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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研究农业发展问题的力作

—评郭熙保的专著《农业发展论 》
’

张翠微

农业是经济发展的母体和起点
,

这是从

我国以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的共

识
。

忽视农业发展而一味追求工业化和城市

化的发展
,

很有可能会动摇国民经济赖以生

存的基础 同样
,

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如果忽略

农业发展问题
,

其理论体系的基础必然是浮

浅的
,

其实用性也必然是脆弱的
。

近年来
,

国

内外对农业发展理论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大成

果
,

但是
,

吸收西方农业发展理论中的合理内

涵
,

并与我国的农业发展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

系统介绍和研究农业发展理论与政策
,

这方

面的工作在我国基本上还无人问津
。

郭熙保

早在 年代后期就开始 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工作
,

并于 年在哈佛大学进修期间主修

发展经济学和农业发展理论
。

回国后
,

作者潜

心研究
、

辛勤笔耕
,

完成了《农业发展论 》这部

专著
。

该书集中了作者数年来在这一领域的

研究结晶和最新成果
,

可称之为研究农业发

展 问题方面具有特色和理论贡献的一部力

作
。

该 书 的特 点之 一 在于 结 构 体 系设 计 新

领
。

从外部结构看
,

这部 万字的著作
,

理论

框架清晰
,

逻辑关 系严密
。

从内部结构看
,

作

者溶材料与观点于一炉
,

取定量分析与定性

分析为一体
,

运用丰富翔实的统计数字和文

献资料
,

进行了周密严谨的归纳分析和理论

论证
,

从而使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研

究参考价值 比如第二章论述农业在经济发

展中的地位时
,

在拥有国内外丰富而可靠的

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
,

作者从不 同

角度和不同侧面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的

农业相对地位下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

比较分析
,

得 出如下结论
“

任何国家和地区

在任何时期农业部门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对重

要性下降
,

而且
,

经济增长较快 的国家和 地

区
,

农业相对地位下降得也较快
,

经济增长较

慢的国家和地 区
,

农业相对份额也下降得较

慢 ”。

在归纳分析和理论论证的基础上
,

作者

还引入经济数学模型
,

对我国在未来几十年

中农业部门相对地位下降的发展趋势进行了

预测和展望
,

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 内容上都

颇具特色

特点之二在于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
。

作者

以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强烈的社 会责任

感
,

在放眼世界的同时密切关注我国的经济

发展
,

将农业理论研 究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紧

密地结合起来
。

作者突破了国内以往研究西

方经济学中以介评各个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为

主
,

忽视应用性研究的倾向
,

没有着墨于对农

业发展的所有问题进行面面俱到的介绍
,

而

是在简要 回顾了发展经济学中农业发展思想

的演变的基础上
,

有 目的
、

有针对性地选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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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可以引以为鉴的理论
,

作了深入的阐释和精细的剖析
,

并把中国的

农业发展 问题作为其研究和分析的落脚点
。

不仅重点突出
,

主次分明
,

而且体现了理论探

讨
、

实证分析和对策研究
“

三位一体
”

的特点

例如
,

在分析现代农业增长的道路时
,

作

者首先对梅勒的
“

农业发展阶段与资源互 补

论
”

和速 —拉模型即
“

诱导的技术变革与资

源替代论 ”作了较为透彻的介绍和评论
,

认为

速 —拉模型 比梅勒的理论更具有一般性和

适用性
。

然后
,

作者对各国的农业技术进步道

路作了历史考察和实证分析
,

得出
“

在地多人

少的国家
,

通常可以走机械进步为主的道路
,

而在地少人多的国家
,

则应该走生物技术进

步 为主的道路
”

这一结论
,

并提 出
“

以生物技

术变革为特征的绿色革命是发展中国家农业

发展的必 山之路
” 。

在上述理论评介和实证分

析的基础之上
,

作者结合中国农业技术进 步

的道路
,

对主张
“

中国农业现代化要走生物技

术和机械技术并举的道路
”

的观点提 出大胆

置疑
,

认为
“

中国农业只能走生物技术进步为

主
,

辅之以农业机械技术发展的道路
” 。

这些

观点对于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

特 资
、

之三 在于 广泛吸收 了西 方农 业 发展

理 论 中的 合 理 成分
,

并在一 些 领域提 出 了 自

己 的独 创见解
。

具体而言
,

主要有三点分析给

人以深刻印象
。

其一
,

对于今天不发达的国家来说
,

最稀

缺的要素是资本
,

而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作

出的最重要贡献即为资本贡献
。

作者在分析

农业资本流转核算体系时
,

对费景汉和拉尼

斯提 出的部门间资本流转核算体系给以充分

的肯定
,

并对在此基础上由李登辉发展而成

的李 氏体系作了系统的介绍和重要的修正
,

指出李氏体系按不变价格来计算农业实际资

本流出的局限性
,

并提出一个调整部门间资

本流动的新方法 即用两部门平均 每个劳动

者净产值这 一指标来调整农业 资本转移数

量
,

充分考虑 了劳动生产率和 价格这两个因

素的变化对农业实际资本净流出的影响
,

从

而使资本流转核算体系更趋科学
,

并能正确

地反映农业部门的资本贡献
。

其二
,

有关发展 中国家是否存在农业剩

余劳动的问题
,

在国际学术界争论不一
。

以刘

易斯为代表的古典学派认为农业部门存在着

无限丰富的剩余劳动力
,

把他们转移到非农

部门中去不会使农业总产量减少
,

因为这些

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低到按近于零
。

与此相

反
,

以舒尔茨为代表 的新古典学派则否定农

业 中有剩余劳动的存在
,

认为如果从农业中

撤 出劳动力
,

势必会减少农业总产量
。

两派在

这个问题上争论了很长时间
,

后来
,

有些西方

经济学家通过区分就业人数与劳动时间而把

两派观点调和了起来
。

作者认为
,

两派观点之

所以分歧
,

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 区分劳动者

的边际生产率和劳动时 间的边际生产率
,

并

对农业剩余劳动提 出一个新 的判别标准 当

一个国家 或地区 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

长期呈下降趋势时
,

就认为该国或 地 区 存

在农业剩余劳动 这个新定义把重点放在劳

均耕地面积上
,

比着重点放在劳动边际生产

率上 的传统定义更为容易观察和判 断一 国

或地 区 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
,

可以说是

这一研究领域的一大贡献
。

其三
,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上
,

作者引

入刘 —拉 —费模型
,

说明工业化是促进

农业生产率增长和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并通过大量实证分析
,

证明了农业与工业的

发展是相互依存
,

相互促进的
,

不仅农业部门

为工业部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工业部

「也为农业部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世

界 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
,

工业化必然伴

随着城市化
、

作者着重分析了我国城市化进

程的原因及其消极影响
,

并对促进我国农村

城市化提 出了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
,

对

于决策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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