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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的贡献

方齐云

　　一般认为, 在经济进化的扩张过程中, 农
业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呈下降趋势。①这
一结论既有经验的证据, 也有诸如恩格尔消
费定律、凯恩斯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以及由技
术进步所引起的产业分化和重组等理论分析
的支持, 应当说是正确无误的。但是, 这一
结论如果不与农业产值及实物产量的绝对增
长、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的基础作用及其
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贡献相互联系地认识, 就
很容易造成忽视农业或“去掉农业”的误导,

从而产生因农业基础薄弱而抑制整个工业化
进程的不良后果。

就农业的贡献而言, 早在 1945 年, 我国
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就在其博士论文
《农业与工业化》(英文本 1949 年由哈佛大学
出版社出版) 第二章中, 以“农业与工业的
相互依存关系”为题, 进行了专门的论述。②

其后,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 1961

年发表了《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 对农业
的贡献问题进行了重新概括和数量分析。
1984 年, 印度学者苏布拉塔·加塔克和肯·
英格森特在其合著的《农业与经济发展》一
书中, 将农业的贡献概括为产品贡献 (相当
于张培刚教授提出的粮食和原料贡献)、要素
贡献 (相当于张培刚教授提出的资本和劳动
力贡献)、市场贡献 (相当于张培刚教授关于
农民作为买者和卖者的分析) 和外汇贡献等
“四大贡献”。本文基于以上理论成果, 着重
探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的产品贡献以及产品
贡献、资本贡献和市场贡献的相互关系, 从
而使人们在注意到农业相对地位下降的同
时, 特别重视农业的基础作用并作相应的政

策调整。

一、产品贡献

国内农业为工业化的进展提供日益增多
的食物和原料来源的作用, 就是我们通常所
说的农业的产品贡献。

11 粮食
只要人类仍然以动植物为主要食物, 农

业作为人类社会食物供给主要源泉的地位就
不会丧失。③离开了粮食的生产和供应, 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威胁。因此, 从世界
范围来看, 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决
不能没有农业。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 虽
然可通过进口解决粮食问题, 但这不仅需要
大量外汇支出, 而且会造成政治和经济的依
附性, 这对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 尤其是
极不可取的。因而, 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

粮食的基本自给应当成为贯彻始终的一项基
本国策, 这是我国政治经济独立稳定的基本
保证, 也是我国工业化顺利进展的重要基础。

粮食需求是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函数。④

人口数量多, 粮食需求量就大; 人口增长快
就要求粮食有相应的增长。就人均收入而言,

虽然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趋于下降, 但在一
定收入水平范围内, 粮食需求的绝对量会随
收入增加而有较大增长。与此同时, 随人均
收入的增长, 粮食需求的结构也会发生高质
化、多样化等变化, 从而会进一步增加对粮
食供给的压力。

根据经验分析, 粮食需求在发展中国家
会有较快的增长。这是因为, 第一, 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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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初期阶段, 人均收入水平较低, 边际
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都很高, 而且食物
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较大, 因而, 粮食需
求的收入弹性在发展中国家远比发达国家
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60 年代初, 印
度等亚洲 7 个国家的粮食需求收入弹性为
0189, 而同期美国只有 0115, ⑤, 可见其差别
之巨大。第二, 与发达国家相比, 发展中国家
的人口增长率要高得多, 因而必然会有较快
的粮食需求增长。第三,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
化必然推动人口的城市化, 而城市人口的收
入一般较农村为高, 从而引起粮食需求的进
一步增长。

中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低收入发展
中国家,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展, 对粮食的
需求增长必然较快。从总体上来看, 中国农
业以仅占世界 7% 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 22%

的人口, 并基本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而没有发
生饥荒,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但是, 我
们也应该看到, 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人均粮
食占有量基本上在 320 公斤以内, 长期没有
什么增长, 粮食紧缺问题一直存在, 且供给
结构单一, 层次较低。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
尽管粮食产量连续数年增长, 但人均粮食占
有量仍在 400 公斤以内, 这远低于发达国家
的人均量水平, 且粮食消费的品种和质量没
有显著的改善, 粮食供求的地区矛盾也因储
运问题而难以很好解决。因此, 在我国工业
化进程中, 粮食供求的数量问题和结构矛盾
仍然突出, 不容乐观。如果我们不能在粮食
种植、加工、储藏、运销等方面进行重大改
进, 并在粮食政策上采取适当有效的支持和
保护措施, 粮食供求矛盾的恶化轻则阻碍我
国的工业化进程, 重则危及国家的政治经济
稳定。

21 原料
在工业化初期,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

在工业产值中一般占有较大比重。这是因为,
第一, 在工业化初期, 人民收入水平较低, 人
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首
要目标, 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 如食品、
服装和纺织品等, 基本上是生产人民基本生
活品的工业; 第二, 这类工业通常是原料和
劳动密集的, 资本和技术含量不高, 规模效

益不甚显著, 比较符合工业化初期发展中国
家资金、技术和人才缺乏, 而非熟练劳动力
丰富的状况, 具有生产和出口的比较优势。因
而, 工业化初期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出口, 是
理所当然的选择。可见, 工业化初期, 源源
不断的农产品原料供给, 对促进工业化的进
展, 意义重大。

就我国而言, 截至 1952 年, 以农产品为
原料的工业占轻工业的产值比重为 8715%,
占全部工业的产值比重也达 5614% ⑥。这就
是说,50 年代初, 我国工业的生存和发展, 对
农产品原料有极强的依赖性。

1953 年以后, 随着我国重工业化发展战
略的实施, 工业体系逐步转向重型化, 并逐
步形成了重工业内部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的
特殊结构。这种资源配置的偏向, 严重抑制
了我国轻工业和农业的正常发展, 以农产品
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也严重受阻。到 1980
年, 我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占全部工业
的产值比重下降为 3211% ⑦。对于这种下降,
有人可能认为是符合工业化过程中经济结构
演化规律的。事实上, 这也是由于总量一般
趋势而造成的误解。从 1980 年我国人均收入
水平来看, 我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占全
部工业的产值比重, 不仅远远低于低收入国
家 1988 年的水平 (58% ) , 也低于中等收入
国家 1988 年的水平 (44% ) , 甚至还低于中
上等收入国家 1988 年的水平 (37% )。⑧经济
体制改革之后, 我国对传统的重工业化战略
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使轻工业和农业得到了
一定的恢复性发展,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
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好景不长, 到 1992
年, 我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占全部工业
的产值比重经过几年上升之后, 又猛降到
30% 以下。⑨根据我国人口、现有消费水平和
收入状况分析, 这种下降不能认为是正常的。

根据初步分析, 我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
工业发展的阻碍因素主要来自供给方面。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我国人多地少的状
况和粮食供求数量的尖锐矛盾, 客观上造成
了我国农业“以粮为纲”的单一生产结构, 再
加上在我国低收入水平下, 粮食消费以原粮
消费为主, 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农业提供工业
原料的能力。经济体制改革以后, 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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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如我国纺织工业每
年需要棉花 450 ～ 500 万吨 , 供需缺口达
70～ 80 万吨。播种面积仅次于粮食的棉花供
求状况尚且如此, 其它原料的供求矛盾就更
不用说了。此外, 长期以来的重工业化发展
战略及相应的体制, 严重制约了轻工业和农
业的发展及技术进步。这一方面使农业长期
不能改变单一的粮食种植结构, 限制了农业
供给工业原料的能力; 另一方面使以农业产
品为原料的工业投入产出效率低下, 更加剧
了农产品原料的供求矛盾。

因此, 为了促进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
的应有发展, 除了这类工业自身要通过体制
改革、改进技术、加强管理等措施, 提高效
率和效益以外, 更重要的是要从供给方面着
手, 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 改进农业技术,

加强对农业的投资和政策支持, 在提高农业
土地产出率和保证粮食基本自给的基础上,

逐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增强农业提供农产
品工业原料的能力。

二、产品贡献与资本贡献及市场贡献

大多数关于农业的贡献的理论探讨, 较
少注意考察农业的产品贡献、市场贡献和资
本贡献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变
动情形。在这里, 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加以
分析。

我们知道, 农业对非农产业部门提供的
粮食和原料, 或农业的产品贡献, 等于农业
总产品减去农业内部消耗的农产品后的余
额, 即农业总剩余。这种农业总剩余主要是
通过两种途径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的: 一是
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

·
等
·
价
·
交
·
换, 即农民运用

向非农产业部门出售农产品的收入, 去购买

·
等
·
价
·
的工业消费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等, 这通

常被称为农业的市场贡献; βκ二是农业资金
的漏出, 包括转为非农支出的农业税、转化
为非农产业投资的农民储蓄、工农业产品的
不适当差价 (即所谓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
差”) 等, 这些都体现为农业部门资金向非农
业部门的转移, 亦即农业的资本贡献。βλ因
此,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关系:

产品贡献= 市场贡献+ 资本贡献。
根据这个关系式, 我们很容易推知农业

产品贡献与市场贡献可能存在的几种关系,
或工农业之间的资本流入流出关系。

(1) 产品贡献> 市场贡献, 或资本贡献
>0, 即农业支持工业发展, 为工业化提供资
金来源, 这在工业化初期是常见的一种关系。

(2) 产品贡献= 市场贡献, 或资本贡献
=0,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工农业各自平等发
展, 相互之间只有投入产出的市场联系, 不
存在资金的流入流 出, 这在工业化进行到一
定阶段后, 必然出现这种关系, 以保证农业
不致阻碍工业化的进展。目前国内学者对这
一阶段的特点和判据已有一些研究。βµ

(3) 产品贡献< 市场贡献, 或资本贡献
<0, 即工业反过来扶持农业的发展, 为农业
发展提供资金, 这通常是工业化后期或工业
化以后出现的一种关系。

以上三种关系我们不难在经验上找到若
干证据, 也可以从理论上加以说明。

一般而言, 在工业化初期, 农业作为国
民经济中的主要部门, 实际上是国内储蓄和
投资的主要来源, 而外国投资和援助很少能
作为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不仅与在一
定条件下外国投资和援助的可获得性和规模
有关, 也与对国内政治经济独立性的考虑有
关, 因而在考虑工业化资金来源时, 外国投
资和援助只能作为补充性的来源。因此, 在
工业化初期, 需要农业为工业化的启动和发
展提供大量资金支持, 从而农业的产品贡献
主要地采取资本贡献的方式, 市场贡献相对
较小。这种状况表明, 农民生活水平低下, 农
民消费的自给自足的程度高, 市场化程度低;
同时, 这也意味着农业剩余产品的市场化程
度低, 或农产品商品率低。此外, 或许更重
要的是, 这种状况也意味着农业投入的商品
化程度低, 农业生产基本上依赖于传统的要
素投入, 从而农业生产过程市场化受阻, 农
业技术进步 缓慢, 这将限制农业土地产出率
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结果是, 农业剩余
产品的增长和农民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受
阻, 并且二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由此可见,

农业对工业提供资金积累的时间不能过长,
相对规模不能太大。或者说, 农业剩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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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资本贡献的方式转移的时间不能太长, 在
比例上应随工业化的进展而逐渐缩小, 相应
地, 按市场贡献方式转移的比例则应逐渐扩
大。这样才有利于农业向市场化和现代化转
变。

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工业自
身逐步发展壮大, 自我积累能力增强, 再也
不需要农业为其提供资金积累。同时, 工业
对农业剩余产品的要求 (包括对粮食和原料
的需求) 则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对农业
剩余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压力, 必然要求农
业技术发生相适应的现代化转变。农业技术
的现代化转变, 从根本上说, 取决于新要素
投入的不断增加。这种新要素投入品, 基本
上是由现代工业部门所提供的 (包括化肥、农
药、高效能农机具和机电排灌体系, 以及由
现代工业部门提供物质手段研究和开发的优
良品种和耕作栽培方法等) ; 而掌握和应用这
些现代的农业技术, 又要求相应的人力素质,
这种不同于传统农业劳动力的全新的人力资
本, 其形成和积累也需要现代 工业体系所支
持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随着新的
农业生产要素的进入, 即随着农业生产过程
的日益市场化, 必然对农业生产的增长发挥
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而极大地丰富农业剩余
产品的数量, 改进其结构和质量。这样, 工
业化的深入开展就创造了一种良性循环。一
方面, 它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日益增长
的市场; 另一方面, 也为农业技术的改进, 从
而为获得数量更多、种类丰富、质量优化的
农产品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手段。这种农业产
出品和农业生产过程两方面市场化的相互促
进, 也在供给 (粮食和原料) 和需求 (工业
消费品和农用生产资料) 方面对工业化的深
入进展产生促进作用。

可见, 市场贡献和产品贡献是相互促进
的, 对资本贡献的强化, 必然削弱市场贡献,
从而阻碍农业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的发展, 限
制产品贡献的能力。因此, 随着工业化的进
展,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资本贡献和市场贡献
的这一矛盾, 逐步使产品贡献的提供建立在
市场贡献的基础上, 即促进工农业产品的平
等交换, 以保证获得工农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为了使农业产品有一个比较平等的交换

关系, 政府必须根据农业的相对弱势, 对农
业采取必要而有效的支持和保护政策, 而不
能完全听任市场的自发作用。βν

工业化后期或工业化以后, 由于工业化
所造成的环境生态问题可能给农业生产造成
的危害, 以及人们对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
展的日益重视, 必然会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农
业这种绿色产业, 从而形成资金由工业向农
业的流动。从某种意义上看, 这是一种推迟
支付的工业化成本, 或者说是工业化对农业
欠债的偿还。这包括偿还工业化期间直接吸
收的农业资金和偿还由于工业化所造成的但
由农业承担的生态环境成本。

就我国而言, 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基本
上依赖于国内农业所提供的资金积累, 农业
和农民为我国工业化的启动和进展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和牺牲。βο目前, 我国工农业正在逐
步进入一个相对平等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
段, 为了促进农业市场贡献的发挥, 从而促
进农业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转变, 政府应对农
业给予必要而有效的政策、投资和技术支持,

以改变长期以来过份强调资本贡献而使农业
脆弱, 以致阻碍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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