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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我国的财政支出模式——以乡村振兴为例 
李晶旖 

（江南大学  江苏省无锡市  214000）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现阶段农业农村发展和财政支农政策仍然存在很多问
题，国家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存在诸多阻力。本文运用了财政学的相关知识分析了乡村振兴的财政支出状况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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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面加快乡村振兴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发展进入两个百

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财政作为国家治理
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任务中发挥着“四两拨
千斤”的作用。财政部门用真金白银彰显了其在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和实施宏观战略方面的积极意义。接下来高效衔接乡村振兴，
财政部门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乡村振兴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各地各部门要把统筹抓收
入作为工作的重心，深入挖潜税源，加大存量资金的盘活力度，
政府带头“勒紧裤带过日子”，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切实做大
财政“蛋糕”，搅动更多资金“活水”滴灌乡村振兴事业。 

二、财政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一）收支矛盾层面 
1.公共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放缓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受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减税降

费改革的影响，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和增长的可持续性开始衰退。 
从 2018 年开始，全国性的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明显

放缓，收入增速为 6.2%，比上年同期下降 1.2 个百分点，公共财
政收入进入低速发展阶段，直接影响“三农”工作投入。 

2.财政支出面临的问题 
虽然从长远的角度看，城市建设和乡村振兴在促进“三农”

发展上是统一的，但财政支出如何平衡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双
重压力是一个大问题。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国家粮食
安全保障以及城市化进程继续推进，脱贫攻坚任务繁重紧迫，农
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生态环境压力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不足，成为影响乡村振兴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而要想解
决这些问题，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是关键。 

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是目前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农
村道路不平整、路窄造成了交通不便；农村在用水量大时，会出
现停水等状况，直接影响农民的日常生活；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教育条件落后，卫生状况差。这些问题都需要我国投入大量的资
金来完善和弥补，从而造成了财政支出压力。再加上支农资金投
入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投入的总量上，农业投入支
出所占比例小，资金分散，没有重点投入，使得整体发展浮于表
面，制约了农业经济转型。 

3.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城市，城乡发展呈二

元结构且差距逐渐扩大。农民人均收入明显低于城市人口，从而
抑制农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
支出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尽管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处于缓慢增长
的趋势，甚至增长幅度与城镇相似，但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
约是农村的 3 倍。在消费水平上，受收入水平和根深蒂固的消费
观念影响，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长期处于低发展水平阶段，
2020 年最高消费支出不及城市消费支出水平的一半。 

（二）税收问题 
1.税额少、税种不完善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加剧 
农业税额少，不能有效地制约相关单位对农村耕地的占用，

且随着利益的加大，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同时，我国税种不完善，没有对农业用地出现的各方面问题

制定相应完整的税种，这些问题造成了环境污染的加剧，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向集约化的方向转变，制约了农村生态化建
设。 

2.农村税收制度不完善 
我国农村税务征收过程中，在税种、课税方式以及课税范围

上都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国内的财政收入水平并不高，不能满足
政府行使职能的需要，因此，就会导致在农村方面的财政拨款涉
及到了其他领域的资金，而资金使用的不规范降低了农村生产者
对农业的投入，同时打击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3.税收区域的局限性 

发达地区的税收政策明显好于欠发达地区，这一现象使得经
济落后地区的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受到打击，使得两者之间经济发
展差距增大，导致了恶性循环，从而不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
济发展，阻碍了农村农业转型升级。 

4.税收形式单一 
我国现行的税收行驶中，主要使用税收豁免、优惠税率的方

式，其政策应用较少，税收支出政策仅仅对农村发展起到了照顾
作用，没有有效地激励其自身发展的积极性，使得农村经济处于
被动地位，无法调动资源和政策优势，从而不能实现对外部资金
的的吸引。 

（三）预算管理混乱 
1.预算重要性认知程度不够 
乡镇领导以及基层财政部门对于预算的编制的重要性认识

不到位，从而无法保证乡村预算的准确性，加上实际执行过程中
的财政支出与预算不符的问题，导致相关人员对于财政预算的编
制更加轻视。 

2.相关人员工作水平低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的乡镇财政部门的人员主体为老龄

化人群，其年龄普遍在 45 岁以上，仅有少部分人员年龄在 35 岁
以下。并且，其中的大多数文化水平程度较低，具备专业资格的
人员极少。加上乡村财政部门人员流动性大，导致了财政预算管
理工作产生了极大的阻碍。 

三、推动乡村振兴实行的财政政策 
在建党一百年之际我们应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党

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得财政在党的领导下能正
常运行。财政要保障进行乡村振兴考察的工作人员有足够的经
费，从而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引导更多的青年大学生投身于
农村基层事业。 

加强财政支农，完善监管机制。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
强制要求财政支农资金在地方政府预算中的最低占比和最低增
速，保障财政支农资金的财力充足。同时，为了加强监管，应当
增加专门的监管人员定期对乡村财政部进行检查、询问。 

推动乡村地区教育发展，解决乡村地区教育经费支出短缺问
题，优化经济落后地区的教师队伍，同时保障教师待遇，以调动
教师团队的积极性。同时，对教育经费进行专业化管理,确保经费
的分配、使用等各环节都能进行全方位监管,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和安全保障。强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实现义务教育保障经费全覆盖。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让乡村振兴与互联网科技以及金融联系
起来，鼓励农村通过网络平台销售自己的产品，从而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同时，金融行业的加入，保证了农村财政资金的正常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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