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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800

　　　美元，非农就业率超过4 5 % ，

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于40%，城

市化率达到35%时，就具备了工业反哺

农业的条件。2005年我国人均GDP1700

美元，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2.

4%，非农就业比重53.9%，财政收入

3万多亿元，农业对财政贡献300亿元，

只占国家财政的1%左右。总体上看，我

国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

　　2 0 0 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了9个方面22条为核心的农业政策体

系，标志着我国已经到了“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同时，国家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投

入。总体来看，支农政策效果显著。

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实际

增长6.8%，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值。

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实际

增长6.2%。但是，这种增长和取消农

业税直接相关，政策性经济增长只是

外生性的，整个收支结构并没有发生

根本性改变，内生性经济增长的动力

和后劲仍然不足，我国工业反哺农业

还面临以下困难： 　　

　　金融资源没有形成向农业和农村

流动的机制与渠道。由于单个农户贷

款规模小、手续麻烦，造成农村金融成

本大、风险高，使得金融机构都把投资

重点转入城市，农村资金被城市和工

业抽走，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元户籍制度限制了农业劳动力

的转移。目前我国农村有1.2 亿左右

的剩余劳动力，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

使得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游离于城市产

业部门之外，已经转移到城市就业的

完善工业反哺农业机制需要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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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增加农民收

入和增强农村的经济水平。

　　创新土地流转形式，鼓励适度规

模经营。调整、规范农村土地制度，在

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和不改变土地用途

的前提下，根据“自愿、依法、有偿”的

原则，建立合法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形

式，通过“转让”、“转包”、“互换”、“租

赁”、“委托代耕”、“退包”等手段将一

家一户的土地逐步向种粮大户集中，鼓

励有条件的地区实现土地集约化和规模

化经营，同时规范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

转让。　

　　调动企业积极性，开展“农业企业

化”经营。一是提高农产品的深加工和

精加工能力，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二

是开展“农业企业化”经营，鼓励大型

龙头企业到农村投资，创新土地流转

方式，利用“反租倒包”、“土地作股”

等手段，把发展农业和工业有效结合，

工业反哺农业，实行统一规划，连片种

植，形成较大规模的企业群、产业链，

达到既保护耕地又增加农民收入的新

型化路子。　

　　扶持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重

点发挥经济职能。一是对专业合作组

织及其所办加工、流通实体适当减免

有关税费，支持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二是采取切实措施支持及规范专业经

济合作组织的运作，确立经济合作组

织的法人地位，对这些组织所办的加

工、流通实体减免有关税费，保障合作

经济组织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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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由于受到劳动力市场歧视，

农民工的政策和管理制度还没有真正

摆脱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　

　　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

事业发展滞后。尽管中央财政不断加

大投入力度，但是农村地区的学校危

房、农村子女辍学等问题依然存在。另

外，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和社会保障

制度也较为落后，整体情况不容乐观。

　　土地流转存在障碍。我国农村集

体土地的产权体制不明确、主体虚位

给农地的流转市场化造成了障碍。农

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是农村土地规模

化、产业化经营的必由之路，但是农民

作为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却没有决策权，

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　

　　从长远来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

关键是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为手段，特别是将农民从农业中转移

出来，扩大农业规模经营，是发达国家

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农业发展的基

本方向，对于我国完善工业反哺农业

机制，提出以下建议：

　　完善相关农业法律法规，建立支

持农村经济的长效 机制。尽快修订完

善现有的农业法规，构建系统的法律

体系支撑反哺机制，在农业支持、耕地

保护、价格支持、农业投资、农业技术

推广等方面加强立法，保障农业再生产

活动和农民收入的稳定与增长，特别是

将农产品价格与工农产品比价结合起

来，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长效机制。　

　　制订完备的农业价格支持和补贴

政策。借鉴国外经验，制订全面的农业

实施价格支持政策，加大农作物的补

贴力度。在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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