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促进农民增收的财政支农政策

1. 农村税费改革。自2000年以来我国开始进行农村税费

改革，实行“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政策。“三取消”即取消乡

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和

义务工；“两调整”即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

“一改革”即改革农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随着农村税费改革

政策的实行，农民负担显著下降。

2004年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行了“三取

消”的政策，即取消除烟叶税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取消农业税，

取消牧业税。从2004年开始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每年降低一

个百分点，5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2005年我国已有28个省份

免征农业税（只有山东、河北、云南的部分地区仍保留少量的

农业税）。据统计，免征农业税、取消除烟叶税以外的农业特产

税可减轻农民负担500亿元左右，已有约8亿农民受益。为此，

中央财政安排了大量转移支付，其中2005年中央财政的农村

税费改革转移支付662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6% 。

2006年中央政府又加大了农业税减免的力度，农业税将

在我国完全消失，农民负担将大幅度减轻。与农村税费改革前

的1999年相比，农民每年减负总额将超过1 000亿元，人均减

负120元左右。而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更大，达到780亿元。

2. 对农民实行“三补贴”政策。“三补贴”政策是指针对种

粮农民实施的直接补贴，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生产省安排的

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上述政策从2004年开始实行，当

年国家财政投入总额达130多亿 ，2005年补贴投入力度更大，

对增加农民收入、刺激粮食生产、促进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投入。1998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安

排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量超过从建国之初到1997年间投入的

总和，重点用于包括大江大河治理在内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综合开发、林业生态建

设等方面。近年来，国家利用长期建设国债安排“六小工程”，

即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和草

场围栏。

4. 加大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国家财政不断加大

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在支持

农村义务教育方面，从2005年开始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即针

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免

收杂费，同时对寄宿生补助生活费。这一政策惠及中西部地区

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3 000万名。在文化方面，中央财政在

支持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三下乡的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农村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资金和“少生快富”工程资金。在医疗方面，

进一步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2004年，中央财政出10

元，地方财政出10元，农民个人出10元，用于农民大病统筹；从

2005年开始，中央财政出20元，地方财政出10元，农民个人出

10元，用于农民大病统筹。该项政策的实施对于缓解农民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将发挥重要作用。

5. 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这一政策的目标是：

2000 ~ 2005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1 000万农村劳

动力进行引导性培训，对其中的5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5 000万农民工进行岗位培训。为

此，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安排了相应的资金投入。该项政策

的实施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二尧政策实施效果评价

财政支农政策主要通过财政支农支出发挥作用。根据涵

盖范围的不同，可以把财政支农支出分为宽、中、窄三个口径。

在此，我们利用中口径包括的各年份支农支出数据，再加上农

业税收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建立回归模型

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建立模型：

Y=C0+C1X1+C2X2+C3X3+C4X4+C5T+u

其中：X1表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X2表示农业基本建设

支出；X3表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X4表示农村救济费；T表示

农业税；Y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C0、C1、C2、

C3、C4、C5分别表示系数；u表示随机误差项。

运用Eviews计量软件，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Y=561.962 5+2.445 76X1+10.910 59X4-4.526 652T

（4.208 923）（7.035 733）（2.171 734）（-3.870 351）

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的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利用有关数据对财政支农资金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绩效进行了阐述，并根据计量结果，指出未来一段

时期内我国促进农民增收的财政支农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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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0.962 912

从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方程可决系数为0.962 912，模

型拟合情况比较理想。系数显著性检验 T 统计量分别为：

4.208 923、7.035 733、2.171 734和-3.870 351。在给定显著性

水平为0.05的情况下，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为N-2=19下的临

界值为1.73，均通过T值检验。说明财政用于支援农业生产支

出、农村救济费以及农业税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性影响，

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没有进入模型，说

明其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没有影响。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村

救济费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支援农业生产支出

每增加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2.34元；农村救济费每

增加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10.92元。农业税与农民人

均纯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农业税每增加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将减少4.53元，说明农业税对农民增收起阻碍作用。

（二）结果分析

1. 增加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可以促进农民增收。通过上述

模型我们可以看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每增加1亿元，农民人

均纯收入将增加2.34元。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

入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增加支援农业生产支出，能够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从总体上来说对农民增收极为有利。

2. 增加农村救济费可以促进农民增收。模型表明，农村

救济费每增加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10.92元。农村救

济费属于国家财政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是国家直接增

加农民收入的一项政策。通过模型可以看出，农村救济费对农

民增收的贡献程度要远远大于支援农业生产支出等间接方

式。同样增加1亿元投入，农村救济费可以增加农民人均纯收

入10.92元，而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只能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

2.34元，前者是后者的5倍左右。

3. 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民增收没有影响。该变量

没有进入模型的原因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虽说加大财政对农

业基本建设的投入，是增加农民收入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但

如果该项支出过多，必然会挤占财政用于支农的其他资金，反

而会降低该项资金的使用效率。另外，某些地区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财政支农政策出现偏差，农业投入不足且比例失调，达不

到增长幅度。一些地方用于农业基础设施支出为空白点，农业

项目的配套资金不能到位，不能按照农业项目计划规定配足

配套资金，导致农民收入和生活条件改善不明显。

4. 增加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民增收没有影响。这种情

况可以理解为科技投入意味着需要服务成本，所以科技投入

对农民增收没有显著作用。尤其是目前我国政府有针对性的

科技支农、兴农制度供给不足，任由市场来配置农业技术及人

才的科技推广制度剥夺了农民获得廉价技术的权利，农民为

之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另外，科技的推广导致农业资本有机

构成提高，资本替代劳动，农民的就业机会相对减少，收入自

然下降。

5. 农业税成为阻碍农民增收的不利因素。这一点毋庸置

疑，征收农业税就是从农民手中直接拿走一部分货币收入，降

低了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三尧基于统计结果的几点思考

1. 合理增加支援农业生产支出。虽然此项政策只能间接

增加农民收入，且贡献程度也没有直接补贴政策大，但增加支

援农业生产支出可以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从而真正

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的增长机制。

2. 调整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我国支农政策的最大问题之

一就是偏重于物质资本的投资，忽视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投资。

在支农支出中，固定资产投资占有重要地位。1979 ~ 2004年，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快速增长，从62.4亿元增加到565亿元，在

短短25年时间内增长了8倍 。这些支出的受益方为全社会，受

益周期又较长，对农民增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同时，由于这

些支出的增加又会挤占那些直接惠农、增加农民收入的资金，

对农民收入尤其是现期收入的提高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除涉及国计民生的公益性投资、基

础设施和重点建设项目外，其他项目应逐步退出。

3.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促

进农民增收的根本举措。目前，国家已开始对农民的医疗、卫

生等部分保障项目进行改革。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制经济结

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广大农民仍处在

家庭保障这一低层次，这已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不利因

素之一。在整个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中，农村社会保障支

出少之甚少，而且统计口径又不一致，只有农村救济费可以体

现出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此项支出仍是最为能够促进农民

增收的因素。因此，将财政支出直接转化为广大农民的收入是

将来财政支农的方向和重点。

4. 全面落实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取消农业税，意味着农

民每年少缴纳几百亿元的税。但由于我国农民的基数太大，如

果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农民身上，每个人也就少缴纳几十元，这

对农民的生活不会有多大的影响。而且，取消农业税会减少县

乡财政的资金来源，为了保证既得利益，基层政府是否会变相

增加农民负担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必须全面落实取

消农业税的政策，真正受惠于农民。

5. 加大对农村的科技投入。虽然对农村科技投入的支出

未能进入模型，但事实上并不意味着它对增加农民收入没有

影响。相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收入的增长将更多地

依赖农业技术进步，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投入对农民增收的

效果在财政支农政策中回报率最高。一般来说，政府对农业科

技每增加1元会给农民收入增加11.87元 。增加对农村的科技

支出，是增加农村经济发展的技术装备，是提高农村生产要素

生产率的必要途径。只有实现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

依靠技术的集约型转变，才能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注】本文系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野促

进农民增收的公共政策分析冶渊项目编号院2005BA04冤的阶段

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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