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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文明再造论

胡岳岷

　　中华民族曾以其创造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农业

文明而著称于世, 也恰恰因为这种过于烂熟的文明

而使之在迈向工业文明的阶梯时步履艰难。当资本

主义工业文明在西欧大地长驱直入、蒸蒸日上的时

候, 我们的文明古国却仍在封建专制的暗影中踽踽

独行。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共和国跨越“卡夫丁峡

谷”, 而直接步入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时候, 中国改

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总结过去, 思考未来,

高瞻远瞩地告诉我们: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

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这个宏图伟业的实现, 农业的

发展和农村的进步首当其冲。农业是社会安定、经济

发展、国家自立的基础, 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农业兴, 百业兴; 农村稳,

全局稳。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 就不可能有整

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 没有亿万农民的小康, 全

国人民的小康就不可能;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整个国

民经济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象我们这样的大国,

如果农业和粮食生产出了问题,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

家也帮不了我们。所以, 任何时候, 我们都要牢记邓

小平同志的谆谆教诲: “农业是根本, 不要忘掉”。

“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未雨绸缪, 坚定信念,

纳百川之灵气, 汲江河之膏泽, 集全民之智慧, 谋兴

国之大计, 再造一个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 把一个富

强、民主、文明、稳定、自立的中国带入 21 世纪。

一、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农业的成绩和
问题

进入 80 年代,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亿

万农民的创业革新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释放, 尤其是

农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逐

步建立起来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使我国农

村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大大提高了中国农民的人均

福利水平, 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回首过

去, 人, 还是原来的人; 地, 还是原来的地。可是,

一旦播下的是“实事求是”的种子, 奇迹便出现了。

仅从推行责任制的最初三年来看,1981 年, 全国每个

农业人口平均提供的商品为 11515 元, 比 1978 年增

长 6718%。三年的增长幅度几乎等于过去的 20 年。

1984 年我国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 粮食总产量

达到 41073 亿吨,6 年间年均递增 419%, 是新中国

以来的最高水平。党和国家坚持以农业为基础, 把农

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 把发展粮食生产, 扩大

粮食的市场调节范围, 逐步调整农产品, 主要是粮食

的价格和购销政策, 农村流通体制改革有了良好的

开端, 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促进

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

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提高农业装备水平, 使科教兴农

和农业综合开发取得了新的进展, 粮食产量连续登

上了三个台阶, 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了较快

发展, 长期困扰我国的农产品 (主要是粮食) 供给不

足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

前提下, 不断增加农业投入, 综合开发利用国土资

源, 保护生态环境, 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增加农民

收入, 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成倍增长, 扶贫工作也取得

了显著成效, 绝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

据统计,1981 —1990 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了

80%, “八五”期间又提高约 30%, 粮食生产终于在

1995 年走出徘徊局面, 连续两年刷新了历史记录,

1997 年总产量达 4900 亿公斤以上, 比上年增产达

135 亿公斤以上。以雄辩的事实给中国粮食增长极限

论者以有力的回应。

然而,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 农村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很不协调, 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诸多制约因

素: (1) 人口增长过快和耕地减少加剧的趋势尚未得

到有效控制; (2) 农业投入不足, 物质技术基础脆弱,

综合生产能力低而不稳, 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尤显

不足; (3) 农业政策落得不实、双层经营体制和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欠完善, 尤其是工农业产品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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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和农产品流通不畅的问题十分突出; (4) 农民

收入增长速度缓慢, 增长幅度也小, 农民负担过重问

题依然故我, 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 但“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致使令行不止, 甚或变本加厉, 农民怨

声甚大, 影响很坏; (5) 粮食主产区增产不增收或增

产多增收少的情况依然存在, 甚至某些地方有扩大

的趋势, 地方财政不堪重负, 而销区在丰年时又待价

滞购, 产区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 (6) 一些地方基层

组织软弱涣散, 甚至被某些宗法势力所把持, 社会治

安状况恶化, 封建迷信等社会陋习重新抬头蔓延; 思

想政治工作薄弱, 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律建设差距十

分明显; (7)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大江大河污染, 国

土沙漠化, 森林植被滥伐等状况令人堪忧; (8) 科技

成果转化率低, 科技成果推广步履维艰, 农业科技队

伍“有钱带兵, 无钱打仗”的状况依然存在。现在科

技成果转化率仅为发达国家水平的 50%, 每年被束

之高阁的应推广成果占 2ö3 强, 高新技术的应用更

是凤毛麟角; (9) “白色污染”日趋严重, 然而, 政

府尚无得力举措。⋯⋯对于新时期的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要有一个辩证的、全面的认识, 既要看到农业

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 更要看到已经面临的和可能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并通过深化农村改革, 采取

切实措施加以妥善解决,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二、树立大农业观,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
下一份鲜活的天地

树立大农业观念, 搞好农业综合开发, 合理利用

农业资源。我国人口多耕地少, 要十分珍惜耕地, 依

法加强土地管理, 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 严禁乱垦滥

伐等破坏资源的行为。要充分利用农业资源调查和

区域规划工作的成果, 有计划地开发荒地、荒坡、荒

山、荒水、荒滩等农业后备资源, 扩大农业发展空间,

保证本世纪末耕地面积稳定在现有水平上。农业开

发以改造中低产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重点, 要集

中连片规划、统一实施, 采用先进科学技术, 山水田

林路综合治理,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

我们常说, 我们是用世界 7% 的耕地养活着

22% 的世界公民。这是以静态角度对中国过去的描

述。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这个“7% ”将会越来

越小, 据我的估计, 这个“7% ”现在可能正向“5% ”

趋近, 将来还会更小。据有人估计 120 年以后, 它将

趋近于零。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起来加以有效保护

的话, 这个趋近过程还可能会更短些。然而, 这个

“22% ”却是不断地增长着的, 不论它的增长速度如

何放慢, 由于它的存量是巨大的, 它的增量就不会很

小。所以, 有人这样认为, “世界的五分之一人口在

中国, 中国的五分之四人口在农村。再地大物博, 被

这庞大的人口一除, 也就所剩无几。低下的生产力水

平, 大锅饭的分配方式, 掩盖了有限的耕地与人口行

为盲目化的尖锐矛盾。而解放了的生产力则是一把

锋光闪闪的剑刺, 一下子挑开了尘灰扑扑的遮布; 有

限的耕地是无情的, 已经排挤、还将继续排挤出亿万

过剩的劳力。农民们的心上刚刚有了绿色的希望, 如

同他们的脸上刚刚有了红润之色。可中国人的希望

难呵, 甭说天灾人祸了, 就是天下太平, 希望也被这

人口的包袱给压得有几分惶惑⋯⋯什么是中国的特

色? 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如

何消化这人口的沉重包袱。”①常言道: 人多好干活,

人少好吃饭。现在看来, 这后一条当是颠扑不灭的真

理。而这前一条则已被历史实践所证伪——即人多

并不一定能够好干活, 这主要取决于人口的质量和

人的素质。实践告诉我们, 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

条件下, 由于人的素质差异极其微小, 人口的数量就

显得重要; 但是,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日益提高, 人的

素质的决定性作用就日趋重要了。在我看来, 提高整

个民族的人口质量的根本, 便是一个由传统人向现

代人转变的渐进历史过程。英格尔斯曾说, 如果一个

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

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 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

代制度的人, 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和态度、行为

方式上都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 失败和畸形发展

的悲剧结束将是不可避免的, 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

管理方式, 再先进的技术工艺, 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

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这在中国表现得更为显著的

是, 巨大的人口数量和低下的人口质量所形成强烈

反差。它投射于自然界就表现为生态环境的践踏。恶

劣的生态环境, 反过来又使我们的生存空间日趋萎

缩。大量国土资源的荒漠化就是生态环境恶劣的突

出反映。据林业部最新发布的《中国荒漠化报告》透

露, 目前, 我国的荒漠化形势已非常严峻, 荒漠化土

地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 2713%, 受荒漠化影响的范

围更大。而在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 荒漠化

土地所占比例已近 80%。中国的沙漠化正以每年

2460 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 这相当于每年失去

一个中等县的面积。

据统计, 我国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草地

和耕地的退化状况已相当严重, 草地退化率已达

5616%, 耕地退化率也超过 40%。与此同时, 天然林

和人工林也受到严重威胁, 出现大面积退化以至衰

亡。塔里木河下游长达 180 公里的“绿色走廊”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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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水量剧减而濒临毁灭, 阿拉善绿洲已缩小了 517

万公顷, 居延海已近干涸。作为长江流域最后堡垒的

金沙江流域的原始森林也正处于肆虐的滥伐之中,

这将使长江黄沙滚滚, 成为第二个黄河, 长江现在每

年的泥沙流量已达 24 亿吨, 超过黄河 8 亿吨, 前景

令人堪忧。“荒漠化主要表现为草地、耕地及林地的

退化, 它是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但

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异造成的。自然地理

条件和气候变异固然是形成荒漠化的某些必要因

素, 但其形成荒漠化的过程是缓慢的, 而人类活动则

激发和加速了荒漠化的进程, 成为荒漠化的主要成

因。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 则是过度放牧。目前, 我

国干旱、半干旱及亚湿润干旱区许多草场的实际载

畜量都远远超过了理论载畜量。在内蒙古, 过度放牧

导致 1313 万余公顷草地严重退化, 迫使 175 万牧民

迁移他乡。在黄土高原等起伏地型地区, 陡坡垦耕是

导致耕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据观测, 坡度小于 5 度的

坡耕地, 每年每公顷表土流失量为 15 吨左右,25 度

的坡耕地每年每公顷表土流失量可达 120～ 150 吨,

而水平梯田则基本不产生水土流失。毁林、乱挖中药

材等则是直接导致土地荒漠的人类活动。新疆荒漠

化地区每年需燃料折合成薪柴约为 350～ 700 吨, 使

大面积的荒漠植被遭到破坏。另外, 人口增长对土地

的压力, 是土地荒漠化的直接原因。据全国沙漠化的

普查资料, 我国北方 12 省区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

人口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 24 人, 超过了该类环境

条件的人口承载极限。陕、宁、晋 3 省区的干旱、半

干旱地区由于人口密度较高, 草地退化比例高达

90～ 97% ; 新、蒙、青 3 省区的同类地区人口密度较

低, 草地退化比例为 80～ 87%。”②由于防治荒漠化

意识淡漠, 在利欲驱使和人口压力下出现了边治理

边破坏的局面。从总体上看, 我国荒漠化仍在扩展,

且有加重的趋势。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 荒漠化扩

展的趋势将难以逆转。针对相当一段时间内, 由于人

口增长和对资源需求量的不断增加, 荒漠化地区还

将不断扩大这一现实, 有关专家指出, 一方面要控制

荒漠化地区人口的增长, 减少人口增长对资源需求

的压力; 同时, 贯彻保护与开发并重的方针, 改变传

统发展道路, 彻底摆脱“贫困—破坏资源—更加贫

困。”的恶性循环。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 全球用

于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在本世纪 80 年代初以前的

人类历史上一直呈增加状态, 到 1981 年时达到 7.32

亿公顷的最高纪录。从此以后逐渐减少,1996 年只有

6.96 亿公顷。尤其是全球人均粮食作物耕种面积减

少更令人惊诧。1950 年人均 0.23 公顷,1980 年降

至 0.16 公顷,1996 年则降到 0.12 公顷,46 年间

减少了 50%; 而全球人口却由 25 亿增到 58 亿, 增长

了一倍多。在这种情况下, 要为我们的子孙生代留下

一份鲜活的天地, 要靠我们自己现在就未雨绸缪, 把

保护耕地作为优先的政策目标而努力奋斗。

三、千方百计地把粮食生产搞上去, 把一
个现代农业文明带入 21 世纪

在 21 世纪内, 中国要解决养活自己的问题, 要

将粮食发展的资源潜力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充

分发挥出来, 关键在于要加强和改善党和政府对农

业发展和农村工作的领导, 始终把农业真正摆在首

位, 切不可农业状况一有好转, 就忽视乃至削弱其基

础地位; 切不可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 切实保障农民

群众经济上的物质利益和政治上的民主权利, 彻底

取消农民负担、代之以合理公平的农业税收; 指导农

村工作要走群众路线,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不搞不

顾客观条件一概照搬的“一刀切”, 尊重而不违背广

大群众的创造性, 象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 “农业

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 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

决。”“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

变的形式, 看用哪一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积极性, 就

应该采取哪一种形式, 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③蕴

藏巨大能量的中国农民是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主体

力量。只要中央和各级政府真正重视农业, 对农业进

行切实的保护, 让农民真真切切地感到种粮有利可

图, 就必将进一步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我国在粮食生产上的潜在优势变为现实优势。

目前, 我国有耕地 22 亿亩, 仅占国土面积的

14.71% , 而大量的非耕地资源尚为具有巨大开发潜力

的处女地。我国人均耕地 1.8 亩, 是世界人均耕地的

1ö2, 因此, 要解决未来 12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首先必

须采取断然措施, 保护好这22 亿亩耕地, 使之免于流失。

同时, 要在此基础上面向整个国土, 大力改造中低产田,

增加灌溉面积, 注重复垦和种植业结构调整, 增加科技含

量, 提高复种指数, 实施大农业发展战略, 从而大幅度提

高粮食产量, 确保未来中国粮食安全。

中国粮食问题历经 40 余年的艰难曲折, 尤其是

近 20 年的风风雨雨, 而今正处在一个历史性转折的

关键时刻。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 中国粮食问题

面临着三种可能的前景。

一是停滞的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 农业的发展

一靠政策, 二靠科学。对中国农业而言, 政策的正确

和稳定与否, 决定着其能否得到切实的贯彻。从这个

意义上讲, 农业、农村和农民和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政

策问题。只有正确的政策, 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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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促进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这已被改革开放近二

十年的农业实践所证明。然而却有人打着要实现“两

个根本转变”, 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招牌, 企图否定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为主体的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 借

“发展”之名, 行“复归”之实。在旧体制磨合的胶

着状态下, 使用“收”的办法回归管制体制不仅驾轻

就熟, 而且也会立竿见影。集中要求更多的集中, 收

权要求更多的收权, 这无疑将使农业, 尤其是粮食体

制的市场化改革停滞不前。不进则退。这也必将使农

民的种粮积极性和收入水平的大大降低, 甚至会使

布朗的预言得以提前兑现。当然, 这是我们不希望见

到的。然而, 这些年来的波波折折, 不能不让我们对

此有所警惕。

二是饥荒的前景。粮荒也可能为成为社会动乱

的导火索, 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更不能因偶尔的大

丰收而忘乎所以。中国人曾经饱尝过饥荒的恐惧, 然

而, 它毕竟离现在正成长着的中国青年人太久远了,

他们根本不相信过去曾经发生过, 也不相信明天它

会重新叩响中国的大门。在年轻一代人看来, 中国的

粮食已经多得不得了, 而且还在连年大丰收, 尽情在

“挥洒”吧, 没有面包还可以吃蛋糕呢! 如果今天我

们不进行粮食危机的全民意识培养, 明天就可能使

我们的后代面临灭顶之灾。今天的我们要告诉我们

的孩子们: 中国的耕地太少了, 而中国人口太多太多

了, 中国的粮食可能会很紧张很紧张, 节约粮食就是

延续人类的生命。这个危机, 谁也不能小觑呀! 但愿

我们的后代翻开 20 世纪的壮美史诗时, 将能听到这

一阵阵黄钟大吕般的声音, 从而使那融汇在血脉中、

积淀于灵魂里的民族精神得以高扬, 得以世代相传。

三是飞跃的前景。这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梦寐以

求的伟大理想。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早已铭刻在每

个炎黄子孙的心灵之中, 使之不甘沉沦, 不懈追求。

五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是任何灾难都打不断

的链环, 任何力量都不能阻碍她的生存和发展。她是

一部长卷史诗, 无穷画卷, 是人类知识、智慧和科学

技术的不尽源泉。她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造化伦

理道德, 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渗透到政治、经济、文

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 溶化到每个中

国人的血液中。这就是中华民族腾飞的希望之所在。

这是因为,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 指示着将来

的命运。”④有人发现, 历史上许多有普遍意义的现

象, 初始时往往凭借许多条件很难凑合在一起的因

缘而以特例发生, 然后再传布而成为通例。历史上任

何重大的, 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 都是这样发生

和传布的。这就昭示我们: 社会发展具有一种不可移

易的内在规律性, 任何人都必须客观地面对它; 然

而, 社会发展的这种规律性又是一个必然性富于偶

然性之中, 规律性被随机性所外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因而, 认知规律, 把握机遇, 乘势而上, 就能将夙愿

变为现实。据预测,2030 年前后, 是中国人口的巅峰

时期, 有可能突破 16 亿这个极限。以人均年占有粮

食 400 公斤计算, 每年需要粮食 6400 亿公斤。这与

1995 年总量相比需年净增量为 1750 亿公斤, 与

1996 年相比则需净增 1500 公斤。这就要求从 1997

年到 2030 年的 34 年间, 平均每年的递增量不低于

44 亿公斤。在目前仍有的 22 亿亩耕地保不准就侵蚀

的条件下, 这个目标的实现是有相当难度的, 但是,

我们也必须看到, 自 1949 以来的 45 年间, 平均每年

的粮食递增量为 78 亿公斤。相比之下, 未来的增产

潜力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只要我们永远保持清醒

的头脑, 致力于艰苦奋斗, 中国完全可以养活中国。

然而, 增产潜力的开发也并非十分乐观。这是因为,

人口增长和耕地锐减的双重压力日趋沉重; 环境恶

化问题屡禁不止, 有增无减, “母亲河”屡屡断

“奶”, 淮河污染已接近警戒或危险点, 水资源短缺日

益严峻; 中国农民中“种粮不挣钱”的看法日趋强烈,

说明农民的市场经济理性正在在觉醒和提升, 从而

使农村年轻劳动力“走四方”者高达 8000 万人以上,

厌耕、粗耕、弃耕的现象有所抬头⋯⋯走出隧道就是

光明。只要我们尊重市场经济规律, 相信科技进步,

始终把农业置于经济建设的首位, 重视新时期的农

民问题, 重视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警

钟长鸣, 我们就有理由对中国未来粮食安全充满信

心。严峻的现实和美好的憧憬, 非常需要整个中华民

族远见卓识的智慧, 求新务实的精神和艰苦卓绝的

勇气。未来取决于今天的行动, 中国正处在历史转折

的关键时期,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观望等待了——

“这里是罗陀斯岛, 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 就在这里跳舞吧!”

注释:

①胡　平　张胜友:《中国: 寻求发展的社会》, 载《自

学》,1988 (9)。

②培　强: 《国土荒漠化威胁在迫近》, 载《光明日报》

1997-06-02 。

③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 1 卷,335 页, 北京, 人

民出版社,1983 。

④鲁　迅: 《华盖集》,12 页,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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