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申论，就要找老吴！

一、给定资料

【资料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统

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农民收入也

得到了巨大改善，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得到了充分彰显。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推进，

人民生活迈入小康的同时，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制度变迁的边际绩效已然

不再明显。如何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寻求农业和农村“第二次飞跃”的制度动力，

推动中国农村经济的更大发展，被誉为“云南第一村”玉溪大营街镇的集体经济发展之路为

我们提供了启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目标是打破以“一大二公”、“大锅饭”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

制度，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现家庭经营与集体统一经

营相结合，有机发展。但长期以来，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实践中，“分”的彻底，“统”的无

力。发展中过多地注重个体的发展，而忽视了集体的积累，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小农经济的回

归，造成了土地细碎化分割、农民组织化程度降低、集体资产流失，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软

弱涣散、农民一盘散沙等问题。

由于长期过分强调“分”的成分，造成农村集体经济积累不足，使很多村镇成为了“空

壳村”、“空架子”。加上集体经济往往承担过多的公共服务职能，如养老、医疗和幼儿园

等公益建设，集体经济难以为继。加上近年来银行信贷部门风险意识的不断增强，贷款难的

问题普遍存在，农村靠贷款创办集体项目的难度加大。此外，部分村级债务沉重，给发展集

体经济背上了包袱。面对发展资金严重不足，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乏力。

农村集体积累缺乏有效保障机制，导致集体积累严重不足。一是对村集体资源缺乏有效

开发手段，致使许多村庄守着资源却受穷。二是集体收益没有保障。根据宪法规定，农村土

地等资源归集体所有，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得不到体现。如在土地征占用补偿费问题上，“分

光用光”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集体资金管理混乱。有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财务管理方面

的制度不健全，实行“家长制”管理，集体土地、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管理权集中在村主要

干部手中，群众无法真正监督。少数村干部贪占挪用公款，或用公款请客送礼，或盲目投资

搞项目，结果“富了和尚穷了庙”。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一定要有好的带头人。但从全国多数农村

来看，大多缺乏发展集体经济的带头人。一是不少村干部思想僵化，观念守旧，跟不上市场

经济的新形势，缺乏开拓创新精神，没有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他们往往过多强调客观原因，

“等靠要”思想严重，存在着“小富即安”的想法，集体资产管理的目标仅限于“守住家业”，

对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缺乏信心和办法。二是农村的很多能人也不愿意搞集体经济。要干

出事情来，需要担风险，而且总会有人说三道四，不如自己干痛快。三是由于城乡发展的不

均衡，导致农村能人外流。很多有一定知识和能力的人往往选择外出打工，一般很少愿意留

在本村。

农民是一个集劳动者和小私有者于一身的社会基层。既有要求走集体致富的要求，又有

个人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

的快速发展，集体主义意识有所弱化，认为“搞集体经济赚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大家的，干

多干少一个样”的大有人在，因而参与集体经济的热情不高。只顾眼前利益与自身利益，经

常为土地、邻里界限闹矛盾、引争议，阻碍了国家建设和集体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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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2】
大营街是云南玉溪市下属的一个集镇，位于它位于玉溪市西南部，距中心城区 4.5公里，

距省城昆明 90公里，全街道辖 10个社区居委会，50个自然村，106个居民小组。改革开

放以来，大营街依靠发展集体经济，在任新民等带头人的带领下，从开始的村办建筑队起步，

抓住机遇，统一土地经营权，先后建成和发展了滤嘴棒分厂、水松纸厂等卷烟辅料加工厂和

云南玉溪隆恒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等乡镇企业；依靠大营街自身资源发展旅游业，建成了汇溪

宾馆、汇龙生态园、玉泉寺、玉泉湖、映月潭休闲文化中心等旅游休闲景点，形成了集工业、

休闲、娱乐、旅游、商住为一体，各种生产要素聚集的现代城镇体系。从 1995年大营街居

委会经济总收入超过 10亿元，到 2012全街道农村经济总收入达 181.51亿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 17 800元，大营街人过上了“老有所养，壮有所为，幼有所教”的幸福生活。这为发

展农村集体经济带来了启示。

大营街群众认为，他们的成功靠的是领导班子，是因为班子有感召力，群众拥戴，大家

团结一心抓产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总支书记任新民更是堪称群众心里的一面旗帜。他

始终与村民劳作在一起，与大营街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表现出较强的领导能力、无私的献身

精神和敏锐的政治远见。大营街发展中建设了一个团结协作的领导集体，他们有一套清晰的

发展思路：大营街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自觉融入到城市中，必须大力发展集体工业经济，

以产业为支撑，实现共同富裕。

土地集体所有制是集体经济生存与发展的制度基础和保障。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以来，绝大多数农村土地分到了农户手中，实质上成为一种“有分无统”的“农民小规模

经营”。土地分散经营，细碎耕作，既无法保障农民的收益也无法形成规模经济，集体的作

为也没有依托。大营街带头人在全国热火朝天包产到户的形势下，审时度势，结合居委会发

展实际，顶住压力，留足耕地，实行土地集中经营，为二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解决了用地问

题，居民基本脱离农地关系，到企业上班拿工资。同时，大营街居委会把原来的 1000亩土

地投入资金改造成可以机耕机耙的高产田，将耕地集中向农业经营大户手中，全居委会只有

6户农民管理经营全部耕地，发展了花卉、水果等特色农业，生产效益大幅提高。大营街还

对集镇建设统一规划，建设的住宅楼由集体和个人共同投资，使全体居民全部住进了楼房。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全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卷烟行业的快速发展。任新民等大营街的带

头人敏锐地捕捉到了全国卷烟行业都要高价进口辅料滤嘴棒、水松纸的信息。经过艰苦的谈

判，1988年，在玉溪卷烟厂的鼎力帮助下，大营街贷款 4000多万元，与玉溪卷烟厂合作，

先后建起了玉溪卷烟厂滤嘴棒厂和玉溪市水松纸厂，进行科学管理并大搞技术攻关，提高产

品质量，当年建厂当年就见效。到 1990 年，水松纸厂和滤嘴棒厂就实现总产值 1 640万元，

利税达 150万元；1992年，大营街农村经济总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大关，成为玉溪市的第一

个“亿元村”。为大营街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积累了雄厚的实力。

大营街依靠村办企业富起来以后，如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扩大再生产，进一步提升人

民生活质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1997 年，大营街在工业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认真分析

资源，开始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建成了占地 1 000多亩的汇溪公园、汇龙生态公园和玉泉湖

公园以及玉泉寺、映月潭、老年文体活动中心等观光、娱乐、休闲、健身的景点，塑造了一

个“远看像林园，近看像公园，细看是乐园”的大营街，成了“农村里的城市”，不但满足

了大营街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也促进了大营街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的中

外游客纷至沓来。

【资料 3】
大营街社区自 1995年开始就是一个得到外界公认的富裕村集体，如果仅就富裕程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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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这样的村子也并不少见。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地方

的集体经济主要控制的是土地收益，以及厂房等附着物的租赁收入，企业大多是私营性质的，

而大营街社区则完全控制着辖区内的主要产业，企业产权属集体所有。

但使得大营街社区发展起来的集体化制度在近年来遇到了危机，出现了异化的趋势，这

在村民们的生活上已经表现了出来，那就是这里也像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差

距，村民内部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化。

新建居民小区中有一部分别墅是独栋，一部分是联排，农民们说，有钱的住独栋，没钱

的住联排。有的人家里没有车，有的人家里几百万元的豪车都有好几辆。有钱人是谁呢？“老

板们（集体企业领导）啊，还有当干部的啊。”村民们不约而同地这样说。

大营街社区早期的领导者都是年轻人，如今也已经六七十岁了，30多年来一直处在村

中高位，是集体企业的实际控制者。村民们说起他们，都使用“大老板”这个约定俗成的，

但又与他们的集体企业领导人身份不相符的标签。他们是村里最富的一批，当地人都说，他

们这里有“三大家族”。

集体经济决策缺乏透明，分配制度、权力交接和监督制度等也遭到村民的抱怨。这归根

结底是领导班子建设的问题，集体经济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事，也高度依赖相应的组织机制和

文化建设。这是大营街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关系到集体化发展、共同富裕道路在这里的最

终命运。

富裕程度处于中间位置的，要么是村集体企业的中层干部，要么是在外做生意的人。而

大多数人接近于工薪族，集体企业为一般农民保证提供工作机会，但工资收入并不高，从

1000元到三四千元不等，与外出打工的劳务所得相当，好处仅在于不用背井离乡。虽说别

墅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卖给农民，但许多农民是通过银行贷款和亲戚朋友筹借才买得下来，

也像城里的“房奴”一样背上不轻的债务。如果夫妻均已超过 54岁的退休年龄，每人一年

的收入就只有 5000 元的年终分红加上从 250 元到 695元的退休金，要想生活宽裕一点，

还得到外面找个工作，或者做点小生意。代阿姨和老伴在基建队退休前的收入是每月 600
多元，退休后每月 300多元，把分红平摊到每月，每人月收入约为 800元。

农村集体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

基础。加快新农村建设，就要发展好农村集体经济，解决好双层经营的依存关系，进一步探

索农村多种所有制及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创新集体经济组织的体制和经营机制。

土地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更多的农民已

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二三产业，土地撂荒的状况为土地合理流转提供了可能。但在以往的

流转实践来看，虽然 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解决

了农地投入不足和掠夺式开发的问题，但由于土地使用产权在法律上界定模糊，往往造成农

户在土地处置权上的所有者缺位，使农户在土地发包、征用、流转等环节的权利受到侵害，

也为今后的土地兼并埋下了隐患。因此，改革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善土地产权制

度，明晰土地产权，颁发土地使用产权证，使农民逐步获得具有法律保障的各种公民权利，

解决农户在土地流转的产权担心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农户分散经营的土地适度集中，有居

委会或农村经济组织统一经营，使土地这一稀缺资源能够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重新配置，并

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收益。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大营街通过走农工商一体化和一二三产业协调发

展的路子，实现了共同富裕是最鲜活的例子。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是农村集体经济积累发

展的前提。坚持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积极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路子，

是实现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的必要途径。二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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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延长农业产业的价值链，可以使土地资本化收益

留在农村，为实现以工补农、以工带农提供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大营街街道抓住机遇，

坚定不移地走“农业稳处、工业强处、商贸旅游活处”的发展路子，使全街道经济社会得到

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作为主要经济支柱的乡镇企业，多年来已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为推动全街道农村经济发展和培植地方财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资料 4】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一个农民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

也是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分散的产权为基础，以互助经营为特征，以社

会化服务为内容，是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在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产

业化经营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要通过

发展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农民合作组织，提升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降低市场交易费

用，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动内涵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经营的比较效益，提高抗拒市场

风险和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引导农民互助合作，促进集体经济和

个体农民的共同发展。

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关键要看是否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领导班子强不强，关键看是

否能被群众信任，是否有创新意识、是否懂管理、善经营。因此，发展集体经济，要切实加

强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一是要选好一把手，要选拔群众信得过，觉悟高，有

开拓精神，懂管理、善经营的优秀党员担任党组织书记。要选好配强村干部，充实村级领导

班子。二是要加强培训，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积极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管理技能和农业实用

技术培训，大力培养和建设一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热心于集体事业的经营技术人才队

伍，为村级集体经济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三是要建立村干部的激励机制，把村干部的报酬

与集体经济的发展、积累的增加、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结合起来，并解决好村干部养老保险

等问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形成内在的激励机制。

要建立健集体经济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收支审批，努力控制非生产性开支，完善财务

委托代理制度。要加强集体民主管理，规范和完善民主决策，确保重大建设项目和投资决策

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保障好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进一步加强村务

公开，让村民对集体经济发展有一本明白账。要提高村务公开的质量，加村务大公开的真实

性，杜绝假公开或半公开的现象；特别是必须由村民代表大会集体对重大投资决策和建设项

目进行表决通过，全面提高村务公开的透明度。

二、阅读要求

请认真阅读给定资料，提炼以下信息：

1.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如何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总字数不超过 4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