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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撑农业为纽带发展农村服务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张  良   孙立珠

 
[摘  要] 我国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不仅仅是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限制，农村居民居住的集中程
度低也是影响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程度低的重要因素。我国的国力已经具备了解决农民散居问题的条
件，如果不失时机的发展核心村提高农民居住的居住集中程度，就会为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创造条件，
同时也会提高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有效的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繁荣农村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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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不相适应

我国农村2001年人均纯收入已超过1990年城市人均收入（2300元人民币）水平，但是去年农村中第三产业就
业占有率（农村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农村全部就业人数的比例）只有一成左右。而1990年城市中第三产业就业占
有率（城市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城市全部就业人数的比例）达到了五成左右。从而农村收入水平不是影响农村中
第三产业就业占有率的唯一因素。影响农村中第三产业就业占有率的重要因素还有人口居住的集中程度（农村村
落的人口规模、村落内的人口密度等）、恩格尔系数和基础设施水平等等。

以农村服务业为对象来分析。在消费者有消费能力和消费有效用的前提下，某种消费机会（例如：男子理
发）当单位时间内达到一定数量后（客流量）才能使相应的服务经营达到其盈亏平衡点，才会引起相应的投资和
相应的就业。从消费者角度考虑，除消费本身所需费用（如：理发费）外，还需要其它费用（如：交通费、交通
时间、“咨询费”补助设施等等），如果其他费用过高那么这种消费机会的消费频率就会被压低或被替代（如：少
去几次理发店或买理发工具自己理发）。这些其他费用在此被称为服务业消费的补助费用，农村中补助费用的花
费完全不产生效用。农民是理性的，在以散居为主要居住形式的农村，服务业相对于收入水平发展缓慢,补助费用
过高是其重要原因。人口居住集中水平的增加能够减少服务业消费的补助费用而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在相同收
入水平前提下城市中服务业的发展远好于农村就是例证。

 
二、             发展“易农易商核心村”

从国民经济配置效率角度考虑，农村的乡镇第二产业应逐步转移到有区位优势的地域中去。有区位优势地域
指大、特大中心城市远郊的卫星城和大中中心城市近郊的新城区（简称为两郊）。乡镇第二产业向有区位优势地
域转移能够大量的把农民转移到城市中去；能够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使乡镇第二产业获得更好的专业化协
作条件和更好的产业服务条件；能够使工业污染的治理产业化；并能有效的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等等。

如果我国在其经济水平条件下充分实现了城市化、如果我国的乡镇工业实现了向城市转移，我国农村（按
四、五个五年计划考虑）至少还会保留我国总人口的三成。如果这些人口中的劳动力都是从事农业和农村第三产
业，那么如何提高农村中第三产业就业占有率；如何保护好耕地来增强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核
心问题。即使农村工业向城市转移的程度不充分，提高农村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保护耕地增强我国农业的比较
优势也仍然是发展农村经济重要问题。

由于新疆、西藏、青海、内蒙的人口密度较低，和其他省份一起考虑农业经济密度问题不方便，暂且先考虑
其他省份的农业经济密度问题。其他省份的面积和约为400万平方公里，最终的农村人口不低于四亿人。如果不
影响农业生产的合理半径为3公里，那么一个基本农业区面积不应超过30平方公里。一个基本农业区的人口规模
将在3000人以上，400万平方公里可分为12、13万个基本农业区。目前的情况是一个基本农业区中有6、7个行政
村（相当于改革前的生产大队），自然村（相当于改革前的生产小队）、散居村多于50个，人口7000人左右。农
村居民住户1800户左右。以上的数据并不精确，只是大概的平均值，用来描述农民散居的状况。

如果把目前农村人均纯收入、储蓄率、恩格尔系数分别和1990年时城市人均纯收入、积累率、恩格尔系数相
比较：人均纯收入相当；储蓄率低于城市，这有利于消费；恩格尔系数也相当。不能不说农村居民的散居是影响
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当然农村社会福利条件和社会保障条件不如城市也是影响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的重
要因素。

如果把每个基本农业区的农户集中到基本农业区中心区域形成一个大村肯定会有利于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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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集中最终所需农村人口（3000人左右）。这个大村就是易农易商核心村（简称核心村）。我国已有近五万个
建制镇、乡镇，这些建制镇、乡镇没有特殊理由都可以作为核心村。当然简单的拆迁自然村、散居村向核心村集
中并不是理性的。

我国城市居民小区楼房每平方米工程造价为1000元人民币左右，中西部为700元左右。市场售价建筑造价比
为2左右。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倍左右。如果农村楼房每平方米的工程造价等于或低于中西部平均造
价；如果（通过降低房屋售价中的土地费用、基础设施配套费用、开发利润、各种税费等）使市场售价建筑造价
比逼近1（例如：城市中的经济适用房、集资房等）；如果国家对农民买楼房按比例（比如说按买楼款的三分之
一、或者说不低于搬迁成本）实行福利政策（我国对城市居民住楼房长期实行大于三分之一福利政策）；如果农
民买楼房也能得到低息贷款，那么农民住楼房年均费用占纯收入的比将接近现在的城市居民，农民也就能够住得
起楼房。如果在核心村的核心地带建设像城市居民小区那样的小区、在小区的核心地段建设第三产业集中的中心
商业街，那么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条件也会因为有了这样的“小气侯”而大为改善（核心村按3000人计算，核心村
的纯收入为700万左右，一种消费占总收入的1%就是7万左右，既各种服务业经营的盈亏平衡点已经容易得到满
足）。如果一年拿出1000亿元人民币作为农民的购楼福利来诱导农民进核心区住楼房小区，坚持十几年就能
使4亿农民每人住上超过15平方米的楼房。另外我国已经完成的农村电网改造工程、持续已久的农村公路村村通
工程等已为发展农村核心村奠定了初步条件。农民从散居到核心村、再到楼房居民小区、服务业再集中到中心商
业街这样逐步集中会使农村第三产业消费的补助费用逐步被降下来；同时也会使农村第三产业经营所需的客流量
容易得到满足。如果把农村工业转移到两郊、把务农的农民转移到核心村，在两郊和核心村再成长起与之相适应
的第三产业，最终能够实现把自然村、散居村变为耕地，这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

 
三、             建设核心村、其宏观经济效益的粗略评价

1、我国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就开始通过福利政策为城市职工大规模的建设民居楼房，如果没有国家的
福利政策，当时的城市人均收入水平还远远达不到住楼房的水平。但是20年后我国逐步走上市场化的今天再来评
价当时的城市职工福利住楼的政策效果，很容易发现楼房居民小区节省了大量城市土地（我国城市建成区人口密
度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10、000人左右，大大高于日本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既节省了大量土地资产；土
地使用有了规模效益也就降低了土地价格的上涨程度，从而也就加长了我国产品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周期；和低密
度城区相比增加了道路、上下水、供电、通信线路等基础设施使用的规模效益；和零散建设相比居民小区的整体
建设会产生规模建设效益和节省大量的交易费用；降低了楼房小区住户第三产业消费的补助费用；当然也大大提
高了住楼居民的生活质量。如果农民也能逐步住上楼房，农村也能获得上述效益。

2、我国建制镇、乡镇镇内的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二、三千人，农村散居也大体如此，损失了大量耕
地。我国目前的农业状况，虽然是歉年基本平衡、丰年有余，但是损失了耕地就会降低我国退耕还林的程度和威
胁未来的土地资源的安全。退耕还林、退牧造林应该是我国中长期最重要的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3、如果说农村人口的散居形成了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的障碍，那么通过农村核心村、楼房居民小区的建设使
农村人口集中。如果按目前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农村建筑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就业占有率达到1990年城市水平
的一半，那么我国非农就业占有率至少能够提高一成，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也会得到较大的提高。当然农村人口的
集中和条件的改善还能为发展农村新型能源（如：煤气、集中沼气池、集中供热等）产业；农村信息产业（人口
集中有利于通信光缆、宽带光缆等成本的降低）；农村环保产业（上下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吸引城市居民消
费的服务业（如：餐饮、旅游、养老等）等创造条件。

4、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六成左右来自农业，农产品价格降低难度较大，这会使已经加入WTO的我国失去
一部分农产品市场份额。其次过多农家投入农业和大量损失耕地也会降低我国农业经营的规模而增加我国农产品
的价格。再次我国农村人口的散居会增加农用物资的经销环节而增加我国农产品价格。另外因为散居而难于管理
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如：滥砍盗伐等）也不可忽视。

5、通过农村核心村、楼房居民小区、中心商业街的建设使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基本生活条件逐渐逼近城
市，那么城乡间的人才交流将会更加顺畅。农村中一部分产业的利润率也会超过城市的平均水平而使城市中的资
本自愿的流向农村。一些需要使用条件的工业品（如：使用热水淋浴、洗衣机、冲水厕所等需要有上下水；使用
微机上网需要有宽带光缆；离发射台较远的地方想看到优质画面的彩电需要有信号中继设备等等）在农村会得到
更大的市场份额。

6、如果不发展农村核心村、不大量建设农村楼房居住小区，那么有大量闲置生产能力的我国加工业（如：
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等）其经营效益也会受到相应的伤害。从国家经营角度，国家在核心村建设方面的福利
投资由于带动了二、三产业的产出（我国税收占GDP的16%左右，税费之和占GDP的25左右）而能够得到更大的
回报。

由于农村人口散居使市场配置第三产业资源的费用过高。这一状况压低了我国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也
限制了我国加工业的发展空间，既阻塞了我国的经济流程，我们只有消除阻塞才能使我国的经济流程更流畅（提
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减少加工业能力的闲置，增加第三产业就业和产出的占有率）才能为市场创造更宽阔的表现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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