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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统筹区域和城乡发展
,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是新的历史时期中一个迫切且重要 的战略

任务
。

本文根据 10 1 个村 10 年的农村公共投资跟踪调查的全新数据
,

分析了中国农村村级公共投

资在时间和地区间的分布
,

进而探讨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投资策略
。

研 究发现
,

最近十年农村公共投

资实施力度较大
,

涵盖了人民生产生活的众多领域 ;农村村级组织和农民 自己负担 了农村公共投资

的较大份额 ;样本村农村公共投资项 目数在最近 10 年间呈现递增的趋势
,

而且上级政府似乎在承

担越来越多的农村公共项 目投资责任 ;完全 由上级投资的公共项 目具有越来越强的反贫困特征
,

即

上级投资的公共项 目越来越倾向于投向最贫困的农村
。

研究结果还表明村级学校和医疗诊所公共

投资项 目在样本时段里出现了下降
,

除了对学校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教学点布局改变的影响

外
,

对医疗机构的硬件支持需要在今后实施农村公共投资项 目时给与特别关注
。

同时
,

与国际水平

相 比中国今后对农村公共投资力度需进一步加强
。

〔关键词 〕 农村
,

公共投资
,

投资策略

1 引言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
,

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

居世界前列
,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

总体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具体而言
,

到 20 世纪 90

年代
,

人均谷物产量已经基本上和发达国家持平 〔̀ 」
。

农业劳动生产率在过去 20 多年内实现 了稳 步增

长川
。

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
,

有近 40 % 的农

民 ( 1亿左右 )在非农部门就业
,

在这些非农务工人

员中
,

大部分是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就业的青年 〔” 〕
。

农民收入有了显著提高
,

成百上千万的农民脱离了

贫困 4[]
。

中外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反贫困实践
,

同时指

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值得称道

的人民福利的改善
。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和经济的快速发

展
,

我国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

首先
,

根据世界银行 ( 2 001 年 )的估计
,

如果使用国际通用

的标准
,

中国还有超过 1 亿的农民仍然生活在贫困

线以下
。

其次
,

伴随着改革产生的人民收入差距一

直存在并一直被学者和政府所关注 5I]
。

知名经济学

家 lF ie s
he

:
和 Y an g 的研究指出

,

尽管农村经济保持

持续的增长
,

但城乡收入 差距并没有有效降低 0[]
。

在这一背景下
,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适时

提出了 5 个统筹的全新发展观
,

特别提出要统筹城

乡和区域发展
,

并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进一

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
,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

新的历史时期中一个迫切且重要的战略任务
。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
,

在经

济发展到一个特定时段时政府需要切实加强对农村

的公共投资力度 7j[
,

以保障国家经济的全面均衡发

展
。

换句话说
,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是对农村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
,

从而为农村人 口
,

特

别是农村贫困人 口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

2 0 0 4 世

界发展报告指出
,

贫困人 口很难获得有效的公共服

务
,

如道路
、

教育
、

健康服务
、

卫生的饮用水
、

通讯等
,

而这些服务对于统筹城乡和 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
。

著名经济学家 C a ld e r o n 和 S e r v e n
的研究表明

,

增加落后地区公共物品提供数量和提高公共物品提

供质量对于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有显著作用 〔” 〕
。

本文于 20 08 年 9 月 9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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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实现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
,

促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早 日实现
,

中国政府近年

来越来越重视对农村的公共投资
。

那么
,

经过这么多

年的努力
,

农村公共投资的强度到了一个什么水平?

投资的重点又侧重在哪些领域和地区? 投资的策略

是否遵循发展的规律? 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为今后

的投资决策提供有益的实证依据
。

为了回答上面的

问题
,

本文将使用村级公共投资时间序列跟踪调查数

据
,

分析近 10 年来村级公共投资的融资来源和投资

力度以及它们的时序特征和地区特征
。

通过实证数

据的分析增进我们对农村公共物品投资 (包括上级政

府及部门和村自己的投资 )的理解
。

在此基础上分析

我国农村村级层面公共投资策略的现状
、

存在的问题

以及成功的经验
,

为今后促进农村公共投资
,

进一步

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提出一些想法
。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资料来源是在 3 个不同时段

对同一样本群体所做的跟踪调查资料
。

具体调查时

间是 2 0 0 3 年底 (主要调查 19 9 8一 2 0 03 年的信息 )
、

2 0 0 5 年初 (调查 2 00 3一 2 0 0 4 年信息 )和 2 0 0 8 年初

(调查 2 0 0 5一2 0 0 7 年信息 )
,

调查的对象是农村最基

层一级— 村级
。

样本的选取是分层随机抽样产生

的
。

具体的做法是
:
将所有省份 (除我国台湾省 )按

农业生产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成五大区域
,

然后随机选出 5 个样本省
。

这 5 个省分别是
:
江苏

省代表东部沿海发达 区域 (江苏
、

浙江
、

山东
、

上海
、

福建
、

广东及海南 ) ;四川省代表西南地区的省份 (四

Jll
、

贵州
、

云南
、

广西和西藏 ) ;陕西省代表黄土高原

地区和西北地区 (山西
、

陕西
、

甘肃
、

青海
、

宁夏
、

内蒙

古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河北省代表北部和中部省

份 (河北
、

河南
、

安徽
、

湖北
、

湖南和江西 ) ;吉林省表

东北地区 (辽宁
、

吉林和黑龙江 )
。

虽然我们的分类

和标准的农业生态区有一些差异
,

但是也有很好的

全国代表性
。

在选取了样本省以后
,

我们在每个省又随机选

取了 5 个样本县
,

选取样本县的方法是先将全省各

个县根据人均工业 总产值大小按降序排列
,

按 1/ 5

的平均等分从每组随机选出 1个县
。

用人均工业总

产值这一指标是基于著名经济学家 R oz ell e
的研究

结论而决定的〔5 ]
。

因为人均工业总产值能非常好地

预测生活水平和发展潜力
,

同时这一指标相对于农

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而言
,

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

在

样本县选出以后
,

我们又在每个县随机选取了 5 个

样本乡 (镇 )
,

选取样本乡 (镇 )的方法和选取样本县

的方法一样
。

最后在每个样本乡 (镇 )又按贫困和富

裕程度不同分别随机选取 2 个样本村 (行政村 )
。

综

合起来
,

我们的样本有 or l 个行政村
’ 。

首轮调查所收集的核心信息除了村基本的社会

经济情况 外
,

我们重点调查记录 了样本村 1 9 9 8一

2 00 3 年期间的各项公共投资情况
。

包括项目个数
、

投资类型和规模
、

融资渠道等等
。

2 0 0 5 年初的跟踪

调查是一个更为系统深入的调查
2 。

在调查新增加

的农村公共物品和服务投资前
,

我们首先对样本村

199 8 年到 2 00 2 年间的公共投资基本情况重新进行

确认
,

然后补充收集了样本村 2 0 0 3 年到 2 00 4 年间

新实施公共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

同样
,

在 2 008 年

的新一轮跟踪调查中
,

我们在对以往的公共投资项

目作必要和核实后
,

进一步收集了样本村 2 0 0 5 年到

2 0 0 7 年间公共投资的基本情况
。

3 农村公共投资总体情况

总体来说
,

调查期间样本地区在农村村级公共投

资的实施力度逐步加大
,

虽然投资重点有所侧重
,

但

总体涵盖了人民生产生活的众多领域
。

在 1 998一

20 07 年的 10 年间
,

101 个样本村共实施了 巧06 个公

共投资项目
,

也就是说平均每个行政村每年有大约

1 5 个公共投资项目
。

在 19 9 8一 2 007 年间
,

有 30 % 的

村有超过 20 个新投资的公共项目
。

这一发现进一步

证实了张林秀等0[] 的研究中的发现
,

也就是中国政府

在样本期间对农村的公共投资力度较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要强
。

另外
,

从村级公共投资规模来说
,

公共投

资的平均规模达到了 18 万元 (表 1)
,

这就意味着每年

村级公共投资的年平均投资规模为 24 万元
。

由于按

样本村平均人 口数 1378 人
,

因此样本村人均公共投

资规模达到 170 元
,

这一投资规模虽然比以前强度增

加很快
,

但比发达国家 (如日本和韩国 )快速工业化阶

段的投资力度还是要稍小一些
。

实际分析时有 1 01 个村 ( 比按选样多出 1 个村 )
,

原因是在吉林做第一轮调查时恰好有两个样本村合并后又分开了
,

所以将两村的信息一

起收集了
,

因此在吉林的调查就多了一个村
,

在以后的跟踪调查就一直沿用同样的样本
。

除了村级调查外我们还增加了农户调查
,

鉴于本文不涉及农户数据的使用
,

在此就不作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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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 , 8一 20 0 7 年间样本村公共投资项目的分布情况

项目类型 项目个数 项目占比 ( % )

修路或修桥

灌溉排水设施

生活用水

修建学校

修建诊所

电力设施

电话线路

广播电视线路 (包括有线 )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土壤改良

小流域治理

修梯田

环境整治

封山育林

公益林

退耕还林

文化活动场所

其他

合计

数据来源
:

作者调查
。

4 0 8

17 0

1 3 0

8 0

3 l

1 4 0

6 8

9 0

2 9

1 1

3 3

1 0

5 9

48

2 7

85

82

::

路
”

的投资策略在农村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

表 2 1” 8一 20 07 年间样本村公共投资项 目的

投资金额及其来源

项 目类型
总投资金额 村级投资所占 投工数量

(万元 ) 比重 ( % ) (工 日 )

15 0

:

在公共投资项目数量和规模增加的同时
,

公共

投资的领域也非常广泛
,

涉及到农民生产生活的诸

多方面
,

不仅包括修路修桥
、

灌溉排水
、

土壤改良和

修梯田等对农业生产有重要 影响的公共投资
,

还有

修建学校
、

医疗诊所
、

电力
、

通讯
、

广播电视和文化活

动场所建设等对农民生活质量提高有重要影响的投

资项目
。

有些样本村还实施了许多环境保护和村级

环境整治的项目
,

新建了一些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

从公共投资的类型看
,

主要侧重于对农民生产生活

有重要影响的修路修桥
、

修学校
、

灌溉
、

生活用水以

及电力通讯项目
,

其中修路和修桥项目占到项 目总

数的 27 %
,

而灌溉
、

生活用水和电力设施项 目分别

占到项目总数的 10 % 左右 (表 1 )
。

从公共投资项 目的融资渠道来看
,

农村村级公

共项目融资的多元化现象仍然很突出
。

许多投资项

目的资金来自于多个不同的部门和单位
,

总结起来

我们将村公共投资项目按资金来源划分村级投资和

上级投资
。

项目投资因项目类型不同其规模有大有

小
,

大的如小流域治理项目的平均投资额为 75 万
,

小的如修建诊所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等投资额仅为

4 万元左右
。

在农村村级公共投资中
,

村级组织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
,

村级来源的投资占到 了总投资的

30 %
。

同时村级投资中还包括一些 义务工 和积累

工
,

平均而言
,

每个项 目的投工数量达到 了 460 个

(表 2 )
。

从投资的总额看
,

有 36 % 的资金是投向修

路和修桥的项 目
,

这就很清楚地表明
“

要 想富先修

修路或修桥

修建学校

修建诊所

生活用水

灌溉设施

排水设施

电力设施

电话线路

广播电视线路 (包括有线 )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土壤改良

小流域治理

修梯田

环境整治

封山育林

公益林

退耕还林

文化活动场所

其他

平均值

6 3 2

1 4 1

l 0

4 6 6

56 3

5 86

2 9 8

1 18

8 0

7

4 8 4

1 0 30

30 2 7

16 5

2 5 2

3 8 7

1 15 1

4 2

l 6

4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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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

作者调查
。

4 农村公共投资的时序特征

从农村公共投资的年际变化看
,

样本村公共投资

项目数总体而言有显著的增加
,

但在不同类型项目间

有所差异
。

在 1 99 8一 2 000 年间
,

样本村年均公共投

资项目数为 0
.

9
,

到了 2 001 一 2 004 年间
,

样本村年均

公共投资项 目数达 到 了 1
.

4
,

比上一 时段增加了

56 %
。

而到 2005 年后之 2 007 年间
,

样本村年均公共

投资项目数则快速增加到了 2
.

2 个
,

是 19 98一 2 000

年均项目数的 2
.

4 倍 (图 1 )
。

分项 目类型的分析表

明
,

道路项 目的增幅最快
,

从 1 998 一 2 000 年的年均

0
.

17 个增长到 2 005 年后的 0
.

74 个
,

增幅达到 了

43 5 %
。

其他类型的项目
,

如灌溉
、

饮用水
、

电力通讯
、

林业和其他类型的公共项 目都有所增加
,

增加的幅度

也不等 (表 3)
。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村级学校

和诊所公共投资项 目在分析时段里出现了下降
,

从

19 9 8一 2 000 年间的年均 0
.

17 个减少到 2 005 年后的

年均 0
.

07 个
。

可以说学校和诊所是提供教育和医疗

服务的主要载体
,

长期来看政府对此的投资也特别关

注
。

但是由于政府实施农村教学点调整的政策后
,

村

级学校越来越少
,

客观上也减少 了村级教育项 目
。

对

诊所的投资减少主要是由于村级集体所有的诊所越

来越少以及村级诊所的私有化
。

但是
,

必须要注意的

是
,

对农村教育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是提高农村人力资

由于所占比例很小
,

忽略不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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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促进农村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方面
,

在今后的工

作中要进一步强化村级幼儿教育服务和提供村级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机构的建立
。

这种投资的减少

会严重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形成
,

并进而影

响到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表 3 )
。

图 1 农村公共投资项 目数的年际变化

数据来源
:

作者调查
。

表 3 不同类型公共投资项 目数的年际变化

(平均每年项目个数 )

项目类型 1 9 9 8一 2 00 0 2 0 0 1一 2 0 0 4 2 0 0 5一2 0 0 7

道路 0
.

1 7 0
.

3 3 0
.

74

灌溉 /排水 0
.

1 4 0
.

1 6 0
.

2 1

学校 /诊所 0
.

1 4 0 12 0
.

07

饮用水 0
.

0 7 0
.

12 0
.

2 1

林业 0
.

0 5 0
.

13 0
.

22

电力 /通讯 0
.

2 3 0
.

3 2 0
.

3 3

其他项目 0
,

12 0
.

24 0
.

4 1

数据来源
:

作者调查
。

从投资金额看
,

虽然农村公共项 目投资金额在

农村税费改革初期经历了一些下降
,

但 200 5 年后有

了显著的增加
,

上级政府似乎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农

村公共项目投资责任
。

在 1 99 8一 20 00 年间
,

农村公

共项 目平均投资金额为 14
.

5 万
,

到了 2 0 01 一 20 0 4

年间
,

下降到 12
.

7 万
,

可能的解释之一是税费改革

后上级投资没有及时到位加以弥补
。

但是到 20 0 5

年后
,

村级公共项目投资总额快速增加到 23
.

2 万
。

与此同时
,

村级投资金额占村级公共投资的比例也

从 1 9 9 8一 200 0 年间的 4 3 %
,

降低到 2 0 0 1一 2 0 0 4 年

间的 3 9 %
,

再降到 2 00 5一 2 00 7 年间的 32 % (表 4 )
。

这一结果体现了税费改革的影响
,

也体现 了随着新

农村建设的推进政府更多地承担社区公共投资的决

策策略
。

从分项 目类型看
,

道路
、

学校 /诊所和电力

通讯项目的投资金额在 1 9 9 8 年到 2 0 0 7 年间都是持

续增加
,

而其他类型项目的投资规模在税费改革初

期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表 5 )
。

但总体上来说
,

大多

数公共投资项目
,

如灌溉 /排水
、

学校 /诊所
、

饮用水
、

电力 /通讯的村级投资比例均在逐步减少
。

表 4 农村公共项 目投资金额的年际变化

年份
投资总额

(万元 )

村级投资金额
比例 ( % )

村级投工数

19 9 8一 2 0 0 0

2 0 0 1一 2 0 0 4

2 0 0 5一 2 0 0 7

(工 日 )

10 6 8
.

0

5 9 9

1 3 3

门、Q
了气̀月峥门j几j一、一,

犷
,̀

…
月

4,ù内j,l,1
2

数据来源
:

作者调查
。

表 5 不同类型农村公共项目投资金额的年际变化

项目类型

道路

灌溉 /排水

学校 /诊所

饮用水

林业

电力 /通讯

其他项目

1 9 98一2 0 0 0 2 0 0 1一 2 00 4 2 0 0 5一2 0 0 7

投资总额(万元 ) 村级投资比例 ( % ) 投资总额 (万元 ) 村级投资比例 ( % ) 投资总额 (万元 ) 村级投资比例 ( % )

1 8
.

4

6
.

8

1 2
.

5

1 1
.

3

4
.

4

1 4 2

2 6
.

2

2 6
、

1

4 8 5

3 6
.

8

3 9
.

8

15
.

9

2 2
.

5

7
.

6

2 2
.

0

6
.

7

1 5
.

5

7
,

2

1
.

7

1 5
.

7

8
.

7

33
.

6

44
.

8

26
.

5

52
、

8

70
.

6

12
.

7

1 1
.

5

2 6
.

2

1 0
.

1

1 6
.

6

1 2
、

6

1 7
.

0

2 0
.

1

3 7
.

3

36
.

5

24
.

8

24
.

7

32
.

5

5 9
.

4

8
.

0

2 6
.

5

数据来源
:

作者调查
。

5 农村公共投资的反贫困特征

根据公共投资项目的融资来源及方式
,

可以将

农村公共投资项 目分为 3 类
,

首先是完全由上级投

资的项目
,

其次是完全由村里投资的项 目
,

再次是由

村里和上级政府共同投资的项 目
。

在 1 5 06 个农村

公共项目中
,

有 501 个项 目是完全 由村里投资的
,

5 0 6 个是完全由上级政府直接投资的
。

也就是完全

由村里投资的项 目
,

完全由上级投资的项 目和共同

投资的项目各占三分之一左右
。

和农业经济学家 z h a n g e t a l 2 00 6 的研究类

似 〔̀ “ 〕
,

研究结果表明
,

对于完全由上级投资的项 目

而言
,

收入越低
,

得到上级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

在

2 7个最贫困的样本村
,

有 47 %的公共项目是完全由

上级政府投资的
,

对于较为贫困的 2 3 个样本村而

言
,

完全由上级政府投资的公共投资项目占总项 目

数的 拍 %
,

而对于较为富裕和最富裕的 51 个样本

村而言
,

完全由上级政府投资的项 目仅占村公共项

目总数的 25 % 左右 (图 2 )
。

对于完全由村里投资的

项 目而言
,

情况恰好相反
,

也就是说
,

收入越低
,

完全



第 6期 罗仁福等
:

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策略的实证分析 3 2 9

由村里投资实施的公共项目就越少
。

对于收入最低

的样本村
,

只有 22 % 的项目是完全由村里投资的
,

而在收入最高的样本村
,

这一比例高达 47 % (图 3 )
。

表 7 不同收人组样本村村级投资项 目比例

的年际分布情况 ( % )

组别 1 9 9 8一2 0 0 0 2 0 0 1一 2 00 4 2 0 0 5一 2 00 7

Ù争O,17

;:
7n凡ó,
了
Ù,l,

L内乙内jO八n,00气ó
.

…
n,
J
斗,l八、ù

,
1,妇,̀凡jÙQJ4

11
.

…
凡j月JRù

J

斗
`1.八乙,乙门j最低收入组

中下收入组

中上收人组

最高收入组

数据来源
:

作者调查
。

数据来源
:

作者调查
。

同样的
,

时序数据分析表明
,

完全由上级投资的

公共项目具有越来越强的反贫困特征
,

也就是说样

本农村上级投资的公共项目越来越倾向于投向最贫

困的农村
。

调查数据表明
,

在最贫困的 2 7 个村庄
,

1 9 9 8一 2 0 0 0 年间仅获得 33
.

7 % 完全由上级投资的

项目
,

但到 了 2 0 0 5一 2 0 0 7 年
,

这 一 比例增加到了

4 0
.

1 %
。

而对于收入最高的 26 个村
,

获取的完全由

上级投资的项目比例从 1 9 9 8一 2 0 0 0 年的 26
.

3 % 降

为 2 0 0 5一 2 0 0 7 年的 15
.

2 % (表 6 )
。

对于完全由村

级投资的项目
,

对 于所有三个时间段而 言
,

收入 越

低
,

完全 由村里投资实施的公共项 目就越少
,

但时序

变化特征不明显 (表 7 )
。

表 6 不同收人组样本村上级投资项目比例

的年际分布情况 (% )

组别 19 9 8一 2 0 00 2 0 0 1一 2 0 0 4 2 0 0 5一 2 0 0 7

最低收入组

中下收入组

中上收人组

最高收入组

3 3
.

7

2 7
.

4

1 2
.

6

2 6
.

3

3 9
.

7

2 7
.

0

2 0
.

6

12
.

7

4 0
.

1

2 5
.

8

1 8
.

9

1 5
.

2

数据来源
:

作者调查
。

6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101 个村 10 年的农村公共投资跟踪

调查的全新数据对中国农村村级公共物品投资策略

进行研究
。

研究发现在最近十年农村公共投资实施

力度较大
,

涵盖了人民生产生活的众多领域
,

同时也

有所侧重
,

主要集中于对农民生产生活有重要影响

的修路修桥
、

修学校
、

灌溉
、

生活用水以及电力通讯

项目
。

研究结果还表明
,

农村村级组织和农民自己

不仅负担了农村公共投资的很大一部分份额
,

而且

在许多公共项目上还需要额外投劳
。

从农村公共投资的年际变化看
,

样本村农村公共

投资项目数总体有显著的增加
,

年均公共投资项目在

10 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
。

同时投资的增速在不同类

型项目间有所差异
,

道路项目的增幅最快
,

年均道路

投资项目 10 年间增长了 4 倍多
。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

的现象是村级学校和医疗诊所投资项目在分析时段

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
,

需要在今后实施农村公共

投资项目时给与特别关注
。

从投资金额看
,

虽然农村

公共项目投资金额在农村税费改革初期经历了一些

下降
,

但 2 005 年后有了显著的增加
,

而且上级政府似

乎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农村公共项目投资责任
。

对于完全由上级投资的项目而言
,

收入越低
,

得

到上级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

对于上级政府的公共投

资
,

更多的是资助收入低的地区
,

这种投资策略有助

于统筹区域的发展
,

降低收入差异
。

而时序分析结

果进一步显示
,

完全由上级投资的公共项 目具有越

来越强的反贫困特征
,

也就是说上级投资的公共项

目越来越倾向于投向最贫困的农村
。

我们的分析结

果还表明
,

相比较而言
,

富裕地区农村的公共物品提

供更多的要靠自己解决
。

如果以上研究代表了我国农村的总体情况
,

那

么可以认为我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内的农村投资策略

总体而言较为合理
。

然而为了进一步统筹区域和城

乡发展
,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

须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
。

考虑到我国的现

实国情以及农村贫困的深度和广度
,

借鉴发达 国家

的成功经验
,

有一点是肯定的
,

就是中国农村今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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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的公共投资
。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农村

教育和医疗基础设施建设
,

提高农村教育和医疗服

务提供质量
。

在此
,

我们要感谢那些在调查表设计
,

研究方案

设计
,

数据收集与整理以及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帮

助的所有单位和个人
,

同时特别要感谢那些协助我

们调查的所有地方领导和群众
,

感谢所有的调查员
。

本项目最新一轮调查得到了中国科学院
“

百人计划

项目
” ,

中国科学院生物局项目提供的资助
。

感谢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应急项目 )对本研究第二轮

调查时给予的资金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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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w e v e r , o n e t h i n g n e e d s t o b e e o n e e r n e d 15 t h a t t h e i n v e s t m e n t o n s e hoo l a n d e l in ie 15 d e e r e a s -

i n g i n t h e s a m p l i n g p e r io d a s i t 15 e r u e i a l f o r t h e h u m a n e a p i t a l

K e y w o dr s p u b li e i n v e s t m e n t
,

in v e s t m e n t s t r a t e g ie s ,

R u r a l C h i n a

·

资料
·

信息
·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开始运行

经过 15 年的建造
,

世界上最大的大型强子对

撞机 ( T h e L a r g e H a d or
n

oC l lid e r ,

L H C )正式实现对

撞
。

科学家预言
,

2 008 年 9 月 10 日将成为物理学

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

大型强子对撞机于 2 0 0 3 年开始修建
,

将近 8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0 多名科学家参与了这一研究

项目
。

大型强子对撞机是世界最大的粒子加速器
,

建于瑞士和法国边境地 区地下 10 0 米深处的环形隧

道中
,

隧道全长 26
.

659 公里
。

从 19 99 年开始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科技

部
、

中国科学院联合资助了中国科学家参与大型强子

对撞机上的两个实验探测器 C M S (紧凑型 拜子螺旋磁

场探测器 )和 AT U巧 (环型 L H C 实验探测器 )的研究

开发和建造
,

中国科学家圆满的完成了承担的任务
。

(合作局 张永涛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