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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的思考

王宁涛

为
解决农村道路、水利设施、人畜饮水、环境卫生、

公共设施等村级公益事业发展严重滞后问题，

甘肃省于 2008 年开始推行村级公益事业“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初步建立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

新机制，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有效促进了村

级民主建设，密切了干群关系。但在具体实施中由于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凸显出一些新的问题。

一是覆盖面窄。受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等

因素制约，甘肃省村级公益事业历史欠账较多，而目前中

央与地方投入的财政资金总量还不能将亟需解决的问题全

部纳入项目，同时，甘肃县域经济、农村经济落后，农民人

均纯收入水平较低，自筹资金落实难度大，致使项目实施

受到制约。尽管从 2011 年起试点范围将覆盖全省所有县市

区，但项目实施的实际覆盖面还在一个相对较窄范围内。

二是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事难议 ：甘肃省属于

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

大量外流，青壮年基本都外出打工，召开全体村民会议很

困难，造成了议事难。议难决 ：由于对农村公共产品有着

不同的看法，普遍存在意见难统一、决议难通过的情况。

决难行 ：即便“一事一议”表决通过，但在执行时往往也

会出现“谁同意谁掏腰包”的现象，不同意者以种种借口

不肯出资，使议事项目难以实施。

三是资金来源渠道少。甘肃省经济落后，全省 86 个县

（市、区）中，有 43 个县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

面大，贫困人口多，县域经济欠发达，县级财政困难，“一

事一议”项目资金来源渠道相对较少，限制了进一步拓宽

项目资金来源渠道。

四是项目建设管理薄弱。长期以来，村级公益事业普

遍存在“有人建、无人管”的问题，导致有的建设工程达不

到预期使用年限就损毁，有的因缺少必要的维护费而不能

正常使用。许多已建成的村内公益性基础设施成了摆设，

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根据试点工作的实际和存在的问题，应以新农村建设

规划为基础，全面推行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扩大奖补覆盖面，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奖补制度，

促进农村公益事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一）加大财政投入，推动农村公益事业快速发展。中

央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对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经济

落后、生态脆弱、农业人口和贫困人口比例大的省份的“一

事一议”财政投入，提高奖补比例，扩大奖补覆盖面，逐步

缩小地区间农村公共服务差距，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基本均

等化。甘肃省省级财政应根据现有财力和“一事一议”的

政策要求，加大省级财政的投入，逐步降低县级财政的配

额比例，取消乡镇配额，降低农民自筹比例，使“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政策项目开工率、完工率和实际覆盖率大幅

提高。

（二）促进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资金的有效整合。充分

发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的粘合聚集作用，探索“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的多种实现形式。如将“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与小城镇建设、农村新社区建设，与农村水利道路、

生态环保、灾后重建等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文化卫生等

社会事业发展，与基层组织、基层政权建设等公益事业建

设有机结合起来，实行分类指导，促进资源整合，努力提

高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资金的整合效能。

（三）加强项目管理，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的

热情。春节期间，利用冬闲和农民工返乡的有利时机，组

织试点县完成农民议事程序和项目库建设，春节后组织各

试点县对本县区域内项目按程序予以审定，开春后组织筹

资筹劳已落实的项目开工建设。加强项目管理和监督审计

工作，公开项目进度、资金使用、审计报告以及项目验收

等环节的资料和数据，搞好建成项目维护，规范筹资筹劳

的组织实施，严禁突破上限标准，坚决禁止强迫农民筹资

筹劳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通过提高对项目实施的服务质

量，激发农民积极参与的热情，促进农村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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