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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要想发展农业，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加大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是关键．农业基础设施与其它基础设施相比，有共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特征，在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过

程中，不同的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会有很大的不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以不同投资主体的行为特点为

基础，采取加大政府预算投入力度、加强政策性金融的投资、有效动员商业金融及农户的投入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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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作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产业，对该国国

民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众多发达与发

展中国家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事实，在wTO农业

保护的实践中，支持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已成为许多

国家“绿箱政策”的首选(如墨西哥、智利、日本、巴西

等)。建国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农业

生产的抗风险能力不断减弱，据统计，1975—1979

年全国农作物的成灾率为34．6％，1980—1984年的

成灾率为48．2％，1985—1989年为49．8％，1990一

1997年为51％，农作物成灾率不断上升。结合农业

基础设施的特点，分析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有

效激励各投资主体积极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

一、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特点

通常我们把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过程的

基础设施称为农业基础设施。其又可分为直接性基

础设施和服务性基础设施两大类，前者是指为农业

生产提供资料和条件以及工具的设施，如农田、畜禽

舍、鱼池等生产资料的投资，农田排灌系统、鱼池给

排水系统和农村道路等生产条件的投资，大型农田

耕作机械、畜牧机械等生产工具的投资等等；后者主

要是指农业科技和农业科技推广设施，仓储运输设

施，农产品加工设施等等。[1]农业基础设施包含的内

容十分广泛，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正

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式与机制选择的依据和

出发点。

1．基础性和先行性。农业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

基础设施一样，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其他农产

品与服务生产的基础，若缺少这些基础服务，农业生

产便难以进行。正是由于基础设施的基础性，也决

定了其相对于其他生产资本提供的先行性。

2．公共性。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将为三类：

即公共产品、混合产品和私人产品。若依此理论对

农业基础设施进行分析，属于公共产品领域的有：

农业发展综合规划及信息系统，农业基础科学研究，

大江大河的治理等；属于混合产品的有；(1)在性质

上接近于公共产品的混合产品：农村乡间道路建设、

小流域防洪防涝建设、农业科研成果推广、农田防护

林、病虫害防治等；水利灌溉设施中的一级、二级网

络；(2)一般的混合产品，如中低产田改造、乡村电网

建设等；(3)在性质上接近私人产品的混合产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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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灌溉设施中的三级网络、农业机械设施投人、农

业多种经营等。[2]

从上述分析可知，农业基础设施多属于混合产

品，其应由政府与市场共同来提供。但是由于农业

基础设施服务于农业的特殊性，使其在提供上有很

大的特殊性。世界银行考察了市场机制在各种基础

设施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具体见表1．

裹1私人部门提供部分基础设施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Wodd陆虹1994clWorId踟础氍咖Report 1994l h如锄肋聪细胁l，eIclp【I茸吐，盼1搋№呐hk，0喊IId l砬惯i哆h融

从表1可以看出，由于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密度 (一)国家财政投入

小，使得部分农业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指数相对较低， 国家财政投资主要体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如农村道路和农业灌溉一级、二级网络的市场化指 的投资。对于全国性和跨区域性的基础设施，中央政

数分别仅有1．o和1．4，说明农业基础设施的提供 府应是其主要投资承担者，在现行体制下，中央和地

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由政府或以政府为主来提供。 方政府虽然划分了财权，但事权划分仍然是模糊交

3．配套性强，建设周期长，初始投资额大。农业 叉，特别是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本应由上级政

基础设施规模大，且各部分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必 府承担的，却通过事权转移到下一级政府，导致地方

须同时建设才能发挥作用，这种投资的不可分割性， 政府承担的事权普遍大于其拥有的财权。[3]农业基础

使得投资初期就需要大量的资本。加之农业生产与 设施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服务地区的依附性，由于地

自然条件的紧密相关，农业基础设施应当具有较高 区差别较大，各地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的种类、数量会

的最低限度的耐久性，因此，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整 有很大的区别。从信息非对称理论来看，地方政府更

体上具有比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周期更长，投 了解所管辖地区的经济情况和居民的需求状况，因

资规模更大的特点。 此，对于区域性的、与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密切

4．服务地区的依附性和规模经济性。农业基础 相关的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应是主要的投资承担者。

设施同其他基础设施一样，具有明显的服务地区的 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往往是从团体利益最大角

依附性，即就地生产，就地消费。如水利灌溉设施提 度出发，通常倾向于比较利益较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建

供服务必然依赖于一定的地区和特定的路线。农业 设上，具体表现为工业与农业方面，倾向于工业基础

基础设施的使用也存在着一定的规模经济性，只要 设施的建设，在农业内部，倾向于经济效益较好、回收

在基础设施的设计能力之内，同一水利灌溉系统向 较快的如农产品加工等项目的基础设施投资，而对子

当地不同农户提供服务较分设不同水利灌溉系统更 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回收比较慢的、效益“外溢性”较

为经济和节省。 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则投资不足。

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主体行为分析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分为国家财政、政策性

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农户等四个方面。

综上所述，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在农业基础设施的

建设过程中，政府参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迫于地方政府的“团体利益”

压力，中央政府投资的多少尤为关键。近些年来，我国

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状况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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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财政支农统计

从表2可知，在我国财政总投入中，财政支农投

入所占比重一直在10％以下，从1994年到2003年

虽然有所波动，但从总体上来说，呈下降趋势，2003

年该比重只有7．1％。而在财政支农投入中，农业

基本建设支出所占比例较低，虽然近些年来有所增

加，但其所占比重仍然远远低于农业生产及各项事

业费支出所占比重。由此可见，在农业基础设施的

建设过程中，国家财政投资所占比例一直较低。

(二)政策性金融的农业支持

政策性金融机构是财政投融资体系中的一个关

键环节，财政投融资的特征构成了我国政策性金融

机构投资的基本特征，即投资的有偿性，准公共性和

政策性。其对农业的支持不但能够有力地缓鳃财政

投资压力，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金融资本的

高效运作。国外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中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占很大比例。如日本的农业政策

性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主要以改良土壤、造林、乡间

道路、渔港等生产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对象；印度的国

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主要发放中长期农业大型基

本建设项目贷款，如兴修水利，推广使用农业机械、

土地开发等。

目前，我国承担农业基本建设贷款的主要是国

家开发银行，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

业发展水平的落后性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的“保本微

利”的经营原则，使国家开发银行更倾向于为工业生

产服务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按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

据计算，1985—2000年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与全

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最大值为2．7％，财政支出

中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与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最大值

为4．2％。而作为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农

业发展银行主要承担国家粮棉油储备和农副产品合

同收购的政策性贷款，基本不涉及中长期的农业基

本建设贷款。由此可见，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对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未形成有效的支持。

【三)农户的投入

1．农户内部筹资。农户的内部筹资是指农户在

农业生产过程中将内部剩余价值转化为再投资的过

程，农户自身积累规模大小与农业经营方式和经营

规模有很大的关系。农业的经营方式有三种类型：

普通农户家庭经营，专业化小型家庭农场经营，大规

模家庭农场经营。三种经营方式在生产规模上是依

次递增的，自身积累能力也是逐渐增强的。在我国，

由于人多地少，农民户均耕地仅6．15亩，且分散在

不同地块上，农业经营方式主要以普通农户家庭经

营占主要比例，从而导致农户自身积能力的弱化。

20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农业一直停留在“口号农

业”阶段，导致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虽然承包责任

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农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是由于政府投入的缺位，

使得此阶段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并没有取得较大的进

展。加之90年代初严重的乱收费现象，使得农民负

担不断加重，农户的内部积累能力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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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3可以看出，自从1994年以来，农村个人

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呈下降趋势，其占全社会固定资

产的比重从9．3％下降到2003年的5．8％，而在农

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中，生活性固定资产如住房投

资一直占有较高的比例，由此可见，农民真正用于农

业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更是少之甚少。

2．农户外部筹资状况。外部筹资也是农户投资

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在市场经济中，个体能否顺

利的从金融机构融资主要取决于其信用状况。20

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

农民收入增加缓慢等原因，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

“贷款歧视”和“贷款成本较高”逐渐转变成为农户

“信用劣势”的假象，迫使农民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不

得不向非正规金融机构求助。据统计，1996—1998

年上半年，农户存贷基本平衡，但农户从正规金融机

构获得的贷款仅占贷款总额的13．94％，从非正规

金融机构取得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86．06％，而非正

规金融机构的利率比正规金融机构高2—3倍。事

实上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呆帐、坏帐率均低于正规金

融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户并不是真正的

。信用劣势”。1996年来，部分正规金融机构农村基

层网点的取消，更进一步加大了农民外部筹资的

难度。

综上所述，从农户投资方面来看，由于我国农业

生产属于以农户为主体的普通农户家庭经营方式，

加之历史上对农业的“多取少补”政策，使得农户的

剩余价值积累能力很低，与此同时，农户的“信用劣

势”假象，使得农户的外部筹资渠道堵塞，导致农户

很难承担起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

(四)商业性金融对农业的投入

一般情况下，商业性金融是一国金融体系的主

体，承办绝大部分金融业务，而农业政策性金融则承

办商业银行不宜承办、不能承办的、由国家特殊界定

的金融业务。农业由于其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

交织在一起，既有市场风险，又有自然风险，使得农

业投资主体和信贷部门要求的较高回报率往往难以

满足。加之在我国，农户分散经营，规模小，管理难

度较大，极大的限制了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贷款，而对

于具有一定“公共性”的基础设施来说，其投资份额

就更少了。“]目前，我国商业金融机构对农业信贷投

入虽呈直线上升趋势，年均增长11％左右，但相对

于80％的农户存款来说，则仍反映了农民很难从金

融机构获得贷款。

三、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的政策性建议
’

1．加大政府预算投资力度，构建财政供给新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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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近几年来，我国财政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比例虽然有所增加，但总体比重仍是明显偏低，因

此，政府应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定财政支出中支农

支出，尤其是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并通过

相应的制度保障，使这些资金切实到位，提高其到位

率。在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的同时，应按照公共财政

的基本原则，构建公平合理的财政供给新体制。财

政供给新体制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主要表现为

应进一步调整和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

配关系，合理地划分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央

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事权及财权，使两者相对称、相统

一。[5]根据受益范围的大小，对收益范围遍及全国的

农业基础设施如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江大河的治

理、农业综合发展规划及信息系统的基础设施，应由

中央财政投资；对于具有效益“外溢性”的区域性基

础设施，如农村乡间道路建设、农村电网、农业灌溉

系统的一、二级网络、小流域治理等项目，应主要由

受益地区提供，中央政府给予相应的补助；对于市场

性较强的农业小型基础设施如农业机械、农业灌溉

系统的三级网络等项目，应由政府政策导向，如财政

补贴的方式，积极引导民间资本的投入。

2．完善并加强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

资。为了确保政策性金融对农业的支持，提高其支

持效率，目前首先应将国家开发银行所执行的部分

农业方面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转由农业发展银

行进行，在农业比较利益较低的情况下确保支农资

金不被挤占，也能够形成资金的整体配套效应，有利

于支农资金的整体协调；二是对农发行的业务重点

进行转移，政府应将主要的资金运用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农业综合开发以及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方面，以

此提高农业防御风险的能力，并通过综合开发与结

构调整实现农业生产的多元化，农产品加工的深度

化和农产品流通的产业化，以此来带动农村经济的

发展，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三是可以结合农业基

础设施的特点，采取多样化的贷款方式。如对农村

电网、灌溉和水利设施、交通运输设施等一些经济效

益明显的项目可以实行收费权的质押贷款业务。

3．有效动员商业性金融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

人。一方面政府应成立相应的信贷担保机构，在农

民申请农业基础设施的商业贷款时，可由担保机构

为农民提供但保，担保也可以由某些机构担任，如农

业发展银行，解决了商业银行的后顾之忧，从而确保

这些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主体能够顺利的从商业银

行获得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通过相关的优惠政策来

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如当商业银行发放了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后，国家可

以按照其贷款额度的大小，对其进行税收方面的优

惠，从而降低其经营成本}再如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对

发放农业贷款的数额达到一定规模的商业银行在资

金支持上予以优先考虑，充分保证其资金的充足性。

商业性金融资金的有效注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

财政和政策性金融的资金压力。

4．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

的积极性。为激发农民投资的积极性，政府可着手

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给予适当的资金支

持。由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较大，农户一般很难独

立承担，因此，政府应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农户在进

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时能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其

可以由政策性金融机构直接贷放，也可以通过政府

的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对其进行资金融通。

二是政府可以采取直接补贴的方式，激发农户对于

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积极性。如对于购买农业生产

用的大型机械、灌溉设施的，政府可以一对一的直接

按数量进行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可调动农民投资的

积极性。目前，我国各地区也采用了一些办法，如对

购买中型农业机械，国家给予一定的补贴，但实施范

围很小，还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因此，国家应进

一步加大对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的补贴范围和

力度，激发农民生产投入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的

生产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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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le mea璐，and the govemment and the peasants should adjust the investrnent structl脱in order to get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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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蛤饥畋：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Ilfrastrucn玳is the fundamental 0f agricultural developme吐Enhancing

conStruction 0f agricultural infrastmcture is the key to the agriculturd development and the througIlly Solu曲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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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great击fferences in investnlent beha、，ior an∞ng different subjects．In order to enhance construction 0f agricul—

tural infhstructure，beha、，ior charactedstics of different investment subjects should be based，and a∞rial of meas—

ur鹤should be takeIl as follo、jlrings：(1)e捌ng gove砌nent budget investment；(2)impro、ring the investment f∞Dm

policy fimnce，and(3)rnobling effectively the input from c0H蚰ercial banks and peas觚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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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学位论文 刘文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研究 2007
    2007年“一号文件”强调指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文件对现代农业的定义为：用现代的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

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

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可见，建设现代农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

从政策、科技、装备和人才等各个方面强化支撑。其中，设施装备是农业系统的基石，是现代农业的主要支撑。也就是说，要建设现代农业，没有什么

比广博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显得更为重要。然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基础设施存在着投入严重不足、布局不尽合理、管理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远远不能

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瓶颈。可以说，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建设

失当、管理失效存在很大的关系。因而探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问题是推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迫切的重要课题。

    首先，文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概念、内容、基本的经济特征等进行阐述。

    其次，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充分发挥财政投入的调控和引导作用、切实推

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方式多样化是解决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关键。

    再次，文章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在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子系统内部不同技术经济特征的农业基础设施上如何优化投资、提高效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从公共部门角度来看，通过一系列的指标分析比较得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绝对规模都在增加，但相对规模普遍偏小，而且

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很难有大的提升；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结构也不尽合理，不能充分发挥各项目的作用机制，农业基础设施体系的整体效益

欠佳。理论结合实际对政府财政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各种方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简单比较了各种方式的资金带动效应。结合当前财政投入方式

存在的方式单一、财政包袱重的缺陷，提出政府应当在现有投入方式基础上，加强财政担保、财政参股、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资金带动效应大的投入

方式的应用，既能缓解财政压力，又能最大限度地吸引私人部门的资金投入农业基础设施领域。(2)从私人部门角度分析，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能力非常

强，但私人部门介入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现状不容乐观，关键在于政府财政的引导调控不到位，财政支持方式单一.(3)要加强公私部门之间的互动，针

对不同的私人部门投资主体，选用最适宜的财政引导方式或方式组合，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机制，以多元多层次多样化协调发展模式实现农业基础

设施投资充足与投资资本高效、增值的“双赢”。

    最后，文章对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管护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基础，管理是关键，效益是根本。通过对现实中的各种管护

模式进行盘点归类，认为管护效率依集权管护、私人管护、参与管护、自主管护逐级提升，农业基础设施的管护应该趋向于选择应用参与管护和自主管

护制度，并对现行各种运行管护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

2.期刊论文 赵维清 试论农业基础设施多渠道投入的投融资机制 -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5)
    一、农业基础设施多渠道投入投融资机制的总体思路

农业基础设施多渠道投入投融资机制的总体思路是:按照中央、地方、农户等投资主体不同地位和投资目的,廓清各投资主体的投资范围,形成各投资主体

间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要遵循"农民自我投入为主体,国家和地方政府支援为导向"的原则,形成和完善"以财政预算资金为导向,以信贷资金为支柱

,以农户和集体资金为基础,以利用外资和横向吸收资金为补充,以劳动积累为资金投入"的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的网络化的投人格局,建立起主辅交融

、完整的资金供给运用体系,形成总体高效的农业基础设施多渠道投入投融资机制.

3.期刊论文 杨天荣.陆迁 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管理观察2009,""(16)
    我国传统、单一的政府投资机制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存在诸多问题,长期以来建设资金短缺,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和需求不对称,配置和使用管理

效率低下,甚至一些地方出现投资主体缺位等.在政府机制失灵情况下,引进和创新市场机制,让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竞争给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

建设带来一些活力,以改进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就成为发展的必然途径.

4.学位论文 李志远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2007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途径之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研究农

村基础设施投资问题，可以为解决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不足、投资效率不高等现实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本文在分析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将解决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筹措问题确定为研究的目标，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主体行为特征和投资成本补偿

方式进行了理论研究，并结合对河北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情况的调查资料，分析了财政体制、区域经济差异、二元经济结构、政府投资决策方式、资金管

理方式等因素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基础上，做出了研究结论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础设施的外部性以及政府的目标是促成政府投资的主要原因；“政府失灵”问题的存在为私人投资提供了机会，而基础设施私人投资的动力，则

来自于营利组织和个人的“经济人”动机；俱乐部性质基础设施的存在以及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利他主义情结促成了成员间合作的集体投资方式；非营利

组织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动力，主要来自志愿组织成员的“公益人”行为倾向。为了提高投资效率，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奖罚措施来调整地方政府的投

资行为；在制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时，还要注意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从而解决农业与非农行业基础设施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在农村基础设施

融资策略的选择方面，应建立政府主导的市场化融资策略；同时，要创新农村基础设施的融资方式。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成本补偿应同时遵循效率、公平和环保三项原则。通过税收对基础设施投资进行成本补偿是一个非常可靠和有效的途径，而税收

补偿既可以是来自直接征税获得税金资源，也可以是通过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等方式获得的非直接税会。收费作为一种成本补偿方式，具有防止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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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搭车者”之功效，还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和适度的基础设施。第三方贡献比如开发商贡献、发行彩票、捐赠等方式对基础设施投资成本补偿也

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在选择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成本补偿方式时，应该立足于中国农村经济较为落后的现实条件，从公平和发展的角度出发制定农

村基础设施投资成本补偿方案。

    河北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总体投入不足、发展不平衡、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态势、收入水平与基础设施投资相关、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不完全一致

等特征。从财政体制的角度来看，财权和事权的不协调导致地方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中难以发挥更大作用；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由于

长期以来形成的基础设施城乡二元供给体制直接导致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不足；从区域经济差异的角度来看，非均衡发展战略及地区间自然禀赋、区

位条件等的差异决定了地区间基础设施投资差距存在的必然性；从投资决策的角度来讲，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往往忽视了广大农民对基础设

施的实际需求，导致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出现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从资金管理方式的角度来看，政府层级多、资金拨付效率低，多头

管理，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缺乏效率。本文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1)从成本补偿的角度分析研究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筹

措问题，认为不仅是初始投资成本，还有存续过程中的使用成本都必须有完善的补偿机制。(2)依据公共产品理论，针对农村基础设施的特殊属性，分析

了其投资主体的行为特征。(3)将微观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原理应用到财政资金管理研究中，分析了国内财政农业投资资金筹集和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4)以调查资料为依据，分析了河北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存在的问题，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分析结果为河北省在新农村建设时期加强农村基

础设施投资提供了理论参考。

5.期刊论文 谭洪江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困境与出路 -岭南学刊2004,""(4)
    目前,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投资主体缺位,投资管理体制不顺,资本筹划方式单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存在这些问题有着深层的原

因.解决办法,一是调整和转变投资政策,二是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体制,三是努力改善制度环境,等等.

6.学位论文 刘孟超 我国农业投资的立法问题研究 2007
    当前我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农业投资是重要的一环，为了实现农业快速、稳定、持续的发展，必须要多渠道加大农业投资力度。开展

农业投资立法研究，建立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农业投资法律体系，对于解决我国农业投资资金短缺问题、建立农业投资长效机制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章运用比较分析、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等方法，从当前我国农业投资的现状入手，重点阐述我国农业投资法律制度的完善。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

农业投资现状，特别是对我国农业投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进行了深入阐述，认为当前农业投资中的突出问题主要是资金来源不足、投资主体不明确、投

资结构不合理以及农业投资的管理体制不健全。其次本论文深入探讨了立法保障农业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研究国外农业投资的相关立法，对国

外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先进经验加以具体阐述，如在重视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注重农业信贷投资立法、建立农业投资监督约束机制等方面，这些都值得我

们去借鉴和学习。针对上述分析，文章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农业投资法律制度的总体对策，主要分析了我国农业投资立法的目标、立法原则、立法模式和

立法的基本内容。在对农业投资内容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全面的农业投资立法框架。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农业经济学与法学方法结合起来关注我国的农业投资法律制度，不仅充实了农业投资立法的理论依据，还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

农业投资立法的相关内容。

7.期刊论文 李彩芹.常艳霞.刘枫.梁福生.Li Caiqin.Chang Yanxia.Liu Feng.Liang Fusheng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大庆社会科学2007,""(2)
    近几年,我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稳步推进,设施农业和规模农业快速发展.但也存

在着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现代农业发展滞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结构不合理、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维持基础设施运转机制还不完善等问题.因此

,我们要提高认识,树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的意识,探索投资主体多元化新路,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利用水平,探索农业基础设施经营管理的新机制

.

8.会议论文 栾敬东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2007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产业基础,现代农业建设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

备农业。依据对安徽省1990～2005年间的资料分析,认为总体上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投资来源渠道狭窄,支撑能力弱,吸引外资能

力低。C-D函数的计量分析表明:固定资本存量、有效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对农业产值贡献率为正,而农药使用量对农业产值的贡献却为负值,进一步分

析证实固定资本存量和化肥施用量对农业产值增长的贡献最明显。当前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应充分发挥政府和集体农业投资主体作用,建立农业基础设

施投资收益分配和补偿机制.设立农业基础设施修缮基金,调动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农业基础设施投融资积极性。

9.学位论文 杨美丽 我国农村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研究 2007
    凯恩斯主义诞生以来，公共投资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相机决策的需求管理政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同时，对不同类型公共投资对不用

经济部门私人投资的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经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与农村经济迅速增长，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矛盾和问题：城乡收入差

距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农业和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面临新的挑战。针对这

些问题，继续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然而，农村公共投资项目众多，公共投资性质、在生产中与私人投资的替代

关系，投资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等的不同使得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村不同经济部门私人投资的影响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如

何针对各地区产业特征和设施条件，灵活选择适合各地区发展需要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投资政策，引导地区私人投资和产业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农

民收入的提高等就成为政府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同时，从现有的研究看，国内外对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有相

当积累，但是，对中国数据，尤其是对中国农村数据的研究还很少，且分地区、分公共投资类型、分农村经济部门，对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村私人投资的

影响的研究还很缺乏。

    本研究即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历年来我国农村公共投资和公共投资政策的历史演变以及农村公共投资和农村公共投资政策影响下的农村农

业部门投资和农村非农业部门投资，尤其是农村农户农业投资和农村中小企业投资的发展进行梳理和．把握的基础上，借助新古典经济学投资理论和内

生经济增长理论对公共投资生产性意义的认识，划分农村公共投资的不同类型和农村的不同经济部门，采用1990-2004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普通最

小二乘法固定效应等模型，分地区对影响我国农村农业部门私人投资和非农业部门私人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由此判别不同类型农村公共投资对我

国农村不同经济部门私人投资的影响及其差异。由此，为我国政府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投资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对丰富我国农村公共投资对私人

投资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从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村农业部门和农村非农业部门私人投资的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看，农村道路、水利、通讯、电力、教育等不同类型农村公共投

资对农村不同经济部门(农业和非农业)私人投资的影响多为显著正影响，且不同类型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村中同一经济部门私人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同

一类型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村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私人投资的影响也存在差异，由此验证本文三个假说。另外，从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村农业部门和农村

非农业部门私人投资的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还可以看出：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村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影响存在一定地区差异。如：农村道路事业发展

变量对东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和农村中小企业投资的影响显著为正；相对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和中部地区农村道路事业发展相对滞缓，其年度差

异不大，其对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和农村中小企业投资的影响为正但均不显著。

    同时，从农村农业部门和农村非农业部门私人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还可以看出：农村农业部门和农村非农业部门私人投资行为受到农村公共投

资影响外，同时也受到农村农业部门和农村非农业部门私人投资主体自身因素影响和农村公共投资之外的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农村农

业部门和农村非农业部门私人投资主体收入、农村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产品价格及其变动、农村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投入品价格及其变动、农村农

业生产土地规模、农村农业部门和农村非农业部门已有的资本存量等。

    由此，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一是继续增加农村公共投资，深入调研、严格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结合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实际不断优

化农村公共投资结构；二是政府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应充分重视农村中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投资主体的投资选择，结合各地产业特征和设施条件

，灵活运用公共投资和公共投资政策；三是要进一步拓宽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的融资渠道，以政府投资为主，并通过投资多元化缓解农村公共投资的严重

短缺状况。

10.期刊论文 刘英.LIU Ying 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PPP模式的应用 -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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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政府有限的财力难以在短期内独力支撑广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有必要引入新的投资主体.本文对农村基

础设施的内涵及特殊经济属性进行分析,指出了PPP模式在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应用的可能性及必要性,通过讲解农业基础设施PPP模式的运行程序,并提

出注意问题,探讨了PPP模式在新农村基础设施领域应用的思路,以推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PPP模式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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