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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应进一步改革

. 文 /陆学艺

目前 , 我国城乡之间有很多

差距 , 而城乡体制方面的差距是

根本的 , 是最大的差距 , 或者说

许多方面的差距是由这种体制性

的差距派生的 "所以, 要解决 /三

农 0 问题 ,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 , 就必须在农村进行进一

步改革 "

第一 ,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 "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 , 是适应计

划经济的需要建立的 , 已经实行

了50 年 , 是世界大国中独一无二

的 "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体制 ,

是束缚农民发展的紧箍咒 , 一定

要改革 "

现在全国已经有 13 个省市对

农业 ! 非农业户口的体制进行了

改革 , 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

制度 ,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户

口体制是全国性的问题 , 涉及到

人口的流动 !就业 !享受公共服

务等一系列政策 , 光靠一省一市

不行 , 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解

决 "现在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设

想把已经附着在户口上的就业 !

住房 !教育 ! 医疗 !社保等多种

问题一个个解决好 , 再进行户口

改革; 一种是先进行户口改革 ,

再逐步解决各种问题 "我认为 ,

应先改户籍 , 再一个个解决其他

问题 "前一种思路 , 实际是推迟

改革的托辞 , 因为要剥离上述附

着在户口上的东西 , 不知要等到

何年何月 , 实际上这些东西还在

增加 , 而且越增多 , 户口制改革

会越来越难 "

第二 ,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 "

现行的土地制度 , 农民不能获得

财产性的收人 , 没有参加市场经

济竞争的立足之地 " 自然法人连

个抵押物都没有 , 土地随时有被

征的危险 , 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

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 , 是计划

经济体制的遗产 "不仅农民无权

无力保护自己的 /命根子 0 , 国

家要保护 18 亿亩基本农田的红线 ,

如不改革 , 不久就会被突破 "据

有关部门统计 , 现在失地的农民

已经超过 600 0 万 , 农业税免除以

后 , 农村社会还不安定的主要原

因是占地 !抢地和保护耕地的矛

盾 , 许多刑事犯罪 !群体事件都

与土地争夺有关 "土地制度的改

革已经刻不容缓 "如何改革的议

论很多 , 我认为 , 应在现有的条

件下实行 /土地国有制 , 永包到

农户 0 , 把承包权 !使用权做实 "

确定一个时点 , 从此 , 生不增 !

死不减 , 不再变动 "越南农村改

革的基本做法是学我们的 , 现在

则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最近

他们已实行土地国有 , 农民承包

99年不变 , 可以借鉴 "
当然 , 这样一件根本性的大

事需要从长计议 , 可以选几个县

区 , 作多种方案试点 , 比较优劣 ,

然后推广 "

第三 , 改革现行的农民工体

制 "这套体制本来是不得已而为

之的权宜之计 , 没有想到 , 沿用

下来已二十多年了 "现在农民工

已成为我们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 ,

占整个二 ! 三产业职工总量的

60 % 以上 , 建筑工人的 90 % 以上 ,

煤矿工人的 80 % 以上 "这种体制

对输人地城市 !对企业 !对老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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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板大为有利 , 但对输出地 !

对农村 !对农民工 ! 对农民非常

不利 现在矛盾很突出 "例如 ,

多个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调查的结

果表明, 近些年刑事犯罪作案而

被批捕的 , 70 % 以上是外来人口,

其中7 0% 以上是农民工 , 而且被

侵害的对象 70% 也是农民工 "

农民工体制改革有两种方案 ,

一种是就事论事的治标办法 , 一
种是从根本上治理 , 逐步使农民

工成为真正的工人和市民 "

户口制度 !土地制度改革了 ,

农民工体制就很自然地改了 如

果前两项近期改不了 , 也可以先

改农民工体制 输人地的城市 !

企业 !单位可以根据本地 !本企

业的实际需要制定合理的标准 ,

把现在 !32 亿农民工中的一小部

分 !一部分 , 以致近半数 !半数/一
料 !化肥 !农药 !石油 ! 电 !水

的价格却涨了很多了. 现在很多

农区种粮食已无多少利可图 , 所

以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近几年 ,

市场粮价 , 曾经有过儿次上涨

但因为 1996 年以后 , 国家有大量

的粮食库存 , 政府为了保证市民

生活 , 只要市场粮价一涨 , 就大

量抛售粮食 , 把粮价压住 , 其实

这是不明智的

一条基本经验是要按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办农业 农村

改革初期 , 国家为了促进粮食生

产 , 一方面推进家庭联产承包制 ,

进行体制改革 , 一方面大幅提高

粮食和 17 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

价格 "1979 年 3月 I 日春耕前宣

布 , 粮食收购价从夏粮上市起提

高 20% , 棉花平均提高 巧% . 油

料平均提高 25 % , 生猪平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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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 18 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

均提高 24 .8% , 这样才迎来了粮

食多年大丰收 , 19 84 年一举超过

80 00 亿斤 "后来把这次农业大发

展 , 完全归功于包产到户 , 这是

不全面的 "

19 93 年秋 , 市场粮食大涨 ,

国家为 了促进粮食增产 , 决定

199 4 年 ! 19 95 年两次大幅提高粮

食收购价格 , 每次提幅都在 30%

以上 "实际超过市场粮价 , 极大

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 19 95 !

1996 两年增产 1188 亿斤 , 立竿见

影 , 迎来了 19 96 年的特大丰收 ,

粮食总产超过 1万亿斤 "

要克服这次粮食和主要农产

品低速徘徊的困境 , 除了继续推

行已经出台的诸项惠农支农政策

以外 , 近期应该出台大幅提高粮

食和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 , 并逐

步建立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价格的

形成机制 "

第五 , 进行财政体制改革 ,

真正向农村倾斜 "农村第二步改

革是需要成本的 "中央已经提出

/工业反哺农业 , 城市支持农村 0

的方针 , 财政部门首先要有贯彻

执行这个方针的重大举措 "免除

农业税之后 , 中 !西部地区相当

多的县 ! 乡两级财政很困难 , 有

的县 !乡至今连干部工资还不能

按时 !足额发放 , 日常工作运转

的经费很拮据 , 还有不少乡镇在

负债运行 "这对农业 ! 农村的改

革发展不利 , 必然的结果 , 又会

使农民负担再反弹 , 对农村社会

稳定不利 "要 /积极推进省以下

财政体制改革 0 , 加快改变农村

基层的这种状况 "这几年国家财

政好了, 已经有条件来进行这项

改革 , 要及时作出决断 , 进行调

整和改革 , 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头

重脚轻的财政格局 "

第六 , 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

革的步伐 "农村要搞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 , 但多数银行现在已经撤

走了, 很多乡镇没有银行 , 农村

信用合作社又半死不活 , 还受计

划经济框框的约束 "我国现在银

行有很多钱贷不出去 , 但农村资

金非常紧缺 , 农民买化肥 !看病 !

孩子上学要贷点款都不行 , 只好

借高利贷 "

农民要搞现代化农业生产 ,

要创办乡镇企业 , 要上市场 , 没

有银行信贷支持不行 "中西部农

村不发达 , 创业艰难 , 没有创业

资金 "我最近调查了两个县 , 一

个是四川省大邑, 私营企业主只

占就业劳动力的 0. 56 % (全国是

1.6% ); 另一个是福建省的晋江 ,

私营企业主占 3.2% , 差别很大 "

所以一些欠发达的县市不仅要培

训农民工 , 更重要的是要培养老

板 "现在有不少农民工回乡创业 ,

要有办企业的资金 , 就要靠银行

信贷 "这实际也是支持解决 /三农 0

问题 "国家不能再用老一套的金

融体制办法对付农村了 , 国家银

行不办 , 让县以下村镇办 , 这是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的一环 "

第七 , 改革现行的农村公共

服务和基层设施建设的体制 "这

几年国家下了很大的力量支持农

村普及义务教育 , 并重建新农村

合作医疗体制 , 已初见成效 , 农

民得到了实惠 , 国家得到了民心 "

今年一月 , 我到成都农村调查 ,

看到近几年农村建设了由市里统

一设计的标准化的中小学校舍 !

标准化的卫生院和卫生站 , 建得

都很好 , 受到农民百姓的欢迎 "

在这方面 , 可见只要党和政府领

导重视 , 惠民政策放到议事日程 ,

许多难题是可以解决的 "

第八 , 加强县级体制的改革

和建设 , 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的前线指挥部 "200 6 年全

国有 2860 个县级行政单位 , 县域

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94 % , 人口

占全国70 .4 % "但是 , 县域的生产

总值只占全国的 56 .1% , 而且县与

县之间差距很大 , 以人均 G DP 和

人均财政收人比,最富与最穷之间 ,

相差在20 倍以上 , 发展很不平衡 "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

来 , 多数地区推行以培育某几个

行政村为典型的发展方式 , 对整

体推进影响不大 "如何统筹城乡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 全面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需要有一个

前线指挥部 "乡镇党委 !政府 ,

限于本身的条件 , 统筹协调力量

不够; 省或市 (地级 ) 又离基层

太远 ,鞭长莫及 ,县应是最合适的 "

据我们调查 , 凡是一个县的经济

社会发展比较好的, 这个县的整

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比较好 "

自古以来 , 中国就有 /郡县治 !

天下安 0 的传统经验 "县是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稳定 !最基本

的实体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

运用这个历史经验 , 把县级体制

改革好 ! 建设好 , 县级领导班子

选调好 !配置好 , 使之成为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线指挥部 "

这对推动农业 !农村发展是很有

用的 " .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荣誉学

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