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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答案，只有问题

——百村调研没有结束，在我心中才刚刚开始

十二团（山东龙口）  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  黄  磊

2011年6月7日到13日，我有幸和来自其他国

家部委的15名同事们赴山东省龙口市东江街道开展

“百村调研”。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因为

这里经济相对发达，村集体企业“南山集团”的存

在，更使得这里格外与众不同。

我所在的小组先是被分到北智家村开展基础调

研，之后又随大团考察了南山村（南山集团）的相

关情况。两相对比使我产生了许多思考。

北智家村有企业15户，村固定资产350万。村

集体每年收入50多万元，这些费用多支出在村民福

利、村委会的报酬、村级公益事业。说实话，北智

家村的条件应该算是非常不错的，村民家家收入都

不少，通了自来水，村子的环境也相当不错，但是

如果再看看同在一地的南山村，你就会觉得那可是

天地之别了。

南山村有多少人我不知道，村集体到底有多少

资产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南山村有一个村集体企

业“南山集团”，据介绍南山集团始创于1978年，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

下，南山人经过30余年的团结拼搏、艰苦创业，现

已发展为辖属三大园区、20余个居民生活区、近60

家企业、多家上市公司、多个金融机构的大型民营

股份制企业集团，南山集团为南山村建了南山养老

院、南山学院（目前有学生3万多人）、龙口国开

南山村镇银行、新和小区（小区有200多栋楼，住

着1万多人）等等。

从南山村、北智家村以及龙口其他村的总体

情况看，这里的农民日子相对富裕，孩子上学、老

人养老基本都有了保障，特别是南山村，从90年代

起，陆续被它兼并的30多个村的村民基本上都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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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保障的生活。说实话在龙口的调研跟我之前的

想象差别太大，再加上自己原来的工作与三农不沾

边，而且在调研之前虽然恶补了三农问题的相关知

识，但还是没有深入地研究，经过这几天的调研，

并没有解答我原来的问题，倒是生出许多新的问题

来。

一、南山村和梁庄哪个代表了中国目前农村的

现状或者将来的去向？

说实话，当我看完团工委推荐的《中国在梁

庄》的时候，一直有些疑惑不敢与人言，中国真的

就在梁庄吗？难道梁庄真的就代表了目前中国农村

的现状吗？梁庄的问题到底是现代化、城镇化目标

设定的问题，或是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还

是在进行现代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路径选择、时间安

排、政策制定不科学造成的问题？到了龙口看到南

山村后，我才发现中国不但有梁庄也有南山，其实

南山和梁庄都只是中国广大农村中的一个，都有典

型性但是都没有代表性，要了解中国的农村到底目

前是什么一个现状，不进行大面积具有统计学意义

的调研分析，简单地说中国在梁庄或者在南山都是

没有意义的。未来中国的农村不可能都变成梁庄或

者南山，不过它们两个的问题和经验却值得我们深

思和分析。

二、保护全国十八亿亩耕地与单个村庄经济发

展哪个更重要？

在了解北智家村村级财政情况时，我无意间

看到了一份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发出的处罚通知，正

想仔细看看时，村干部很不高兴地收了回去。和村

干部混熟后，通过多次旁敲侧击我才了解到处罚通

知背后的故事。原来因为当地水利条件差，人多地

少，大部分村民都失去了种地的意愿，愿意把土地

交给村集体统一管理，村集体利用这些土地建了两

排厂房，每年通过出租厂房的租金来补贴村民福利

和村公共服务支出，如村内道路硬化、农户家通自

来水、代缴新农保的费用等。早些年在国家18亿亩

耕地红线没有制定之前他们已经这么干了，国家严

格土地政策后他们又一次将集中起来的土地改为厂

房，被国土部门监控到并给予了处罚，目前厂房已

经拆除。我问村干部，他怎么看待这事？对方回答

说国家重视耕地他很理解，因为粮食安全十分重

要，但是单就他们村的情况看，那些土地实在没有

村民愿意种，他们也是考虑到村庄经济的发展。确

实，从一个村庄的角度看，可能变换耕地的用途更

加有利于他们的经济发展。之后我在南山村看到的

情况成了更有利的佐证，基本上没有看到农田，看

到的是成片成片的厂房、楼宇，最惊人的该算是那

几个高尔夫球场。但是如果每个村庄的耕地都消失

了，那中国的粮食供给怎么办?

三、在现代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失去土地后，农

民和市民哪个身份更适合他们？

来到南山集团为南山村建设的新和小区，看

到一栋栋洋房、宽阔的道路和郁郁葱葱的绿化，我

很难说服自己这里是农村。南山村从90年代起为了

自身的发展也为了带动周边村庄共同富裕，兼并了

30多个自然村。那里的村民的土地被收为集体所有

后，南山集团为他们造起了楼房并低价出售，一批

批的农民搬进了楼里，成为了南山集团的产业工

人，他们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据南山集团

财务总监介绍，这些村民在变换身份后，并不是一

下子就适应了新的生活，他们会用浸满水的墩布墩

木质地板，没几天地板就都给泡坏了。这些失去

土地的农民，他们离开了土地，干上了产业工人的

活，但是他们的身份什么时候真能改过来？特别是

他们在国家体制内还是农民，他们的社会保障并不

像城市中的市民一样，他们享受的还是国家为农民

制定的新农合和新农保。他们什么时候能真正变成

城市中的市民？他们的社会保障到底该怎么算？听

当地干部介绍说这里的农民生活比原来好了很多，

说实话这点我完全相信，不过在这里我想说，生活

水平的提高确实值得高兴，但是如何保障在新的合

作模式中（农民交出土地，企业负责提供社会保

障）利益分配对农民公正也应该被重视。

四、是什么因素使同处一地的两个村庄有这么

大的差别？ 

调研的几天里，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为什

么同在一个地方，一个南山村一个北智家村差别会

这么大？一般意义上的差别包括地理位置、资源禀

赋、气候条件、人力成本和素质等，这些在这里都

是基本一样的，为什么发展的结果会如此不同？

一有机会我就会问见到的人，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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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山村因为有他们村支书南山集团董事长宋

作文，没有他就不会有南山集团或者说没有现在

的南山村。难道对于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人的

因素真的这么大？企业家创业精神在市场经济中

真的起到如此关键的作用？与南山集团领导交流

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南山集团、南山村的发展离

不开他们的宋董事长，但是也离不开国家改革开

放的政策和各级领导的关怀，我相信这并不是他

们的客道话。如果没有政策的放开，我相信南山

村不会是现在的摸样，即使有宋作文也没有供他

施展才能的舞台。但是同时享受这些政策的其他

村庄为什么还没有像南山一样，真是因为他们缺

了一个“宋作文”？

五、各级政府落实中央政策不到位，是因为认

识问题还是财力问题？

在我们和北智家村村干部交流的时候，我们

了解到农业税取消后，村级财政基本上处于空转状

态，国家虽然有转移支付和一事一议的政策，但是

他们好像并没有享受到多少。在和东江街道干部交

流的时候，我就这个问题咨询了街道负责人，对方

支支吾吾地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最后通过多次私下

交流，我才明白原来文件是文件，具体落实的时候

会有很多障碍，就比如“一事一议”政策，在国家

层面当然是要帮助农村解决村级财政没钱投入公共

服务建设的困难，山东省、烟台市两级政府也都下

了文件，但是光有文件和政策还不够，各级政府缺

的是落实文件和政策的资金。中央财政在“一事一

议”中多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但是各级政府没有这

么大的财力来落实这些政策。这就造成了“上面的

经都是好经，一到下面就念歪了”这样一个局面，

因为有时候他们实在没法念。当然对这事我也有自

己不成熟的想法：第一，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的

划分实在是一件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更加科学；

第二，有些地方并不一定是完全没有财力，很多钱

都被用在其他地方，比如接待、公车等，如果真能

好钢用在刀刃上，情况又会有所改观。

六、“处男”、“处女”和基层干部谁更懂农

村，我们到底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决策过程，才能

保证政策符合各地实际？

来之前听温铁军教授的讲座，提到我们这些国

家部委里的“处男”、“处女”（处级以及处以下

干部），大多数都是“三门”干部，却在国家政策

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参与制定的政策经常需

要地方基层干部具体贯彻落实。我们和基层干部又

是谁更懂农村的情况呢？从这次调研中跟基层干部

交流的情况看，我可以明确地说，基层干部比我们

更了解各地实情，不过他们对一时一地的情况可能

了如指掌，但是出了他们的地界，他们又知之不多

或者知之甚少了。中国实在太大，各地情况千差万

别，在这里我就不举南橘北枳的例子了。那么在政

策制定过程中如何处理共性和个性的问题，不搞一

刀切，让出台的政策能符合各地的情况？我想如果

真要把所有地方的情况都搞清楚，制定一个符合所

有地方实际的政策，制定的行政成本又会高得承担

不起，文件也会长得无法阅读。所以国家的政策文

件经常只能提出原则性的意见，具体落实要看各地

方的实际情况。那又该如何在有行政成本约束的情

况下制定出最大限度符合地方实际的政策？这对我

来说还是一个暂时没有答案的问题。

七、村镇银行到底应该考虑“生存”还是

“发展”?

与村镇银行交流时，我问到：开业半年多，目

前给农民和微小企业总共提供了多少贷款？行长顾

左右而言他，答复我们目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生

存问题，然后才是发展。什么意思？也就是目前为

了生存还没有开展为三农服务的内容，主要还是在

做一般商业银行做的业务。我疑惑了，村镇银行的

设立不就是为了“关注民生，服务三农”吗？这几

个大字在银行里到处可见。另一个团友问到：如果

将来要开展涉农业务具体准备怎么做？行长说他想

请地方村镇政府帮助开展批量的贷款业务，这样贷

款的发放和收回都有了保障。我想，这和北宋王安

石变法期间实施青苗法时采用的方法有些相似，最

后政府官员为了完成下达的“贷款指标”，无论年

景如何都强行摊派农户“高额贷款”，搞得新法名

实不符，最后归于失败。村镇银行的未来到底在什

么地方？一个银行应该是以盈利为目标，但是它又

承担了许多政策性的任务，那么它在开展业务过程

中是不是可以依托政府行政力量？感觉好像不行，

但是路又在哪里？



4

报送：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共青团中央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分送：“百村调研”总顾问单位领导及顾问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分管书记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团组织

来稿请发送：gjjgtgw@yahoo.com.cn   传真：68850619   联系人：魏皓阳  68850648

相关信息请关注“最爱共青团”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ygjjgtgw

八、我们该去农村生活还是让农民到城市里

来？公平和效率哪个更加重要？

有的团员说，看到那些贫困地区老百姓的生

活，感觉生活在城市里是有罪。我能理解他们的心

情，相信大部分人看到有人在忍饥挨饿、过着极端

平困的日子，同情心都会油然而生，但是之后呢？

难道我们要回到均贫富的年代？我想答案肯定不

是。不能因为有人在受苦，就觉得自己过着富足的

生活是犯罪。公平和效率一直是一对矛盾的概念，

原来我们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现在我们说初次

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

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那到底公平和效率哪个更加重

要？我还真不知道。就在我写这文章的时候，国家

已经决定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这样6000万人享

受了免税，这算是注重公平的具体措施吧。

九、如何依靠现有的基层政府组织有效的调

研，避免蜻蜓点水和走马看花？

地方政府当然希望我们看到他们的成绩，这是

可以理解和无可厚非的。我们调研当然总是无法绕

过这些，因为到基层调研还是要依靠地方政府帮助

落实具体安排，我们不可能微服私访，没有这个必

要也没有这个可能。那如何在现有条件下使调研更

加有效？如何在既与基层同志交了朋友，又切实了

解他们在开展工作时遇到的困难或者犯的错误？我

觉得团工委提出的“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一点非常

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近距离接触到农民，

与他们交心、交朋友，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生活

的状况、对政府的诉求等等。

相信我看到的问题，肯定有人已经研究过，

党中央和国务院也会有相应的政策。由于我不太了

解。所以提出问题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提高，但是回

答这些问题还要靠调研回来后的继续学习和研究。

调研除了给我带来了需要深思的问题，也给让

我收获了许多。第一，收获了十多份友谊；第二，

收获了有关三农问题的真实感受和知识；第三，与

其说收获倒不如说对自己痛苦的反思，因为在这十

多个团友身上我发现了许多闪光点，在他们的优秀

面前我的不足更加明显，这时我才真真切切地体会

到“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好在否

定之否定是走向提高的必由之路。

这是一篇没有答案充满困惑的文章，写之前

我也一直犹豫，光发现问题有用吗？这些问题百分

百已经有人发现过，或者在别人眼里压根就不算

问题，估计也有人提出了解决办法，我提出来还有

意义吗？而且我自己并没有答案。当我正犹豫的

时候，我看到了张璐书记《坚持理想主义》一文，

其中写道“尽管百村调研的作用很微弱，但它毕

竟在这600多名实践团员心中播下了种子。从这种

意义上说，百村调研没有结束，百村调研才刚刚开

始！”我释然了，是的，虽然我现在没有答案，但

是我确定在我心中种子已经播下，我将继续我的调

研之旅，直到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