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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文明

胡岳岷

　　摘要 : 本文从制度安排 ,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方面 ,探究了中国古代农业长期文明的秘密之所

在。本文认为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是中国古代政治农业的制度安排 ,且这种安排具有恒久性 ;科技创新

的循序性是中国古代农业循序发展的基础 ;制度创新的助推性是中国农业长期文明的推动力。综观中国

农业发展史 ,正是这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 ,促使中国农业文明长达几千年。清醒而客观地发掘历史意蕴 ,

对于我们今天再造现代农业文明具有十分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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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西汉初年以来 ,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漫长历史长河中的

许多时候 ,中国都在养活着 22%以上的世界公民。我国人口

在公元 2 年是 5959 万 ,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 2.3 亿的

25.9% ;在 1195-1223 年间 ,我国人口为 7681 万 ,占当时世

界总人口 3.48 亿的 22.07%;1790 年 ,中国人口为 3.0803 亿 ,

世界总人口数为 9.06 亿 ,占 33% 左右①;1919 年我国人口

5.06 亿 ,占当时世界总人口 17.9 亿的 28.2% ②。这铁的事

实 ,昭示我们 ,中国古代农业 ,不仅养活了世界 22% 以上的人

口 ,而且还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老文明 ,使中国长期居于世

界领先地位。“古老的历史也永远年轻。历史的伟大就蛰伏

在现实的土壤里”③。正如鲁迅先生所言 :“历史上写着中国

的灵魂 ,指示着将来的命运。”本文认为 ,综观中国农业发展

史 ,制度安排的恒久性、科技创新的循序性和制度创新的助

推性的综合作用 ,是维系中国长达几千年农业文明的秘密之

所在。它的启示 ,对今天的中国农业仍是大有裨益的。

二、制度安排 :中国古代的政治农业

在统治者和政治家看来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只有稳

定发展的农业 ,才能稳住国民 ,才能社会安定 ,才能富国强

兵。这就是中国古代农业的制度安排。而在农民看来 ,只有

也只能发展农业 ,才能丰衣足食。统治阶级循环往复 ,周而

复始地灌输着这个统治意识或曰思想。它与农民年复一年 ,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地禁锢于地之紧密相联 ;更因为交通不

畅 ,外界联络阻断 ,使农民一直处于愚昧落后状态 ,从而使之

一代传一代地继承下来了也不知是哪朝哪代规定的农民只

能永远是农民的“王法”。这正是中国古代农业制度安排得

以久固的微观基础。于是 ,就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 ,农民祖

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的目的就是“仓廪实 ,衣

食足”,而根本不是利润的最大化。所以 ,农民对自己的劳

动 ,从来不计成本 ,不计工时费 ,从来也没有斟酌过投入产出

是否合算。但是 ,也不能否认中国农民就没有做过发财致富

的美梦。虽然在我国很早就有“由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

商 ,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认识 ,然而 ,由于长期推行“重农抑

商”政策 ,致使农民们的梦想并不是要拥有更多的金银 ,而是

积聚更多的土地 ,占有更多的房产和粮食 ,使自己也成为土

地的主人 ,从而摆脱地主对自己的盘剥和自己也有机会剥削

别人。于是 ,生产更多的粮食这个原本属于国家的愿望 ,便

演变成了农民生产的直接目的。这是中国农民之所以未把

农业当作赢利产业 ,乃至市场不够发达 ,交换无法扩大的根

本原因所在。虽然 ,畜牧业很早就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了 ,但

是 ,在农业为大的情况下 ,它一直处于相当薄弱的地位。严

格地讲 ,它根本就没有形成一个够规模的产业。虽有发展 ,

也是在极个别地区。甚至可以说 ,至今在人们的观念中 ,它

仍然只不过是一种副业罢了。在古时 ,只有小规模的“五鸡

二彘”的动物饲养 ,猪、狗、鸡的生产也只能是依靠糠秕、菜叶

等种植业的残羹冷肴得以维系的副产品 ;至于果物等园艺作

物的生产更是被当作奢侈产业而受到限制和排斥 ,所以 ,才

有千里迢迢贡果送宫廷的“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

来”的咄咄怪事千古流传。由于粮食生产是主业 ,是根本 ,所

以 ,国家土地的三分之二用于粮食生产 ,因为除了占 30% 的

山林、薮泽和奚谷流水无法种植外 ,人们的居住和行走还要

占有 10% 。对此 ,《商君书》的算地篇和徕民篇有较明确的记

载 :“故为国任地 ,方土百里者 ,山林居什一 ,薮泽居什一 ,奚

谷流水居什一 ,都邑蹊道居什一 ,恶田居什二 ,良田居什四 ,

以此食作夫五万 ,此先王正律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 ;都

邑遂足以处其民 ,山林、薮泽、奚谷足以供其利 ,薮泽、堤防足

以蓄。”④

为了向有限的土地索取更多的收获 ,中国农民总是向土

地投入尽可能多的人类劳动和肥料 ,还有水资源。据史书记

载 ,“敬时爱日 ,非老不休 ,非疾不息 ,不死不舍”⑤ ,地耕耘于

土地上 ,乃是中国农民源远流长的传统。因为他们坚信 :“人

有加倍之功 ,地有加倍之力 ,成熟之日亦必有加倍之收矣。”⑥

于是农民们便不厌其烦地细作精耕 ,在播种之前 ,便“转所粪

得地 ,耕五、六遍。每耕一遍 ,盖二遍 ,最后盖三遍。还纵横

盖之。”⑦然后 ,“苗出龙则深锄 ,锄不厌数 ,周而复始”,“以无

草而暂停。”⑧在 13 世纪 ,中国农业可能一直是世界最精细的

单产最高的农业。至于积肥、造肥 ,中国农民更是倍加重视 ,

如“惜粪如惜金”,“用粪犹用药”,“积粪胜如积金”,“庄稼一

枝花 ,全靠肥当家”之类的农谚 ,流传至今。在农民看来 ,“所

有之田岁岁种之土敝气衰 ,生物不遂”⑨。也正是因为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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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如此深入的认识 ,所以 ,中国的耕地才能几千年来持续

增产着粮食以足中国人之温饱。

然而 ,在农业以赢利为目的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那里 ,“利

益最大化”理念则支配着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经营什

么和怎样生产 ,都受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农民不仅

“像商人喜爱粮谷那样热情地喜爱农业”,而且也像商人那样

以商业精神从事着农业。这在古希腊经济学家色诺芬的《经

济论》和古罗马农学家瓦罗的《论农业》中就有明确的描述。

由于农业生产目标在于利润最大化 ,所以 ,古罗马的农业是

多种经营的。只要市场需要且利润丰厚就有人为之。瓦罗

在《论农业》中记述道 :“在靠近城市的地方 ,大规模经营花

园。比如 ,紫罗兰园和玫瑰园 ,或是种城市欢迎的其他东西 ,

是有利可图的。但对于一个偏僻的农庄 ,由于没有可以利用

的销售市场 ,种植这类东西就不能获利了”。很显然 ,市场发

育与否 ,是农业是否能够以赢利为目的基本前提。市场的发

达 ,更促进了农牧业的讲求经济效益和规模经营 ,“买牲畜的

人必须确定一个数目 ,必须决定打算养几群及每群的头数。

否则放牧牲畜的地方不是显得太多就是太少 ,其结果也就要

赔钱。此外 ,他还必须懂得在一个羊群里要养多少只能生育

的母羊 ,多少只种羊 ,雌的和雄的小羊羔各多少 ,品种差一些

要剔除多少。”市场需求促进了对土地的合理利用 ,提高了土

地产出效益。古罗马农学家加图写道 :“如果葡萄好而多 ,则

葡萄园居第一 ,可灌溉的园圃居第二 ,柳园居第三 ,橄榄园居

第四 ,牧场第五 ,谷田第六 ,采伐林第七 ,树木园第八 ,结实累

累的橡树林第九。”古希腊罗马农业由于是多种经营的 ,因而

效益低的粮食生产是粗放的 ,对农业投入和肥料的投放也远

远低于我国。这种差别至今犹存。

三、技术创新 :中国古代农业循序发展的基础

技术创新 ,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农耕工具的发

明和制造工艺的改进 ;二是新品种的发现和应用 ;三是新耕

作方法的发现和改良。我们知道 ,发明活动是技术供给得以

实现的前提和源泉。在古代 ,发明活动一般地是由一些潜在

的发明 ,如那些能工巧匠、经验丰富的农夫、思想家等所进行

的一系列“试错和改错”或“碰巧”完成的。这与现代更多地

凭借实验室来完成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中国人口众多 ,能工

巧匠、优秀农夫和思想家也就更多 ,所以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

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达几千年之久。

早在齐桓公时代 ,辅佐齐桓公的管仲就深谙发展农业生

产要一靠政策 ,二靠技术。相传齐国本是西周开国功臣姜太

公吕望的封国。然而 ,在姜太公时代 ,因土地碱性甚大 ,不适

于农耕 ,劳动力相当缺乏 ,国家十分贫困。姜太公不仅是一

个能够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的大政治家 ,而且也是一个深谙

经营之道的经济大师。面对不利于农耕的实际情况 ,他转而

教导人民依靠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来维持国家的生存。史称

“太公劝其女功 ,极技巧”�λυ ,“通商工之业 ,便鱼盐之利 ,而人

民多归齐 ,齐为大国”�λϖ 。这就是说 ,鱼、盐和纺织 ,是齐国当

时的立国之宝 ,借此以补“少五谷”的农业之不足。因此 ,手

工业和商业十分发达 ,客商云集 ,络绎不绝 ,一片繁荣景象。

随着工商业的日益发达 ,“财蓄货殖”的齐国 ,在西周时代就

已“冠带及履天下 ,海岱之间袂敛而往朝焉”�λω。进入春秋初

期 ,齐国依然是“齐大非偶”的大国。但到了齐襄公时代 ,因

政治混乱而迅速衰败。当齐桓公继位后 ,经管仲辅佐 ,才使

之由中衰而鼎盛。管仲从战略角度考虑 ,认为农业不发达 ,

今后齐桓公是难以成就霸业的。于是 ,他一方面推行“相地

衰征”的新的土地租税制度 ,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农业生产工

具的革新。

在西周后期 ,铁制农具所用的铁 ,只是性柔的原始熟铁 ,

又称海绵铁。这种铁因性软可锻不可炼 ,经过锻打 ,可以使

其性能有所改善。到了春秋时代 ,炼铁技术又进一步 ,较块

炼铁更加适宜于制造工具的铸铁的发明 ,“使更大面积的农

田耕作 ,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λξ。使春秋时期的农

业生产又大大提高了 ,达到了“一农之量 ,壤百亩也”�λψ。这项

新技术在齐国迅速地被广泛推广应用 ,并且它的应用要比欧

洲早 2400 年 ,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由此可见 ,铸铁

发明并应用于铸造农具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而

且开其先河者 ,齐国也。更重要的是大力试验并推广的人正

是齐相管仲。

铸铁农具的推广 ,使农业可耕地扩大到冲积土地带 (包

括粘土 ,土质较硬) ;山林荒地的大片开垦也成为可能 ,提高

了广大土地的可利用经济价值。这对齐国以粮食为主的农

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使原先不宜于农耕的滨海之邦 ,

不再仅仅依赖鱼、盐及“女红”业维持生存了 ,而且是稳定了

农业立国的基础。不言而喻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铁器应

用这个开创性技术的创新及供给。对此 ,郭沫若先生曾在

《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一文中给予极高的评价 :“齐

桓公之所以能够划时代地成为五霸之首 ,在诸侯中出人头

地 ,在这儿可以找得到它的物质根据 :煮海为盐积累了资金 ,

铸铁为工具提高了农业生产 ,所以桓公称霸不仅仅由于产生

了一位特出的政治家管仲 ,而是由于特出的政治家找到了使

国家富强的基本要素”。

农业技术创新并非仅仅为春秋之齐国所独有。到了汉

代 ,尤其是汉武帝时 ,汉搜栗都尉赵过推广新式农具耦犁 ,

“用耦犁 ,二牛三人 ,一岁之收 ,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 ,善者倍

之。”�λζ继而北方就已经广泛使用带有铁尖的耙、犁。魏晋南

北朝时 ,北方发明了耕、耙、耢相结合的耕田技术 ,南方发明

了豆科作物 ,苕草等绿肥养地技术。唐代农业生产工具 ,特

别是曲辕犁的发明 ,水利设施与生产技术体系进一步完善 ,

乃传统农业的鼎盛阶段。双季稻已相当普遍 ,稻麦轮也已现

端倪。宋真宗初年 ,又从印度支那引进了水稻新品种 ———占

城稻。这个具有抗旱、早熟优势的新品种 ,使播种区域由低

地、三角洲、盆地、河谷扩展到灌溉较便利的丘陵地区 ,作物

也由一年一熟改为一年两熟乃至三熟。由旱作改水田的变

迁又引发了农具创新的需求 ,从而使铧犁、长齿耙得以推广

应用。科技创新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制度创新 :中国农业长期文明的推动力

制度创新是影响中国农业发展 ,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

的最重要因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历史是经过验证的

实践 ,应是检验真理的正确标准 ,这在中国的先秦史中表现

得相当充分。例如 ,管仲的“相地衰征”、“商鞅变法”和“农

战”,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等等 ,限于篇幅 ,这里仅谈管仲的

“相地衰征”。

相地衰征 ,就是“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 ,以差征赋之轻

生也”�λ{ 。也就是说 ,要根据土地的优劣 ,实行区别对待的有

差别的地租征收制 ,不是搞“一刀切”。其目的在于使“民不

移”,即防止耕者逃亡 ,只有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削量有所减轻

及剥削方式的改进 ,才有可能促进农业生产的相对稳定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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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这样 ,相对地较为公平。这个政策的推行 ,源于管

仲对当时劳役地租制的弊端的深刻认识 ,由于他来自基层 ,

且为行走商而走南闯北 ,对此了解得比较全面。所以 ,他认

为 ,“地者政之本也 ,是正地可以正政也”�λ| 。而民是地之劳作

主体 ,民不耕则正地不正是也。“故不均之为恶也 ,地利不可

竭 ,民力不可殚 ,不可告之以时 ,而民不知 ,不道之以事 ,而民

不为”�λ} 。这就是说 ,统治者和剥削者盘剥过重 ,苦乐不均 ,劳

逸不均 ,从而使地不能尽出其利 ,民不能尽出其力。如果要

扭转这种被动局面 ,非得变革制度安排不可。“相地衰征”就

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的新的制度安排。“相地衰

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均地分力”,二是“与之

分货”�λ∼ 。“均地分力”,即是按劳动生产力平均分配全部公

田 ,从而扩大了农民们占有公田的份地数 ,也增强了他们的

责任心和积极性 ;“与之分货”,即指每亩地的租额 ,按土地的

优劣和产量的高低而有轻重的差别。实行分租制后 ,分租比

例固定 ,多产多得 ,耕者为增加产量而尽力 ,真的是起早贪

黑 ,不辞劳苦。当然 ,这种努力 ,也使耕者的生产条件和生活

得到了一定的改善。重要的是 ,“与之分货”必须以“均地分

力”为前提。把徭役田分给农奴 ,与之分货。次地轻征 ,增产

多得 ,这就是“予”。“予”的目的在于“取”。农奴得之“予”便

增加了在土地上的投入 ,主要是活劳动的投入。由于生产的

增加 ,采邑主和统治者的收益也比以前大大增加了。于是 ,

由“顺民心”达到了“予之为取”的目的。由此可见 ,管仲的

“相地衰征”是对劳役地租制的实施 ,一定程度上松驰了农奴

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 ,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

性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顺应了历史潮流 ,加速了封建领主

制向地主制的发展 ,是历史性的进步。事实胜于雄辩 ,制度

创新在促进农业发展上扮演着主角。这种制度变迁 ,大大促

进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五、历史昭示今天

温铁军先生在 2001 年第 3 期《读书》上撰文指出 :“历史

不存在假设。现在 ,如果我们不清醒地回顾历史 ,也就没有

评价现实问题的依据和为下一个世纪探辟新路的可能。”�µυ回

顾历史 ,使我们更加深切地体悟到 ,农业是社会安定、经济发

展、国家安全的基础 ,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根本问题。像我们这样的大国 ,如果农业生产出了问

题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帮不了我们。所以 ,任何时侯 ,我

们都应当未雨绸缪 ,把农业这个根本抓得很紧很紧 ,致力于

再造一个光辉灿烂的现代农业文明。

第一 ,以发展为主题 ,继续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中

国的现代化 ,最关键也最难的是农业的现代化。没有农业的

现代化 ,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 ,首先是农民

的现代化。当前困扰农民的是增产不增收 ,收入持续滑坡。

农业收入的下降抑制了农民和农业的发展。因此 ,当务之急

是要以发展为主题 ,在加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条件下 ,

立足国民经济全局和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加速农业

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积极推进旨在切实减轻农民

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 ,并慎防重蹈黄宗羲定律之覆辙 ;进一

步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

等等 ;总之 ,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加速农业的现代化进

程。

第二 ,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真正使广大农民

“有恒产者有恒心”,为中国的再次腾飞构筑制度基础。在道

格拉斯·诺斯看来 ,产权制度就是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主要

线索。制度比技术更重要。其实 ,这一点 ,我们中国人的认

识比他更早。恒产论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孟子提出的经

济思想 ,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

《孟子·滕文公》中指出 :“民之为道也 ,有恒产者则有恒心 ,无

恒产者无恒心 ,苟无恒心 ,放辟邪侈 ,无不为己。”�µϖ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将是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

中的初始阶段。如果我们能立足“初级阶段”,通过改革让劳

动者占有以他们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国有土地 ,鼓励更多的人

成为有产者 ,而不是穷光蛋 ,这样 ,国家才能富强 ,社会才能

进步 ,中国农业才能腾飞起来。

第三 ,大力促进农业科技创新 ,始终把科教兴农战略放

在优先的地位。21 世纪将是一个科技新纪元。经济竞争、国

力竞争深刻地表现为一场经济范围的创新战。创新是民族

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是

第一生产力的强大动力源 ,更是推动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结

构调整的强大动力。农业科技创新 ,是发展“三高”农业 ,实

现产业化的重要前提。农业科技创新 ,要求农业主体自觉运

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

式 ,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 ,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

农业科技创新关键在于农业生物工程的突破 ,它必将给农作

物育种以及整个农业生产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因此 ,技

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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