制定公共投资策略时对这些方面给予更多关注 。

从农村公共服务的变迁状况看 ， 1 9 9 8
？

2 0 1 1 年 ， 大部分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

但还有
一

些公共投资项 目需要加大力度进行调整 。 虽然在实施新农村建设以后 ， 灌溉项 目 的平均规

模有了大幅度提高 ， 但投资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带来有效灌溉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增加 。 另外 ， 本文发

现 ， 拥有幼儿园的村庄比例在显著减少 ， 农村儿童学前教育质量令人担忧。 仍然有
一

些村庄没有诊

所 ， 村民看病非常不便 ， 严重影响着农村基本卫生服务供给的质量。 村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 但是 ，

考虑到环境的长期影响 ’ 中国政府还是要花大力气 ’ 加大生态环境改善方面的投资 ， 促进生态文明

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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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重要启事

近来 ， 本刊发现个别作者有
一稿多投现象 ， 或在本刊 的审稿期限内且未与本刊编辑部说明的情

况下将投给本刊的稿件转投其他刊物 。

本刊历来反对一稿多投 、

一稿多用 。 本刊来稿初审 时间 目前为 6 个月左右。 为避免上述情况造

成不良后果 ， 请作者不要将同一稿件投向本刊的 同时投向其他刊物 ，
也请作者在本刊对来稿的初审

完成之前 ’
不要将同

一稿件投向其他刊物 ；
如果在此期间打算将稿件转投其他刊物 ’ 请务必与本刊

编辑部联系 予以撤稿。

－

8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