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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目前我国关于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产品、公共财政理论研究正在

发展求索过程中，系统的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也

正在构建中。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

对未解问题的探索正是本文立足的研究方向。 

本论文的主要观点和研究结论如下： 

1、通过中国与西方国家比较分析，揭示西方国家公共产品理论

在中国农村应用的局限性。 

2、从中国小农现实经济、从中国世俗文化特征入手揭示中国农

村公共产品特殊性。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要涵盖农民

私人决策无法实现的一切范畴。在中国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基点首先

应是实现社会公正，提出我国不能简单地按公共产品的纯度而应按需

求层次来界定政府与市场责任，应按有利于社会公正实现来界定各级

政府事权。 

3、指出中国社会世俗文化强劲粘性决定了建立我国农村公共产

品理论框架必须重视社会资本变量影响。要增强正式制度可操作性，

要重视传统制度的扬弃，要辨证看待非正式规则努力提升非正式规则

内涵，使其不断随时代演进。 

4、指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区域差异决定了不同地区对公共

产品需求的侧重点不同，反对用“一刀切”的简单方法来对待千差万

别的公共产品需求主体，反对不分经济发展水平来提供简单划一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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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品的做法。 

5、给出中国农村公共产品范畴界定，提出按需求层次划分公共

产品，可分为基本型公共产品、奢侈型公共产品、发展型公共产品；

按与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与中国特定发展阶段下市场经济的个性划

分，可以分为特殊性公共产品与一般性公共产品，特殊性公共产品又

可按照符合市场化取向功能、扶正救助功能与塑造市场主体功能划分

而为要素型特殊公共产品、补救型特殊公共产品和主体型特殊公共产

品。 

关键词: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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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n Chinese-characteristic public goods and 

public finance is under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a comprehensive, 
Chinese-characteristic theoretical system of public economics is under construction. 
However, it is not only a practical problem but also a theoretical problem to increase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in the rural area of China. This dissertation intends to 
research into the unsolved problems in this area, with the following viewpoints and 
conclusions:  

1. To analyse the limit of the application of Western theories of public goods to 
the rural area of China by making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2. To expound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goods in the rural area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alistic Chinese agriculture economy and common Chinese 
social culture. The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of public goods in the rural area of China 
should cover a wide range that cannot be covered by private decision. The principle 
for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is to realize social justic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should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levels of need and 
whether it is favorable to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justice. 

3. To point out that due to the strong Chinese social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variabl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should be recognized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public goods in rural areas. We should enhance the working 
of formal system, develop the useful and discard the useless traditional system, look 
at informal rules dialectically and upgrade the intension of informal rules in order for 
the evolution of it.  

4. To point out that regional imbalance because of unequ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etermines that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ifferent needs for public goods, 
which should not be dealt with simply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5. To range the public goods in the rural area of China.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levels of need, there are basic public goods, luxury public goods and development 
public goods.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market economy, there are 
special public goods and general public goods. Special public goods can be 
subdivided into essential one, compensated one and market-oriented one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 of public goods. 
 
Keywords:    the rural area of China     public goods        spec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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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 

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作为与市场经济密切相

联的诸如公共财政、公共产品等范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日显重

要。为此，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都做了大量的有益探索。有的

同志认为，中国要建设的市场经济是西方国家早己实践过的事业，将

既成的西方先验理论加以学习便可以找到中国实践发展道路。笔者也

曾十分赞同这种观点。然而随着工作经历的累积，在与基层、与农村

现实的频繁接触中，我越发感到中国国情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己远

远超越了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范畴，而如何认识这种复杂性，如何运

用正确的方法论来透视中国面临的种种深层矛盾以提升自己朴素的

情感、更自觉理性地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举措与工作建议，用更加

符合中国国情的认识来指导实践，这样的想法一直萦绕着我。随着学

习进程的日渐推进，随着对所阅读的大量文献的反复思索，我越发认

识到由于我国经历了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迥然

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因此，在这样一个有着自己丰厚底蕴的国

度要建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要

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要对世界上一切文明成果

的有益吸纳，更要立足于国情实际。基于这样的认识，需要对与市场

经济相关又缘于西方国家的诸多公共经济范畴进行重新的再学习再

认识，并结合我国国情，具体而深入地分析西方公共经济范畴产生的

客观基础并从分析我国历史与现实共同形成的客观基础出发，揭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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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殊性从而为确立适合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打下基础。 

与市场经济相联的经济范畴是庞大的，择其中之一而探讨是我的

心愿之一。我之所以选择中国农村公共产品这一课题来攻关，除了上

述谈及的缘由之外，还有以下认识。 

一是中国农民是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群体；中国农村是中国能

否走上真正意义上成熟而又稳定的市场经济道路的关键环节和难点；

中国农业关系到中国这样庞大人口的生存与发展。“三农”问题是中

国 根本的矛盾问题，揭示这一矛盾有助于真实把握中国实际。 

二是政府是引导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管理者与调控者，政府

经济行为与运作机制直接关系到社会公正的实现与效率的渐进改善，

作为国家公务员的我，还应该对政府这一主体的现实表现与面临的问

题做出理性而又深刻的审视才能更好扮好角色推进发展。公共产品提

供主体恰是政府，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现实可以折射出各级政府行政

能力与效率及需要改进的方向。 

三是在专业领域力求有所发现是在读博士生的责任和应尽义务。

如同以上所述，目前我国关于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产品、公共财政理

论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正

在构建之中，尚有许多模糊认识与许多理论未解问题。笔者阅读了近

六百多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有关农村公共产品的文章，大多数文章

仍停留在对现状问题的局部揭示与现实问题具体政策的探讨上，侧重

从某个侧面对解决问题提出权宜之计的对策多，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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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深层根源的透析少，运用系统的方法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少。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徐小青主编的《中国农村公共服务》是近年

对这一领域实证调查成果的较为集中的反映，本书介绍了西方公共产

品与公共选择理论，回顾了中国农村公共服务的制度变迁，对在 WTO

框架下重塑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侧重从农村经济信息、农村卫生医疗、

农业科技推广等三个方面对现状与问题及对策作了研究。总之，在农

村公共产品问题上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尚未发现。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认识，我选定了中国农村公共产品这一课

题，投入攻关，通过大量的阅读与实地考察，试图运用正确方法，来

寻求对悬在心中问题的解答，并通过对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主体特别是

县乡政府的反思来提高对中国 大国情的认识能力。 后盼望在专业

领域的求索中有些许创新。 

第二节 研究方法、逻辑结构与研究探索 

一、研究方法 

（一）整体与系统的分析方法。本文将中国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置

于中国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跳出经济学视角，坚持

马克思主义辩证观，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史学、哲学来建

立本选题理论框架，试图运用系统论的分析方法力求尽可能更全面地

揭示中国农村公共产品。 

（二）一般到具体的方法。本文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所共同

形成客观基础入手分析，建立起分析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基点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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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同时针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所呈现出来的具体内涵与外延

提出了各类型公共产品供给的具体对策思路，实现了从一般到具体的

整合，尽力做到既有宏观的理论认识又具有现实可操作的对策研究。 

（三）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

家，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经验亦留给我们诸多的

反思，传统不意味着陈旧、落后，传统之所以成其传统，肯定有其深

入本土民众心里的理性成份，在对历史的分析中可以总结出带有必然

性与规律性的东西，实现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 

（四）实证分析和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本文从规范研究中求

解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特殊性，试图在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经济理

论体系中有所作为；同时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提

供的状态进行了分析，以进一步支持规范研究的确立。 

当然，总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唯物辩证法，它是我们认识世界 根

本的方法，也是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产品理论体系的 根本的方

法。 

二、逻辑结构 

本文共分成三篇十章。 

第一篇为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理论分析，共三章。 

第一章，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在中国农村运用的局限性研究。对西

方公共产品理论主要观点进行概述，并对西方公共产品理论所蕴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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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前提与文化基础作了分析，对西方公共产品理论与其在西方各国

实践中存在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做了具体分析，并由此指出西方公共

产品理论是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符合 优效率供给的理想模式，是一

种“应该是怎样”的规范研究，但现实中“现实会是怎样”则各国的

实践千差万别，因此不能机械照搬西方理论对照中国丰富多样的实

践，把握西方公共产品理论首先应把握该理论产生的客观环境及其假

定前提，如果借鉴国的客观环境与西方理论预设的假定前提接近，其

借鉴度就大；反之，该理论的局限性就会放大。 

第二章，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特殊性研究。首先从中国小农现实经

济条件下对公共产品的客观要求的分析，揭示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特殊

性，即中国农村私人产品对公共产品的依赖更加强烈，要求提供实物

型公共产品范围更宽；中国农村对制度政策性公共产品需求强劲，既

包括符合市场化取向的公共政策与制度设计，还包括对长期歧视性制

度的强行扭转而做出的扶正救助型的制度设计与公共政策。并通过对

历史上传统小农经济下公共事务提供经验的总结得出相关启示，提出

正确揭示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特殊性的战略意义。其次从分析中国世俗

文化主要特征入手，将其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应的制约影响进行了

较深入的分析，指出中国政府还应承担塑造农村市场主体这一特殊性

公共产品的责任。两个角度展开分析，从不同侧面回答了中国农村公

共产品的特殊性在于我国公共财政的范围要宽于西方国家，我国公共

产品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在中国这样发展中的市场经

济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基点应首先是实现社会公正，有别于西方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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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基点首先是效率的原则。进而进一步揭

示了为什么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在中国农村运用具有现实的局限性，从

而中国必须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理论框架来指导

实践。这是中国实践的呼唤。 

第三章，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性质与分类。鉴于上章揭示的中国农

村公共产品特殊性，由此给出中国农村公共产品范畴界定，即符合中

国农村地区公共欲望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非竞争性和非排

他性不仅仅要覆盖农民私人产品无法提供的空间，还应该涵盖农民私

人决策无能力达到的一切范畴。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进行了按不同标

志的分类。其中按需求层次划分，可以分为基本型公共产品、奢侈型

公共产品、发展型公共产品；按与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与中国特定发

展阶段下市场经济的个性划分，可以分为特殊性公共产品与一般性公

共产品，特殊性公共产品又可按照符合市场化取向功能、扶正救助功

能与塑造市场主体功能划分而为要素型特殊公共产品、补救型特殊公

共产品和主体型特殊公共产品。 

提出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社会公正是公共产品提供应把握

的首要原则。认为我国不能简单地按公共产品的纯度来划分政府与市

场的责任，而应该按需求层次，对涉及农民 基本生存与基本生产需

要的公共产品不论其是纯公共产品还是混合公共产品均应由政府全

额提供。为此，要按照与财权、政府能力相对称的原则确定各级政府

事权，要从既有的财权与政府能力的现实去调整事权。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http://etd.xmu.edu.cn/
http://etd.calis.edu.cn/
mailto:etd@xm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