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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反哺农业理论框架与应用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前导性研究：事实与问题、工业
反哺农业的理论基础、工业反哺农业的规范性认识、工业反哺农业的实现、政府反哺实证分析——以
粮食安全为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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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信息沟通机制。
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农体制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延续下来，支农资金的管理体制以部门块块为主。
从中央政府来看，目前直接分配与管理支农投资的有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水利部、农业部、林
业局、气象局、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防总等10个部门，如果加上交通、电力、教育、卫
生、文化、民政、劳动等安排涉农专项投资的部门，则有17个之多。
在各部门内部，又分别有多个司局负责分配和管理支农投资。
中央政府支农投资多头分配管理格局，也相应地影响和规定着地方各级政府支农投资的分配、使用和
管理方式。
这种管理格局是历史形成的。
由于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机构之间在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使用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协调
机制，基本上是各自为阵，资金使用分散和投入交叉重复现象比较严重。
构建一个完整、畅通、清晰、高效的信息沟通体系，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微观运行机制　　从微观层面看，政府反哺的实现机制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一是反哺平台问题
；二是决策层反哺目标与执行层多元化目标的协调；三是政府能力问题。
　　（1）反哺平台。
本质上讲，县乡两级政府作为政府反哺的执行层是决策层的“代理人”。
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政府部分或全部地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财政基础，在乡镇改革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又没有大的变动的情况下，政府反哺的实际运作应该“以县为主、统筹协调”。
县作为行政单位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自秦以来，县始终是中国社会基本的行政区划。
朝代变迁，辖县的上级机构经历了郡、州、府、道、省，但县本身却相对稳定。
这种地缘上的稳定性为政府反哺的实际运作提供了最稳固的社会基础；把解决反哺工作的着力点和落
脚点放在县，不仅因为县这一级比省、市更贴近农村，比乡（镇）、村具有更完备的管理职能和更强
的调控能力，更重要的是，县域处于城乡结合部，是城乡汇合点、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部，在发展规
划的制定、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发展重点的确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具有相对独立的、较大的
自主权，能够有效地调整县域内各产业之间的关系；县级政权作为市场调控主体，有一个县级财政，
在统一各部门的力量，兼顾县、乡、村三个层次，统揽县域经济发展全局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理应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成为践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最直接操作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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