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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起贯通城乡

市场的“连心桥”

胡雪梅

就发展经济，扩大内需而言，目前

的农村市场更显重要。但农村工业品

市场中传统产品占相当的比重，工业品

下乡的渠道不够顺畅，改变现状的关键

是架起一座贯通城乡市场的“连心桥”。

两心相隔  制约了工业品下乡

约瑟夫·熊彼特有一段精彩绝伦的

论述：谁想打破均衡格局，谁就应想方

设法铺就一条由繁华的都市通往偏僻

农庄的宽广驿道。此言今解可视为，要

想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就必须实现城乡

市场沟通，打通城乡人流、物流、信息

流，让适销商品顺畅流向农村。
现在，不少企业家最头痛的问题

是，产品长时间躺在仓库里，占用资金、

占用库房、占用人力资源。何以如此？

原因还在于两心相隔，在于企业家顾此

失彼，只考虑开发城市消费品，淡薄了

研制生产适合农村消费的产品，淡薄了

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以江西上饶地

区农村的消费结构为例，1997 年，该区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2% ，而人均生产

消费的比重却比上一年下降 1 个百分

点。这意味着农民有更多的钱投入生

活消费。然而，当年农村消费比重并没

有出现此消彼长态势，农村社会商品零

售额占全社会零售总额比重不仅没有

提高，反倒下降了 6 个百分点，其中人

均食品支出下降 4% ，人均衣着支出下

降 6%。再从消费品种看，同年，该区城

镇家庭冰箱拥有率为 68% ，而农村仅为

2.39% ；彩电，城镇拥有率为 88% ，而农

村仅为 11.7% 。这充分说明，在奔小康

的道路上，尽管农民收入有较快的增

长，但农村消费并未“水涨船高”。
各地农村消费疲软的原因固然很

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工业产品生产

者与农村消费者缺乏“心灵感应”；商业

企业组织商品下乡时缺乏与农民的“灵

心沟通”；农村流通设施与农民购物要

求缺乏一种“心心相印”。因此，要使工

业品下乡顺畅起来，就必须在工农、商

农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

建设“连心桥”的思路

找到了问题症结，并不等于找到了

城乡市场通开的“金钥匙”。对工商企

业来说，面对市场的冷淡，不能再搞就

生产抓生产、就流通抓流通的简单化，

而应善于反弹琵琶，逆向操作，从生产

的源头着眼，从流通的终结入手，做好

城乡“连心”的大文章。
首先，应转变由来已久的重城轻乡

的市场观，树立心系农村、心贴农民的

发展观。尽管目前的农村还比较贫困，

农民收入还不高，但农村比重大、农民

人口多，市场极为广阔。日本企业界有

一句至理名言：比起那些一百元钱的顾

客，一元钱的顾客才是企业兴旺发达的

根本。更何况我们国家以农为首，把

“农民增收、农民富庶”作为立国之基，

农村购买力将与日骤增。一位西方企

业家断言，哪个企业在中国的农村市场

锁定一席空间，那他就拥有了兴旺的明

天和持久的生命力。10 亿人口、2.3亿

家庭的市场，无疑是巨大的、前景诱人

的。任何一家工商企业，都必须视农为

本，面向农村。不在经营理念、经营策

略上来一番彻底的幡然醒悟，不在自己

经营宗旨中深深打上农民的烙印，不采

取措施真心为农民服务，要想有所作为

是不现实的。
其次，应摸清农村的真正需要，做

到在开发、研制产品上与农民心心相

印。现在，我们的一些工商企业高高在

上，调查市场，了解需求，不愿深入到广

袤的“希望田野”，故而，他们对农民的

需要只能从道听途说中略知一二。过

好产品销售关，实现产品的“惊险一

跳”，连通城乡市场的桥梁，最要紧的是

摸清市场脉搏。所有工商企业都应象

“海尔人”那样，一头扎到广大的农村市

场，做好深入细致的市场调查。不仅要

了解农村市场的发展趋势，而且要对农

村市场进行细分，对农民需求进行细

划，对农村青年、中年、老年，妇女、儿童

等不同对象的需求进行细致入微的分

类。要有“踏破铁鞋”的深入作风，对农

村市场有个清醒的了解。只有心中有

数，才能开发出农民喜欢的产品。
再次，生产销售应有序衔接，工业

与农业应心有灵犀。搞好工业品下乡，

应致力于产销衔接。对于这个问题，我

们可以在这样几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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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农村征求对产品的意见。包括产品

功能、价格、质量、营销等方面的意见，

让农民对产品品头论足。二是到农村

召开一些看样订货会、展销会，与农民

签订一批供货合同，使产品适销对农。
三是广泛应用产销联营、合同定购的办

法，组织工业品直达农村，减少中间环

节。四是减少产品功能，尤其要减少那

些至今在农村还用不上的“超前性”功

能，以降低成本，尽可能以价廉实用的

产品供应农村。五是实行赊销服务，特

别是对那些贫困农村，应允许农民现时

购货、“秋后算帐”。
第四，发育小城镇，培育大市场，让

工农、商农心底交融，默契配合。小城

镇是连接城乡的桥梁，发育小城镇，无

疑为工业品下乡提供了重要载体。浙

江路桥工业品市场就是以镇兴市、不断

发育的典型。如何以镇兴市？我认为，

一要搞好小城镇规划布局，注意大市场

在小城镇的布点、建设，尽可能在农村

人口多而聚集的城镇设市；二是在建设

小城镇时，规划建设好农村流通网点和

必要的配套设施，科学建立农村电网，

道路、自来水、运输工具、闭路电视系统

的建设都应纳入小城镇体系之内，合理

建设，有序安排。三是工业生产企业应

下伸销售、修理网点，直接为农户服务，

为农民解忧。四是培育新型流通组织，

让其在工业品生产中与农民心贴心。
法国的农业合作社、英国的市场公司和

日本的农协何以驰名世界？关键在于

他们的“双重”功能，即一手帮助农业出

售农副产品，一手向农民提供生产、生

活资料及其他服务。这对我国农村也

很有借鉴意义。我们的一些乡镇近年

也成立了一些民间流通组织，应一手推

销农产品，一手销售工业品。农村民间

流通组织来自农民，熟知农民需求，引

导他们扩销工业品可起到“近水楼台”

的作用，有利于城乡市场“连心桥”的架

通。四是引导部分企业按照区位条件

设立产品定销、直销点，以点带钱、以线

带面，形成辐射型的农村销售网络。
（作者单位：江西上饶地区行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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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宏观调控是政府利用适当的

财政机制并通过一定的手段，使微观经

济活动符合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运作

过程，是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而经

常利用的宏观调控工具之一。财政宏

观调控政策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自

动的财政政策，主要途径是政府通过制

定富于弹性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公司

所得税制度、失业救济金和各种社会福

利性支出制度、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

等，建立一种能够随着经济周期变化自

动调节经济的财政机制，即在经济高涨

时，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自动增

加，而失业救济和各种社会福利开支以

及政府用于农产品价格保护的支出则

自动减少，而经济衰退时上述制度则会

呈反向变化；其二是主动的财政政策，

是政府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主动采

取的调控措施，其主要途径是调整政府

支出水平、发行公债、变更税率、改变税

收起征点或减免税条件、修正转移性支

出的有关规定等等。

一、我国近 20 年的财政宏观调控

实践及其影响

近 20 年来，我国的财政宏观调控

政策的两次比较大的突破，促进了国民

经济的快速发展。
1.减税让利政策的积极作用及其

体制性后果

80年代初至 80 年代中期，我国正

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面临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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