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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业劳 动组 织规 模

及 其 变 化 的 规 律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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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组织属于生产关系 的 经 济 范

畴
。

本文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

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基本经济规律
,

以

农业经济的实际情况为依据
,

对农业劳动组

织规模及其变化的规律性进行一定的探讨
。

一
、

问皿的提出

针对近
、

现代农业经济中出现的各种现

象
,

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

例如
,

在

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

人们在
“

一大二公
”

的理论支配下
,

似乎农业公社 苏俄和苏联

年前存在的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

农村人民公社
、

集体农庄
、

国营农场及农业

生产合作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但是
,

它们的普遍实行
,

不仅远未达到预期

的目的
,

而且农业劳动者积极性低下
,

农业

资源浪费严重
,

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或发展缓

慢
。

其原因安在 答日
“

吃大锅饭
” ,

农

业劳动者的收入与劳动成果脱节
。

再如
,

为

什么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

有力

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

取得了举世公

认的成就 答曰 家庭联产承包制是适合我

国当前农业生产力水平
,

把农业劳动者经济

利益与劳动成果直接挂勾的好形式
,

因而充

分调 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再看国外的情

况
,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垄断资本在工业

等非农业部门早已 占据优势
,

美国一些巨型

垄断组织曾于 年代一度闯进农业中
,

但站

不住脚跟 , 很快就收兵回营了
。

这是为什么

呢 这些资本家说 没有盈利
,

效率不高
,

难于管理
。

为什么经济高度发达的 日本
,

至

今仍然几乎没有什么资本家大农场
,

美欧诸

国的农业中仍然 以家庭农场为主体 答日

家庭农场宜于管理
,

效率较高
,

且有利于减

少失业
。

这些回答
,

在一定意义上说
,

当然

不无道理
,

但仔细想来
,

又似乎太简单了一

些
,

没有在理论上作出充分阐述
。

农业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现代农业经济

的发展
,

显然是一项综合性的复杂的系统工

程
,

涉及到各个方面
,

包括产前
、

产中
、

产

后等一系列问题
。

就农业产中而言
,

即就农

业生产过程本身来说
,

也涉及到农业劳动者

积极性的发挥
、

农用水利基本建 设 及 其 配

套
,

农用生产资料的使用
,

农业科学技术的

研究
、

发明和推广应用
,

国家农业政策
、

农

业经济管理体制等一系列间题
。

所 以
,

必须

给予系统的综合的回答
。

限于篇 幅
,

在 这

里
,

仅 就 农 业劳 动组织模式及其变化趋势

作一些探讨
,

并力图从这方面回答上面提出

的间题
。

二
、

农业劳动组织的两种类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
,

经济学界在讨

论农业劳动组织规模间题时
,

往往对农业劳

动组织的类型
、

性质及其规模的变化规律缺

乏正确的认识
,

并由此引出一系列错误的结

论来
。

综观国内外农业经济发展的 历 史 与 现



状
,

不难发现
,

在农业生产全过程中有两大

不同类型的劳动组织
,

即狭义的农业劳动组

织和广义的农业劳动组织
。

所谓狭义的农业劳动组织
,

即农业产中

的劳动组织
,

也就是农产品生产过程本身的

劳动组织
。

大家知道
,

农产品品种繁多
,

其

生产过程各异
,

这里所说的农业产品生产过

程本身
,

不包括产前和产后
。

例如
,

种植业中

从播种到收割
,

畜牧场饲养猪牛中从小猪牛

饲养成可供宰杀的猪牛
,

渔业中从放养小鱼

到打捞成鱼等
,

即为产中
,

也就是农业生产本

身 当然
,

由于劳动对象和经营目的不 同
,

农业本身的生产过程也大不一样
,

苗圃业
,

仅从播种到收获树苗
,

而渔种场则从母鱼产

卵到育成鱼苗
,

母猪场则到育成小猪为止
。

对于农业产中的劳动组织
,

人类社会历史上

也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形式
,

如原始社会的原

始群
、

部落
,

罗马 帝国 的奴 隶主 农场
,

西

欧中世纪的庄园
,

中国春秋战国之交以来的

家庭小农
,

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

现

代西方国家的资本家农场和家庭农场
,

现代

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的家庭 农 户
,

等

等
。

其中
,

大农 场 中往 往还没有各种综合

性或专业性的劳动组织
,

所不 同的只是后者

不是独立的经济单位而已
。

严格意义上说
,

农业生产本身的劳动组织指的是与独立经济

单位合为一体的劳动组织
。

这在性质上与农

场下属的单纯的劳动机构显然是有区别的
。

广义的农业劳动组织是社会性的农业劳

动组织
,

即从生产农用生产资料到农产品及

其加工产品的最终消费的劳动组织
。

相对狭

义农业劳动组织而言
,

广义农业组织有如下

主要特点 ①范围广
,

包括产前
、

产中和产

后全部生产过程的各种具体的劳动组织 ②

与前一点相联系
,

广义农业劳动组织的具体

形式多种多样
,

且产前
、

产中和产后的劳动

组织形式千差万别
。

一般说来
,

在现代化条

件下
,

产前和产后的农业劳动组 织 属 于 工

业
、

运输和商业部门的劳动组织
。

即使是产

前
、

产中或产后各 自内部的劳动组织形式也

大不一样 ③在现代化条件下
,

产中的农业

劳动组织多数仍为农业生产本身 的 劳 动 组

织
,

但也有一部分属于工商业性质的范畴
,

如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 包括播种
、

除草
、

施肥
、

杀虫
、

技术服务等 的各种类型的农

业服务公司或合作社 ④就整体而言
,

这种

社会性农业劳动组织不像狭义农业劳动组织

那样有统一的严格的组织机构
。

所以说
,

广

义的即社会性农业劳动组织的不断发展
,

是

农业生产社会化水平 日益提高的表现形式
,

是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关系 日益密切
,

相

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的的表现
。

上述两种类型农业劳动组织规模的变化

趋势是大不一样的
,

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截

然相反的
。

三
、

狭义农业劳动组织规模的变化趋势

众所周知
,

农业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
、

且至今仍 是 最 基本 的物质生产部门之一
。

综观人类农业的发展史
,

狭义农业劳动组织

规模呈现出由大变小的总趋势
。

虽然在现代

条件下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
,

但 就 整 体 而

言
,

迄今尚未根本改变这种总的变化趋势
。

在原始社会里
,

由于生产技 术 水 平 低

下
,

工具简陋
,

我们的祖先不得不 以原始群

或部落为单位
,

集体进行农耕
、

采集
、

捕猎

等农业生产活动
。

例如
,

要开垦荒地
、

推倒

大树
,

显然不是任何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所能

做到的 即使是采集野果
,

打猎捕鱼
,

也只

能集体活动
,

否则势必遭受猛兽的袭击
,

连

生命也无保障
。

所以
,

那时的农 业 生 产 活

动
,

只能是集体活动
。

原始群或 部 落 有 多

大
,

其农业劳动组织规模就有多大
。

而且
,

当时手工业尚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

广义农

业劳动的组织和狭义农业劳动组织是合为一

体的
。

到了奴隶制社会
,

农业劳动组织不再以

原始群或部落为单位
,

手工业和商业也从农



业中分离出来了
。

但是
,

狭义农业劳动组织

规模仍然是相当大的
。

例如
,

在 古 罗 马 帝

国
,

「

奴隶主农场所拥有的奴隶
,

少 则 数 十

人
,

多则达数千人
。

在封建社会制度下
,

东西方狭义的农业

劳动组织规模有所不同
。

在欧洲
,

盛行的是

封建庄园制
,

尽管部分农奴可以耕种一份份

地
,

但仍需替封建庄园主 封建主
、

贵族

耕地和服劳役
。

在这种情况下
,

就农奴种份

地而言
,

狭义农业劳动组织规模缩小了 但

就为封建主贵族耕地和服劳役而言
,

其劳动

组织规模显然仍是 比较大的
。

在东方
,

如在中

国封建社会里
,

则以佃农和 自耕农为主
,

虽

然也有一些封建庄园
。

因此
,

总的来说
,

中

国封建社会狭义农业劳动组织规模要比欧洲

小得多
。

这是与农业铁器化相适应的
。

正是

在这种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

中国的封建社会

发展得最充分
,

文化
、

科技和社会发展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
。

在西方
,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真正

的小农
,

即家庭农场
。

现今的西方发达国家

里
,

农业 中一直保持着以家庭农场为主的社

会经济结构
,

资本家农场为数甚少
。

例如
,

美国的资本家农场仅 占农场总数的 肠
。

①

在 日本
,

则几乎全是家庭农场
。

事实说明
,

在人类农业发展史上
,

狭义

农业劳动组织规模变化的总趋势是由大变小

的
。

当然
,

不可忽视的是
,

在农业现代化的

条件下
,

狭义农业 劳动组织确实出现 了一些

新的变化
,

如美国等国产生了不少农业服务

公司
,

为农场提供机耕
、

播种
、

除草
、

杀虫

等产中服务
,

其劳动组织规模也 比之家庭农

场要大一些 再如
,

不少农业发达国家出现

了一些暖房种植蔬菜等工业化农业单位
,

其

劳动组织规模也 比大田的家庭农场大一些
。

然而
,

即使有这些新变化
,

也并未从根本上

改变狭义劳动组织缩小的总趋势
,

因为这些

新的农业劳动组织数量有限
,

在农业劳动组

织中未占优势
。

况且
,

这些新的农业劳动组

织的规模
,

显然孽比原始社会的原始群
、

奴

隶主庄 园和封建庄 园等劳动组织规模 单位

劳动力数 要小得多
。

综上所述
,

狭义劳动组织规模的缩小是

带有规律性的农业经济现象
,

也可以说是农

业中的一条经济规律
。

四
、

广义农业劳动组织规模变化的规仲

性

随着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

分工的发展
,

广义农业劳动组织的规模是不

断扩大的
,

农业的社会化程度是 不 断 提 高

的
。

这是农业劳动组织规模演变的又一规律

性问题
。

在原始社会里
,

狭义农业劳动组织和广

义农业劳动组织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

在前

资本主义社会里
,

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

工发展缓慢
,

农用生产资料很少
,

农民基本

上生产自给 自足的产品
,

除了交纳供地主消

费的实物地租外
,

剩余产品很少
,

所以农业

商品率很低
,

且农业生产仍以产中为主
,

产

前和产后的活动仍是十分有限的
。

进入资本

主义社会
,

特别实现农业机械化后
,

农业产

前
、

产中和产后的分离日益发展
,

广义劳动

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
,

其速度之快
,

是以往

任何时期无法相 比的
。

广义农业劳动组织规模由小到大的发展

变化过程
,

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

第一
,

农业产前的活动
,

即农用生产资

料生产逐步发展成一个或多个独立的生产部

门
,

且其品种
、

数量
、

规模不 断 增多 和 扩

大
。

在原始社会末期
,

农用手工业从农业 中

分离出来之后
,

发展缓慢
,

在前资本主义的

几千年间
,

农用生产资料主要是手工工具
,

其品种
‘

数量是十分有限的
。

资 本 主 义 阶

段
,

尤其是实现农业机械化
、

化学化之后
,

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急剧发展
。

现在
,

发达

国家从事农用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的人数已

经大大超过农业生产本身的劳动者了
。



第二
,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

农业本

身的劳动者的相对和绝对减少和农业劳动生

产率的不断提高
,

农业劳动固定资产的占用

量不断增加
。

在农业现代化的条件下
,

农业

有机构成
,

或农业劳动资产装备率已高于工

业的相应指标
。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里
,

农业

这一指标已高出工业的两倍或者更多
。

第三
,

农业产后的劳动者不断增加
,

其

规模不断扩大
。

如果说
,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

里
,

农业产中和产后基本上是合 为 一 体 的

话
,

那么
,

在农业现代化条件下
,

农业产后

部门
,

包括农产品运输
、

储存
、

加工
、

销售

均已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
,

且在不断发

展
。

其占用的劳动力也比农业本身高出两倍

或者更多
。

第四
,

在农业现代化条件下
,

不仅产前

和产后的经济活动已与农业生产本身高度分

离
,

而且连农业产中的一系列农活也逐步分

离出来
,

变成了工业性的农业生产活动
。

在

西方发达国家
,

如播种
、

良种
、

耕 地
、

施

肥
、

杀虫
、

科技等已逐步由专门化的农业服

务公司 或合作社 来承担了
。

第五
,

农业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
。

在前

资本主义社会里
,

农业经济基本上是 自给 自

足的 自然经济
,

农民自己种地
,

自己加工食

品和纺纱织布
,

因而农业商品率很低
。

而现

在的发达国家
,

几乎所有的农业产品均已投

放到市场上去
,

农民们 自己所需的农产品加

工品
,

则几乎全部从商店购买回来
。

因此
,

在农业现代化条件下
,

非农场的

而又直接或间接为农场服务的劳动力要比农

场本身的劳动力数量高出
、

倍 甚 至 更

多
。

事实说明
,

广义农业劳动组织
,

即社会

性农业劳动组织规模是随着包括农业生产力

在内的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 日 益 扩 大

的
。

这显然是农业劳动组织规模发展变化的

又一规律性间题
。

②或者说
,

这是农业经济

发展的又一个经济规律
。

五
、

决定农业劳动组织规棋变化的主要

因紊

如前所述
,

狭义农业劳动组织规模和广

义农业劳动组织规模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是相

反的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相反的规律性的变

化趋势呢 我认为
,

这是由农业生产力的发

展水平和农业生产力的特点所决定的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

产力的性质
。

就农业而言
,

所谓生产力的性

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农业生产力

的发展水平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当然还决定

于工业及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水平 二是

农业生产力的特点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
,

劳动手段是生产力

发展水平的指示器
。

在人类农业发展史上
,

农业生产力有过两次划时代的质的大飞跃
。

第一次是农业铁器化
,

即普遍采用铁制的手

工农具
。

这是由原始的集体大农业 包括原

始群农业和大奴隶主农场 转为 家 庭 小 农

场
,

从而缩小狭义农业劳动组织规模的物质

技术基础
。

第二次是农业机械化 以及与之

相关的化学化
,

良种化等
,

即普遍用农业

机器取代手工农具
。

这是大大提高农业劳动

生产率
,

加速农业产前
、

产中和产后的社会

分工
,

极大地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
,

迅速扩大广义农业劳动组织规模的物质技术

基础
。

过去
,

经济学界不少人认为
,

小农经济

是障碍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

并由此推出这

样的结论
,

似乎只要简单地把小农合并起来

就可以大大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
。

但是
,

实

践证明这种论断是错误的
。

其错 误 主 要 有

二 一是没有明确划分狭义农业劳动组织和

广义农业劳动组织
。

二是不了解或不愿意了

解农业生产力的特点
。

除了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外
,

农业生

产力的特点既是决定狭义农业劳动组织规模

渐趋缩小的主要因素
,

又是导致广义农业劳

动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
。

因此
,

必须对农业

生产力的特点进行较深入而简明的研究
,

现



将农业生产力的主要特点概述如下

农业的劳动对象是有生命力的植物

和动物
。

如种植业的稻
、

麦
、

棉花
,

畜牧业

的各种禽畜
,

林业的树木
,

园艺业 的果树和

花卉
,

水产养殖业的鱼类等
。

也 许 有 人 会

说
,

工业中肉类加工厂的禽畜不 也 是 动 物

吗 是的
。

但是
,

这里的动物不 是 为 了 饲

养
,

而是用于加工成肉及肉类制品或其他制

品
。

这里的生物同钢铁企业所用的矿石和煤

炭之类非生物
,

显然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

这

是农业生产力的基本特点
,

并由此派生出其

他一系列的特点
。

农业生产过程是 自然再生产过程和

社会再生产过程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

因此
,

农业生产既受社会经济规律的制约
,

又受 自

然规律的支配
,

即使是再笨的农民
,

也不会

超越 自然再生产过程而干
“

拔苗助长
”

之类

的者事
。

同工业相比
,

农业生产对 自然条件

具有更大的依赖关系
。

农作物
、

林 木
、

果

树
、

花卉和水产业需要有特定的 地 理
、

土

壤
、

雨水
、

气温等 自然条件
,

因而必须因地

制宜
。

畜牧业也大体如此
,

尽管它对 自然条

件的依赖程度比之种植业稍轻一些
。

在现代

化的条件下
,

暖房蔬菜
、

花卉等确实发展很

快
,

但它们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至今

仍然不大
。

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均可在暖房种

植大田作物 水稻
、

小麦
、

棉花等
,

但成

本太高
,

在经济上显然是难以实行的
。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
,

必须因时制

宜
。

在正常的条件下
,

工业生产一年 天

均可进行
,

而农业 特别是种植 业 和 水 产

业 则因其本身受 自然再生产过程和 自然气

候条件的制约
,

具有强烈的季节性
。

值得注

意的是
,

工业所生产的机器或部件
,

若其中

某一道工序或某一零件不合格
,

尚可修理
,

再加工或更换一些零件
,

一般不 会 前 功 尽

弃 而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 了重大差错
,

如

受到严重的水
、

旱
、

虫害等
。

季节一过
,

不

仅前功尽弃
,

而且无法挽回
,

只 好 等 待 来

年
。

农用生产资料
,

特别是大 田作业农

机具使用的季节性和时间短
,

而保管和维护

的时间则特别长
。

如播种
、

施肥
、

收割等机

械
,

一年仅运用那么几天或十几夭
,

却需要

长年保护
。

农业劳动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技能

和知识
。

仅有力气或某一方面的技能是种不

好田的
。

在手工劳动时期
,

手工工匠只要掌

握某一专门技能即可
,

而农民则除了专门的

农艺技能之外
,

还需懂得生物培育的较系统

的知识
。

在农业高度商品化的今天
,

农民还

要学会管理
、

经营和商业方面的 技 能 和 本

领
。

如果说
,

包括农业生产力在内的社会生

产力 的发展为狭义农业劳动组织的缩小和广

义农业劳动组织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性
,

那么
,

农业生产力的特点则决定了狭义农业

劳动组织规模缩小和广义农业劳动组织规模

扩大的必要性
。

因地制宜
,

因时制宜地种植

和饲养生物
,

一方面
,

难以制订出一套象工

业管理那样系统化
、

规模化
、

规范化的管理

制度和方法 另一方面
,

又必须使农业劳动

者具有高度的主动性
、

积极性和责任感
。

为

此
,

必须使农业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劳动成

果高度统一在一起
。

这是狭义农业劳动组织

规模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允许的条件下趋于缩

小的根本原因
。

同时
,

农业劳动者的体力和

智力毕竟是有限的
,

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与农

业有关的各种专门技能和知识
。

随着社会对

农产品需求的增加
,

广义农业生产的科学技

术不断发展
,

社会分工的水平不断提高
。

在

这种情况下
,

不仅农业产前和产后从农业 中

分离出来
,

而且连农业产中也有一部分分离

出来了
,

变成了专门化的部门
、

企业
、

公司

和组织机构的专门职能
。

这样一来
,

尽管狭

义农业劳动组织规模仍趋缩小
,

而广义的农

业劳动组织规模则不断扩大
。



六
、

关子我国农业发展及其现代化的一

点行法

在社会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 历 史 进 程

中
,

既有丰富的经验
,

也有深刻的教训
。

为

什么苏联农业发展缓慢
,

有时甚至倒退呢

为什么我国办农村人民公社时会严重破坏农

业生产呢 为什么实行
“

三级所有
,

队为基

础
”

后
,

农业生产虽然有所发展
,

但其速度

和效益均不令 人 满 意 呢 仅仅用
“

刮共产

风
” 、 “

吃大锅饭
”

来回答间题
,

虽然不无

道理
,

但未能道出问题的实质
。

诚然
,

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
。

仅就劳动组织规模而言
,

简

单地把生产资料 土地等 合并起来
,

把劳

动者组合在一起
,

违反了狭义农业劳动组织

规模随着生产力发展而渐趋缩小这一农业发

展的客观规律
。

这才是苏联农业集体化和我

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失败的根本原因
。

解散农村人民公社
,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后
,

我国农业获得了突飞 猛 进 的 发

展
。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是符合狭义农业劳动组织规模缩小这一客

观农业经济规律的
。

经过几年迅 速 发 展 之

后
,

我国农业生产
,

特别是粮食生产又一度

出现过停滞不前或发展缓慢下来的问题
,

其

重要原因之一是
,

广义农业劳动组织规模未

能相应扩大
,

社会化服务跟不上
。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
,

一

除了必须遵循农业

经济的普遍规律外
,

还必须认真研究我国农

业经济的特点
,

包括社会
、

经济
、

人口
、

历

史
、

地理
、

气候等诸方面的特点
。

我国农业

经济的主要特点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

农业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国家
,

自春秋战国之

交
“

废井田
,

去降陌
”

以来
,

已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 农业经济底子薄
,

技术设备装备水

平低
,

至今仍以手工劳动为主 农 业 人 口

多
,

八亿农民弄饭吃 国家领土面积大
,

但

人均耕地则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 地形

复杂
,

气候各异
,

雨量分布很不均衡 土壤

肥沃程度差异很大
,

单位面积产 量 各 不 相

同 我国农民
,

特别南方地区农民
,

素有精

耕细作的传统 我国是社会主义 国家
,

必须

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
,

等

等
。

农业经济发展及其现代化的实现
,

本来

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因而需要综合性

的系统研究
,

仅就农业劳动组织方面而言
,

我认为
,

一是坚定不移地长期坚持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 二是不断发展和完善农业的社

会化服务体系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在社会主义

农业经济体制方面的创造
,

必须 坚 定 不 移

地
、

长期地坚持下去
。

因为这是符合狭义农

业劳动组织规模缩小的客观规律 的
。

在 这

里
,

需要澄清的是
,

不能把在有条件的地方

适度扩大经营规模与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对立起来
。

其理由是
,

两者是不同的经济

范畴
。

家庭联产承包制是一种农业经济体制

的基层组织形式和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
,

也

是狭义的农业劳动组织
,

而适度经营规模是

指该单位农场或农业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大

小
,

包括耕地
、

设备
、

产量
、

产值
、

收益等方

面的数量指标
。

一个家庭农场或联产承包责

任制下的农民家庭
,

在手工劳动条件下一般

只能耕种几亩到几十亩土地
,

而随着农业劳

动力逐步减少和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
,

同样一个农户可以耕种更多的土地
,

多达几

百亩或几千亩不等
,

如同美国现代化的家庭

农场
。

如果一提到适度经营规模
,

即要求取

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重走当年集体化的

老路
,

把土地和劳动者简单地合并起来
,

那

就大错特错了
。

能否扩大家庭承包经营的规

模
,

关键在于能否缩减农业劳动力
,

以及农

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

没有这种条件
,

盲 目

地扩大经营规模
,

是违反客观规律的
,

理所

当然地会遭到广大农业劳动者采取形式不同

的抵制和反对
。

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基

础上
,

不断扩大广义的农业劳动组织规模
,



大力发展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

加速实现

农工商一体化的进程
,

显然是我国农业经济

发展及其现代化的主攻方向
。

其主要思路如

下

第一
,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

特别

是非农业部门经济的发展
,

农业人口必将逐

步相对和绝对减少
。

与此相适应
,

必须大力

发展农用工业
,

包括农机
、

化肥
、

农药
、

除

草剂和各种配合饲料等
,

并疏通各种供应渠

道
,

确保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

第二
,

大力发展农业产后产业
,

包括农

产品的储存
、

运输
、

加工和销售系统
。

为了

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
,

除了改进和

完善农业生产本身的条件之外
,

特别需要加

强农村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

充分调动各

方面积极性
,

加速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

并

采用多种形式
,

建立和完善农产品的销售网

络 否则
, “

卖粮难
” 、 “

卖猪难
”

等问题得不

到及时解决
,

势必束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

第三
,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本身的社会化

箭务体系
。

由于我国人多地少
,

地块零散等

原因
,

在排灌
、

施肥
、

杀虫等方面存在着不

少矛盾
,

不少地方的农民为此而发生争吵
。

只要跟农民讲清道理
,

收费合理
,

农民得利
,

农业产中的社会服务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

第四
,

因为我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

条件差别很大
,

农业劳动对象的特点不一
,

技术和农艺各异
,

必须遵循因地
、

因时制宜

的原则
。

在发展社会化服务时
,

切忌
“

一刀

切
” 。

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
,

实行形式多样

的社会化服务
,

才会获得应有的效果
。

最后
,

无论就狭义农业劳动组织还是就

广义农业劳动组织而言
,

均要求提高劳动者

的文化
、

技能
、

思想和道德素质
。

为此
,

必

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

包括各类各级农

业专业教育和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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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可在逐步调高铁路运价的前提下
,

将水路运价

置于国家指导价的控制之下
,

这样
,

既便于运输企

业根据运输需求的变化作出有限度的价格反应
,

客

观上又有利于通过市场对比价的关系进行矫正 这

里的关键是铁路运价要提高到一个合适的水平

建立以水路运价为标准价的运价体系

这一运价模式的基本特点是 在存在多种运输

方式的运输路径或区域内
,

即运输方式之间存在替

代可能时
,

其它运输方式的运价以水路运价为基准

加价营运 其它运输方式 主要是铁路 由此增收

部分
,

通过税收上缴财政 这一运价模式的主要依

据是水路
,

是我国的优势资源
,

应当充分利用
。

实施

这一运价模式
,

有助于彻底解决目前水运企业提高

运价无货源
、

维持运价又难以为继的双重难题 , 有

利于改善运输需求结构
,

充分发挥水资源优势
,

使

运输业走出运输能力闲置与紧张并存的怪圈
。

实现这一运价模式不会造成水路货源充足
,

其

它运输方式利用不足
。

因为
,

第一
,

从总量上看
,

我国运输能力仍是不足的
,

尤其是基础设施长期处

于超负荷状态 第二
,

运输方式之间并不存在完全

的替代性
,

某些特殊商品的运输是运价所不能调节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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