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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行为与农业两个根本性转变

张希仁

　　农户是农业文明浪潮的象征与产物, 是我国二

千多年延续下来的一个社会细胞和生产经营的基本

单位。建国初期, 由于土地改革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生

产热情, 激发了我国农户经济的空前发展。50 年代后

期, 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 农户经济一度萎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 使农户经济再显生机。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

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指

出: 这种经营体制, “是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

大创造, 是集体经济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决不是解决

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 一定要长期坚持, 不能有任何

的犹豫和动摇”。1993 年 10 月, 党中央又明确规定:

在原有的土地承包到期后, 将土地的承包期再延长

30 年。这就进一步表明农户经济行为的合理性和长

期性, 肯定了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地位。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 实现“九五”和 2010

年的奋斗目标, 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

本性转变, 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

向集约型转变。要使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

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要使国民经济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就必须实现两个根本

性转变, 这既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 又是今后 15

年的一项奋斗目标。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国民经济要现代化, 首

先农业要现代化; 国民经济要实现两个转变, 首先农

业要实现两个转变。要农业实现两个根本转变, 就不

得不研究农户的经济行为, 就不得不研究农户行为

和两个转变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市场经济的运营促成了农户传统观

念与其行为的大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广大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经

济行为、社会行为等都在默默地变化着。十四大提出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 市场经济

的神奇之力促使社会一切成员、一切领域发生着或

大或小的变化, 广大农民亦不例外。

11 市场行为不断增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对农民群众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形成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和彻

底的否定。首先是独立性、自主性行为的增强。过去是

生产等计划、吃粮靠国家、花钱靠救济, 现在是自主生

产、自找信息、自主筹划、自主安排、自主管理、自主

经营; 过去是有了问题找乡长, 现在是有了问题找市

场; 过去是安于“守土”,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土

窝”, “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现在是“离土又离

乡, 进厂又造城”, 四海求发展, 发展靠市场。“建一个

市场, 富一方群众”, 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21 趋利行为不断增强

利益动机本来是人的天赋本能, 但在长期的“禁欲

主义”和“重义轻利”等封建传统礼教的影响下, 特别

在“穷过渡”思想的熏陶下, “知足者长乐”的清心寡

欲的观念甚为浓厚。广大农民在一次次“割资本主义尾

巴”荒唐政策的压力下, 在“越穷越革命”和“宁要社

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痛苦中, 在“全面

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环境里, 其求利动机沉入海

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党中央为“利益动机”正了名,

肯定了物质利益原则。市场经济的规律又大大激发了

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动机, 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广大

农民的生产热情, 这种生产热情的永不枯竭的原始动

力就是趋利行为。这种追求个人利益不断满足的行为,

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力源, 而且还是推

动社会文明和历史前进的阶梯。广大农民的趋利行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而日趋浓烈。

31 竞争行为不断增强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进化与发展的一条法则。竞争是市场经济运作的一

条基本原则, 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却被打入了冷

宫。大田里种什么、种多少、用什么种籽、怎样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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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施肥、怎样管理、怎样收割, 以及怎样分配, 全

是公社和大队的事, 农民仅仅是一种会说话能活动

的生产工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彻底砸碎了

“大锅饭”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桎梏, 使物尽天择、生

存竞争的原则又重新复明, 农民的竞争意识与行为

在市场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的驱动下缓慢地增长。

41 科技行为不断增强

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强劲东风吹遍了世界各个

角落, 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发

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已成为一切民族国家

和地区的选择。发达国家的农业经济增长中的科技

贡献率已达 70～ 80%。我国农业经济在邓小平“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的指引下, 科技含量由

20% 上升到 35% 左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

中, 农民的科技意识和科技行为被进一步唤醒。“绿

色革命”、“白色革命”、“生态农业”、“立体农业”、

“种子工程”、“庭院经济”等农业科技遍及祖国大地,

化肥、农药、地膜、优良种籽普遍采用。请财神 (农

业科技人员)、购图书 (农业科技与致富实用技术)、

参加实用技术培训和业余文化学习已成为农民群众

的自觉行动, 不少地方出现了科技热, 使广大农民的

科技行为进入了良性循环的阶段。

市场经济除使广大农民的以上行为发生转变之

外, 还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独立人格和自主决策、自主

经营的行为。然而,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 有着双

重效应, 它在强化农民的市场行为、驱利行为、竞争

行为的同时又淡化着农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群体观

念, 在强化农民群众的“贸工农一体化”、联合协作

抗风险和闯市场行为的同时又激发着利益独享或谋

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引起的个体化、分散化的倾向,

甚至催化了无政府行为的萌动和滋生。

二、制约我国农业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

的几种非理性农户行为

农业和农村经济体制的“转轨”, 农业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型”, 是我国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但

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 财力、物力和高素质的人力资

源有限, 科技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匮乏, 以及体制缺陷

等因素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经济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过

程。论者在此专析非理性的农户行为对农业两个根

本性转变的制约与影响。

11 投资行为上的乏力性和随意性

由于农业是一个风险大、比较效益低、投入产出

周期长的产业, 农户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和投资规模

普遍偏低。据山西省农业投资效益分析及投资方向

研究课题组 1995 年对 10 个县的调查分析, 农户的

平均总投资力度为 32125% , 其中农业投资力度为

17182% , 占农户总投资规模与力度的 55126%。除江

苏、浙江、广东、山东和农业较发达地区的农户平均

投资力度高于这个数字外, 一般省区的农户对农业

的投资水平与此不相上下, 西北边陲和贫困地区还

远远低于这个水平。

国家、集体和农户对农业的投入构成了投资总

体系, 农户投入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在国家财力困

难、集体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农户对农业投资的规模

和力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农户除了对农业投资的力度不足外, 还存在着

随意性的倾向。主要表现在项目选择上的一哄而起。

不看本村本户的具体条件, 只看到别村邻户的某个

项目获了大利, 就你家我家他家都投向那个项目, 缺

乏科学性和预见性。这种村看村、户看户的投资行为

往往酿成产品积压滞销、降级降价, 甚至造成大量农

产品因过剩而坏腐, 使巨大的投入成本变成污染环

境的一堆垃圾。

农户的投资行为与农户的投入产出率, 总收入

和消费有着直接的关系, 而投入的规模、力度和倾向

也直接影响着农业的两个根本性转变。

21 生产经营上的局限性和弱质性

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两个根本性转变”, 实现

产业化、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是提高土地产出率、商

品率、资金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实现这一目标的根

本途径就是不断地提高农业的集约经营程度, 不断

地沿着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轨迹攀

登。然而农户经济因自身因素的缺陷不能适应这种

发展趋势的需要。表现出了一系列矛盾: 一是农户的

小规模与实现农业产业化的矛盾。由于农户分散经

营, 户均占有生产资料有限, 因而农业的机械化难以

实现, 先进的农业科技难以推广, 规模经营难以实

施, 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商品率难以提高。二是农

户生产的弱质性与农业的社会化、现代化的矛盾。农

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社会主义经济大厦需要高度

发达的现代农业来支撑, 抵御自然灾害和改造自然

的能力十分有限, 劳动产出能力也十分有限, 不能生

产出国家、社会和人民迫切需要的丰富农产品、畜产

品、水产品和林产品。这就加剧了旺盛需求和供应不

济的矛盾。三是农户的分散性与家庭经营的专业化、

集约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的矛盾。农业产业化的发

展, 促进了农户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 使农产品产

量大幅度增加, 但在分散经营条件下的农户, 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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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营销难以兼顾。常常出现因供、产、销脱节而造成

重大经济损失的灾难。

由此可见, 农户在生产经营上的狭小规模, 以其

弱质性、分散性严重遏制了农业经济两个根本性转

变的实现。除此之外, 当前农户在生产经营上还存在

着“一哄而上、一哄而作、一哄而散、一哄而落”的

非理性行为。这些同样制约着两个根本转变的实现。

31 市场行为上的分散性和脆弱性

农产品的投入产出率和商品率是农业经济实现

两个转变的重要标志。但由于我国特殊的自然历史

条件, 严重制约着农户经济的产出率和商品率。其

一, 我国农村人口多, 人均资源少, 农业生产带有很

大自给性。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ö3, 人均占有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ö4。资源的

奇缺是制约农业经济商品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

方面,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 1. 3 亿多, 这些人缺少

土地无法为社会提供产出, 但是他们还要生存, 还要

维护自身的生产, 这就需要消费, 需要占用他人的劳

动成果, 致使农户为社会提供的商品率大大降低。其

二, 由于农户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限, 对农业生产

的投入不足, 导致产出率不高。从山西 10 县的调查

来 看, 1995 年 农 户 的 平 均 资 金 生 产 力 是

2. 56 元ö元·年, 劳动力的平均生产力是 15. 82 元ö
日, 土地平均生产力是 447. 46 元ö亩。窥一斑, 见

全貌。这些数字表明, 我国农户的投入产出率, 即效

益是非常低下的。其三,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的不

利地位。分散单个的农户不仅抵抗自然灾害的力量

小, 而且抵御市场风险的力量也很微弱。有的地方收

购农村产品压级压价, 有的地方假冒伪劣的农药、化

肥、种籽充斥市场, 使农民深受其害。再加上农产品

生产周期长, 需求弹性小, 运输藏储较困难, 加工、

销售和服务部门与农业生产过程相分离, 农户难以

分享这些部门的平均利润, 造成了农业的比较效益

低。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种分散经营的情况下, 农户的利益需要保

护, 但农户自身又缺乏保护自身的能力。表现出市场

行为上的分散性和脆弱性的弊端。

41 科技行为上的被动性和狭小性

“科技兴农”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策。我国人口

众多, 人均资源贫乏, 而且耕地面积还在继续减少,

不可能再单靠增加投入扩大农业生产, 只能靠科学

技术的力量提高单位产出量。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

点是科学化, 生产和管理都要科学化。农业现代化要

适应农户小规模的经营状况, 着重发展土地和资源

替代型技术, 在提高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的基

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发展我国农业经济的唯

一选择。但是, 由于我国正处于百废待举之时, 国家

财力有限等原因, 对农业科研投资降到了世界平均

水平的 2% 以下 (1993 年, 我国农业科研的投资仅占

农业总产值的 0. 019% , 而世界投资平均水平为

1% )。再加上农业科研机构存在着教育、科研、推广

的条块分割, 科研与生产之间不能很好地配合, 影响

了农业科技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 农户由于自身的缺陷, 也影响和制约

着农业科技的进程。一是科技能力和科技视角的狭

小性。单个分散经营的农户几乎没有办农业科研的

能力。虽然玉米大王的种籽培育、立体农业的耕作技

术都是单个农户创造发明的, 但他们在 2. 3 亿多农

户、9 亿多农民中所占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而 99%

的农户的科技行为局限在化肥、农药、种籽和地膜的

应用上, 无力、也不愿再向更高层次科技攀登, 使农

业科技滞留在狭小粗浅的层面上。二是农业科技应

用上的被动性。在我国农业技术战线上, 尽管“商

海”的冲击较重, 但仍有 103 万农技人员坚持在 21

万个乡以上农业技术推广的岗位上, 他们热情地为

农户服务着。但在农业技术的应用上, 仍有相当一部

分农户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 仍要乡镇干部和科技

人员再三动员, 甚至硬性规定、下达指标、强制实施。

三是提高科技素质上的短视性。农户的科技行为同

其他方面的行为一样, 只重视眼前利益, 不重视长远

利益; 只重视一时的现实利益, 不重视根本性利益。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只注重科技的硬条件

投入, 偏重购置农药化肥, 对学习科技知识、购买农

科图书注重不够。其二是只注重科技投入, 不重视教

育的投入, 甚至让子女辍学参加劳动或经营管理等。

上述这些非理性的农户行为, 制约着农业和农

村经济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进程, 应该予以校正和

调适。

三、校正农户的非理性行为, 保证农业两

个根本性转变的实现

11 加强农民的文化教育和科技教育, 提高广大

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

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经济是我

国的基本方针, 也是科技兴农、调适和校正农户非理

性行为的根本措施。为此, 国家要加强对教育和科技

的投入, 特别是对农村教育和农业科技的投入, 更加

关心老少边穷地区的教育与科技事业。要像福建三

明市那样, 建立农村职业中学、成人中专、乡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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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校、农村实用技术短期培训基地等, 形成全市农村

职业教育网络体系, 把着眼点放在提高农民素质上。

这是其一。其二是深化科研与教育改革, 实行教育、

科研、推广一体化, 把科研的推广与农民的培训结合

起来。与此同时, 还要举办各种类型的农民业余学

校、夜校和文化学习班, 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

其三是加强对农科技术的推广, 健全推广服务体系,

像陕西省那样大办“农民专业协会”, 像江西兴国县

那样兴办“农协会”, 像河南西峡县那样兴办“非+

农”科研所。要建立科技示范区、示范户, 培养农民

技术员, 形成实验、示范、推广、培训“四位一体”

的农业科技推广网络。要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和宣传

方式向农民群众宣传农科知识。以科学文化素质的

提高来校正农民群众的非理性行为。

21 深化农村改革、引导农户走产业化、集约化和

贸工农一体化的道路

势单力薄的农户分散经营, 已不适应农业现代

化、社会化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农业生产进一

步发展的障碍。目前急需要深化农村改革, 实现小平

同志提出的“第二个飞跃”, 即“是适应科学种田和

生产社会化的需要,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集体经

济”。一是在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前提下, 深化改革。

在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的基

础上, 鼓励土地使用权合理流动, 有条件的地方逐步

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要大力发展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 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增强乡、村集

体经济的服务功能。三是鼓励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联

合促进农户职能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建立家庭农场,

构建“农户+ 合作组织”的双层经营制度。四是发展

联结农户与市场的中介组织, 构建“公司+ 农户”结

构。五是大力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经营, 让农户分享自

己劳动产品, 实现终端社会价值的平均利润。六是大

力发展非农产业, 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变消

费因素为生产因素。七是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 大力

发展第三产业。这既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又增强了农村社会服务功能。

通过深化改革, 引导农户发展方向, 纠正非理性

行为。

31 疏通信息渠道、加强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 引

导农户稳妥健康地走向市场

农户是农村市场经济的主体。但这个主体还是

只破壳不久的幼雏, 羽翼稚嫩、难以展翅翱翔。一是

小规模、分散的农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我积累、自

我发展的能力弱。二是农户生产的商品率低。据统

计, 1992 年我国的粮食商品率仅为 45. 58% , 低于

50% ①, 全国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仅为 60% ②。三是农

产品生产的同构性和农户市场行为的趋同性, 使得

农产品市场供给单调, 常常引起供求失衡和市场波

动, “买难”、“卖难”也就无法避免。四是农业市场

主体的不成熟, 导致了农业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农

户在农产品市场, 面对的是具有买方垄断地位的政

府购买者 (粮食、棉麻、烟草等) , 农户是低价格的

接受者; 在工业品市场, 农户面对的是具有卖方垄断

的工业集团和官办供销机构, 农户是高价格的接受

者。市场力量的悬殊导致了农业比较效益低, 致使工

农“剪刀差”扩大。

以上这些现象, 究其原因, 只有两条, 一是农户的

小生产地位在市场交换中只能处在不等价交换的被动

地位上。二是农户缺乏与市场联结的中介组织和社会

服务组织, 以增强农户的市场竞争能力。

41 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克服边缘心理与非理性

行为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生命

线。对农户的非理性政治行为、经济行为、文化行为、

社会行为等都可以通过思想政治工作, 化解矛盾、增强

团结、维护稳定。当前, 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法规、

政策不配套, 以及其他种种原因, 出现了“暴富”阶层

和“权力富翁”。城市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个

人收入差距皆被拉大, 在这拉大的差距中贫困农户的

收入处于最底层。不合理负担的加重和腐败之风蔓延。

使一部分农户产生了离心倾向, 这种离心倾向又在不

健康的社会氛围中发展成边缘心理, 继而又发展为逆

反心理。这种逆反心理是一种破坏力量, 必须彻底遏

制。从我国当前农户心态来看, 已在部分地区的个别农

户中产生了边缘心理。边缘心理的滋长, 削蚀着农户的

生产热情, 也刺激和强化着农户的非理性行为。因此,

我们要加强对农户的思想教育工作, 帮助他们提高思

想觉悟和认积水平。同时还要认真贯彻国务院的有关

决定, 减轻农户的不合理负担, 扫除农村的丑恶现象和

腐败行为。使广大农户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和“两个

根本性转变”中贡献最大的力量。

注释:

①朱广其:《农户合作: 农业组织化的主体性选择》, 载

《经济问题》, 1996 (5) , 55 页。

②苏星:《我国农村市场与培育市场体系》, 载《求是》,

1995 (22) , 27 页。

(作者单位: 中共兰州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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