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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融资渠道及资金使用绩效评

价——以贵阳修文县久长镇农村串户路为例
＊
 

靳永翥，杨胜美1 

(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力的最基本要素，更是新农村建设的“先行资本”。文章首先构建一套农村基础设施( 串户

路) 建设资金使用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经济、效率及效益等一级指标及相应的八个二级指标。并对修文县

久长镇串户路建设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发现当地在资金使用的过程中存在资金到位不及时、资金使用透明度低及

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最后根据久长镇串户路建设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 

关键词: 农村基础设施； 串户路硬化； 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 F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099( 2014) 03 － 0025 － 07 

一、导论: 问题引入与文献回顾 

( 一) 问题引入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力的最基本要素，更是新农村建设的“先行资本( Overhead Capital) ”。但长期以来，在传统的

重工业优先发展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背景下，我国政府对于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往往向城市倾斜，这使得基础设施在城乡之

间的提供严重不均衡，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社会矛盾激化。直至 2006 年中共中央在“一号文件”中提出“要把国家对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这才使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乏、融资主体单一等一系列问题逐步得以改善。近年来，中

央“一号文件”、“十二五”规划等相关政策多次强调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在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下得到了

较快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绩效评价也日益受到关注。绩效评价能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和效益，同时

在农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的不懈努力，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绩效评价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诸如评价指标不全面、评价结果的应用性不强等。笔者通过对相关研究的回顾，

构建一套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修文县久长镇的农村串户路这一农村基础设施作为个案，对其进

行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以期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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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文献回顾 

自二战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贫困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一定的催化作用。伴

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这一发展，学者对其的学术研究热潮也被逐步掀开。 

其一，有关农村基础设施融资渠道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研究的早期，当时学者普遍认为农村基

础设施的投融资应该由政府来完成。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年就曾指出基础设施建设应视作国家的一项职能，建设资金

也理应由政府来承担。19 世纪后，经济学家萨伊( 1803) 
［1］

在其消费理论中指出，政府消费应当投放于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中。

另外，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大卫·N·海曼( 2001)
 ［2］

等皆认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应由政府来提供。随着经济

社会的迅猛发展，由政府单一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模式出现了投资效率低下、主体缺位等问题，使得人们开始探寻新的投

融资模式，于是研究逐步进入第二个时期，即融资多元化、民营化的研究阶段。美国学者 E． C． 萨瓦斯( 2002) 
［3］

指出，没

有任何逻辑理由可以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机构来提供，而摆脱政府公共服务低效率和资金不足困境的最好出路是打破政府

的垄断地位，积极实行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建立起公私机构之间的竞争。自此之后，国内外学者都对基础设施融资渠道的多元

化、民营化的具体方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 2000 ) ［4］、学者徐克勤( 2005 )
 ［5］

、郭鹰( 2008) 
［6］

以及刘景东( 2011) 
［7］

等人构建了 PPP( Public － Private － Partnership) 、BOT( Build － Operate－ Transfer) 等

多元融资模式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融资渠道进行研究，为我国的农村基础设施融资机制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二，学者关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使用绩效评价的研究主要包括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资金使用的监管路径

研究等两个方面。其中，有关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主要有学者胡将安( 2008) 
［8］

及郝蕊俊( 2010) 
［9］

等提出的 3E 评

价体系。另外，徐丽( 2009 ) 
［10］

、蒋时节( 2010) 
［11］

等人提出的包括就业效果、提供配套设施能力及空气污染度等更为复杂

的综合管理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另一部分学者，从资金监管的视角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

使用绩效评价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学者龙菊( 2010 )
 ［12］

、何新容( 2011 ) 
［13］

 及康文峰( 2012) 
［14］

等都认为当前政府特别是

审计机关对农村基础设施资金使用的监管比较零散，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这些学者指出政府部门应该在这方面加强立法工

作，加大对相关资金的监管力度，同时指出村民等利益相关者也应成为监督的主体。 

综观研究现状，学者对农村基础设施的研究还比较笼统，具体的诸如关于农村公路、医疗卫生等融资渠道和资金使用绩效

评价的研究还比较少，对于串户路资金使用绩效等的相关研究几乎为零。故此，本研究选择串户路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实

证研究方法，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融资渠道进行学理抽象，并对资金使用进行绩效评价。 

二、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与说明 

修文县久长镇位于修文、开阳和息烽三县的交界，贵阳市西北，距县城约 15 公里，距省城贵阳约 45 公里，是开阳、息烽

两县进入省城的必经之地。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所言，“基础设施是繁荣经济、继往开来的基础所在，或者说是经济增

长的必要前提。”(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1993:1) 
［15］1 

修文县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便是得益于基础设施( 特别是交通设施) 

的建设。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以来，修文县便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其中久长镇更是全县农村串户路硬化的典型代表。截至目前，该镇已完成硬化的串户路里程约达到 150 公里，串户路

的建设极大地惠及了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但是“如何有效公平地筹集用于基础设施开发和维护的资源( 包括货币和非货币) 是

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15］40 

本研究基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资金使用的重要性这一观点，从久长镇农村基础设施

( 串户路) 资金的筹集出发，将融资渠道、筹资方式等列为重要的研究内容。进而重点调查研究串户路建设的过程中，资金使

用的经济、效率及效益等情况，以及对不同的融资渠道是否会对资金的使用绩效产生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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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基本概念界定 

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涉及三个核心的概念，亦即农村基础设施、串户路硬化以及绩效评价等。农村基础设施: 是发展农

村生产和保证农民生活而提供的公共服务设施的总称。参照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法规文件，农村基础设施包括了农业生产性

基础性设施、农村性生活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四个大类。根据其属性，农村基础设施包括纯公共

物品和准公共物品。 

串户路硬化: 是指为了解决农民行路难的问题，修建的延伸到村寨中各家各户的水泥或沥青的硬化公路路网。 

绩效评价: 是指运用一定的评价方法、评价指标及标准，对评价对象所确定的实现目标的程度，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安

排预算的执行效果进行的综合型评价。本文是主要针对串户路建设过程及结果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 三) 农村基础设施资金使用绩效指标体系构建 

本次研究在对大量资料的研究基础上选取了经济性指标、效率性指标、效益性指标三个维度，分别对应节约率、资金使用

的合规性，资金的使用效率、资金的到位率及到位的及时性、资金财务管理的执行效率、资金使用的监督效率，资金使用的透

明度、资金使用的满意度等八个二级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为测定和评价修文县久长镇的农村串户路建设中资金的使用情况

提供依据。绩效指标体系如下表 1。 

表 1 串户路建设资金使用绩效指标体系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资金使用绩效指标体系构建 

经济指标 

资金节约率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效率指标 

资金的使用效率 

资金的到位率及到位及时性 

资金财务管理的执行效率 

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资金使用的满意度 

本研究调查问卷的设计是基于绩效指标体系的几个维度基础上的。调查问卷一共分为基本信息和正式问卷两个部分。其中

基本信息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以及家庭收入等；正式问卷中的相关问题则主要包括资金节约率、资金到

位及时性、资金使用效率及资金使用的透明度等，一共包括 16 个问题。 

(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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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其中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法和实地调查法等相关研究方法。通过定性方法和

定量方法的运用，增强了一手资料的信度和效度，同时也使得文章更具说服力。另外，还采用统计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相结合

的研究方法，文章在运用统计分析法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统计、归纳的同时，还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进行分析，增强了文章的

生命力。 

1． 文献法 

文献法又称为历史文献法，就是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的有关文献资料，从中选取信息，以达到某种调查研究目的的方

法。文献法为本研究提供大量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资料和数据。本次研究中，笔者在图书馆查阅了近 20 部本相关书籍，并在中

国知网、维普等网站上收集了 50 余篇论文； 这些相关书籍和论文都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前提。 

2． 实地调查法 

本研究主要运动的实地调查法主要包括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指通过向调查者发出简明扼要的征询单( 表) ，请示填写对有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来获得材料

和信息的一种方法。问卷调查法是本研究运用最多的方法，这一方法是本次研究大量一手资料的获得的最重要手段。此次调研，

主要是针对修文县久长镇的农村串户路融资渠道及资金使用绩效情况进行入户调查。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130 份，回收问卷 126 

份，有效问卷 120 份，有效率为 95%。 

深度访谈法: 深度访谈法又称晤谈法，是指通过访员和受访人面对面地交谈来了解受访人的心里和行为的基本研究方法。

访谈法能够迅速、深入、有效地为本研究搜集相关资料。本研究共对当地村干部、乡村精英及其他村民等 10 人进行了面对面的

深度访谈。 

三、调查结果与问题分析 

( 一) 融资渠道呈现多元化 

农村基础设施的融资渠道可从其供给主体进行分析。政府作为基础设施的主要供给主体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但对基础

设施特性的深入研究，政府作为供给主体出现效率低下、浪费等严重的“政府失灵”现象，学者认为通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

等市场化操作手段可以有效地克服政府失灵，以提高效率
［16］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对不同的制度安排的绩效研究提出发展

中国家基础设施供给的多中心制度安排，关键在基于协作和信任构建的参与方式
［17］

。 

在本调查地点( 修文县久长镇) 中，基础设施( 串户路) 已初具规模，基本建成以入村公路为主体，以串户路为分支的道

路框架。其投融资渠道主要由政府财政和村民集体筹资两个部分组成。其中入村公路部分由政府进行财政补贴，串户路部分则

由村民自行筹集建设资金。村民在串户路建设过程中，作为一个直接利益相关者( Frederick，1988) ，村民既是将资金、劳动

力和时间等相关资源要素投入到串户路的建设中“股东”，又是串户路建设的质量评价的主体，从而贯穿整个过程。而农村“差

序格局”、“乡村精英”、“宗族力量”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村民并非完全了解串户路建设的全部细节，存在政府、村干部、实施者

与村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 二) 资金到位情况受融资渠道影响 

资金是否到位直接影响串户路项目的进展，调查发现村民对串户路建设资金到位及时性评价中，53%的被访者表示资金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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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般，具体见图 1。前文曾指出政府的配套资金和村民集体自筹资金是串户路修建过程中的主要资金来源，依此思路，对于

资金的到位情况同样从政府资金到位和自筹资金到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图 1 久长镇串户路资金到位评价图 

其一，对于村民自筹资金的到位情况，由于村民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自身所交纳的数额非常了解①＊
2
，与此同时，

自筹部分的资金到位及时、不拖欠，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村民对修建串户路的认同度相对较高、一致性较好，用村

民的话叫做“修串户路是件好事”； 二是乡村内在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发挥，特别是其内在的关系网络，运用村干部、邻居、亲

朋与其之间的网络关系来处理个别村民不交纳、拖欠等情况； 三是“跟风”效应的影响，A 村民交纳，B 村民也交纳，而 C 村

民在此境遇下即使不清楚项目的具体内容，但受各方压力，C 村民也会选择交纳，最终形成在串户路修建上的小规模集体行动。 

其二，对于政府扶持资金到位情况，因村民与村干部、乡村精英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通村民并不知晓政府扶持资

金是否到位，资金到位与否只由少数人掌握，村民往往根据项目是否开工，工钱是否及时发放等指标来判断政府扶持的资金是

否到位。同时也存在先上车后买票的做法，引起村民的强烈反感。正如本次调研的一位深入访谈对象村民 Y 所说，“自己是该村

串户路修建的承包人之一，承包近 800 米的串户路，道路修建完成近两年，但镇政府至今未付清其所承包路段的款项，而自身

因修路在信用社贷款十万元同样处于拖欠状态，多次向乡政府反映都未果，自己所赊的水泥、沙石、人工钱都还没结清，再也

不去承包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做”，村民 Y 感到很反感也很无奈。 

 ( 三) 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不高 

1． 资金使用的相关政策透明度低 

资金筹集结束后，资金该如何使用? 应有一个明确的方案或规定。在调查中，一半的被访者表示不清楚是否存在相关的资

金使用规定，而其中占 78%的被访者表示虽然知道有相关的使用规定，但不清楚其内容，具体情况见图 2。 

                                                        
2
 ①调查中发现，处在不同路段的不同户主所交纳的金额并不完全相同，有 100、200、240、300 元等不同的档次，我们

认为，是采取类似于“包干到户”性质的资金筹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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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串户路资金使用制度知晓程度 

首先，受项目的承包性质影响。调查发现，串户路建设政府采用合同外包等方式来提供公共服务。被承包路段的资金属于

承包人的私人资金，并不需要向村民公开使用情况，因此，承包人之外的普通村民并不知晓是否存在有相关的资金使用规定。 

其次，村民的结果导向和参与意愿的低下。结合调查和访谈的结果，研究发现，村民在对待串户路项目上是一种结果导向，

所关注的是项目的最终结果，即串户路是否已经修建完成； 同时，村民与资金使用规定之间存在制度性障碍，最终导致村民知

晓相关资金使用规定意愿的下降。 

再次，监管方评价导向的偏差。一方面，作为基层的乡政府承担的角色就是上级政府政策的传递者、国家扶持资金的管理

者，并不是“服务而非掌舵”； 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并没用完全体现其自治的特性，相反，更是

乡政府等政府机构的代言人，处于一种“内卷化”状态，忽视村民的需求信息。 

2． 资金使用过程的透明度不高，且受融资渠道的影响 

调查发现有近 85%的村民指出村干部或项目相关负责人并未对串户路建设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公示。对于私人承包的部分不

作过多讨论，因为这不涉及到资金使用透明度的问题( 对他们的关注应该更多地放在其修建道路的质量上) 。因而我们在此主

要讨论的是村民共同修建的部分，这部分也可分作以下两方面来进行阐述。 

其一，村民自筹资金使用情况的透明度。前文曾提到，这部分资金是临近共用一段串户路的农户根据实际需要共同筹集而

来的，筹集到的资金由这几户当中的一位较有声望的人进行保管，使用情况受到大家共同的监督，虽然没有进行公示，但大家

对资金使用的账目都是了然于心的，因而村民对这部分资金的透明度都较为认可。 

其二，对于政府扶持资金使用的透明度的部分，有近 50%的村民表示不太满意或非常不满意。他们表示，对于村里这部分资

金的使用情况村里从未以任何形式进行公示，因而这部分资金是如何使用的、是否合规他们根本无从知晓。村干部、乡村精英

运用手中的权力对相关信息进行封锁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知情权，甚至公共利益。访谈对象 X 指出，“村里的宣传栏只公示

如计划生育政策、养老保险政策等的一些政策条款，但是涉及到资金分配、使用情况等‘敏感问题’从未进行公示。资金是怎

样使用的，可能只有村干部自己心里清楚。” 

3． 财务管理透明度低，且制度不健全 

调查涉及“是否有相关财务管理制度”时，只有 20%的村民回答说有，而这部分人主要是村干部和较多地参与了串户路建设

的村民，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同时也体现了项目资金财务管理透明度的低下。而对相关财务制度知青的调查对象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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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户路建设资金的财务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如何呢? 有近 75%的村民认为串户路建设资金的财务管理制度不太健全或非常不健全。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村民存在“重投入轻管理”的传统意识。在串户路建设的过程中，村民往往关注的是资金投入的数量，而关于如何

更科学、规范地对资金进行管理却关心甚少。 

其次，农村缺乏专业的财务管理人才。经调查发现，调查对象中有 80% 以上为初中及以下学历，这部分村民基本不具备专

业的财务管理知识。另外有 3%的村民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然而这部分村民常年在外工作或做生意，并无暇管理村里的相关事

务。这使得串户路建设资金无专人专户管理，存在与其他资金混用，统收统支的现象，这为串户路建设资金的非法使用提供了

条件。 

最后，相应的控制法规相对滞后及监管部门的管理不到位等，这给既作为串户路建设资金的管理者又作为资金的使用者的

村干部或项目相关负责人提供了“方便”，从而其不愿意建立健全相关财务管理制度。 

( 四) 资金监管不到位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对公共池塘资源进行研究时指出，“监督和分级制裁对保持足够高的规则遵守率，避免引发一个有较

高违规率所促进的、违规率持续增长的局面是必要的。”
［18］

同样，对串户路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能够减少或防止专项资金被

截留、挤占和挪用等违规情况的出现，从而保证资金的安全、合理及有效利用。然而调查发现，84%的村民认为村里没有设置任

何串户路建设资金相关的监督机构和人员，但我们有趣的发现，仍然各有 16%的村民认为有相关监督机构和人员的存在，这又是

为何? 见下图 3。 

 

图 3 久长镇串户路建设资金使用的监督情况 

实际上，通过深入访谈发现，村里的确没有设置任何与串户路相关的监督机构或人员。但前文也有提及，对于村民集体共

同筹资的部分，村民实际上是起了很好的监督作用的，因而有人回答“村民共同监督”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何仍有村民认为设

置了相关机构和人员呢? 因为有些村民认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村干部或乡村精英担任了监督者的角色，这似乎

带有很浓的讽刺意味，因为其中有 85% 以上的村民认为这样的监督没起到多大的作用甚至完全起不到监督作用。因此这样的监

督效率是非常低下的。 

( 五) 群众对资金使用的总体评价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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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不合理，存在挤占、挪用的违规情况，对村民的公共利益将会产生极大的危害。然而上文通过对修文县久长镇农

村串户路建设中资金使用的多个指标维度进行分析，发现由于财务管理制度的不健全、资金( 特别是政府扶持资金) 使用透明

度不高以及监督情况的不容乐观等而“孵化”出了很多问题，进而引起了村民较大的不满。那么具体而言，村民对串户路建设

资金使用总体情况的满意度评价如何呢? 见图 4。 

 

图 4 久长镇农村串户路建设资金使用总体情况满意度评价 

据调查统计，有近 50% 的村民对串户路建设中资金使用的总体情况感到不太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这部分村民由于项目建

设中资金使用监督情况的不到位、资金使用透明度低下以及串户路建设质量不高等原因而感到不满意。另外，仍有近 50%的村民

感到一般或者满意，这与他们只重视结果而不太关心过程有关。正如一位访谈对象所说: “资金是如何使用的我管不了，也不

敢管，但路面硬化了总比以前泥泞的道路好一些，感觉挺满足了”。 

四、基本结论及改进建议 

( 一) 基本结论 

在对修文县久长镇农村串户路的实地调研中发现，该镇基本实现了多元化的投融资模式，但在资金的使用上仍存在着资金

管理制度不健全、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特别是政府扶持资金部分) 不高以及监管不到位等严重问题，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融资渠道多元化。修文县久长镇在农村串户路建设中，主要的融资渠道包括政府扶持及村民集体筹集共同出资的方

式，这是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提倡多元融资渠道的具体体现，这样的融资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仅由政府投资或者村民

集体自筹的单一方式，这激起了作为利益相关者之一的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第二，对于资金的到位情况收到融资渠道的影响，融资渠道的差异导致资金到位及时性的不同。村民自筹部分由于民众参

与积极性高，势头好，因而串户路资金到位非常及时。对于政府出资部分，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到位情况一般，且直至项目建成

后仍有部分承包人被拖欠资金的情况。 

第三，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低。从资金使用的相关政策的制定到资金使用过程以及资金的财务管理等的透明度都极低。调查

对象中，绝大部分村民对资金的使用特别是政府投资部分的资金使用甚少了解，这部分由于项目实施过程中合同外包等情况的

存在导致，但更重要的是项目的相关负责人对资金的使用未进行公开，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 

第四，资金使用的监督不到位。政府以及村级在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管重视程度不够，未设置相关的监督机构或人员对串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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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设的资金进行监管，这是其一。其二，之所以导致监督不到位还包括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低下等原因，这造成了作为利益相

关者之一的村民的监督权受阻。 

( 二) 对策建议 

为了促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促进其项目建设中资金使用绩效的提高，本研究认为，作为

个案的久长镇却显露出贫困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与资金使用绩效存在问题的某些共性。针对实地调研中于久长镇发现的多

个资金使用问题，笔者认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融资渠道进一步多元化。从久长镇的情况来看，当地串户路建设的融资主体主要只有政府扶持和村民集体筹集两种

方式，实际上，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可以有更多的融资方式。一是按照谁享受、谁负担和自愿的原则，引导农民或民间投

资主体投入。村民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积极引导村民来为农村基础施建设共

同筹集资金； 二是通过多镇合作，实行基础设施建设捆绑进行，共同经营、共同管理。三是通过加大招商力度积极吸引外来投

入，争取项目资金和项目扶持。这种融资方式对于久长镇来说是非常可行的，因为该镇的种植业特别是蔬菜种植比较发达，但

是根据调查发现目前当地农产品加工企业非常少，但是要发展相关企业就得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因而久长镇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与相关企业合作，从而筹集资金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或者企业与农村发展互利共赢的局面。 

第二，政府给予充足的制度保障。政府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并且有效率地执行。政

府应充分扮演好规划者、制度保障者和实施者的角色。首先，保证资金的及时到位，这是项目开展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中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保证各项信息的透明度，透明度也是民众参与监督的基础。同时建立畅

通的沟通渠道，以便及时接收村民的意愿和要求，并及时反馈。再次，建立资金使用监管部门，保证资金有效地使用，达到资

金投入的高效产出。 

第三，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让村民有权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环节。一方面，村干部要围绕农民需求进行谋划，

充分征求和吸纳农民群众的意见，对于农民自主参与、直接受益的建设项目，要通过政府资金引导，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引

导农民投工投劳、投资投物搞建设。另一方面，村民要加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使用过程中的意识，敢于并明确表达自身所

需、并监督政府高效使用资金，充分发挥自身主体作用。 

第四，要引进专业技术人才( 例如大学生村官) 来对村务进行管理。大学生村官，是筛选专科以上学历的应届或往届毕业

生，担任农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主任助理或其他“两委”职务的工作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大学生“村官”从无

到有，到快速发展，经历了长时间的积累发展过程。大学生村官往往由于刚走出校园踏入社会，因而沾染到的社会不良习气较

少，能够秉公踏实地为老百姓办实事； 另外，大学生专业性较强，特别是对于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参与村务的管理更有利于

农村健康、和谐地发展。因此，对于久长镇串户路建设中资金使用存在很多问题的情况，大学生村官等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或

许可以的到解决。 

最后，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相关配套资金( 例如整理补偿款等) 的设置。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久

长镇 45、50 以上年纪较大的农民由于没有其他技术或者是体力上的原因，除了种地基本上没有其他出路，因而土地对于这部分

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故而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如果涉及到占用农民土地的情况，一定要有相应资金来对其进行补

偿，尽量减少农民的损失。另外，对于村里的困难户要积极进行帮助，设置相关的帮扶资金，是这部分人也能共享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的成果，从而使得农村更加和谐、稳定地发展。 

五、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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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当前农村基础设施( 串户路) 建设过程中融资渠道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绩效分析，可管窥和引领该领域或相关

领域的农村基础设施服务研究。但纵观研究始末，尚存在不足之处有待深入。首先是样本数量单一。本研究仅选取久长镇作为

研究对象，一个基本的学术常识是，个案分析尽管可以展现“解剖麻雀”或者“手术刀”式的研究特长，但却难以排除其跟多

案例研究或者案例比较研究对比呈现的某些弊端，譬如，可能会导致本文的有关结论由于样本不足而缺乏普遍性。因而在以后

的相关研究中，样本的数量还有待扩充，一是有助于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另外，还可通过多个样本的比较研究，更深入的

洞察问题、解决问题；其次，在研究内容上，本次研究所构建的绩效指标还尚需进行更深入和规范的理论探索，否则可能导致

某些重要信息的统计和评价被遗漏。在将来的研究中，还需加强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全面性。囿于研究小组知识结构、资

源约束和时间限制，本文的有些结论、对策等亦尚需补充和完善。有些研究工作仍需深化和延续，这些都是本课题今后努力的

目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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