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2024年第5期·　　　　 ·新西部

Society & Community丨社会·社区 Ｓ

过程中，对公共服务项目的管理和规划意识不足，主动

接受居民监督和建议的意识不强，容易影响建设进度和

质量。

（二）农村公共服务建设资金投入不足

农村公共服务在资金分配和运作机制方面存在明显

短板，限制了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建设水平和服务能力的

进一步提升。资金没有得到足够的注入，有可能会引发

基础设施和设备的严重不足。[4]同时，由于资金短缺，农

村公共服务建设也难以引进和招募高质量、高效率的专

业团队。

（三）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体制不完善

农 村 和 城 市 间 的 双 重 制 度 结 构 无 疑 构 成 了 一 个 核

心问题。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受到了这种二

元结构的严重阻碍，资金、人力等资源逐渐偏向城市。

同时，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存在服务团队建设进度缓慢、

管理和运营的分离未完全实施等问题。公共政策执行缺

陷主要表现在政策制定后难以实施、未能达标等多个方

面。在行政体制的改革过程中，管理与运营的分离始终

被视为中心议题，它有助于政务透明化，并有效地根除

腐败现象。[5]这类问题不解决，农村公共服务就难以真正

满足农村居民的民生需求。

加快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搭建外出学习平台，促进服务意识转变

服务意识转变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管理层没有充分认

识到公共服务的价值。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与本地基

本情况相适应的外出学习平台和通道，并确保学习有效

性，促进服务观念转变。实现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服务

的转变，积极地站在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并从农民的

角度出发，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

（二）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投入，提升服务能力

基层政府需要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职责和角色。基层

政府不只是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机构，还是主要的服务

资源供应者。因地制宜，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多样性、

灵活性，包括但不限于政府采购、特殊委托、奖励与补

助、招投标等。构建和完善财政、社会资金、村集体、

农 村 居 民 等 多 方 参 与 的 农 村 公 共 服 务 建 设 多 元 投 入 机

制。严格管理和监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资金，确保资金

的合法、合规、合理使用。

（三）完善吸纳农民意见的公开表达机制

传统公共服务建设过程中，缺少建立能够公开表达

农民观点的机制，公共服务建设的推进难以得到民意支

持。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流动性强，空心化、老年化

等问题突出，不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水平不

同，农村居民个人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存

在差异，所以，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存在区别。

因此，在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建设过程中，必须对当地居

民的需求和想法进行深入了解，逐步建立以农村居民为

核心，以满足乡村内部需求为方向，以农村居民制度性

参与为手段，并明确投资的范围和方向的公共服务建设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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