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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投资与财政支农资金使用问题研讨会综述

1990年12月21~22日， 上海财经大学举行了 “农业投资与财政支农资金使用问 题研讨

会“ ， 来自江苏、 浙江以及上海市的农口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和有关科研机构及本校的专家、

学者共3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 与会者围绕我国农业投资与财政支农

资金的使用与管理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大家畅所欲言， 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和看法， 同

时也存在明显的分歧，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 关于农业投入主休

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我国的农业投入主体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现在的投入

主体包括国家、 集体和农民个人。 农业投入主体的多元化是改革的必然结果， 但也是近年来

农业投入难以大幅度增加的原因。 这一 点代表们的意见比较一致， 而对国家、 集体和农民个

人在农业投入中的主体地位问题， 代表们的意见分歧很大。

第一种意见认为今后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将成为主要的农业投入主体。 这种观点认为随

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财政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逐渐下降， 国家财政预算内

对农业的投入逐渐减少， 与此同时农民个人的收入却不断增加。 据统计， 到1989年底， 农村

的储蓄存款余额近3000亿元。 这种新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短时期内不会改变， 也不可能改

变，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继续保待财政的农业投入主体地位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今后应注意

改善农业投入环境， 国家财政要发挥引导和示范作用， 鼓励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增加对农业

的投入， 改变过去 “国家拿钱， 农民种田” 的旧观念， 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将成为主要的农

业投入主体。

第二种意见认为今后国家财政仍然是主要的农业投入主体。 从总体上来看， 尽管农民的

收入水平是提高了， 但也要具体分析。 在现实情况下农民个人和农村集体不能成为主要的农

业投入主体。 这是因为： 第一， 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提高了， 在农村中有不少先富起 来 的 农

民 ，有万元户、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元户， 但仔细了解就可以发现这些先富起来的农民可以说只

有极少数是通过种田而致富的，多数是搞加工业或经商。而这些先富起来的农民对增加农业投

入并不感兴趣， 甚至不愿意种田， 要靠他们成为农业投入主体只能说是一厢情愿。 第二， 由

于农民生产和投入的比较利益很低， 投资于农业远不如搞加工工业或经商合算， 再加上我国

的农民非常分散， 农业资金也很分散， 没有一种机制能够把这些闲散资金集中起来， 要想使

这些分散的资金投入到农业上去也很困难。 第三， 目前我国的农村集体在多数地区已经名存

实亡，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村集体的投入主要是乡村企业从利润中提取的以 工补农 资

金， 这些乡村企业完全是从夹缝中求生存， 自身资金非常紧张， 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后劲已严

重不足， 有的甚至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 所以说依靠农村集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也不现实，

今后的农业投入还是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 离开了财政的支持， 要想大幅度增加农业的投入

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种意见主张 “二元主体论” 。 认为我国的农业投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宏

观投入， 主要指大江河的治理、 大片国土的胳治开发、 发展农用工业、 农业科技的研究、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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