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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而 是 其不 他 。 门 门 ，市 主 下达的 所 包 政指令 无 集中决策是 是公共部场 体 无 不 的行 论 私人部 还 做出的

必 成其然构 他 小 ， 。 ，为主体特别 模生产者 临的外 件 从而影 分 决策 但是行 是 规 面 部约束条 响他们的 散

， 一（ 大种 中决 不 令 构 外 约 条件之 实 上 有 规模 产 的 都互相影这 集 策 是命 或指令 只 成 部 束 际 所 生 者 决策

， ）， 一 小他们都面临 束 每 个 生 临的 资源约束独响 同样的约 产者根据面 全部 立作 。出决策 在 种情况这

， 门 、也 。的集中决 应 妨碍市场 争 淘汰 激 制下 公共部 策不会 不 当 竞 的 和 励机

党的十一 三 来， 心全 召 以 党全国的 作 已经转届 中 会 开 全 工 重 移 来，到 济 上 经济建 的目标经 建设 设

也 来 、 长， 执越 越 转向效率 增 发 济已经成为 共产党 政 民不可多从总量 转向高质量 展经 中国 为 动摇的政

治基础。尽管 40 来 经 考验多年 历 种种 ， 未 大尽管 在 历百 有 局正 经 年 之 变 ， 对 美 家 意 形尽管面 欧 国 把 识

， ， ，态凌驾 经 之上的 击 仍 以坚信 中 坚持优先发 战略不会 的改于 济 冲 但 然可 国 展经济的 变 市场导向 革

， 一大 （ ） 。会变 建设和 全国统 市 包括农 以提高资 利 效率的目 不 变不 完善 场 产品市场 源配置和 用 标 会

正如 2023 议年 经 所 出中央 济工作会 指 的：“ 一在 的统 领导党 下， 大团 最广 人结 民， 一聚 经 设这焦 济建

心 一 ， 一 。中 工 和高质量发 任务 把中 宏伟 步步变成美好作 展这 首要 国式现代化 蓝图 现实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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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李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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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双 ，域协 展 促进各 要 流动 形成 乡融合 局区 调发 素 向 城 发展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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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增 农民 入把 加 收 作为“三农” 心任工作的中 务
①
。

中 式 代化是全 人国 现 体 民 。 ， 大共同富 的 代 推进共同 裕的过程中 是促进农裕 现 化 在 富 最 的难题 民

长收入增 ， 长高农 入增 速度提 民收 ，让 真正过上 裕生活农民 富 。 计统 局相关根据国家 数据来推算，2021

年 国人口中 收 不全 月 入 足500元的约占7%，其中90%的 村活 农人生 在 ； 收 不月 入 足1000元的约占21%，

中其 80%以上的 村人 活生 在农 ；月收入不足 2000元的约占 47%，其中近 2/3的 村生活在农人 。由此可

， 高农 入见 提 民收 既 ， 一 长 又 。是推进 富裕的重 之重 更 艰巨的任共同 中 是 项 期而 务

党的二十大 告报 求要 ，到 2035年，全 人 共同 裕 更体 民 富 取得 为明显的实 性质 展进
①
。 实现共同而

裕富 的一个主要 现表 ，中 济发展水 和居民收入 上中等发 要实 乡收入是 国经 平 水平要赶 达国家 同时 现城

小。 对 长 了 。 长， 采差距 显缩 这无 农民收 更高要求 民 入快速增 要 多重的明 疑 入增 提出 为实现农 收 需 取

， 来措 改举 通过 革 推进 村经 和 会 度的全面 善 优化农 济 社 制 完 和 ， 村促 农 济进 经 发展。

，具体而言 该优先考虑应 推进 大几 举措以下 。

一第 ，对 村 进行 性改革农 土地制度 实质 。目前，中 村农 土地制 已不能国 度 完全 村乡 振兴的适应 需要，

更 以难 适应中国式 代 建设 要现 化 的 求。 村着 移 城 就随 农 人口转 到 镇 业、生活，人地 间 关系需 出之 的 做 改

变 整和调 。土地制 改革度 进展缓慢与以下两方面顾虑有关：一是 食安粮 全， 心耕地的集中化 响粮担 会影

；二食安 是社会全 稳定， 心担 大地交易放 生 失地土 开后会产 量 农 。民 种 况在 国 上这 情 中 历史 曾出现过，

特 在别 去过 ，业社会中 常 生 然而农 经 发 ， 较 二三城 化 高和 产业 为主导在 镇 程度 成 产业的 代中国当 社会，

这 可能 的种情况是不 发生 。在现行土 度下地制 ，农民 益利 难以得到充分体现，收入 提不能持续 高，参与

农业 产 营生 经 的 极 影积 性受 响， 来带 食 全 题反而会 粮 安 问 。任何不 及 民利益 土 制 排和生产顾 农 的 地 度安

来 长式都不会带 持续发展 安全方 农业的可 和 期的粮食 ，这是能 计划从 经济时期 一 训出的 个深 教得 刻 。目

前， 村 本 了 权成 土地确农 已基 完 过程， 来应接下 该要 落真正 实 民 土地 营农 的 经 权 权易和交 ， 更赋予农民

长 权 大 权期 经 和更 范围 交时 的 营 的 易 ，让农民 正 土 获益真 从 地中 。 村在农 地制度改革土 中， 先考可以优

虑从 入手宅基地改革 ， 长 权农民宅基地 使用赋予 的 期 ，允许 民自由 易宅基地农 转让和交 权使用 ， 大扩 转

让 围范 ，以 ，增加 基 市场 值 民宅 地 价 让农 从宅基地 权使用 大 。交 中 得更 收益易 获

二第 ，消 城乡融 发 的 性障碍除 合 展 制度 。2023年底 议 村 议召开的中央 会 和中央经济工作 农 工作会

，调强 推 乡融合动城 ，坚持 融合发展城乡 。 一乡融合 标志是城 种 产要素自 流城 的 个重要 乡之间各 生 由

。 一并获 相 素 生 要动 得 等要 报酬 同 种 产 素例 力 村劳动 是就 于 还是如 业 农 在 市城 是 力劳动 、 、由 自主自

择 ，自 选 的结果 而愿 且， 择不这种选 违背“同工同酬” ，原则 不会对 来 。 一动报酬带 影 照这其劳 响 按

，标准 中 。国的城 度仍有待乡融合程 于提高 受户 制度籍 改革 展 慢进 缓 的 响影 ， 村 力动 流农 劳 虽然可以

到 市 业动 城 就 ，但并没 平 的就业 会有 等 机 ，有大量流动人口还 权没 享受到同等 障和福利有 的社会保 利。

制这无疑限 了 村 力农 劳动 的 择。 ， 了城市就业 而 为选 因 实现 ，必动要素 间自由流劳 在城乡之 动 须保障

村 力 权 。 ， 村农 动 在城市 业 平等 同 要 生 要 流 农劳 就 的 利 时 还 消除城市 产 素 向 所 ，存在 制 障碍 特的 度 别

①
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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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破要 解 本 才和人 下乡资 面临中 。 了 一 村的难题 进农 土地除 进 步推 制度改革、 村农 非 业发展提为 农产

，供 空间外 还地理 要完善 村农 基础设施、 村提升农 公 平共服务水 、 村化农 的营 环 和社 治优 商 境 会 理体

， 力 。系 业 展 护为非农产 发 助 航

三，第 大力 本 。 本 村 本推进城 基 共服务 等 城 公共服务 等化的实质 基 公共乡 公 均 化 乡基 均 是补齐农

。一 ， 本 ， 村 本 ，服 面 按 市基 公共服 准 提高农 公共服 和水平 要务的短板 方 照城 务标 基 务的质量 明显提

一 落 村 义些 农 地区的 教 质量升 后 务 育 、 生 服 质卫 医疗 务水平和 量、 ， ； 一社 养 服务水平 另会 老 等等 方

，面 ，提高 市 共 的共享程 让城 公 服务 度 村农 居民能 同费用在支付相 情况 本 。也市基 服务下获得城 公共

，就是说 服务的网公共 点虽 布，有区域分 但是， 一 对 ，每 个网点 开 的 城市是 所有人 放 居民可 利用以 农

村 ， 村的 服公共 务资源 农 居民也 。 大 ，可 利 城市的公 服 资源 在 据 代以 用 共 务 数 时 这 术技 上是可在 以实

现 ， 对 了 。的 但这 服务资源 战无疑 公共 配置提出 挑 应优化 ，公共服务资 置 政府源配 相关财政资金的分

配要 ，将人口 共 务需求的 动 为主 依 现流动和公 服 变 作 要 据 实 公共服务资源 。更 适 配置加 度

，第四 少 村农 非劳动减 的 力 。 村 落 ，口 于 口进城 户 难人 由 农 人 困 村农 一 了大 儿 ，度出现 量留守 童

而现在 村农 更严重的 口人 。 村 对 ，问 留守老人 在 共服务资 相 不足 这些题是 农 公 源 的情况下 留守老人和

守留 儿 对是童 村农 公共 务服 有 ，需求 主 群的 要人 但他们 。 大不 获 高 量公共服 即 加却 能 得 质 务 使 面向他

们 公 务投入的 共服 力度， 人群居住分受 散、距离较 、 ，配套服务 等因 影响 公共服远 设施不健全 素的 务

也 大 。 ，一 办效率 会 打 扣 因而 效的 法是的 折 种更加有 ：促进 村 儿件 农 地区的 老 人和 移有条 的 中 年 童 居

， 对城 服 网 相 集的城镇 区到 镇 到公共 务 点 密 地 活生 。可以 ， 。用 益 机制 吸引 们移居城镇利 利 激励 他 除

了使 ，进城后能 市居 等的市民待他们 够享有与城 民同 遇外 还需要解决他们作为 来人口的住城市外 房保

。 来 一 ， 、题 果城市外 口 够像 籍 样 经 适 房 租房障问 如 人 能 户 人口 享有获取 济 用 廉 、 权共享 房 保障产 等

， 大大 ，房 资 他 住房条件 改善的 格 们的 会 这不仅有利于 ，们稳定地 和就 且可以他 在城市生活 业 而 促进

他们把 村 子 （ 儿 ） 父 （ ） 。 义 ，留在农 女 留守 守老人 接 边 同生活 从 个 上说的 童 和 母 留 到自己身 共 这 意

来 一 大 ， 一 。城 的 供 房 障 项重 举措 有 多得的 果给 市中 外 人口提 住 保 是 具 举 效

五第 ， 村 对农 的相 贫 人口瞄准 困 。在 2020 对年中 行贫困标 困后国消除现 准下的绝 贫 ， 对相 贫解决

尤困问题 为重要变得 。 对相 守保 地估算， 村 对贫困发生农 的相 率约 20%，近 1 对人 在相 贫困 态亿 处 状 。

对 也 村 势 ，大 力，些相 困 是 的 群 无 动能这 贫 人口 农 中最弱 人 多 劳 例如 疾残 人、孤寡老人、因 致病 贫人

。 ， 一 长，才群 按照推 共同富裕的 群的收入 能有 收入差距进 要求 这 人 要有更快增 助于 的 小 共享目缩 和

。 对 长 一 大 。 对 一标 实现 促 人口的收 巨 战 应 这 挑的 进相 贫困 入增 是 个 挑 战， 一需 有 套 统 策要 系 的政 体

， 对考 将 决 贫困系 可以 虑 解 绝 、开展 扶准精 贫中的一些 来 对策 施 解相 贫困政 措 用 缓 ：一是 对提高相 贫

力困 展能人群的发 ；二是 大 力 ，加 社会 度 促进他们社会保障和 救助 实现 长 长。收入的 期 续增持

（ ：作者单位 大江 学公共浙 管理学院；

大浙 学江 共享与 展 究院发 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