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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财政支农政策

  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和服务

丁学东

城 乡发展不 平衡、农村社会经

济发展不 平衡是目前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长期以 业，

由于体制的原因，财政资源配置一

直存在偏向城市的倾向，农村公 共

基础设施建设严 重滞后 ，农村公 共

服务水平很低。针对这一现 实，让

公 共财政的阳光逐步照耀农村将是

今后 财政 工 作的一项 重要内容，要

在继 续落实教育、医 疗 卫生、科技

文化 新增财政 支出主要用 于农村政

策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和完善财政

支农政 策，逐 步 转 变 财政 支农方

式，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 供给

能力 ，改善生态环境，抵御自 然灾

害和农村扶 贫开发方面做 出积极的

贡献 ，努力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协调

发展。
一、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一

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发展，国民经济社会发

展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都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国家实力增强 ， 生产

力水平显著提高，大多数人民生活

富足。但也必 须清醒地认 识到 ，在

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同 时，农

村社会发展严 重滞后 ；在国民经济

社会快速持续发展和城市发展步伐

加 快的同时，农村发展相对缓慢，

不协调的情况非常严 重。其中一个

重要的原因 ，就是长期以 来财政政

策特别是财政 支出存在着偏向城市

的倾向。随着工 农业 关 系、城乡关

系发生转变，客观要求调整国民收

入分配格局和财政 支出结构，加 大

国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投入。按照

中 央政 策的 要求，一是严 格 按 照

《 中 华人民 共 和 国 农业 法 》的 规

定，确保 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

长幅度高于财政 经常性收入的增长

幅度，同时指导地方各级 财政也要

增加 对农业和农村的投 入；二是认

真安排落实好农业农村财政 支出预

算，切 实加 强预 算的执行和监督检

查，确保 财政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

资金及时足 额到位；三是积极研究

并采取贴息、税收 、补助等各种有

效政 策措施，鼓励 、引导社会各方

面特别是工 商资本投入农业农村领

域；四 是积极 配合有关方面 ，研 究

开辟新的资金渠道，增加 对农业和

土地开发保护的投入；五是进一步

落实新增教育、医疗 卫生、科技文

化 支出主要用 于农村的政 策，较 大

幅 度地 增加 对农村教 育 、 医 疗 卫

生、科技、文化 的投 入，促进农村

社会事业发展。
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

农业科技进步，建设现代农业，提

高粮食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市场竟争

能力。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和我国

加入 W T O 以 后 ，稳定提高粮食生

产能力和增强农产品 竞争能力是建

设现代农业 面临的重要课题，其中

关键是加 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加

快农业科技进步。今后一段时间，

国家财政将突出支持农业基础设 施

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储备，

支持农产品 质量安全体 系和农业市

场体系建设 ，提高农产品 质量和农

产品 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要

把 支持粮食生产和粮食主产区经济

发展放在重要位 置，各项资金投入

要向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倾斜，

扩大良种补贴规模和范围 ，降低种

粮农民的农业税 负，实行对种粮农

民的直接补贴 制度，把促进种粮农

民增加 收入和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

力有机地结合起来，确保 国家粮食

安全。同时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

农业结 构调整和农业产 业化 经营，

加 快主要农产品 向优 势区域集中，

大力发展特 色农业。
三、支持农民技能培训，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推进城市化进程。
加 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

进程，是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重要

内容，关键是加 强对农民就业技能

的培训和提高。从国 家财政 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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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认真落实国务院 办公 厅转发农

业部、财政部等6部委制定的《2003

— 2010 年全国农民工 培训规划》。
增加农业科技培训和就业技能培训

的投入，在继 续做好农民农业技术

培训工 作的同时，重点 支持农民非

农就业技能的培训。二是加 强与有

关部门 配合，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因地制宜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充分发挥市场调 节的作用，积极探

索把 支持农民就业技能培训和支持

农民自主创业结合起来，扩大农民

就业增收 渠道。三是与有关部门积

极配合，继 续做好 清理、取 消各种

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 费的工 作，

落实把进城农民的职 业培训、子女

就学、劳动保障等服务和管理 经费

纳入财政预算的政策。
四、支持生态环境建设，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近年来国 家

财政加 大了 对生态环境建设的 支持

力度，生态恶化 的趋势得到了初步

的遏制。截至 2003 年底，国 家财政

投入资金 1000 多亿元 ，实施 了天然

林保 护工 程、退耕还林工 程、京津

风沙源 治理 工 程，进行 了 森林生态

效 益补偿试点，不仅 对改善生 态环

境、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转变财政 支农

方式也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在财

政 支持生态建设 方面，最主要的问

题是如何建立稳定、有效 、可持续

的机制，实现林业生态建设良性循

环。因此 ，今后一段 时间内，国 家

财政不仅要继 续增加投入，不断完

善财政 支持生态建设政 策，积极 支

持退耕还林（草 ）、天然林保护、京

津风沙源治理、草原生态治理 、森

林生态效益补偿、水土保持治理等

重点生态项目建设；而且更主要的

是要结 合 当 前林 业 生 态 建设 的 实

际，认 真研 究在林业生态建设 中如

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真

正 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发展。
五、完善财政扶贫机制，提高扶

贫开发效益。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

国 家财政投入巨资支持农村扶贫开

发，对于解决贫困人口 温饱问题，改

善贫困人口 生产生活状 况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进入新时期以 来，国家财

政继续增加 对农村扶 贫开发的资金

投入，2003年，中央财政用于农村扶

贫开发的资金达 114 亿元，2004 年，

中央财政扶 贫资金还将在这个基础

上继续增加。但一个时期以 来，由于

各种因素的影响 ，扶 贫开发的成效

不明显，特别是有效的扶 贫开发机

制不健全，严重影响 了扶 贫开发的

效果。因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针

对我国新时期农村扶 贫开发实际，

提出 了 “完善扶 贫开发机制” 的要

求。为此，要继续增加 财政对农村扶

贫开发的投入，帮助 贫困人口 和贫

困地区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摆脱贫

困；更重要的是要逐步完善财政扶

贫机制，要从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

用和贫困人口 、贫困地区发展主体

作用 出发，改进财政扶贫资金使用

方式，加 强财政扶 贫资金使 用的安

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增强贫困地

区和贫困人口 自主发展的能力。
（作者为财政部农业 司 司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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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通讯员

为了改变对低保对象实行按季审核造成基层业务工作量大、经常

处于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山西省长治市建立了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证” 统一管理制度，为城市低保审核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有力

保证。他们的具体做法是：由各县（市、区 ）提供低保对象资料，长

治市民政局按统一规格、统一标准制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

此证属一次性证件，在保障期内，低保对象可凭证享受低保待遇，保

障期满后证件自动作废，不需收回。这样一来，不仅避免了原来 “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须重新填写 、回收难度大、易出现一

户多证的状况。更重要的是，保障期限的标注，可以提醒低保对象按

时重新申请复核，使城市低保的复核工作由原来的被动复核变为主动

复核，大大减轻了负担，堵塞了可能出现的漏洞，同时也便于财政部

门及时了解全市低保对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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