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公共物品，是农村地区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

共同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和服务。

根据目前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目标和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

农村公共物品也可定义为：是以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以保证农村人民的健康和安全为前提，为农村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而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国外很多学者对公共物品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研究时间

也比国内早。国内学者对公共物品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90年

代初，主要集中于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的改革研究，按时

间顺序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税费改革前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研究

叶兴庆在《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中从历史角

度系统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演变及其存在的弊

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从改革我国农业相关税制角度来重

建统一规范化的农村公共资源筹集制度。该分析推动了人们

对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的全面认识和反思。

黎炳盛在《村民自治下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的

文章中，深入分析了村民自治条件下农村社区权利体系的新

冲突对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强烈影响。作者指出，农村公

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非村民自治一体制所能完成的，它必须以

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为前提，且必须妥善解决

因村民自治所带来的权利冲突问题。

以上文章对农村公共物品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学角度展

开的，对税费改革后新出现的诸多问题较少有论述。事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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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问题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介绍了国内学者关于

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认为对农村公共物品进行多元化治理的模式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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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价的资产和负债，必须有相应的健全的资本市场，保证信

息的公开和透明，及时进行金融资产的计量。为此，可参照基

金的估值办法，对于有市价的，通过相关系统与市场交易机构

进行连接，实行自动计量；对于无市价的，由系统设计相关模

型，输入现金流，计算其公允价值。

六、小结

目前，我国主要的金融工具还只是应收款项、股票、债券

等基本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只有少量可转换债券、中国银

行的 6个月远期结售汇、各银行在国际市场上从事的一些货

币互换和利率互换、一些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在国际市场上

从事的一些带有套期保值目的的衍生交易。随着我国改革开

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内监管机构将放宽中资金融机构、国内企

业进行衍生交易的条件，使其与外资享有同等的待遇，这将有

利于我国金融工具业务的发展。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

渡期的结束和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的加

快，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外资雄厚实力的冲击下，面临的金

融风险将加大。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制定一套符合我国国

情的、完整的、统一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来规范各种金融工具

业务，以满足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需要。

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对我们现行的会计核算和财务报

告体系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它打破了原有的会计核算体系，

将企业的经营活动和金融活动区分开来，将资产分为经营资

产和金融资产，将负债分为经营负债和金融负债，这样就可以

在财务报表中分别反映经营活动损益和金融活动损益，有利

于报表使用者自由地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现行会计准则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外资对华投资

和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日渐增多、我国经济和国际接轨的必然

结果，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会计史上历

史性的变革，必将极大地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使其能更

真实准确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同时也会对我国证券市场

产生深刻的影响。

总之，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较好地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突

破了以往分行业企业会计制度的限制, 对金融企业和一般企

业的金融工具业务采用统一的会计准则规范，使得上市公司

在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上更加灵活、更能够根据持有的金

融工具的不同性质来选择确认和计量方法, 从而能够提供更

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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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的诸多问题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存在

着强烈的相互影响。可以说不关注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物品

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很难寻求到解决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方法或实际对策。

二、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理论的发展

税费改革后，部分学者开始认识到减轻农民负担与农村

公共物品供给的密切联系。王安、覃芸、雷原和陈达等学者对

农民负担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

们明确提出只有改革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才能从根本上

减轻农民负担，从而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

高峰《农村公共物品的短缺及其解决———兼论税费改革

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的文章，提出了要在广大农村建立具

有各种职能的、多样化的中介机构，使之成为农民与市场之间

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农村准公共物品供给的微观基础。

宋光钧《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一文，分析了农

村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几点影响。河南省社会科

学院农经所张要杰的《构筑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新体制》文章，比较系统全面地分析了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物

品供给的重大影响。作者认为，应在我国农村尽快构筑公共财

政框架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新体制，包括公共物品供给主

体选择机制、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公共物品供给融资机制

和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

上述学者的研究客观上加深了人们对农村税费改革的全

面认识，但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宏观层面上的概括分析，在具体

的研究过程中很少有实证的具体调查分析，对如何解决税费

改革后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研究得也不深入。在研

究的方法和框架上，也没有突破以往公共物品供给的“政府和

市场”框架的束缚，他们所提出的主张都是在“政府和市场”这

一框架下的理论构想，对迅速发展中的我国社会公益组织（第

三部门如非营利组织）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鲜有提

及，这是研究中的明显缺陷。

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多元化的治理模式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后，学者们对农村公

共物品供给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郭风旗在《和谐社会：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治理的多元模式》一文中，将农村公共物品

按照自身特征划分成以下几类：譹訛农村纯公共物品；譺訛农村收

费公共物品；譻訛农村全国范围的公用物品；譼訛农村小范围的公

用物品；譽訛农村区域范围的公用物品。理论的理清为农村公共

物品研究提供了具体思路。郭文进一步指出，我国农村公共物

品的治理不应该是采取哪种单一或唯一的模式，而是基于不

同类型公共物品之上的多元化的治理模式。公共物品的治理

主要涉及治理什么样的公共物品，由谁治理和怎么样治理这

样三个问题。这篇文章是同类文章中对农村公共物品类型划

分最细的，可以看出这种划分正是为多元化提供农村公共物

品做了准备。此文较以往的文献不同之处在于它突破了“市

场———政府”的二元界限，明确将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路径定

位在“市场———政府———第三部门”框架中。

王小宁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创

新》中认为，在统筹城乡的基础上采取多元化方式提供公共

物品，即实行一体化和多元化战略，是制度创新的合理路径选

择。“一体化”是指实行城乡一致的供给体系；“多元化”是指农

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以及筹资渠道可以多元化。

一体化主要是解决二元供给机制的问题，为城乡公共物品的

供给提供公平的政策环境和制度平台，使农村得到与城市同

样的待遇。一体化隐含于多元化之中。而多元化战略是基于对

农村公共物品性质的分析，包括：供给主体多元化、筹资渠道

多元化、供给方式多元化。这与郭风旗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农

村公共物品供给多元化思路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同的是，

王小宁一文的多元化路径选择是在对制度变迁理论和成本效

益理论做出深刻分析后引申出来的。

另外，在苏州大学宋巨盛的硕士毕业论文《税费改革后我

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研究》中，他以“政府———市场———第

三部门”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互动与协调为基本研究框

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作者选取了安徽省境内一个极其普通

的行政村———龚井村作为研究个案。在多次实地走访调查和

非参与观察的调查基础上，他通过对这个个案的实证考察，并

结合理论分析，从乡、村两个层面上，对税费改革后我国农村

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及其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为税费改革

后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问题研究，补充了一项比较完整

的实证分析资料，从而完善了“政府———市场———第三部门”

多元供给框架的内容。

综合以上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农村

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该走多元化供给的道路。不能简单地完

全依赖政府来组织供给，也不能把公共物品的供给完全推向

市场，因为单纯的政府或市场供给本身存在很大缺陷，在实际

供给过程中它们往往会发生“政府失效”或“市场失灵”问题。

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究竟是依赖谁来供给的问题，而在于如何

在具体供给过程中充分发挥两者的作用，同时避免两者自身

的不足。美国莱斯特·M.萨拉蒙对全球公民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他的研究表明，第三部门正在全世界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

用。近些年来，我国第三部门发展迅速，并正在成为继政府和

市场之外的另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我国希望工程和春蕾计

划的成功实施，使人们看到了社会力量在推动农村公共物品

供给上的巨大作用。因此，研究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尤其是税

费改革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应该注意拓宽思路，在最

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同时，还应该高度重视如何

充分发挥全社会第三部门的作用，始终注意在“政府———市

场———第三部门”之间寻求建立一种良性的互补互动关系，从

而最终建立起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的稳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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