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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品建设意愿一致性研究
———基于我国 “十县百村”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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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利用 “十县百村”的大样本调研数据研究农村公共品建设意愿的一致性问

题。统计分析表明，农户最需要的三类公共品分别是乡村道路、灌溉设施和农村社会保障。通过

对比村级和农户的公共品建设意愿发现，农村公共品建设的一致性程度很低。进而本文采用多元

ｌｏｇｉｔ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影响一致性的因素有：性别、是否党员、是否从事农业生产、人

均土地面积、是否是新农村示范村、村长是否选举、村级公共开支总额。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关的

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村公共品；多重行动者决策理论；多元ｌｏｇｉｔ分析

［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９６Ｘ （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８９－０８

一、引言

农村公共品的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

之一，对实现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 风 文 明、
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的整体目标和

要求起到了重大的影响，是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收入

分配差距，减少贫困的有效途径。［１］

公共品的最优供给水平 （数量或质量）是指代

表多数投票人意愿的供给水平。［２］然而，我 国 在 不

断加大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时，由于自上而下的公

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导致供给结构失衡、公共资源浪

费、村民参与 意 愿 不 足，［３］［４］存 在 着 农 村 公 共 品 有

效供给不 足，公 共 品 没 有 按 照 农 民 意 愿 来 进 行 供

给，公共品 的 受 益 主 体 往 往 不 是 贫 困 的 农 户 等 问

题，农村公共品投资的溢出 （ｌｅａｋａｇｅ）严重。［５］［６］

综上所述，在农村公共品建设中，往往存在着

政府的公共品建设决策与农户的需求意愿不一致的

问题。因此，本文基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１１年７月

在全国范围内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试图分析两个

问题：第一，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农户最需要哪些

公共品。第二，基于多重行动者决策理论，判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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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与农户在公共品建设方面的偏好一致性程度，并

分析影响农村公共品建设意愿一致性的因素。

二、相关文献综述

农村公共品的意愿分析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

政府的供给意愿；第二是农户的需求意愿；第三是

政府供给与农户需求的一致性。

　
①　马奇 （Ｍａｒｃｈ）认为，决策的产生其中一个观点是，决策者作为规则遵循者在不 同 的 情 景 下 采 取 不 同 的 适 当 行 为，

并努力实现其身份。［１６］

②　在反贫困文献中，主要提出 了 扶 贫 瞄 准 的 两 个 偏 误。第 一 是Ｅ偏 误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这 是 扶 贫 资 源 的 溢 出，
指非贫困的人群享用了扶贫政策带来的利益。第二是Ｆ偏误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ｏ　ｃｏｖｅｒ），这是本应该扶贫的对象没有享用扶贫政 策

带来的利益。在公共品建设过程中，也往往会出现受益偏误的现象。

（一）政府的供给意愿

丁菊红和邓可斌提出了政府偏好的概念，政府

供给偏好是指政府对公共品及服务的供给的规模和

结构等的 偏 好 意 愿。与 微 观 主 体 的 偏 好 不 一 致 的

是，政府偏好更多地体现了政治决策冲突、经济利

益竞争等 多 方 面 的 博 弈 结 果。丁 菊 红 和 邓 可 斌 认

为，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偏好上的差异，会

给公共品的供给带来不同效果。因此，在我国的分

税制背景 下，中 央 政 府 对 公 众 的 偏 好 改 变 更 为 敏

感，而地方政府由于税收支出责任与事权不匹配，
对公众偏好不敏感，或者即使知道也不愿意改变自

身偏好。［７］地方政府偏好与公众偏好的错 位，王 朝

新指出原因 在 于 地 方 政 府 面 临 的 利 益 和 目 标 多 元

化：减少贫困的社会利益目标；维护组织自身的组

织利益目标；执行上级下达任务的行政利益目标；

创造政绩，实现个人升迁或职位稳定的个人利益目

标。［５］特别是 “晋 升 锦 标 赛 制 度”普 遍 存 在。［８］因

此，在政府偏好与公众偏好不一致的情境下，地方

政府不愿提 供 需 要 更 多 财 力 却 政 绩 更 少 的 软 公 共

品。［９］马晓河和方松海指出，基础公共品供 给 决 策

者的行为特征主要体现在：（１）热衷于投资一些见

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而不愿提供一些

见效慢、期限长且具有战略性的纯公共品。（２）热

衷于投资新建公共项目，而不愿投资维修存量公共

项目。（３）热衷于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 “硬”公

共品，如对需要达标的乡村道路建设、农田灌溉设

施等，即使没钱也要向农民强行摊派进行建设，而

不愿提供农业科技推广、农业发展的综合规划和信

息系统等 “软”公共品。［４］

（二）农户的需求意愿

克拉克设计出引导每一当事人显示其公共品真

实需求的机 制 （ＡＶＧ机 制），并 求 解 出 作 为 枢 纽

机制的克拉克税。根据中间投票人理论，只有中间

投票人偏好的那个方案才能获得最广泛的支持，因

而地方政府将根据中间投票人的需求意愿来提供公

共品。［２］刘小兵通过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 法，对 个

人合作提供公共品的可能性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

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导致了公共品提供的市

场缺陷，通过制度合理设计能够促进公共品的有效

供给。［１０］从农户角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实证也有

不少学者进行过分析，学者们主要从农村公共品供

给 的 满 意 度 和 支 付 意 愿 等 方 面 进 行 了 研

究。［１１］［１２］［１３］［１４］朱玉春 等 人 运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将 农

民对农村公共品的满意度影响因素归为五类，进而

采用ｌｏｇｉｔ回 归 模 型 对 农 民 满 意 度 进 行 了 实 证 分

析。［１５］卫龙宝等人基于集体行动理论，利用中国综

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村级调研数据，分析了村 庄

特征影响村民形成集体行动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的主要因素。［３］

（三）农户需求与政府供给一致性

农村公共品的建设意愿可视为农户和政府对农

村公共品建设的决策。马奇 （Ｍａｒｃｈ）基于多重行

动者决策理论认为，由于不同人身份不同，追求不

同，因此他们对 适 当 行 为 的 定 义 也 不 同。① 这 种 不

一致的程度随偏好和身份的融合、资源可获得水平

和对资源需求度的变化而变化。马奇进而指出，解

决决策不一致的方式是通过联盟或者团队的方式整

合偏好 和 身 份，使 其 趋 于 一 致。他 还 从 合 约、动

机、选择、社会化和注意力方面阐述了消除或缓解

不一致的途 径。［１６］由 于 多 重 行 动 者 的 决 策 不 一 致，

导致利 益 归 宿 的 偏 误，② 斯 蒂 格 勒 （Ｓｔｉｇｌｅｒ）发 表

“领导人法则”，认为中高收入集团是公共支出计划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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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受益者，而低收入者从中收益甚微。［１７］刘穷

志通过公共服务归宿评测模型得出以下结论：归宿

于富人的公共安全服务相对不足；文教科卫和社会

救济更多地惠及了贫困人口，但社会保障则供应不

足；贫困人口较多地得到了见效快的经济服务，但

着眼于长远利益的经济服务相对较少；补贴给了富

人，专项服务和支援更多地给了贫困人口。公共服

务归宿差异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实力、经济缺陷、公

民偏好显示以及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体制。［６］

　
①　由于本文在村级问卷和农户问卷中，都有一道多选 题 “假 如 政 府 有 一 笔 较 大 的 资 金，您 认 为 应 该 主 要 用 于 下 列 哪

些方面？”，限选三项，并按重要程度从高到低排序。本文首先在不考虑选择三个选项的相对排序条件下，将被解释变量定

义为农村公共品建设意愿的一致性，采取在同一个村中，如果村级问卷中选取的三个选项中有一个与所在村农户的三个选

项中一个相同，对一致性赋值为１；以此类推，没有相同、两个相同、完全相同赋值分别为０，２，３。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中单独研究政府对公共品

的供给行为和农户对公共品的需求意愿较多，但是

结合两者的实证研究较少，从政府供给意愿与农户

需求意愿的一致性角度研究农村公共品建设的也很

少。因此，本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三、理论框架与模型变量

本文基于马奇 （Ｍａｒｃｈ）提出的多重行动者决

策理论，将农村公共品建设意愿视为由政府和农户

形成的二元决策主体对公共品建设的决策。马奇认

为，决策的产生涉及三个主要影响因素：所处决策

环境、身 份、规 则 （在 确 定 的 环 境 中 应 如 何 行

动）。［１６］决策是 一 个 确 立 身 份，并 使 规 则 与 已 识 别

的情境相符合的过程。本文对马奇提出的假设做出

一定修改，提出本文的假设：
（１）各决策主体都是单独的参与者，并且每个

参与者具 有 一 致 的 偏 好 和 身 份，是 独 立 的 参 与 主

体，在决 策 过 程 中 不 受 其 他 主 体 的 信 息、权 利 等

影响。
（２）各决策主体的偏好和身份不同。
（３）各决策主 体 的 偏 好 和 身 份 是 同 时 不 一 致

的，即不可能在现有环境约束下同时实现他们的身

份和偏好。
（４）处在同一村的各决策主体在决策时，面临

的外部环境相同。
在假设前提下，政府和农户形成的二元决策主

体的决策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１）形成协议，缓解或消除不一致性 （通过讨

价还价、补偿支付、政策制定、政治等）。
（２）各决策主体产生的决策是基于自身身份与

所处环境 的 匹 配 后，根 据 自 己 的 规 则 作 出 的 决 策

行为。
根据上述理论思考，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村公共

品建设意愿一致性程度，①将影响农村公共品建设意

愿一致性的主要因素整合归纳为身份变量、规则变量

（包括制度、协议等）和环境变量，并将它们作为实

证分析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具体解释变量见表１。
进而，本文采取有序ｌｏｇｉｔ方法进行计量分析。

建立模型如下：

　ｌｏｇ（ｐ１－ｐ
）＝ｌｏｇ ｐ（Ｙ ≤ｊ｜Ｘ）

１－ｐ（Ｙ ≤ｊ｜Ｘ［ ］）
＝Ｘ′β　　（ｊ＝１，２，３） （１）

式中，ｐ是 一 致 性 取 不 同 值 的 发 生 概 率；ｌｏｇ是 自

然对数；Ｘ 是 解 释 变 量 的 向 量 组；β是 待 估 参 数；

ｐ
１－ｐ

是发生比，它是某件事情发生和不发生的概

率之比。

四、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重点项目 “中国特色农

业现代 化 道 路 研 究 （项 目 编 号０７ＡＪＹ０１９）”和 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 （项目编号０８＆ＺＤ０１３）”于２０１０年

７月—２０１１年７月对全国的 “十县百村”调研。调

查依据分层随机抽样原则，选取了全国东、中、西

部 和 东 北 的１０个 省，每 个 省 抽 取 了 一 个 区 或 县

（陕西长 安、山 东 寿 光、内 蒙 古 武 川、四 川 沿 滩、
安徽淮 南、海 南 琼 海、黑 龙 江 齐 齐 哈 尔、浙 江 吴

兴、江西瑞安、贵州湄潭），在该区或县随机抽取

了１０个村，对每个村进行了２０户左右的农户问卷

调研和一份由村干部完成的村级问卷调研，调查样

本具有很好的全国代表性。调研前先对调研员进行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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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专业培训，调研采用随机抽样、一对一访谈、入

户式调研的方式，为了保证问卷的质量，在正式调

研之前在浙江省泰顺县进行了５０份预调研。正式

调研时共发放问卷２　００１份，得 到 有 效 问 卷１　９８１

份，问卷 有 效 率 为９９％。另 外，每 个 村 完 成 一 份

村级问卷，用 于 了 解 整 个 村 新 农 村 建 设 的 基 本 概

况，由村干部填写，共发放问卷１００份，得到有效

问卷９９份。

表１　 模型变量选择与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农村公共品建设

意愿一致性程度

完全不一致＝０；

一个选项一致＝１；两个选项一致＝２；完全一致＝３
１．０５　 ０．８３

身份变量

性别 男性＝１；女性＝０　 ０．７２　 ０．４５
年龄 实际年龄 ４７．７９　 １３．４０

受教育程度
不识字或初识＝１；小学＝２；初中＝３；

高中或中专＝４；大专及以上＝５
２．８７　 ０．９８

是否党员 是＝１；否＝０　 ０．１９　 ０．３９
是否结婚 是＝１；否＝０　 ０．９３　 ０．２５

是否从事农业
５０％及以上劳动时间从事农业＝１；

５０％以下劳动时间从事农业＝０
０．６５　 ０．４８

人均土地面积 实际面积 （亩／人） ３．１６　 ６．９０
收入差距 ２０１０年个人收入与村级人均收入的差值 ８　２４９．４９　 ２７　７８２．６４

规则变量

是否新农村 是＝１；否＝０　 ０．７１　 ０．４５
是否选举 是＝１；否＝０　 ０．９９　 ０．１０

环境变量

户数 具体户数 ５５９．８４　 ２９２．４５
到乡政府距离 村政府到乡政府的具体距离 ４．７１　 ４．４４

公共开支 ２０１０年村政府对公共品建设的具体开支 ３９５　１７５．５　 ２　１６３　９５３

（一）农户对农村公共品建设意愿的统计分析

通过表２可见，如果不考虑优先序情况，将多

选题的３个选项加总得出表的第５列，可见，农户

认为资金最需要的方向是乡村交通设施，其次是医

疗卫生及社会保障，再次是水利灌溉设施。在考虑

优先序情况下，农户第一选择的最需要方向也是水

利灌溉 设 施、乡 村 交 通 道 路 和 医 疗 社 会 保 障。例

如，在内蒙古调查中发现，每户人家都将一个大缸

子放在自来水管下面，自来水龙头一直不关，因为

每天只有早上６点到６点半这半个小时自来水管里

有水。对道路的需求主 要 是 基 于 传 统 的 “要 致 富、

先修路”，在调查中也 发 现，乡 级 以 上 道 路 已 经 修

得较好了，但是村级道路、田间道路尚需改善，例

如在某省调查时，正好碰上下雨天，没有汽车司机

愿意冒险从县城搭乘调研人员去村庄调研，因为道

路太窄、太泥泞，如果要开车去村庄里非常危险。

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１）加入

新农合人多，使用新农合人少。虽然调查地区几乎

都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但是往往医疗保险

指定的可报销的诊所药价比非指定点的药价高，调

查到好些农户如果不是碰上大病，都会选择去非指

定点的药店买药治疗。（２）养老保险覆盖率和保障

力度有限。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还在试点，调查

的地区中有４０％左 右 的 村 尚 未 试 点 养 老 保 险。另

一方面，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户认为，养老保险对老

人的保障 力 度 有 限，大 多 实 行 养 老 保 险 的 地 区 是

６０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返还５５元，也有较富裕

的地区或者 有 的 乡 村 有 富 裕 的 村 民 捐 资，６０岁 以

上的老人每个月可以获得９０元。但是这个额度对

于老年人维持基本的生活的确较少，并且如果某户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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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要获得养老金，需要该户的所有成员加入养

老保险，由于宣传不当，部分农户认为这是变相用

自家的钱供养老人，参加养老保险没有意义。（３）
低保金在每个村的名额较少，对大多数农户并没有

直接影响，当然也有反映低保的给付偏误情况，有

的农户是开着轿车领低保。

表２　 农户对公共品建设意愿统计

您认为政府资金应该用于
第一

项

第二

项

第三

项

三项

汇总

（１）水利灌溉设施 ５５３　 １６３　 １１４　 ８３０
（２）人畜饮水设施 １７１　 ２１４　 ６３　 ４４８
（３）乡村交通设施 ４３１　 ３１６　 １５７　 ９０４
（４）电力通讯设施 ３９　 ７６　 ７９　 １９４
（５）排水 排 污 及 环 境 治 理

工程
９０　 １１２　 １０９　 ３１１

（６）农业技术推广及培训 ９９　 １６６　 １１４　 ３７９
（７）农产 品 买 卖 市 场 及 信

息服务
６９　 １０７　 ９５　 ２７１

（８）自然 灾 害 防 治 及 村 庄

规划
７２　 ９７　 １０７　 ２７６

（９）教育文化娱乐设施 ８７　 １８５　 １６５　 ４３７
（１０）社会保障 ２４８　 ２３２　 ３８５　 ８６５
总计 １　８５９　１　６６８　１　３８８　４　９１５

　
①　本文分别将Ｍ１１，Ｍ１２，Ｍ１３，Ｍ２１，Ｍ２２，Ｍ２３，Ｍ３１，Ｍ３２，Ｍ３３定义为村级第一个选项与农户第一个选项一致，村

级第一个选项与农户第二个选项一致，村级第一个 选 项 与 农 户 第 二 个 选 项 一 致，村 级 第 二 个 选 项 与 农 户 第 一 个 选 项 一 致，
村级第二个选项与农户第二个选项一 致，村 级 第 二 个 选 项 与 农 户 第 三 个 选 项 一 致，村 级 第 三 个 选 项 与 农 户 第 一 个 选 项 一

致，村级第三个选项与农户第二个选项一致，村级第三个选项与农户第三个选项一致。

（二）公共品建设意愿一致性统计分析

如表３，从不考虑排序的一致性上看，完全不

一致的占 了２５％左 右，而 完 全 一 致 的 仅 为３％左

右。在考虑 排 序 情 况 下，仅 有２０人 次 完 全 一 致，
而完全不一 致 的 占 了６４％左 右。可 见 农 户 与 村 级

的建设意愿一致性程度较低。

表３　 公共品建设意愿一致性统计分析

项目

不考虑排序

的一致性

考虑排序

后的一致性

人次 比例 （％） 人次 比例 （％）

完全不一致 ４４０　 ２４．９４　 １　１２７　 ６３．８９
有一个选项一致 ７５８　 ４２．９７　 ４４９　 ２５．４５
有两个选项一致 ５０９　 ２８．８５　 １６８　 ９．５２

完全一致 ５７　 ３．２３　 ２０　 １．１３
合计 １　７６４　 １００　 １　７６４　 １００

五、模型估计结果

（一）模型处理

本文首先在不考虑选择相对排序的情况下，采

用多元ｌｏｇｉｔ对影响农村公共品建设意愿一 致 性 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到模型一。
另外，由于考虑优先序后，加入了对选项的权

重，因此，因变量并不是离散型变量，因此采用多

元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得到模型二。本文在

对一致性赋值时，涉及９个对应的一致性①，在设

定权重时，本文采用了层次分析法过程中的判断矩

阵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１．构造判 断 矩 阵。判 断 矩 阵 用 于 确 定 各 准 则

的权重。在缺少确定的统一标度的情况下，对权重

的判断是通过两两比较来实现的，而比较的衡量通

过表４建立一个判断尺度。

表４　 判断尺度与含义

尺度Ｗａｂ 含义

１ Ａ和Ｂ同等重要

３ Ａ比Ｂ稍重要

５ Ａ比Ｂ重要

７ Ａ比Ｂ明显重要

９ Ａ比Ｂ极端重要

２，４，６，８ 介于上述相邻之间

有了判断尺度，就可建立判断矩阵。

２．计算各 层 次 中 因 素 的 权 重。根 据 判 断 矩 阵

提供的信息，求解各矩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将

最大特征根所对应的特征向量Ｗ＝ ［Ｗ１，Ｗ２，…

Ｗｎ］Ｔ 做 归 一 化 处 理 Ｗｉ＝Ｗｉ／ΣＷｉ （ｉ＝１，２，

３，…，ｎ），该特征向量就代表了该层中各因素对

上一层其所属因素影响大小的权重。

３．一致 性 检 验。对 人 为 赋 予 的 判 断 矩 阵，为

判断 其 可 靠 性，需 要 进 行 一 致 性 检 验。计 算 步

骤为：
（１）计算随机一致性指标ＣＩ：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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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 （λｍａｘ－ｎ）／ （ｎ－１） （２）
式中，λｍａｘ为判 断 矩 阵 的 最 大 特 征 值，ｎ为 判 断

矩阵的阶数。

　
①　既是党员也是村干部的调查对象，占党员总人数的５３％，占村干部总人数的６５％。

（２）计算一致性比率ＣＲ：

ＣＲ＝ＣＩ／ＲＩ （３）
式中，ＲＩ为平均随机一致性矩阵，由表５查得。

表５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表

阶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ＲＩ　 ０　 ０　０．５８　０．９　１．１２　１．２４　１．３２　１．４１　１．４５　１．４９

当ＣＲ＜０．１时，认 为 判 断 矩 阵 的 一 致 性 可 以

接受；当ＣＲ＞０．１时，应 对 判 断 矩 阵 作 适 当 的

修正。

４．判断 矩 阵、一 致 性 检 验 和 权 重 结 果。本 文

利用ＹＡＡＨＰ软 件，得 出 判 断 矩 阵 一 致 性 比 例：

０．００７　７＜０．１，一 致 性 可 以 接 受，判 断 矩 阵 及 权

重结果见表６。

表６　 判断矩阵及相关权重

判断

矩阵
Ｍ１１ Ｍ１２ Ｍ１３ Ｍ２１ Ｍ２２ Ｍ２３ Ｍ３１ Ｍ３２ Ｍ３３ 权重

Ｍ１１ １　 ４　 ７　 ２　 ５　 ８　 ３　 ６　 ９　０．３４７　４

Ｍ１２ １／４　 １　 ２　 １／２　 １　 ２　 １／２　 １　 ３　０．０８１　１

Ｍ１３ １／７　１／２　 １　 １／４　１／２　 １　 １／３　 １　 １　０．０４３　９

Ｍ２１ １／２　 ２　 ４　 １　 ３　 ４　 ２　 ３　 ５　０．１８７　９

Ｍ２２ １／５　 １　 ２　 １／３　 １　 ２　 １／２　 １　 ２　０．０７２　３

Ｍ２３ １／８　１／２　 １　 １／４　１／２　 １　 １／３　１／２　 １　０．０４０　０
Ｍ３１ １／３　 ２　 ３　 １／２　 ２　 ３　 １　 ２　 ３　０．１２４　７

Ｍ３２ １／６　 １　 １　 １／３　 １　 ２　 １／２　 １　 ２　０．０６５　６

Ｍ３３ １／９　１／３　 １　 １／５　１／２　 １　 １／３　１／２　 １　０．０３６　９

（二）模型估计结果

由表７可见，性别、党员、从事农业、人均土

地、新农 村、选 举、在 多 元 有 序ｌｏｇｉｔ里 面 显 著；
在多元回归中，性别、年龄、党员、人均土地、选

举、公共开支显著。可见，在两 个 模 型 中，性 别、
党员、人均土地、选举都是显著的，说明估计结果

是稳定的。从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性别上看，农户中男性较女性在公共品建设

意愿上，更容易与村级意愿达成一致。
从是否党员上看，党员的身份使农户在进行公

共品选择决策中，更容易与村级意愿达成一致，在

村级建设 中，党 员 是 最 容 易 与 村 干 部 相 接 触 的 人

群，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村里大多数党员都是村干

部，①因此，在不断 的 接 触 和 多 次 的 会 议 沟 通 过 程

中，相互之间能够达成一定的默契，实现建设意愿

的一致。

表７　 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性别 ０．３０２＊＊＊ ０．０１８　０＊＊

（０．１０４） （０．００８　２７）

年龄 ０．００１　５９　 ０．０００　８７９＊＊＊

（０．００３　９５） （０．０００　３１６）

教育程度 －０．０６８　９ －０．００６　１０
（０．０５２　５） （０．００４　１８）

是否党员 ０．２０５＊ ０．０１９　２＊＊

（０．１２２） （０．００９　５５）

是否结婚 ０．１４４　 ０．００４　４８
（０．１９１） （０．０１５　５）

是否从事农业 ０．１６３＊ ０．００４　３２
（０．０９８　６） （０．００７　８８）

人均土地面积 ０．００６　３６＊＊ ０．０００　７１９＊＊＊

（０．００２　５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２）

收入差距 －２．２８ｅ－０６ －７．１９ｅ－０８
（１．８５ｅ－０６） （１．３９ｅ－０７）

是否新农村 －０．２５２＊＊ －０．００５　８７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８１６）

是否选举 １．０７４＊＊＊ ０．０８８　７＊＊＊

（０．３５０） （０．０２６　３）

户数 ０．０００　２０２ －５．１１ｅ－０６
（０．０００　１６５） （１．３３ｅ－０５）

到乡政府距离 ０．００７　１８　 ７．０３ｅ－０５
（０．０１０　３） （０．０００　８３６）

公共开支 －３．２７ｅ－０８ －４．３８ｅ－０９＊＊＊

（２．００ｅ－０８） （１．６３ｅ－０９）

常数项
—

０．０２２　４
（０．０３８　２）

观测值个数 １　６９３　 １　６９３

说明：结果报告的是回归系数，括号内为ｔ值。

注：＊ 表示１０％水 平 显 著，＊＊表 示５％水 平 显 著，＊＊＊表 示

１％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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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均土地上看，个人土地面积越多，越容易

与村级意愿达成一致。
从选举上看，采取选举的方式确定村 长 的 村，

更能够在公共品建设上达成一致，因为由于有了选

举人约束，村干部将会更加多地实施对村民生产生

活有利的公共项目。［１８］

新农村建设在第一个模型中负向显著，这似乎

难以解 释，但 是，从 新 农 村 建 设 与 公 共 品 选 择 上

看，由于新农村建设往往首先解决了道路、社会保

障、水利的问题，因此，反而在公共品选择上，由

于其他方面并不集中，所以呈现出新农村建设的村

庄反而一致性较低。这在公共开支的负向显著中也

能够得到印证。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对农村公共品建设意愿一致性的实证

分析，得出农户最需要的公共品前三位是：乡村道

路、灌溉设施和农村社会保障。即使在不考虑公共

品需求意愿排序前提下，公共品建设的一致性仍然

很低。影响一致性的因素主要有：性别、是否是党

员、是否从事农业生产、人均土地面积、是否是新

农村示范村、村长是否选举、村级公共开支。
本文的研究有以下政策含义：
第一，瞄准农户需求，进行农村公共品的规划

与建设。这是从根本上破解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

有效性不足的重要路径。另外，瞄准农户需求能够

真正发挥公共品的重要作用，从根本上使公共品惠

及贫困人口，缩小城乡差距，减少贫困。
第二，赋予农户权利，加强乡村民主体系建设

与完善。在政治上赋予农户更多的决策参与权力，
有助于农村公共品建设项目的实施，进而促进农村

生产发展、农 民 生 活 水 平 和 生 活 环 境 的 提 高 及 改

善，实现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１８］

第三，注重各村均衡，权衡公共品建设的效率

与公平。在强调效率的同时，注重各个村的均衡发

展，使各个村的公共品建设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
进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惠及更多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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