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 年第 期

工业化进程中农产品剩余的转移

方齐云

工业化的顺利进行
,

依赖于农业为工业提供日

益丰富多样的农产品剩余
,

这在现代发展经济学中

已有很多的论证
。

那么
,

采取何种方式将这些农产品

剩余向工业部门转移呢 本文将对这个问题进行初

步的探讨
。

一
、

关于农产品刹余的含义及转移

农产品剩余有两种含义 一是农产品总剩余
,

即

农业为非农产业部门提供的粮食和原料
,

它等于农

业总产品减去农业内部消耗的农产品后的余额
,

或

概括为农业的产品贡献 ,二是农产品净创余
,

它等于

农产品总剩余减去用以等价交换工业品 包括农业

生产资料和工业消费品 的农产品数量后的余额
,

这

通常被概括为农业的资本贡献

如果忽略农民的兼业收入
、

农业得自财政的补

贴和农业贷款对工业品的购买
,

或者说
,

如果将以上

各项视为非农业资本向农业的返还
,

即作为农业对

非农产业资本贡献的扣除
,

那么
,

农民对工业品的购

买主要由用以等价交换工业品的农产品数量决定
,

即农业的市场贡献等于工农业产品的等价交换
。

依上所述
,

可以认为
,

农产品总剩余的转移是由

农产品净剩余的转移与农产品等价交换工业品的转

移共同构成的
,

或者说
,

农业的产品贡献等于它的资

本贡献与市场贡献之和
,

即

产品贡献 资本贡献 市场贡献

由上式可知
,

农业的资本贡献与市场贡献是矛

盾的
。

在产品贡献一定的条件下
,

资本贡献大
,

市场

贡献就小
,

反之亦然

二
、

农产品总刹余的转移

农产品总剩余的转移
,

即产品贡献
,

由农业的资

本贡献与市场贡献构成 市场贡献包括农民对农业

生产资料和工业消费品的购买两个方面
。

市场贡献

狭小
,

一方面意味着农民对工业品消费不足
,

生活水

平低下
,

农民消费的自给自足程度高
。

这将从需求方

面限制工业消费品生产的增长
,

特别对一个农业人

口占绝大比重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
,

市

场贡献狭小也意味着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力

低
,

农业投入的商品化程度低
,

或农业投入对传统要

素的依赖程度高
,

从而农业技术进步缓慢
,

农业劳动

生产率和农业土地产出率低
。

这将既对农产品剩余

的增长产生限制
,

即限制农业的产品贡献和资本贡

献能力
,

又对农业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产生限制 需

求限制 这种恶性循环不仅使农业技术进步缓慢
,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受阻
,

而且也造成工业

发展的障碍
,

造成工业部门内部
、

特别是重工业部门

内部的自我循环
。

因此
,

在工业化进程中
,

农产品总

剩余的转移 或产品贡献 在资本转移和市场转移之

间应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
。

一般而言
,

在工业化初期
,

农业的产品贡献和资

本贡献较为突出
,

市场贡献相对较小
,

也就是说
,

农

产品总剩余的转移将更多地依赖于资本转移
。

这是

因为 工业化初期
,

工业的发展需要农业为其提

供粮食和原料
,

这是工业化进行的基本物质条件
,

否

则
,

工业人口无法生存
,

农产品加工工业无法发展

工业化初期
,

农业作为经济中的主要部门
,

实际

上是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唯一源泉
,

外国投资和援助

很少是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
,

而只能是补充性的
,

因而农业的资本贡献显得突出
,

这对快速工业化的

发展中大国尤为如此 工业化初期
,

人民收入水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平较低
,

农产品总剩余有限
,

农业提供资本贡献以

后
,

对商品性农业投入和工业消费品的购买能力有

限
,

因而市场贡献不可能很大
。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
,

农业的产品贡献和市场贡

献将变得越来越大
,

而资本贡献将趋于减少
,

即农产

品总剩余的转移将更多地依赖于工农业产品的等价

交换
。

这是因为 由于工业自身的发展壮大
,

积累

能力增强
,

对农业提供资本的依赖性减弱
,

而较多地

依赖于自身积累而发展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人

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

对农产品总剩余的需求将会继

续增加
,

同时也要求农产品结构有相应的变化
,

这就

要求农业应有相应的发展
,

从而农业积累应更多地

投资于自身的扩大再生产 日益扩大的工业要求

有更为广阔的商品市场
,

同时随农民收入水平的提

高
,

对工业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也会相应

增加
。

这些都表明
,

随工业化的进展
,

农业的资本贡

献应有不断缩小的趋势
,

而市场贡献应有不断扩大

的趋势
,

即农产品总剩余的转移越来越依赖于工农

业产品的等价交换
。

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和完

成
,

甚至会出现资本由工业向农业的反向转移
,

从而

市场贡献有可能超过产品贡献
。

三
、

农产品净剩余的转移

农产品净剩余的转移
,

即农业资本贡献的方式

通常可以有如下形式 即农业净储蓄 转移
、

农业

税
。

转移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的差价 转移

等方式 资本贡献二
。 。

其中储蓄转移称

为市场方式
,

税收转移和差价转移属于强制转移方

式

依靠市场机制将农业净储蓄转化为工业投资
,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农业必须向非农业部门出售

产品
,

即必须有产品贡献 农民必须是净储蓄者
,

即他们的消费必须少于他们的收入 农民的净储

蓄必须少于他们在农业上的投资
。 ①要满足这些条

件
,

就必须给农民以适当的刺激
,

使他们增加农产品

总剩余
,

愿意节制消费
,

并愿意将储蓄转化为非农业

部门的投资
。

而这对规模狭小的生存农业是很难做

到的
,

只有大地主
、

大农场
、

大庄园等规模较大的农

业经营才能做到
,

这也正是欧美等国家大多采取市

场方式转移资本
,

而东方国家大多采取强制方式转

移资本的原因
。

当然
,

市场方式转移资本有其好处
,

它使工农业

产品的比价较为合理
,

有利于资源在工农业之间的

合理配置
,

有利于农业随工业化进程的相应转变
。

其

缺点则是资本转移量和速度受农民消费倾向和储蓄

率的限制
,

这在低水平收入的工业化初期其限制更

为突出
,

因而不能快速形成推动经济起飞的大量资

本
。

欧美等规模较大的农业依靠市场方式转移资本

还不算初期的原始积累阶段强制转移的资本 尚且

经历了 年才完成工业的历程
,

更何况规模

较小的东方传统农业
。

正因为如此
,

当今许多赶超型

国家大多采取重税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强制性方

式转移资本

强制转移的优点是强制农民节制消费
,

从而能

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下较快地大量形成工业资本
,

促

进较快工业化
。

也正因为如此
,

它不仅压制了消费
,

也削弱了农业自身的积累和投资能力
。

如果长期采

取这种人为的资源向非农产业的偏斜
,

必然限制农

业适应工业化进程的发展
,

造成农业滞后或严重滞

后
。

在强制转移中
,

税收转移一般不造成工农业产

品比价的不合理性
,

且容易根据工业自身的积累能

力和农业的相对滞后状况适时调节
,

通过逐步减税

而刺激农业发展
。

但在农业经营规模狭小
,

小农数量

庞大的情况下
,

不仅收税费用很高
,

而且这种重税方

式直接对农民利益的转移会弓【起农民的抵制和敌

对 差价转移则手段较为隐蔽
,

以价代税
,

转移费用

低且转移方便
。

但这种方式人为造成工农业产品价

格悬殊 一方面压低农产品价格
,

另一方面抬高工业

品价格
,

这一方面低估了工业成本和高估了工业利

润
,

从而不仅造成虚假的工农业比较利益
,

而且造成

低效率的工业 另一方面
,

价格的调整困难很大
,

特

别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
,

农产品及以农产品为原料

的工业品消费占人们消费支出比重很高的情况下
,

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是整个价格体系的带头

羊
,

牵一发而动全身
,

从而农产品价格的上调会产生

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
。

同时
,

差价转移一般也需要一

定的条件
,

如强有力的组织措施 中国大陆的农业集

体化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 或政府掌握有农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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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与之交换的工业品 我国台湾 年代的
“

化肥换

谷
”

制度
。

否则
,

差价转移不仅不能快速积累工业资

本
,

反而会造成工农业的隔离
。

尽管工业化初期
,

采取强制方式转移资本有利

于加速工业化进程
,

但这种方式的运用不宜持久
,

必

须随工农业的相对发展状况而适时调整
。

如日本
,

工

业化初期基本采取重税方式转移资本
,

但随着工业

化的进展
,

税收逐渐减少
,

资本转移逐渐转向依赖于

储蓄
,

被当作成功地运用税收和储蓄转移资本的范

例
。
②台湾在工业有所发展以后

,

也逐步取消了
“

化

肥换谷
”

制度
。

因此
,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
,

应逐渐减少

或放弃强制转移资本的方式
,

更多地利用市场转移

储蓄转移 的方式
,

甚至在一定条件下
,

政府还应当

考虑将农业税和农业信贷资本流出通过农业补贴和

农业低息贷款的方式返还农业
,

以促进农业与非农

产业的协调发展

四
、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产品剩余的转

移

我国工业化初期
,

由于快速工业化的需要
,

农产

品总剩余转移较多依赖于资本转移
,

而资本转移基

本上依赖于差价转移的强制方式 为此
,

中国实行了

农业集体化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
,

以保证农产品

剩余向工业的顺利转移

据牛若峰的侧算⑧ ,

年通过差价方

式共转移农业资本达 亿元
,

农业税转移

亿元
,

扣除财政支农资金返还 亿

元
,

加上 年农业信贷流出资金

亿元
,

农业资金净流出量达 此 亿元
,

基本上接

近剪刀差转移的数量
。

我国农产品价格长期低于其价值 农业产品价

格低于价值的比例由 年的 增长到 。

年的
,

达到最高点
,

此后多数年份都在

以上
,

至 年后降到 以下
,

此后逐步降低到

年的
,

年和 年又 回升到

肠和 纬 这些年中
,

价差较低的年份
,

农

业增长一般较快
,

价差较高的年份农业生产增长缓

慢
、

停滞
、

甚至倒退 考虑一年的滞后影响
,

而几次

价差调整都是在农业问题严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

的
。

从 年
,

差价转移农业剩余的数量逐

年增加 除 一 年农业遭受严重破坏后的恢

复时期以外
,

由 亿元增至
,

亿元
。

其间

虽经 次价格调整
,

仍没有改变农产品价格严重偏

低的状况
,

且改革以后的每次农产品提价都伴有严

重的通货膨胀和一定程度的比价复归
,

可见价格调

整的困难
。

我国差价转移农业剩余的后果是
,

农民收入增

长缓慢
,

农业投入严重不足
,

致使农业严重落后于工

业
,

农产品剩余供应不足
,

阻碍了我国工业化的进

程
。

经济体制改革以后
,

虽经几次大幅度提高农产

品的收购价格
,

并逐步取消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
,

放开了农产品市场
,

但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的比例

在 年仍达 写
。

不仅如此
,

农产品价格提

高的好处受中间环节的盘剥严重
,

真正落入农民身

上的比重不大
。

因此
,

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
,

增

加农民对农业生产和农业投入的积极性
,

今后仍应

继续提高农产品价格
,

改变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

的状况
,

并使价格调整的好处真正落到农民身上
,

消

除中间环节对农产品提价利益的截流
。

同时
,

对农业

税和农民储蓄转移的资金
,

国家应采取农业补贴和

农业低息贷款的形式更多地返还农业
,

增加国家对

农业和支农产业 包括农业生产资料工业
,

农产品加

工
、

储运
、

销售
,

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等 的投资
,

以

增强农业提供农产品剩余的能力
。

总之
,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展
,

农产品总剩余的

转移应更多地依赖等价交换的市场方式
,

农产品净

剩余的转移应逐步减少
,

并更多地依赖税收与储蓄

的方式
,

从而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业的现代化

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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