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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家将农村道路建设纳入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范围之列，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以贵州省榕江县 Y 村为案例，就乡村公路建设对 Y 村的影

响进行实证分析，指出道路修建为 Y 村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进而推进了 Y 村的经济社

会发展，整体贫困问题得到明显的缓解。同时，道路修建也给 Y 村带来了土地资源被占用以及

交通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最后提出乡村公路建设应当科学、合理规划，充分发挥好乡村公路建

设对乡村发展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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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概念及其辨析 

根据 2005 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印发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一文中

对农村公路做了定义：“农村公路包括县道、乡道和村道，是全国公路网的有机组成部分，是

农村重要的公益性基础设施”。  

农村公路包括县道、乡道和村道三个层次。县道是指具有全县（县级市）政治、经济意义

，连接县城和县主要乡（镇）主要商品生产和集散地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国、省道的县际间的

公路；乡道主要是指主要为乡（镇）经济、文化、行政服务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县道以上公路

的乡（镇）与乡（镇）之间及乡（镇）与外部联系的公路；村道是指由村集体修建，为村集体

内部村民提供车辆和行人出行服务的道路，以及不属于乡道以上的公路的村与村之间及村与外

部联络的道路。文中所提及的乡村公路是指由村集体修建的村道，即为村集体内部村民提供车

辆和行人出行服务的道路。  

 

 2 文献综述 

关于农村公路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国内外已有很多相关的研究。从国外来看，

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农村公路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对来说具有

更为重要的意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成果有 Kristin Komives、Dale Whittington 在

2001 年选取包括孟加拉国、印度、中国等在内的 15 个国家、5550 个乡村作为研究对象，分析

农村公路对贫困地区消除贫困的影响，通过样本数据的对比分析，研究认为农村公路会显著促

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提高农民的收入。其得出的定量结果为良好的农村公路可以最多提高

农民近两倍的工资、17%的非农收入。在 2001 年，ESCAP 从缩小城乡差距的视角研究发现，通

过农村公路的建设，可以大幅改善农村的对外交流状态，降低区域内的工农业产品成本，提高



人们收入水平。2002 年，Jocelyn A.Songco 对越南的农村公路对农村经济、社会影响进行了

研究分析，得出了农村公路的改善提高了农民的社会福利，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公路的改善会促

进其他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比如会带来农村基础医疗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的研究结论。2003

年 AiLand E.Pemia 分析了农村公路投资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机制，即农村公路的投资会增加非

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增加福利水平，这是直接效应。另外，

生产力的提高与就业机会的增加，会加快农村经济增长，由经济增长而引起农民收入的增加为

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综合实现减贫效应。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农村公路对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影响研究主要在发展经济学、经济

地理学、产业经济学等领域。张文尝先生认为农村公路是通过改变区位来提高区域的经济势能

，从而促进经济资源、思想观念、文化等的交流，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吴国宝通过以陕西省

贫困县作为研究样本，就农村公路对减缓贫困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论认为，在陕西省

，农村公路主要是通过扩大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和促进就业结构多样化来提高农民收入的，并由

此建议通过增加农民对农村公路运输服务的使用扩大农村公路的扶贫作用。此外，也有学者提

出农村公路是影响农村经济中产业结构调整、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认为农村公路运输

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畅通的农村公路运输是农产品深加工和产业调整的前提条件（司武国

，2003；季求知，2005 等）。  

从上述研究看，现有研究对农村公路与农村发展、农村经济之间做出了研究，并得出了肯

定的结论，但是，已有研究都着眼于整体或宏观上进行正面影响的分析，对于微观层面以及负

面影响的具体研究却很少关注。在新农村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国家对农村社会发展的方向、目

标、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国家对农村公路发展的持续关注，贫困地区农村公路发展的环

境也与以往不同。在此背景下，从微观层面对贫困地区农村公路的发展特别是乡村公路建设对

农村减贫的影响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3 Y 村基本情况 

Y 村位于榕江县平永镇东北部，该村坐落半山腰上，村庄总面积为 3.056km2，林地面积

279.67hm2（包括退耕还林面积），耕地面积 19.27hm2（按产量计算），全村共有 5 个村民小

组，142 户，总共 548 人，全村均为苗族，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特困村，2012 年总收入 469088

元，人均收入 856 元，外出务工与农业生产收入是该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该村外出打工人

数 40 人，其中全家外出打工农户有 7 户。至今该村还没有通自来水，人畜饮水困难问题成为

该村的最大问题，村里有卫生室一个，教学点一个（小学 1～2 年级）。该村距离县城 51km，

距离镇所在地 12km，距离县道公路 3km，于 2004 初开始修建公路，2005 底公路完工并投入使

用，交通条件较差，乘坐面包车或骑摩托车到镇所在地需 35 分钟左右、到榕江县城需 120 分

钟、到县道公路需 15 分钟左右。  

 

4 道路项目对 Y 村的影响分析 

乡村公路建设加强了 Y 村与各村之间的紧密联系，使村里各种资源的流通速度加快，村民



们的生产增收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对 Y 村的减贫来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乡村公路建

设也对 Y 村的交通安全、土地资源被占用等方面带来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4.1 正面影响  

道路项目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从经济发

展的角度来看，农村公路建设能够优化各种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乡村公路建设将 Y 村与周围

各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人员、物质、信息等资源的快速流通，这必将为 Y 村乃至周围

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进而推进 Y 村的现代化、收入结构变化、闲置资源或土地价

值提升，开阔村民视野，促进村民对外交流，使村民真正得到实惠。  

4.1.1 推动现代化进程。利用乡村公路开通为契机，结合当地和自身实际情况，村民们在

村庄能人的带动下，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各种类型的相关产业。例如，村里道路修通以后，村民

们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和自身的能力条件，积极发展各种养殖业、种植业、经商、交通运输业

等等，而且道路条件的改善极大的降低了村民们在生产、建设、出行等方面的投资成本，村民

们的收入渠道明显增多，各种生产活动的收入增加，住房条件、生活质量明显得到改善；另外

，交通条件改善之后，村民们获得或者接受外界的信息量大大增加，开阔了眼界，生产增收方

式逐渐由传统型生产向以科学发展生产、用科技谋求致富转变，村里涌现出很多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村庄能人。总之，乡村公路的发展，改变了 Y 村经济要素流通不畅的局面，加速

、扩大各种资源的流动，从而为村民带来更多的收入机会，村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通过调

查获知，在案例村公路发展完善前后，村民收入来源见表 1。  

 

4.1.2 收入结构发生变化。根据调查资料，本文主要从种植业收入、畜牧业收入、工资收

入、私营活动收入等方面来描述分析乡村公路建设后 Y 村农民的收入结构变化。  

（1）种植业收入。乡村道路建设对 Y 村种植业收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种

植业成本变化，种植业收入成本包括生产资料成本、购买成本、农产品销售成本等。前些年由

于受到市场经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粮食价格上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随之上涨，从而造成

农户种植业成本的增加。Y 村在道路修建后，各种生产成本明显的下降。在此以农户购买化肥

为例来加以说明，案例调查结果显示（表 2），一户农户购买 500 kg 化肥，修路前雇人从集

市上背或挑回家需要花费 100 元（每 50kg 10 元），如果是 500kg 化肥需要成本 800 元，则总

成本为 900 元；修路之后，雇车将肥料送到家，运送 500kg 化肥需要花费 50 元的运费，这样



，500kg 化肥的总成本为 850 元。化肥总成本下降了 5.56%。  

 

农作物商品率变化，农作物商品率是指农作物产品总量中商品量所占的比重。在道路修建

之前，村民们的农产品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自己消费，不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这部分农产

品占总产品量的 90%以上，只有极少数的产品拿到市场物比如油菜籽、蔬菜、水果和烟叶等主

要用于出售而不是留着自己消费，另外，粮食除了满足农户自家需求以外，剩下的部分粮食都

拿到市场上出售转变成现金，农作物商品率明显提高（表 3），农民可以通过出售这些农作物

来获得经济收入。 

 

种植业亩均现金收入变化，道路修建之后案例村亩均农作物现金收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其

在道路修建前后种植业亩均现金收入表（表 4）: 

 

总之，道路的修建，使农户购买和销售农产品的成本下降，从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

另外，道路修建后能增加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是农户根据市场的状况调整自己的种植业结构来

努力提高农作物商品率，从而提高种植业亩均现金收入，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  

（2）畜牧业收入。畜牧业收入变化可从畜牧业成本、畜牧业商品率和畜牧业现金收入等

方面对其加以分析。畜牧业成本主要包括饲料生产或购买、畜禽购买、销售等所付出的开支成

本。与道路修建前相比较，道路修建后对降低农户畜牧业经营中购买或销售成本有明显的变化

。本文以一头生猪在道路修建前后的销售成本为例加以说明（表 5）。 



 

从上表中的结果显示，农户销售一头生猪，修路前要请 4 人、花费 100 元的运送成本，如

果一头生猪卖 800 元，则农户实际只得到 700 元的收益。修路之后，屠户上门收购，同样一头

生猪，销售成本降低 100%，农户收益则可以增加 14.29%。  

畜牧业商品率，在道路修建之前，农户所生产的畜产品包括生猪、牛、山羊、鸡、鹅、鸭

、农田里或鱼塘所养殖的鱼或者家里喂养蜜蜂等，这些几乎都是自给的，很少拿到市场上出售

。道路修建之后，农户接受外界各种信息渐渐增多，商品意识逐渐增强，这些产品的商品率也

有显著提高，如下表所示（表 6）：  

 

畜牧业现金收入，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 Y 村分别在道路修建前后的畜牧业现金收入都

有着明显的变化，修路之后的畜牧业现金收入比之前的畜牧业现金收入要高得多，但是缺乏相

关方面的具体统计数据，所以在此无法对其进行具体的描述分析。  

（3）工资收入和私营活动收入。Y 村道路修建以后，为该村农户外出打工创造了良好的

外出条件，例如，为农户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不但节省了农户挑水、挑柴时间，

节约了购买生活用品、生产资料以及销售农产品时间，同时大大减少了农民在这些活动中的强

体力劳动。因此，农户可以腾出更多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如下表所示（表 7），从而为家庭获

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这也充分说明村里的外出务工者从道路建设中获得了收益。 

 

私营活动是指个体经营或私人经营的活动。Y 村中的私营活动主要类型有小卖部销售生活



日用品、小型三轮车和面包车从事客运或货运经营。道路修建为 Y 村的村通条件带来了很大的

改善、促进村里农户外出打工的同时，也促进村里个体商业及个体运输业等私营活动的发展，

进而增加农户非农就业收入，最终达到了减贫的积极作用。  

4.1.3 闲置资源或土地价值提升。交通设施的改善，Y 村资源特别是公路沿线的自然资源

和土地资源得到了“激活”，这种激活效应极为显著。在 Y 村公路等交通设施建设以前，一些

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由于不能与其他资源要素达成良好的匹配，因此一直处于休眠状态，Y 村

的很多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利用。随着 Y 村公路的建成之后，村庄的这些“

闲置”资源被“激活”，这些资源的潜在的价值迅速转换为市场价值，原看起来一文不值的很

多“闲置”土地或木材快速升值。  

4.1.4 开阔村民视野，促进村民对外交流。以前由于交通条件差，Y 村许多农民甚至一辈

子呆在村里不外出，他们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根本不知道外部的情况。村里的公路开通后

，打破了封闭环境，加强了村民与外面之间的联系，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内外交流增加，为

村民感知外部新事物、接受新观念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也为村民创造了相对全面的发展机

会。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村民市场观念得到了增强，商品意识明显增强，从事农产品加工和

流通、运输、手工制作及外出打工的人明显增加。同时也极大增加了村民们接受文化、教育、

科技以及城市文明的机会。  

4.2 负面影响  

村庄交通条件的改善对 Y 村各方面带来发展的同时，其给村民们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也越来

越高，同时也对 Y 村经济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4.2.1 大量土地资源被占用。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 Y 村农户大量的土地资源，如道路

修建设计时，道路路线要从很多农户的耕地经过，所以道路建设势必会占用一定的耕地。目前

Y 村的有效耕地面积越来越小，影响农户种植业的发展。由于修建公路，现在村里有部分农户

的大部分耕地被占用或毁坏，且无法恢复，村里又没有多余的备用耕地来加以补偿，严重影响

了失地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收入，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失地农户的生活陷入困境，这对农

村减贫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下面是一位失地农户的陈述。  

陈某：自从修建道路之后，我家的耕地大部分被占用了，现在总共只剩下半亩了，我一家

5 口人（夫妻加上两男一女）的粮食还真的有很大的问题，5 口人一年的口粮只靠现在的半亩

田生产粮食是远远不够的，我的两个儿子每年都得外出打工挣些钱来买部分粮食补充，不然的

话，真的无法过啊！不光我家，我们村里还有几家的情况跟我家的情况一样，我看啊，如果继

续这样下去的话，以后孩子们的日子真的不知怎么过！就拿我家来说，我有两个儿子，以后他

们成家分家了，这半亩耕地他们再分就更少了，怎么生活呀，哎！  

4.2.2 交通安全问题。由于以前交通条件闭塞，教育落后，村民们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很少

，导致村民们各方面素质不高。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之后，村民们的交通安全意识还很淡薄，

其交通行为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同时，Y 村的交通条件虽然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通

村公路存在着等级低、设计不合理、交通安全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例如道路狭窄、路面不平整

、外面没有安全防护措施等。尤其是赶场赶集的时候，机动车、非机动车的违章载人现象突出

，严重威胁村民的生命安全，虽然 Y 村自从村道路建成通车以来尚未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但



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交通安全的形势整体不容乐观，根据相关资料统计，2007 年全国道路

交通事故造成 89455 人死亡，其中农村公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已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总人数的

25%以上。总的来说 Y 村交通安全形势的确令人担忧。  

 

5 小结 

通过上文就乡村公路建设对 Y 村的影响分析可知，交通条件的改善对 Y 村的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村庄的整体贫困问题得到了很大的缓解，村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

也附生出大量土地资源被占用和交通安全方面的新问题。因此，在乡村公路建设进程中，应科

学、合理规划，充分发挥好乡村公路建设对乡村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努力规避其消极方面的

影响，以期达到减贫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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