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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重庆作为全国农村

人口最多的直辖市，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是对乡村治理水平的检验，为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城

市和乡村达到均衡发展，对重庆市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以2018年底脱

贫的C市D村为案例区，采取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展开调研，考察了D村五类农村公共物品项目的供

给成果，并就村民对公共物品的满意度进行了分析。基于对D村供给现状的实地考察，本文认为农村公

共物品供给还存在着以下四种困境：提供的总量不够、公共物品供给与村民需求脱节、在提供和使用时

存在资源浪费现象、非政府主体参与少。为了破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四项解

决措施：一是加大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投入力度；二是重视村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三是健全公共物品的

监管和维护机制；四是构建合作提供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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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governanc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
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Chongqing has many rural populations and the supply con-
dition of rural public goods is a test for rural governance level. Making a survey on the situation of 
Chongqing rur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s necessary, because of its practical value for rural de-
velopment. This paper considers village D, getting rid of poverty by the end of 2018, as a case area. 
By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it investigates the supply results of village D in five rural public 
goods projects, and then analyzes the satisfaction of villagers to public good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this thesis presents four difficulties as follows. Above all, the total supply is insufficient. Se-
cond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service and villager’s demand is out-off-balance. Besides, the 
provision method is inefficient. Then, the other supply objects don’t take part in the supply course. 
To deal with these matters, there are four methods in my opinion. First and foremost, strength the 
financial input in the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What’s more, pay attention to the demand expres-
sion mechanism of villagers. Third,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and maintenance mechanism of pub-
lic goods. Last, perfect the cooperation to realize the opt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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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新农村建

设成果的重要指标。虽然在 2020 年底我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但乡村治理的问题

仍然突出。同发达国家相比，当前我国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存在明显的差距，不能与农村居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相平衡，阻碍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够，

人居环境建设不够完善，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较低。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我

国农村想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前景来说是主要的阻碍，是当前乡村建设需要完善的一处。随着当前经济社

会的发展，重庆市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有所改善，但总体上仍处于欠发达阶段。其仍存在供给总量

不足、供需不平衡、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1]。因此，为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城乡均衡发展，对全国

农村人口最多的直辖市重庆市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公共物品的概念及特征 

萨缪尔森最先将公共物品界定为“每个使用者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减少他人消费该物品”。并总结归

纳了公共物品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不可分割性[2]。雷晓康、贾明德(2003)对农村公共物品分类如下：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类；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类；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物品[3]。冯海波(2005)认为农

村公共物品是村民们共享的物品和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农村道路、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方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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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 

大卫·休谟(1739)用公共草地积水的案例分析了政府在提供服务和实现公共利益中应发挥主体作用。

科斯(1974)认为公共物品不单单只能由政府提供，引入市场机制能够供给更加灵活高效。田屹(2006)探求

政府外的供给渠道，分析了第三部门参与到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激励第三部门辅助

政府进行供给[5]。李竹梅(2009)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指出农村公共物品到底由谁供给需要考虑到公共物

品产生的外部效应以及在生产活动中的作用。除了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外，在其他领域要引进

竞争机制来激励供给主体改进服务质量[6]。崔晓芳(2016)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指出政府在协同

供给机制中应该扮演明确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职能；协调多元主体在供给中的关系[7]。 

2.3.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许远旺、周娴(2006)以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为例，提出了要打破政府垄断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局面，

必须重新塑造农村公共服务的体系，构建新的供给模式。即政府组织安排、市场化运作、社会系统参与

的多中心体制[8]。贾敬全(2009)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分析了将 PPP 模式引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可行

性[9]。邓蒙芝(2014)以乡村道路修建为案例，对 100 个行政村展开了调查，总结了乡村物品三种供给的

模式：一是由乡村自我实现有效供给；二是由政府单独进行供应；三是村庄和政府联合模式[10]。何园洲

(2019)指出为统筹城乡发展，要努力发挥市场和第三部门对政府供给的支持和补充作用[11]。 

2.4.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 

涂圣伟(2010)重点分析了农村居民主动接触村干部表达他们的需求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提出公民主

动接触行为能有效提高公共物品提供效率。但实际情况是公民主动接触村干部表达他们的需求的行为发

生频率很低[12]。刘天军、唐娟莉等人(2012)基于陕西省十个城市内部的关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数

据，采取 DEA 的方法进行了分析。指出经济状况、财政人权、人口规模、地理区位等因素导致陕西省城

市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存在明显差异[13]。罗兴佐、房红磊(2013)对重庆市的十二个行政村的基础设

施建设情况展开了问卷调查，得出供需平衡情况、需求表达机制、公共物品的价格等影响供给效率的结

论[14]。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很早就提出了公共物品的概念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公共物品供给相关的理论

较为丰富，但由于西方国家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城乡发展差距不大，不像我国独有的城乡二元

体制那样割裂城市与农村，所以他们把将两者公共物品区别开来的研究较少。相对而言，国内学者对农

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较多，多集中在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现状、模式、机制等，但缺乏聚焦到某一个

乡镇的公共物品供给情况的研究。本文以 2018 年底脱贫摘帽的重庆市开州区的 D 村为案例区展开调研，

从微观的角度，以 D 村现阶段公共物品供给情况审视重庆市乡村治理现状，为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

境，助力乡村脱贫不返贫提供政策建议。 

3.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理论 

3.1. 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不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资源

管理社会，规范秩序，引导公众朝正确的方向前进，还应当积极寻求与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私人部

门等广泛的合作，以便能够促使公众达成共识，实现他们的共同的利益。在乡村治理中，仅靠政府提供

公共物品会面临资金不足、供给效率低、供需失衡等问题，政府应当协调不同的治理主体，通过政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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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资金扶持、宽进严管等方式来激励非政府主体与政府合作来提供乡村公共物品，构建多主体的灵活

有效的供给模式，以满足农村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3.2. 新公共服务理论 

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不应“划桨”或者“掌舵”，而应该“服务”，政府机构要能够凝聚民心，

将公民的力量整合到一起，同时及时回应公民的需求。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倡政府在行使管理和服务职能

时应当把公民摆在中心位置，主张政府要满足公民的需求，畅通公民参与表达机制，帮助公民实现他们

共同的利益。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应当是“服务”的角色，要完善村民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

引导并激励村民理性地表达合理需求，将村民的需求纳入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考量中有助于解决农

村公共物品供需失衡的问题。 

4.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 

4.1. 研究区域概况 

开州区位于重庆市东北部，北依巴山，南近长江，西边与四川省接壤。2016 年开州区撤县设区，2018
年如期退出贫困县。至 2022 年底，开州区全区幅员面积 3963 平方公里，下辖 27 个镇、8 个街道、5 个

乡，全区户籍总人口 166.03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63.85 万人，乡村人口 102.18 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 38.46%。人居环境整治逐步改善，完成了农村改厕 6.81 万户、危旧房改造 14,827 户，建成“四好农

村路”3077 公里，持续推进农网升级改造，建成市级美丽宜居村庄 20 个、绿色示范村庄 86 个，村级集

体经济“空壳村”占比降至 15%，农村生产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D 村作为竹溪镇的下辖村，规模较

小，全村的幅员面积一共 6.6 平方公里，其中粮田面积是 3812 亩。全村一共 3892 人，常住人口是 2753
人，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是 5741 元。D 村当前发展的主要产业为再生稻、沃柑和大棚蔬菜，其在 2020 年

11 月因沃柑被评为重庆市“一村一品”示范村。 

4.2. 数据来源 

文章数据来源于作者 2022 年 2 月对 D 村的村民们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调研主要采取的问卷调查

法和深入访谈法，内容涵盖三个板块：村民基本情况，基础设施、文化服务、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

会保障五类公共物品的供给现状，村民对其的满意度情况。此次调研发放问卷 333 份，回收有效问卷 305
份，有效率为 91.6%。此外，还对该村的村委会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以补充完善数据资料。问卷调查的

对象均为 D 村的村民，除开无效问卷，共调查 305 人，均为 D 村本村农村户口。男性占 57.38%，女性

占 42.62%，年龄集中在 18 至 60 岁，受教育程度多为小学及初中水平。 

4.3. D 村公共物品供给成效 

4.3.1. 生活基础设施 
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到村民生活条件的好坏，关系到村民生活的幸福感。近

年来 D 村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对于村内基础设施的投入较多，生活基础设施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D 村

村民大都饮用自来水，自来水的水质一般，92.79%的受访村民认为村内自来水供应不正常，每逢旱季，

入户的水量会变小，且常常会出现停水的情况。D 村用电保障状况良好，一年的供电量都是充足且持续

的。随着新能源的普及，D 村的天然气实现了全村通，但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只有 56.72%的村民们使用

的主要能源是天然气，仍有 27.21%的农户家庭用柴火煮饭，由此可知，村民们对于天然气能源的接受度

和使用率有待提高。D 村道路建设颇具成效，村内生活区的道路水泥路全面覆盖，主路部分在 2020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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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柏油路的油化工作。随着村内道路不断完善，2018 年 D 村在主路右侧每隔 30 米修建了路灯，但

各条支路缺乏路灯照明，村民们反映夜晚出行仍需要手电筒照明，村子的路灯建设仍需进一步完善。2018
年 D 村在村民居住较为集中的几个地方添置了垃圾桶，每隔两周有专门的垃圾清运车运送村民们的生活

垃圾，全村的人居环境得到了改善。 

4.3.2. 公共文化服务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据实地考察，D 村目

前配备的公共文化设施有活动广场、健身设施、有线广播和电视、棋牌室、篮球场、农家书屋和阅报栏。

其中利用率最高的文化设施是有线广播和电视，活动广场的利用率次于电视和广播。据了解，全村现有

两个活动广场，分别是 2001 年修建的和 2020 年新建的，面积共 800 平方米。人们常常到广场上跳舞，

锻炼身体，愉悦身心。D 村有两个棋牌室，一年四季棋牌室都会有人打牌娱乐，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

就体育设施而言，村内原有的两个乒乓球台在 2015 年已被撤走，现仅剩一个篮球场，通常是在村内上学

的孩子使用篮球场的频率高。2017 年村内的活动广场上新增了一些健身设施，如单杠、双杠、扭腰器、

蹬力器等，便利村民们做一些日常的拉伸锻炼。2018 年修建了农家书屋，设置了阅报栏，但是利用率不

高，4.92%的村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到农家书屋看书，也少有村民会耐心阅读阅报栏上呈现的内容。据访

谈资料，村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D 村每年会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比如每月播放一部电影、送戏下乡活动

等。但问卷调查数据显示，77.7%的村民认为村子很少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性文化活动，20.66%的村民甚至

表示村子从未举办文化活动。由此可知，D 村文化活动的宣传情况和村民的参与度是偏低的。 

4.3.3. 义务教育普及 
随着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促使更多的人才向城市流通，农村学校的教学资源匮乏是十分明

显且突出的问题。D 村内有且仅有一所小学，其占地面积约 1500 平方米，基础设施有教学楼三栋、学生

食堂、教师食堂、教师宿舍、教师办公室三间、保安门卫室、体育保管室、图书室、篮球场一个、乒乓

球台六个。该小学的教室仍是传统的教室，没有投影仪、电脑等智能教学辅助设备。教学设施也常年没

有翻新，墙皮脱落，栏杆锈迹斑斑，从外观上呈现出老旧的形态。小学现有教师 14 人，共有 6 个班级，

今年的在其中上学的人将近三百人，近几年的学生人数在逐渐地减少。当与村民们谈及为孩子选择小学

时，42.62%的人表示会将孩子送到县里的小学读书，26.89%的人选择送孩子到镇上读书，只有 30.39%的

人选择留在村小学。 

4.3.4. 医疗卫生提供 
就医疗卫生事业而言，开州区竹溪镇有且仅有一个卫生院，即竹溪镇卫生院，占地面积 5.38 亩。医

院现有职工 40 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9 人。医院内设门诊、牙科、妇产科、医技、公卫、医务科、护

理部等科室。竹溪镇下辖的 D 村只有三个诊所，每个诊所各一名医生，医生的学历均为中专毕业。诊所

均为私人经营的性质，所挣费用全归他们所有，挂靠在竹溪镇镇卫生院，每年还会受到政府一定的补贴。

对于村民们生病时就诊地点的选择偏好，44.26%的村民是愿意在村诊所治病的，而 23.61%的村民在生病

时会选择到镇卫生院治病，29.18%的村民倾向于到县城里面的大医院就诊。村民们反映 D 村的三个诊所

数量已经足够，但医生的技术水平不高，诊所的医疗设备不齐全，一些感冒类的小病能在诊所医治，稍

微严重点的疾病都必须去竹溪镇卫生院或县里的大医院医治。 

4.3.5. 社会保障事业 
社会保障问题是民生问题的重点，对其完善能提升村民的生活幸福感，切实维护他们的利益，进而

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D 村的村民们在养老问题上持有传统家庭养老理念的人占大多数，72.4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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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表示周围的老人都是靠子女赡养，15.74%的村民表示老人通过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解决养老问题，

11.15%的人认为周围老人是靠平时积蓄养老，仅 2 位受访村民表示主要由退休金解决养老问题。我国老

龄化问题严重，人均寿命延长，而在农村持子女赡养的传统观念的人居大多数，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很

重，养老保险对于村民的保障功能还需要进一步挖掘。除了养老负担重的问题，农民们还面临着看病难

治病贵的问题。从 2003 年开州区在区内部分乡镇试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 2020 年重庆市的各个

乡镇均已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村委会对于新农合政策的大力宣传下，D 村的全村居民都参加了

农村合作医疗。但一些村民们也表示新农合的能够报销的范围不是很明确，使用起来有些复杂，在使用

程序上还应当精简些。 

4.4. D 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 

4.4.1. 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不足 
重庆市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支出每年是递增的，2019 年的用于各项公共物品的财政支出均比

2018 的财政支出高。其中 2019 年的交通运输支出比上年增加了 3.1%，公共服务支出增加了 8.5%，教育

支出增加 6.9%，卫生健康支出增加 2.8%，社会保障支出增加 14%。重庆市在交通运输方面的资金投入

一直是稳定增长的，乡村道路建设成果显著，但对于教育事业和卫生健康方面的支出是不足的。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D 村的劳动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村内上学的学生人数逐年递减。村内 30.49%

的人选择将小孩留在村内小学读书，69.51%的人选择将孩子送到镇上或者县城学校借读，处于义务教育

阶段的学生，虽然学费免费，但借读费用以及其他生活开支也为本村儿童上学造成了新的“上学难”。

D 村小学几十年没有进行翻修，教学设施老旧，投影仪、电脑房、活动室等教学设施缺乏，不能为教师

教学提供高效便利的教学设备。乡村教师工资低，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和城市相比差距大，导致一些优

质教师资源不愿到农村任教，农村教师数量少，且一些乡村教师的文化水平不高，教学水平一般，所教

的内容都是简单基础性的知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差强人意。由此可见，该村的基础教育建设的供

给存在不足，有待改善。 
该村医疗的资金投入不够，导致诊所设施和人员配备都存在一定的问题。D 村仅有三个私人诊所，

且每个诊所只有一名医生负责看病开药，三位医生均是中专文化水平，治病的技术水平还有待提高。诊

所的设备不健全，村民们表示村诊所职能解决一些头疼感冒等问题，如果需要做健康检查或者治疗一些

稍微严重的疾病都得去镇卫生院或者县城里的大医院才能解决。由于诊所是私人性质，乡村医生每年收

到的政府补贴有限，在给村民治病时收取费用方面是偏高的，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主要是针对大

病报销，小病在村诊所是无法报销的，所以村民们反映“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仍然突出。 

4.4.2. 公共物品供给与村民需求脱节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形式，政府根据国家整体发展要求来确定农

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种类和数量，但现实情况是不结合各个农村具体实际的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村居民的实

际诉求存在着不对称性。据调查数据显示，305 名受访村民中 43.93%的人认为农村供给的文化服务与他

们的需求不相符合。为了响应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要求，满足农民文化需要，D 村修建了农家书

屋，新增了阅报栏，但由于该村村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于农家书屋中放置的期刊杂文等书籍的阅

读兴趣不高，农家书屋被闲置，其真正的惠农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与此相对应，D 村小学中只有

一间小小的图书阅览室，阅览室中只有四排书架，陈列的书籍数量和种类有限，学生的阅读偏好得不到

满足。针对 D 村老年人、儿童居多的情况，农家书屋应当贴近 D 村的实际情况，供给的书籍要迎合老年

人和儿童的阅读兴趣，不能只建不管，造成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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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D 村公共物品的供需失衡也体现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村委会和村小学的地带建设有村民活动

广场、健身设施、篮球场等文化设施，而处于海拔较高的远离村委会和村小学的地带没有配备相应的文

化设施，这些村民要使用村内提供的文化设施和参加村委会组织的文化活动需要走较长的路程，费时费

力，打击了人们的参与积极性。这些地理位置较偏远的村民们的文化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文化设施的便

利性还有待提高。 
D 村村委会在为村民们提供公共服务时，通过线下会议和线上宣传等方式将乡镇政府的政策解读

并传达给村民，但缺少将村民的意见有效地向上级政府传达这一环节。D 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是由市政

府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将目标分解层层下达到村，将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直接承包给第三方来供

给的。比如 2020 年完成的旧房提升项目，即每家每户统一安装上红色的瓦，该项目没有征询村民们的

意见，是由镇政府直接把旧房提升的指标下达到村委会，由村委会为村民们做思想工作，再统一安装

新瓦并进行给予村民相应的补贴。由于缺乏需求表达机制，政府与村民的沟通交流工作没有做好，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村民不了解旧房提升政策、对政府的做法存在异议、不愿意配合村委会完成房屋

改造等情况。 

4.4.3. 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低下 
基层政府本身的财政压力相对较大，在有限的财力范围内，政府倾向于供给有利于政绩考评的农村

公共物品，比如农村的公路建设、文化建设等，而对于那些建设周期长的、见效慢的农村公共物品，就

供给不足。D 村在公路建设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当前公共物品供给的重点在村容美化上，如全村统一

安装红瓦，美化河堤等，而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不足，导致村民们真正需要的公共物品没

有得到有效满足，造成该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低下，农民对乡镇政府的能力产生质疑。 
同时，农村供给财政投入有限，难以面面俱到，公共物品供给后的管理维护问题凸显。比如 D 村建

设的路灯时常不亮，给村民们的夜晚出行造成不便；路边的垃圾桶清运不及时，垃圾桶损坏也不及时替

换；健身设施严重损坏而不能使用等。当前的农村公共物品的管理多是村委会在负责，对于公共物品的

监管没有纳入其绩效考评的范围内，造成了部分农村基础设施年久失修，设施荒废，降低了农村居民的

使用感。主体不明确也对农村公共物品的管理造成了阻碍，影响公共物品的规范化管理，在使用过程中

公共物品的人为损坏较为严重，无法追究责任人，这也侧面加大了供给成本。 

4.4.4. 非政府主体参与少 
从对 D 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调查分析，D 村是政府单一供给形式，大部分村民认为农村公共物品

的供给主体应该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组织，少部分人认为市场和他们自己需要加入其中。农村公共物品

一般来说应当由政府作为主要的供给主体给村民供应，但仅凭政府运用其能力和资源不能够使公共物品

达到合理配置，还需要非政府主体的介入。当前 D 村非政府主体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发挥的力量较小，

存在治理困境。一是需求表达渠道不完善，政府回应效率低。针对 D 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现状，村民们表

示不满意，与他们的实际需求不相符。由于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前没有向村民们征询意见，充分听取村

民的想法，只是根据自身的意愿来进行供给，这种决策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也导致了供需矛盾的

情况。二是社会力量难以进入到资金需求大的公共物品中。如 D 村的小学是政府出资公办的，非政府主

体没办法投入大量资金去筹办村小。三是非政府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说，每个人做

事情会首先考虑到满足自身的私利。不管是企业、第三部门还是村民，都只会对局部的与自身利益息息

相关的公共物品供给比较关心。如 D 村的主路和支路是由政府出资 3000 万修建的，而关系到村民自身

利益的入户公路的路段则是由村民们自身筹资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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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善 D 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对策 

5.1. 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投入力度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财政资金不足，所以要加大供给总量，必须先解

决基层政府财政资金约束的问题。首先，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15]。属于区域内的公共物品须交由

当地政府供给，给予当地政府相应的财政自主权。其次，激励多方参与供给。针对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

给资金紧缺的问题，政府可努力拓宽筹资方式，激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到公共物品投资中，激

发市场活力，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 
此外，当前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在快速增长，但基层政府的财政资金有限，在财政约束的条件下，

明确供给的优先顺序是必要的。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村民真正需要的公共物品中，避免无效供给带

来的资源浪费。就 D 村当前公共物品的供给现状而言，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已较为完善，义务教育和医

疗卫生方面的供给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其一，竹溪镇政府需加大对村小学的投入力度，完善小学的基

础设施建设，保障乡村教师的薪酬福利，组织对乡村教师的教学培训，从而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其二，

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严格管理镇卫生院和村诊所，对村诊所的设施配备提出严

格要求，完善村诊所的医疗设施，组织开展乡村医生提升服务能力方面的培训。 

5.2. 重视村民的需求表达机制 

地方政府要对各个村的具体情况事先了解，根据村民们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来因地制宜地提供符合

农村实际情况的公共物品，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村民真正需要的公共物品中。 
村委会作为政府和村民沟通的桥梁，应当积极主动地发挥其应起到的作用，做好上传下达的本职工

作。主动地向村民们解读政府相关政策，同时广泛地收集村民们的意见真实地向乡镇政府反映。明确村

民民主管理的主体地位，给他们创造民主参与的机会，拓宽村民需求表达的渠道，积极引导和激励他们

参与到其中。D 村村委会应将村民代表大会落到实处[16]，在会议上将政府对于公共物品供给的政策有效

传达给村民，并组织村民对村内公共物品供给现状展开交流探讨，明确当前所需的公共物品的种类和数

量，再将村民们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情况真实地反映给政府，以便政府能够考虑到村民们的意见而做出

科学的决策。 
而就村民自身的主动参与情况而言，D 村大部分村民认为公共物品的供给只是政府和村委会的事情，

自身不需要参与到供给过程中。因此激发村民的公民意识，强化村民的公民责任，鼓励和引导村民参与

供给决策过程是必要的。除此之外，D 村大部分村民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科学文化素养不高，在考虑公

共物品供给的问题时可能只关注到局部的短期的利益，要使村民们的需求反映到政府更科学有效，还需

要提高村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提高其参与能力。 

5.3. 健全公共物品的监管和维护机制 

针对当前农村公共物品缺乏监管，供给效率低下的情况，要健全公共物品的监管机制，提高供给效

率。在对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中[16]，不仅要将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纳入考虑，还需将公共物品的供给质

量纳入考量。将公共物品后续的管理和维护工作纳入对管理主体的工作考评中，使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

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关注村民的意见和评价，最大程度地减少资源浪费。 
在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下，加强农村公共物品维护能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供给

效率。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考虑：一是根据“谁使用谁管理”原则确定管护体制[17]。竹溪镇政府提供资

金投入公共物品提供中，由 D 村村委会对乡村的公共物品使用情况进行监管，担起管理和维护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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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村民的使用感。村民使用，村民参与管理，则能有效激发村民的主体责任感，在使用过程中减少对

公共物品的破坏，提高资源利用率。二是建立有效的激励和惩戒机制。政府将公共物品的管护情况纳入

对村委会的考评中，对于做的好的地方予以适当的奖励，能有效提高村委会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完善村

规村约，将自觉维护公共设施纳入村规中，对于违反村规故意损坏公共设施的农村居民进行相应的惩罚，

以维护公共设施的使用秩序。三是预留足够的管护资金。考虑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实情况，通过收

费的方式来筹集管护经费的公共物品项目占少数，一般需要基层政府在供给公共物品的预算资金中空余

小部分的管护资金，确保建成的公共设施得到有效管护，提高公共设施的使用寿命。 

5.4. 构建农村公共物品协同供给机制 

在乡村治理中，由于不同的农村面临不同的实际情况，由政府单独供给会面临资金不够、供给效率

低等问题，多方参与是助力乡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路径。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改革逐步推进，我国农村

公共物品供给的模式已经逐渐由传统的单一主体转变为多个主体联合供给的模式，具体包括政府、村委

会、市场、第三部门、农民个人。各主体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优劣势不同，多元主体应当根据当地实际

发展情况，发挥自身优势来促进供给效率提高。 
政府具有管理和服务的职能，是传统意义上的供给主体，同时还应当协调相关主体的关系。通过资

金扶持、政策优惠等方式鼓励非政府主体参与到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中，组织和协调各主体之间的

关系。 
村委会要发挥政府与村民的沟通桥梁作用。作为乡镇政府的“代理人”，要将政府的政策及时向村

民们传达和解读，做好村民们的思想工作，号召村民们响应政府政策。同时村委会作为村民的代表人，

要收集整理村民的意见，真实而有效地向上级政府传达，为乡镇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种类和数量提供村

民意见，便于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 
与政府垄断供给相比，市场参与资源配置能达到资源的最优化供给。企业作为市场中有活力的主体，

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针对 D 村义务教育和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的情况，企业可提供一

些资金投入量不大，投入回报明显的准公共物品。 
第三部门具有志愿性和服务性的特征，一般倾向于提供公共服务，比如举办艺术文化节，送戏下乡

等文化活动。有助于补充政府在公共物品方面的投入，满足村民的文娱需求，使供给效率更高。 
村民作为村民自治的主体，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多多鼓励村民参与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过程中。如 D 村在修建河渠时组织村民们投工投劳，参与到公共设施建设中。入户公路、中小型水利工

程等生产者个人受益特征明显的物品可以多鼓励村民参与供给。此外，村民作为农村公共物品的使用者

应积极参与到管护工作中，提高公共物品的利用率。 
当前 D 村的供给主体主要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由乡镇政府拨款建造基础设施，而村委会则负责对

公共物品进行管理和维护。但正是由于供给主体的单一化，政府在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过程中出现了不

了解村民需求提供公共物品的低质低效的现象。非政府主体比政府更加贴近农民生活，只有将非政府主

体纳入乡村治理的主体中，完善农村公共物品协同供给机制，才能满足村民的真正需要，供给高效。 

6. 结论与讨论 

我国城市与农村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存在明显差距，为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为农村居民提供更

加丰富的公共物品是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的实际问题。 
通过对重庆市开州区竹溪镇 D 村的公共物品供给进行分析，发现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D 村近

年来公共物品供给情况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不少问题。竹溪镇在村内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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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建设、水电供应、能源供应、网络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农村居民对基础设施的供应

现状也基本满意。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D 村新建了农家书屋、健身设施等文化设施，但与村民的实际

需求不相符，造成设施荒废，资源浪费的现象。在义务教育方面，D 村小学设施落后，教育质量不高，

使得学生数量在逐年的下降，村民们对村小学基础教育的满意度评价很低。在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

方面，农村看病难治病贵的问题仍旧突出，靠子女养老的传统观念使得农村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重。总

的来说，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不足，公共物品数量和结构的供给与村民需求脱节，基层政府在财政约束条

件下供给效率低下，供给主体较为单一缺乏非政府主体参与等问题。因此，为破解供给困境，首先应加

大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投入力度。其次，建立能反映村民意见的需求表达机制，达到政府与村民之间

的良性互动。再次，健全公共物品的监管机制和维护机制，提高公共物品的利用率，最大程度地减少资

源浪费。最后，构建协同供给机制，发挥各主体的优势，推进农村公共物品科学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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