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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和发展农村的好形势——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2004年学术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国农业经济学会
会长段应碧    2004年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改变了以往宣读论文的形式，专就“落实科学发展
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会议期间，钟甫宁、戴思锐、韩俊、陈彤四位专家分别就统筹城乡发展的历史背景、指标体系、政策
措施以及发展县城经济中的城乡统筹等四个专题作了十分精彩的主题报告，大家各抒己见，发言踊跃
，气氛热烈。
通过研讨，加深了对统筹城乡发展意义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
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
尤其是对苏南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专题研讨和对华西村的实地考察，极大地增强了研讨的实践性，推
动了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的紧密结合。
此次年会上还进行了首届中日农业经济学会学术交流研讨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年会的研讨内容，活跃
了学术氛围。
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而且十分成功的学术年会。
    当前农村形势很好，主要标志是农业在宏观调控中得到加强，年初确定的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两大
目标都能胜利实现。
根据粮食库存下降较多、价格上升较快的实际情况，中央在年初就把粮食增产作为2004年农业发展的
一项重要任务，目标是增产250亿千克。
目前粮食增产已成定局，虽然最终的产量数字还没有统计上来，但肯定会超过这个目标。
农民收入方面也扭转了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的情况，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
增长10．9％，全年肯定超过年初预计的5％的目标。
观察农村形势，农民情绪很重要。
2004年由于党的政策好，生产发展快，农民收入增加多，农民情绪特别好，大家心气顺，感到有希望
，有奔头，我认为这是当前农村形势好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和发展农村的好形势。
应当看到，2004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除了党的政策好，特别是“一减三补”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
民的积极性以外，还有农产品涨价和老天爷帮忙这两个不具确定性的因素。
同时还应看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的问题还未解决，许多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因素并未消除，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
保持和发展农村的好形势，特别是实现农业生产能力的较大提高和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任务仍十分
艰巨。
    农业和农村发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巩固和发展农村好形势必须全面抓，综合抓。
从当前农村的情况看，稳定政策和加大力度是关键。
抓好这两个方面，农村的发展就有希望。
    稳定政策，当前最重要的是稳定“一减三补”政策。
2004年中央出台的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对农民的良种、农机补贴，对调动农民生产积
极性起了很大作用。
其中减税和直补更具开创性，预示着实行了千百年的“皇粮田税”即将终结，预示着国家将在农业生
产补贴、农产品价格补贴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对农民的收入补贴。
目前对“直补”有些议论，基层干部反映“太麻烦”，理论界的说法是“成本高”，这些反映有一定
道理，但不全面。
过去向农民收钱，一家一户三番五次跑，挨骂都不怕，现在干部给农民送钱去，怎么就嫌麻烦了呢?!
“一减三补”不能变，已经出台和实行了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收，不但不能变不能
收，还应当逐年有所增加，这也是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强调的。
    加大力度，首先是加大领导力度。
2004年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都比较大，一些同志可能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抓农业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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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费劲就上去了”。
目前农产品市场总体供求平衡，秋粮上市后个别地方可能还会出现“卖粮难”。
有的同志也许会认为粮食安全没问题了，没有必要再把农业特别是粮食当作工作重点了，思想上可能
掉以轻心，工作上可能松气懈劲，这种苗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必须看到，2004年的粮食增产是前几年连续较大幅度减产基础上的恢复性增产，不仅比前些年粮食总
产比较高的时期有较大差距，而且当年粮食产销也还存在一定缺口。
农民增收主要是靠了农产品价格好和政策扶持力度大，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形成，下一步增加农民
收入的难度依然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领导精力发生转移，农村工作摆不上应有的位置，全党重视、全社会关注农业的
氛围就会发生变化，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就会减弱，当前农业和农村好的发展形势就可能发
生逆转。
所以，最近中央反复强调要继续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始终抓紧抓好，决
不放松。
    其次要加大投入力度。
农业发展靠政策、靠科技，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投入。
农村发展滞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入不足。
现在通过各种渠道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资金很多，回流农村的很少，这对农村的发展极为不利。
应该看到，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
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性趋向。
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整体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重要台阶，初步具备了以工补
农的物质基础。
近几年中央出台的有关支农政策也表明，国家正在按照统筹城乡的要求，下决心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切实向农业和农村倾斜。
但存在的投入不足问题还远未解决，依然是制约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
如何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要求，加大投入力度，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比如，在开辟资金来源方面，如何有一点大动作、大手笔，建立起稳定的支农资金渠道；在资金投向
方面，如何从农村实际出发选择优先领域，集中投入支持；在投入管理方面，如何整合农业和农村投
资，加强监管，提高使用效率；在农村金融方面，如何深化改革，建立真正符合农业和农村特点的农
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等等。
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进行深人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第三是加大农村改革力度。
2004年农村改革迈出了重要步伐，粮食流通在全国范围放开了购销市场和价格，信用社改革试点扩大
到29个省、市、自治区，农村税费改革步伐加快，改革的成效日益显现。
但农村改革远远没有大功告成，许多制约农村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因素并未完全消除，改革的任务
还非常艰巨。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方案还未出台，粮食市场的调控和稳定机制还有待完善，农村金融改革滞后的
矛盾仍然突出，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攻坚还没有真正破题，农村改革亟待深化。
还有如何形成农村发展“自发力”的长效机制，这方面任务更艰巨，更复杂。
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调查，认真研究。
    总之，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处在一个重要关口，如何巩固和发展农村的好形势，是一个重大课
题，有许多工作要做。
希望我们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的专家学者们能围绕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不断发现新情况，研究新
问题，拿出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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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现阶段将是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协调发展关键阶段。
本书就此形势下汇集了多位著作者关于城乡统筹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使读者
能加深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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