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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小康村
”

向
“

富裕村
”

目标过渡的若干问题

．韩红权 友 六

没有农民的小康和富裕， 就不可能有全

国人民的小康和富裕。 研究发达地区农村从

小康向富裕目标过渡， 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

本文就 “ 富裕村“ 目标的标准、 模式及对策等

三个问题发表浅见。

一、 “ 富裕村 “ 目标的依据与指标

人民生活逐步达到小康和富裕水平， 是
邓小平同志提出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第二和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农村小康与富裕的衡量标准同 一而水平

不 一 。 其标准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加
强衣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提出的六条，
物质生活比较丰裕， 精神生活比较充实， 居

住环境改善， 健康水平提高， 公益事业发展

和社会治安良好。 据此， 国家统计局提出了

包括收入分配、 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 人口
素质、 生活环境和保障安全等16个指标构成
的农村小康指标体系， 它以农民人均纯收入

作为小康线的核心指标来显示， 并确定低限

值为1100元。

运用国家统计局研究确定的小康指标体

系与扯化标准对上海农村经济状况进行综合

评价，上海郊区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为200.8

亿元， 人均国民收入2905元， 约558美元。
人均纯收入为1370元， 市统计局抽样调查为
1800元， 国家统计局公布则为2000元（计算

口径与方法的差异）。 上海农村已基本上达

到所界定的小康水平。 以上海县马桥乡旗忠

村、 俞塘村为代表的21个社会总产值超5000

万元的 “排头兵 ” 村， 更从实践的角度提出

了确定 “ 富裕村 ” 标准与发展水平的界定问

题。 从 “小康村” 向 “ 富裕村“ 目标奋进，

已经成为90年代上海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

超常规发展的重大战略， 其向心力和凝聚力

将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使上海农村经

济登上新的历史台阶。

研究实现 “ 富裕村 ” 目标的多种指标

中， 其 “ 富裕线” ， 即核心指标是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与人均纯收入。 根据世界银行
« 199Q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分类， 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545美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
545一2200美元的为中下等收入国家＄
2200一6000美元的为中上等收入国家；6000

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国家。 笔者认为， 达到

“富裕线 ” 的核心指标应再分三步： 第 一步

达到中下等收入的国家水平， 即545一2000

美和第二步达到中等收入的国家水平， 即
2200一4200美元；第三步达到中上等收入的
国家水平， 即4200一6000美元。 若以此来

衡量， 上海郊区九县 一 区已全部进入我国农

村综合实力百强县， 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跨进

世界中下等国家收入行列， 21个 “排头兵“ 村
的人均国民收入达1.8万元， 约3500美元，
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目前， 上海农村

的村级经济总收入约占郊区合作经济总收入

的三分之一 ， 1985年以来的年递增率为
25.8%，比郊区总收入递增率高出1.9个百分
点。 因此， 应旗帜鲜明地、 响亮地提出以
加速实现 “小康村 ” 向 “ 富裕村＂ 的第三步
发展战略作为上海农村经济工作的总抓手，
以分三步走的阶段目标， 分级指导， 分类
推进， 这样工作的新起点、 标准的新高度、
发展的新水平， 必然会使上海农村经济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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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跃式的变化， 以适应上海建成国际经济、

金确、 贸易中心之一 的大都市的需要。

二、“富裕村 ” ： 目标的模式与比较分析

农村经济发达的苏南、广东、 浙东和上

海地区的村级经济， 由于生产力、 生产关系

和产业结构等诸方面的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差

异性、 多层次性， 决定了 “小康村“ 与 “ 富裕

村” 模式的多样性。 综观上海农村21个 “排

头兵 ” 村的经济发展轨迹， 主要有以下五种

模式，

模式之 一 ， 商起点、 高水平地发展村办

非农产业（二、 三产）， 带动全村经济发

展。 上海县马桥乡旗忠村是这一发展模式的

典型代表。 这个村以电缆厂为龙头， 反哺其

它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近三年工农业总产值

平均每年述增 一 个亿，去年已达到3.7亿元，

今年可突破6个亿。 马桥乡俞塘村利用城郊

结合部的级差地租优势， 兴办以仓储为主体
的第三产业， 1991年村办企业实现产值1.61

亿元， 利润1637万元， 今年产值将突破3亿

元。

模式之二， 冲破村域界限， 优化生产要

索结合， 以联营的 “杂交优势“ 带动全村经

济发展。 南汇县六灶乡果园村从1986年开

始， 先后与上海化妆品行业的骨干企业实行

联营，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已形成年产

5万吨 “美加净” 、 “百爱神 “ 香波， 年产

3660万只化妆品外装溃的生产能力，产品畅

销全国各地。 企业职工人均分配3500元， 全

村家家拥有电视机、 电冰箱， 户户用上液化
左寸
\。

模式之三， 充分发挥当地资源和地域优

势， 削整产业结构， 发展重点骨干企业， 带

动全村经济发展。 嘉定县安亭镇塔庙村充分

利用位千 “大众“ 汽车城的地理优势， 办起

桑塔纳轿车上海大众特约维修站和客货两用

车厂，年利润突矿gC00万元，成为嘉定县第一

个工业利润超千万元的村。 行浦县一 些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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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独特的水乡条件， 靠养肉鸭和种菱白， 实

现产供销 一条龙， 科研、 生产、 经营 一 体

化， 促进村级经济发展。

模式之四， 直接参与国际市场， 凋整产

品结构， 开拓外向型经济，才节动全村经济发

展。 川沙县蔡路乡益民村努力开发东欧市场

热销的提花印花、提花割绒、提花后整理三大

类高档毛巾， 年实现利税570万元， 创汇200

多万美元。 南汇县横沔乡汤巷村创办瘦肉型

猪基地场， 年出口供香港瘦肉型猪7600头，

创汇45万美元。

模式之五， 以科学技术为主要手段， 发

展规模经营， 带动全村经济发展。 川沙县合

庆乡庆丰村经过十年艰苦创业， 现已形成一

个占地200亩，固定资产3000万元，拥有机械

设备、 塑料、 彩印、糖果、 油墨、 汽车配件

等多种门类的村办工业小区， 去年工业产值

达到4200多万元， 今年可超亿元， 利润可达

3000万元。

对上述五种模式进行比较研究， 从中摸

索出以下带有规律性的经验＄

其一， “富裕村” 第一产业与非农产业

的经济比重、 劳力比蜇， 在农业劳动生产率

提高基础上的下降， 这是农业现代化、 农村

致富的规律性发展轨迹。 而对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的建设的投入越多， 服务体系产业化

程度越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 农业现代

化进程就越快。

其二， “富裕村” 的过渡， 要以农业现

代化促进非农化， 又以非农化反哺农业现代

化， 这种互为因果链的作用发挥得越好， 向

“富裕村“ 过渡的速度就越快。

其三， “ 宫裕村“ 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

优化组合， 冲破村域， 与国际国内市场接轨

的范围越广越探， 经济外向化的发展速度就

越快。

其四， “富裕村” 发挥科技、 人才的作

用越大， 不拘一格启用能人越多， 经济发展

的门路、 套路也就越多。



其五， “富裕村“ 没有固定不变的模
式， 即使同 一模式， 其形式、 内容和速度也

各不相同。 因此， “富裕村 ” 发展模式越多
样化、特色化， 经济发展的空间、 后劲也就

越大。

三、 实现 “富裕村“ 目标的对策

1. 发达地区农村应明确提出向 “富裕

村“ 过渡的第三步发展战略。 尤其作为国际

特大城市的上海农村， 更应加快向 “富裕
村” 过渡的速度， 扎扎实实抓住村级经济的
基础环节， 从总体上提高上海的经济实力，
增强上海龙头地位的吸引力、 辐射力。 这也

是借鉴了江苏、广东、 山东村级经济发展的

成功经验。 最近上海市委提出本世纪末上海
国民生产总值超2000亿元， 年递增10％左
右。上海郊区到2000年时，国民生产总值可超
800亿元， 年递增16％左右。 其实现的主要
依据是： 1986一1991年， 郊区国民生产总值
从96.8亿元增加到200.8亿元， 年递增
lS.7%, 1992年郊区国民生产总值预计为
235亿元，比1.991年增17.5%。 实践证明是
可行的。 倘若以此为基础， 以加速向 “富裕
村 “过渡来大力发展村级经济， 将使村级经
济占农村经济比重从目前的三分之一提高到
平分秋色的二分之一。

2. 高度重视村级衣业现代化建设， 使
“宫裕村” 的农业面向市场， 把农民推向市

场， 必须以农业现代化为主线， 实行 “十个
化” 。 这 “十个化” 为： 一 是农业投资和经
营主体多元化， 大力发展所有制混合的三资
企业、 股份合作制企业， 以及个体、 私营经
济；二是农村工业化， 以工建农促进农业现
代化，三是生产要素全面市场化， 尤其是融

资集资的资金市场的全方位市场化，四是生

产经营集约化， 提高农产品竞争能力，五是

社会化服务体系产业化，六是产加销、农工

商一体化， 增强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

承受能力， 七是管理科学化， 注重内涵挖

潜，八是农民知识化， 提高科技文化素质；

九是农村城市化， 搞好村镇现代化建设，十

是宏观综合管理规范化， 以法治村。

3.产业结构以贸工农为序列， 形成基

础产业与支柱产业协调发展， 农工商综合经

营， 一、二、 三产业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要

特别重视完善村办企业经营机制， 赋予企业

独立自主的法人地位和市场竞争主体地位，

开发高新产品， 把提高国内市场覆盖率和开

拓国外市场， 作为村级经济发展战略的重

点， 建立起自己的骨干企业， 创出在国内外

市场上有竞争力的 “拳头” 产品。

4. 要走人才兴村、科技致富之路。 国

内外市场产品竞争较量是科技的较晕， 科技

的较量最终又是人才的较熹。 大凡 “ 富裕

村” 都是求贤若渴的重才、 惜才、 爱才之

村。 要通过长期的培养、 中期的引进、短期

的培训、 临时的聘用等多种途径、 多种形式

广纳人才， 并相应建立村级研究所之类的科

研机构。

5. 要有一个能力、 合力特别强的班

子。 村与村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之所以大有差

别， 原因错综复杂， 但最关键的 一条是领导

班子思想观念、 思维方式、 文化素质、 团结

拼博、 敢闯敢冒以及经营管理本领的差异。

精心配备好村级领导班子，并使之相对稳定，

这是实现 “富裕村” 的组织保证， 并已为全

国著名的华西村、 邱二村、旗忠村等 “ 富裕

村” 的敢为天下先的超前性实践所佐证。
-��

、
-2~~～~夕~～＾－J-~～～y~、 － -~^ryy~～＾^^

·书讯．

石人瑾、 林宝怀主编＜＜外商投资企业会计＞＞问世
我校会计学系石人瑾教授和林宝怀教授主编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 最近作为 “上海财经大学丛

书 ”
， 正式由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出版。 这是我国会计同国际接轨以后， 根据财政部新颁的（（企业会计准

则〉〉等制度， 所摆写的一木重点专叶著作�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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