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年第 期

没有发达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便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读樊元
、

戎殿新主编 的《美国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 系一兼论农业合作社 》

傅殷 才 陈昭 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樊亢
、

戎殿新主编的《美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 —兼论农业合作社 经济 日报 出版社

年出版
,

是中华社科基金项 目
。

这一重

要著作在深入研究美国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

系和农业合作社时
,

概括 出了一系列带有规

律性的东西和有用的经验
,

对于推动中国农

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业现代化
,

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对研究世界经济
,

对我国农业的分

展
,

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该书的重要贡献在于
,

在研究美 国商品

农业发展过程中
,

得 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 “

如

果没有发达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

就没有

美国农业的现代化
” 。

我们认为
,

这是一个带

规律性的结论
,

这不仅仅适用于美国
,

而是世
。 。

界各国通向现代化必经之路
。

现在
,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

农业是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

没有农业的现

代化
,

就没有工业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了但在

怎样实现农业现代化问题上
,

智者见智
,

仁者

见仁
,

学术观点纷呈
。

该书则深入分析了美国

自南北战争前后以来
,

农业怎样从 自给 自足

型 向商品农业型转轨
,

怎样在战后进入以工

业化生产为特征的高度发达的商品农业乃至

最终形成美国发达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的历史进程
,

使人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美

国农业在其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中
,

具有重

要的地位和影响
。

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农业生

产规模 巨大
,

而且还 因为它的现代化水平极

高
。

从组织和经营角度来说
,

美国农业的高度

现代化
,

同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较为发

达密不可分
。

因为在美国
,

农业生产和为它提

供的一切服务活动加在一起
,

就构成 了美国

的
“

食品 一纤维体系
” ,

并使之成为美国国

民经济中的第一大产业
。

正是在这样的事实



基础上
,

得出“ 没有发达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
,

就没有美国的农业现代化
”

结论的
。

就是

说
,

发达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实现

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
。

这就从理论的高

度论证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极端重

要性
。

该书接着又指出 “
农业的商品化是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决定因素
” ,

也就是

说
,

美国农业的商品化
,

推动了并最终使美国

形成了发达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一

般来说
,

传统农业并不需要社会化服务
,

商品

农业有了一定发展但 尚不发达时
,

虽有对农

业社会化服务的需要
,

但程度也较低
,

不足以

形成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而 只有在农业商

品化和专业化高度发达时
,

农业社会化服务

才形成体系
。

因此
, “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商品

农业的产物
,

它的萌芽
、

发展和形成以及走向

完善和成熟
,

一

同商品农业的演进过程几乎是

同步的
。

商品农业离不开农业社会化服务
,

农

业社会化服务则以商品农业为其 自身价值存

在的前提
,

两者相互依存和推动
,

使农业进入

了以工业式生产为特征的一体化阶段
。

这一

点
,

具有普遍意义
,

是各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建设都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 。

该书的这一

分析
,

深刻地揭示 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

农业的商品化相互依存与相互推动的辩证关

系
。

果
,

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

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

先进经营方式
、

管理方法
。 ”

可以看到
,

本书正

是这样做的
。

关于这一点
,

首先表现在有一专章总结

美国经验
,

用以借鉴和参考
。

该书认为
,

在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作用下
,

美国农业的现

代化水平表现在 高度发达的农业科学

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

这又表现在全盘机

械化
、

农业化学革命
、

农业生物技术革命
、

农

场管理革命等方面 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

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
。

美国发达
、

完善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把农业推向了高度现代

化
,

而且也使农村生活实现了现代化
。

关于这一点
,

还在各章论述重要间题时
,

突出对世界各国其 中也包括我国有用之点
。

如书中多次指出
, “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质

上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和市场体

系
”

从各 国经济发 展史和经济现状 可 以 看

出
, “

一个国家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了
,

一般来

讲
,

合作社运动也 随之而起 商品经济越 发

达
,

合作社运动的水平也就越高
。 ”

显然
,

以上这些都是值得吸收和借鉴的
。

但同时该书指出
,

虽然美国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的形成和 日臻完善的发展规律具有普遍

意义
,

很值得研究
、

借鉴
,

但必须认真考虑我

国的国情
,

特别是中国农业的特点
,

走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和建立与之相

适应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毫无疑问
,

这是

值得我 们十分注意的
,

因为照搬别国经验是

不会得到成功的
。

该书十分注重美 国经验
,

以借鉴来推动

我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
,

促进我

国农业现代化
。

目前
,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正在深入进行
,

借鉴美国的这些经验
,

组建新

型合作社
,

建设社会化服务体系
,

具有迫切重

要的意义
。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
, “
社会主

义要赢得与资本住义相比较的优势
,

就必须

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

该书结构严谨
,

重点突出
。

引言和第一章

主要论述美国农业现代化
、

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和农业商品化三者之间的逻辑联系与辩
· ·



证关系
。

第二到第五章是全书重点
,

详尽地介

绍了美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公共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 系统
,

私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系

统
,

集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系统和美国农业

合作社产生
、

发展和经久不衰的根源
。

第六

章
,

主要介绍 了美国农业部即政府在美国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双重作用
。

最后

一章
,

则是在对美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深

入分析后的总结和对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建设提出的卓识与建议
。

全书以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与农业的商品化的关系为主线
,

在全面介绍
、

分析美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中的各个服务系统的组织结构
、

运作方式
、

作

用和特点 以及相互关系之后
,

结合我国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 出的一些建设性意

见
。

可以说
,

整个分析一环扣一环
,

结构严密
,

层次分明
,

材料翔实
,

分析精辟
,

重点突出
,

读

后脍炙人 口
,

深受启发
。

就连 个附录的安

排
,

也是独具匠心的
。

作者选用家庭农场主
、

技术推广员的生活实录等
,

从不同的侧面叙

述美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三大服务系统

开展服务 的具体情况
,

使人读后犹如身历其

境
,

大大增强 了读者对美国农业社会化服务

的实际感受
。

四

该书
“

按照组织 系统进行研究分析
” ,

使

其线索清晰
,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一 目了然
。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既是一个庞大复杂

的经济系统
,

又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
。

比如
,

就生产过程而言
,

可分为产前服务
、

产

中服务和产后服务 就服务项 目而言
,

可分为

科技服务
、

市场信息服务
、

采购服务
、

销售服

务
、

加工服务
、

信贷服务
、

生活服务
,

等等
,

就

组织制度而言
,

它又分为公共的服务系统
、

集

体的服务系统和个体私人的服务系统
。

可以

说
,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一项系统

工程
。

这就给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

即

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研究和分析从哪里

着手更合适 该书作者认为
, “

按照组织系统

进行研究分析
,

线索清晰
,

使读者易于辨认和

把握其中的操作杠杆
,

因而可以增强参考和

借鉴的实效
” 。

从这一点出发
,

详细地介绍和

分析了美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各类组织

机构的设置
、

运行机制及其内在的联系
,

使人

们对美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能形成比较全

面的认识
。

从组织系统入手的分析方法
,

不仅

在理论研究上收到 了预期的效果
,

而且在实

践上给人以深刻的启发
。

这就是
,

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的建设应该把组织制度的建设作为

工作的入 口 和重点
,

这是整个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建设的前提和核心
。

国内外的经验表

明
,

如果没有组织上的落实
,

便不会有社会化

服务的落实
,

没有组织制度的建设
,

便不会有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

可见
,

本书采用

的这一方法
,

既使全书线索明晰
,

层次清楚
,

又突出了组织制度的重要性
。

总之
,

这是一本对我 国建立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
,

实现农业现代化
,

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的著作
。

但 由于我国农业还相当落后
,

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尚处在开始建立的阶段
,

这

些 问题的解决需要我国经济学家深入研究
,

需要全党
、

全国人 民共同努力
。

责任编样 王 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