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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经分开”创新农村治理

方案指出， 在进行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 组建农村股份合
作经济组织的地区， 探索剥离村
“两委”对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职
能，开展实行“政经分开”试验。

“农村治理是今后农村改革
的重头戏。 中央文件首次提出
‘政经分开’，借鉴了国企改革的
经验，有利于农村集体资产保值

增值，也有利于实现农村治理能
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郑风
田说。

在我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长
三角、珠三角等地城乡接合部的村
集体资产，市值往往较高。 面对巨
大利益， 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一
些村干部在参与集体资产经营管
理过程中， 出现了侵吞集体资产、

“小官大贪”等现象，既侵蚀农民利
益，也影响农村长治久安。

叶兴庆认为， 实行“政经分
开”试验，由有经营能力的专业机
构对集体资产进行管理， 实现保
值增值，既可以提高经营效率，也
可以缓解矛盾冲突， 提高农村基
层治理水平。

（据新华网）

做顶层设计 立四梁八柱

———透视农村改革方案五大看点

抓住牛鼻子做足顶层设计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正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进
一步推进农村改革， 面临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更
加多元的任务目标。农村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亟
须全局部署、顶层设计。

“改革不能各唱各调各喊各号。 在利益关系日
趋复杂的今天，必须把农村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来统
筹谋划实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
兴庆认为。

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份方案，对此予以明确。方
案指出，农村改革综合性强，靠单兵突进难以奏效，

必须树立系统性思维， 做好整体谋划和顶层设计，

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和主要矛盾，进一步
提高农村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抓住改革牛鼻子，做足顶层设计。 ”叶兴庆认
为，方案切中了当前农村改革的要害，下一步农村
改革将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

叶兴庆认为，下一步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都会有进一步推进，与之相关的
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法律修改有望加快。

明晰产权做好“富农”大文章

明晰的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核心。 当前，我国市
场化改革向纵深推进， 农村集体资产归属不清、权
责不明、保护不严、流转不畅等问题凸显。如何让农
村“沉睡的资产”活起来，让农民享有更多财产权
利？ 成为下一步农村改革绕不开的问题。

“走市场经济道路， 明晰产权是个不可回避的
话题。 农村集体产权越清晰，农村的市场活力就越
强大。”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目前我国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一方面农村各
类要素潜能无法被激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农民合
法权利的保护。

这份方案对这一问题着重提及。 方案提出，建
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必须以保护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为核心，以明晰农村集
体产权归属、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为重点……确
保集体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本集体所有成员。

“大力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有利于拓
展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有利于建立农民增收长效
机制。 ”叶兴庆认为，进一步放活土地经营权、开展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推进集体资产确权
到户等都会成为今后改革的看点。

培育“新农民”破题“谁来种地”困局

粮食生产依赖“

３８６１９９

”部队、

务农老龄化、农业后继乏人、生产
效率低下……“谁来种地”“怎么种
地”制约我国农业做大做强。

对此方案提出， 吸引年轻人
务农，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造就高
素质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者队
伍。 提出加快培育家庭农场、专业

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相比于小农户， 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
有一定的生产资金和规模， 可以
进行规模化经营，收益相对可观，

能解决‘谁来种地’问题；而职业
农民懂技术、 善管理， 还能解决

‘怎么种地’问题，有利于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中国社科院
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说。

专家指出， 方案传递出国家
将大力扶持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
经营主体的强烈信号， 预计下一
步财税、 金融等相关政策均会向
这方面明显倾斜。

“投入只增不减”传递“重农”新信号

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明
显放缓， 一方面国际粮价保持低
位，还要不要加大对三农投入？ 如
何改革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这成
为近期从学界到市场热议的一大
焦点话题。

“近年来， 在国家粮食连年
丰收、国际粮价持续走低的情况
下，有人认为国家对农业的支持
力度可以减弱。而文件提出农业
投入只增不减，农业支持保护力

度继续加大，体现出中央对三农
工作不放松、确保农业重中之重
地位的政策意图。 ”中国人民大
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
郑凤田说。

方案明确提出， 建立农业农
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把农业农
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
域， 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向农业
农村倾斜， 确保农业农村投入只
增不减。

“文件体现出工业反哺农业、

城乡协同发展的共享发展新理
念。 ”党国英说。

方案还强调对财政支农支出
结构加以优化，对此郑凤田认为，

财政支农确实存在着效率不高、

精准度不够等问题， 一些涉农专
项资金呈现“小、散、乱”特征。 今
后财政支农首先会向种粮大户、

主产区等倾斜， 这也有利于农业
转方式。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深化农

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 这是当
前我国农村改革的顶层设计， 是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的关键部署。

方案有哪些新看点？释放哪些改革
新信息？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

采访了相关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