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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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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国财政支农现状研究总报告（2008） 内容介绍：

　　【报告形式】动态研究报告（现成报告内容+客户指定内容+现时内容）

　　【报告作者】政府财政研究课题组

　　【报告提示】财政支农资金是一种有条件的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

府的一种补助，构成县级财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经验看,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

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大多数。农业丰则基础强, 农民富则国家富, 农村稳则社会安。只有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在广大

农村形成和谐安定、健康向上的良好局面, 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 农村社会稳定才有坚实的

基础, 国家长治久安才有可靠的保障。鉴于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地位及其特有的

弱质性行业特征, 我国政府必须对农业的发展提供财政支持。而且许多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实

践也证明, 农业增长与国家的财政支持二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 在全面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 我国财政资金投入必须由过去的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向工业

“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转变。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不断加大财政对“

三农”的投入, 使农村经济有新发展, 农民生活有新改善,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新飞跃, 农村民

主管理水平有新提高, 农村生态环境有新优化。只有强化财政对农业的扶持与保护职能, 加大

对农业、农民、农村的投入, 才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本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

场调研基础上，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

料，组织课题组编辑而成。本报告是高层次、权威性，深度研究与实际应用的有机结合，具

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1篇：概述11-

　　第1章：财政支农的概念和内涵11-

　　第1节：财政的概念

　　第2节：财政支农的概念和内涵

　　第2章：财政支农的必要性13-

　　⒈新农村建设不能增加农民负担, 政府要充当主要的投资主体

　　⒉财政支农工作是我国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要求13-

　　⒊财政支农工作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14-

　　⒋农业的基础性确定了财政支农的必要



　　⒌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财政支农的必要

　　第3章：地方财政支农方式15-

　　第2篇：发展研究16-

　　第1章：当前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状况及支农概况16-

　　第1节：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状况16-

　　第3篇：动因分析32-

　　第1章：我国政府农业保护与支持的必要性32-

　　第1节：农业保护与支持的概念32-

　　第2节：政府农业保护与支持的必要性33-

　　⒈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十分重要的基础产业

　　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弱质产业33-

　　⒊加入WTO以后，国外农产品对中国农业形成很大冲击，适当保护成为必然

　　⒋对农业进行适当保护是一种国际惯例35-

　　第2章：公共财政体制下财政支农政策存在的必要性

　　第4篇：产业链分析37-

　　第1章：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分析与结构分析37-

　　第1节：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分析37-

　　第2节：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结构分析38-

　　⒈模型设定及指标选择38-

　　⒉统计检验40-

　　第3节：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偏差与财政支农政策失灵41-

　　第5篇：问题及对策43-

　　第1章：当前我国农业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43-

　　⒈农业投入不足，难以满足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

　　⒉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⒊农业科技水平低43-

　　⒋粮食产量下降，供求关系趋紧

　　⒌农民增收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44-

　　第2章：当前我国财政支农政策中存在的问题48-

　　第1节：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中存在的问题48-

　　⒈财政农业投入不足

　　⒉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不合理，“缺位”与“越位”并存48-



　　第2节：财政农业补贴政策中存在的问题49-

　　⒈财政农业补贴缺乏长期战略目标，随意性较大49-

　　⒉财政农业补贴方式不合理

　　⒊财政农业补贴内容的缺失50-

　　第3节：农业税收政策中存在的问题51-

　　⒈农业税性质模糊，带有陈旧的“地租”性特征51-

　　⒉ “二元税制”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第4节：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中存在的问题52-

　　⒈农村社保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

　　⒉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不合理,未能体现社会的责任

　　⒊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不够科学化与规范化

　　第5节：财政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53-

　　⒈扶贫开发“四到省”原则没有落实到位

　　⒉扶贫投入“漏出”现象严重53-

　　⒊扶贫资金投向不合理

　　⒋资金项目多头管理，审批层次过高，缺乏群众参与54-

　　第3章：国内财政支农存在的主要问题55-

　　第1节：政府财政支农投入总量不足55-

　　⒈财政支农投入水平较低55-

　　⒉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呈徘徊和下降趋势

　　⒊财政支农经常低于我国法定标准56-

　　第2节：财政支农投入结构不合理

　　⒈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少, 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增长过快

　　⒉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呈徘徊和下降趋势

　　⒊农业科技三项事业费支出少

　　第3节：财政支农投入方式不尽合理59-

　　⒈地方政府对农业财政投入问题严重59-

　　⒉财政支农补贴环节错位

　　第4节：财政支农资金效率低下60-

　　⒈缺乏协调统一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机制60-

　　⒉财政支农资金监管差60-

　　⒊财政支农资金到位率低



　　第4章：提高财政支农资金效益的对策建议61-

　　第1节：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确保资金总量增长，规范和引导地方财政的支农行为61-

　　⒈增加财政支农支出，是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实现农业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

　　⒉采取有效的政策手段和措施，规范、引导、约束地方财政的支农行为

　　⒊完善中央对地方的农业专项补助资金制度，更好地引导地方增加农业支出63-

　　第2节：合理界定财政支农结构投向，明确资金投放重点63-

　　⒈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63-

　　⒉高度重视农业科技进步，支持农业科研和农业教育64-

　　⒊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

　　⒋注重农村环境保护65-

　　第3节：切实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66-

　　⒈进一步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66-

　　⒉改革财政支农资金支出管理方式68-

　　⒊改革单一的财政资金支出形式，实行灵活的投资方式69-

　　第6篇：国际借鉴70-

　　第1章：发达国家财政支出效率评价体系的发展情况

　　第2章：国外模式对于我国的借鉴意义70-

　　第1节：发达国家财政支出效率评价体系的发展情况70-

　　第2节：国外模式对于我国的借鉴意义

　　⒈尽快建立适应我国财政支持农业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⒉注重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并举72-

　　⒊充分发挥效率评价对加强财政支出行为的监督约束功能作用

　　⒋逐步建立财政支农效率评价的信息收集体系和数据库

　　第3章：国外财政支农政策概述74-

　　第1节：国外财政支农政策的类别74-

　　第2节：国外财政支农措施75-

　　⒈美国财政支农75-

　　⒉欧盟财政支农76-

　　⒊日本的财政支农78-

　　第4章：国外财政支农政策的经验和借鉴79-

　　第1节：国外财政支农政策的经验79-

　　⒈美国财政支农政策的调整79-



　　⒉欧盟共同农业财政支农政策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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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印度财政支农政策83-

　　第2节：国外财政支农政策的共同特点84-

　　⒈外国政府财政支农政策的共同特点84-

　　⒉对我国的启示85-

　　第7篇：地域发展分析87-

　　第1章：湖南省财政支农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87-

　　第1节：湖南省财政支农现状及其问题研究87-

　　⒈湖南省财政支农现状87-

　　⒉湖南财政支农存在的问题89-

　　第2节：湖南省财政支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91-

　　⒈财政投入严重不足91-

　　⒉投入结构不合理93-

　　⒊预算管理约束软化96-

　　⒋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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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新农村建设与财政支农机制创新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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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章：财政支农政策框架构建的内容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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