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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视域下的政府经济职能研究 
张修丽 

（封丘县曹岗乡人民政府  河南  新乡  453313） 

摘要：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许多问题也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暴露出来。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直备受关
注，这也是当前我们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政府经济职能发挥出的影响很大，通常可以调节经济发展中市场不可解决的问题。城
乡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就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的干涉，适当使用特殊的职能来调节问题。政府进一步加大转变自身职能，依靠政
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促进城乡发展。本文将就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视域下政府的经济职能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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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乡

经济的落后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前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统

筹城乡经济发展。为此，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变，利用自身特

殊职能帮助城乡经济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统筹城乡经济

发展的视域下，政府如何调节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至关重要

的。 

一、政府经济职能的内容 
（一）市场监督职能 

政府的市场监督职能是为防止市场经济出现不正当竞

争、不公平交易和市场运行不畅通等不良情况。各种干扰市

场经济发展的不良因素出现时，政府就会开始行使市场监督

职能。与其他管理部门政策不同，政府监督具有一定强制性

和一定的权利，各种影响市场政策交易的行为都会被严厉打

击，出现顽固违规问题的情况也会被强制清除。政府市场监

督的职能极大的减少了市场经济中违规交易事件，在市场经

济健康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也进一步为国内经济的

发展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二）公共服务职能 

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对国民经济的间接性控制，通过

就业规划和政府管理等方式进行的经济掌控。公共服务职能

对于经济管理是潜移默化的，它的管理方式是多样性的，也

是提升国民生活质量重要措施之一。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会

对国民的生活会产生直接影响，提供公共产品、加强公共设

施建设、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职能既满足了国

民的社会需要同时也为经济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三）宏观调控职能 

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通过使用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政

策对国家经济产生影响。宏观调控是政府对经济的从长计议，

从经济中的微观转化到宏观的调控。宏观调控职能也被称为

经济调节职能，也是一种间接性对经济控制的手段。宏观调

控是一种行政手段，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缺陷，是具有一种

强制性和立即执行性。所以在宏观调控被启用时说明市场调

节已经无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当然，宏观调控并不完全代

表事态严重，也有可能是政府对接下来的经济发展走向的一

种导向。 

（四）社会管理职能 

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依法规范

社会事务，主要是为维护社会秩序与和谐。社会管理在经济

方面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效保障社会经济分配公平，

特别是在经济利益纠纷发生时，社会管理职能的使用就显得

非常必要。在社会中的突发性和群体性事件发生时，社会管

理职能就可以起到一定的维护秩序的效果。社会生产方面的

监督和防灾减灾等工作都需要社会管理。 

二、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一）土地制度的不完善 

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都有不同的分配方式，土地问题一

直是我们国家的重要话题，我国的土地制度到从 1950 年土地

改革开始算起，为追求公平公正我们一直在不断完善土地制

度。现今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完善土地制度在

时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农业规模化生产有利于农村经济进

一步发展，而关系到规模化的生产的要素就要说到土地流转。

在土地流转方面还有很多不规范的问题，很多土地流转并不

经过正规的法律程序，一般有口头化、随意化、短期化的特

点，这不仅不利于农业向现代化发展而且对农民的权利毫无

保证性可言。根据部分农村抽查，农民的土地流转的对象绝

大部分是亲戚、朋友等，所以经常出现不规范的流转情况。

这种没有合同式的流转方式对流转的期限不明，需要承担的

义务责任不明，从而经常出现农民之间发生矛盾而无法解决

的情况。虽然国家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但在经济不断发展

的情况下，很多制度规矩已经不再适用。 

（二）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  

在农村落后偏僻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而城镇的供

给却供大于求，这种不均衡的情况不仅会浪费公共产品的使

用价值而且有影响农村地区的资源的补给。现今，我国的城

乡发展还处于二元结构体系下，这种将城镇与农村分割开的

问题不利于统筹城乡的经济发展。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的问

题还出现地区性，东西部供给不均衡，沿海与内陆之间的不

均衡。失衡的原因是政策对农民信息了解的滞后，是城乡官

员任命体制的影响。当然，更不能排除城乡决策者对公共利

益的贪腐而导致的城乡供给不对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间接的导致农业基础设施不足，一些关乎水利、抗灾减灾等

基础设施的老化或缺失都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 

（三）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 

农村的经济关乎民生，农村经济金融出现的问题需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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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解决。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的金融体系不完

善问题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进度。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金融

支持力度小等问题都制约了农村的金融需求。这种情况从而

导致了农村的融资门槛被抬高，农村经济的发展自然也无法

追上城镇经济的步伐。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完善也是由于农村

经济起步晚，金融体系的不完善还会影响农村的生活水平与

经济收入。由于农村资金的收益低、回报慢、风险高，很多

银行并不愿意为农村地区提供贷款服务，这就导致了农村经

济问题严重。除此之外，传统的体制也制约了农村金融的发

展，传统的金融机构因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而逐渐较少

了实体机构。在农村金融体系不发达的情况下实体机构的覆

盖面积不足使农村的金融服务能力下降。这也是为统筹城乡

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1]。 

三、政府职能转变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策略 
（一）完善土地制度 

着重关注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和转让权等基本制度方面的

修改完善。土地流转有利于农业的现代化，完善土地的征收

机制，逐渐完善留地安置机制，以便保证农民的土地利益，

为推动城乡经济发展贡献力量。除了土地征收方面，不断的

在制度上发挥新思想，推动现代化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到来，

促进农村经济收入增长。在落实具体措施时，更要体察民情

尽量克服信息滞后产生的影响，确保土地征收制度顺利推进。

为加快推动土地征收流转进程，开辟思维、创新方法，为健

全土地流转制度，可以考察各个地区不同的解决办法，汇聚

思想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在完善土地制度的过程中，可以

参考其他国家的土地制度，吸收适合我国国情的条目。 

（二）拓宽融资渠道 

融资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果只是依

靠政府下发的城乡一体化资金是完全不够的，所以拓宽融资

渠道才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最优方案。为提高融资资金，

引进外部资本进行投资是不错的资金支持渠道。政府可以与

一些有能力的企业进行协商，将一些资金投入大并且有一定

经济效益的项目转给企业负责，这能有效解决农村基础设施

不完善和滞后等问题。政府也可鼓励社会中的团体与人士参

与农村建设或捐款，鼓励当地的银行对农村的贷款项目并给

予一定的补偿。 

（三）建立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在我们城乡发展还位于二元结构的状况时，我们需要政

府经济职能的充分发挥平衡资源分配，进一步减少城市与乡

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对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全覆盖。

公平分配财政下拨的资金，严格审查资金到位情况。提高城

市与农村之间的联系，互联互通、共享共建，为统筹城乡经

济发展提供保障[2]。 

结语：城乡经济一体化不是一步登天的目标，需要循序

渐进的发展。政府经济职能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中起到四两

拨千斤的作用，无论是在土地制度问题、公共产品问题还是

农村金融问题都需要政府经济职能的引领与指导。政府经济

职能也要随着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不断转化。统筹城乡经济发

展不管是政府的责任，我们还需要社会群体与个人共同努力

建设现代化城市农村。 

参考文献： 
[1]韩志国.乡镇经济管理的常见问题和对策分析[J].全国

流通经济,2020(35):37-39. 
[2]廉明达,马君.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职能优化探析[J].商

讯,2021(26):160-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