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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深层次的问题

冷战结束以后, 国际社会、经济和科教竞争

日趋激烈。中国经济发展现在正处于工业化高

速发展时期, 当代社会面临的人口与资源、生

态、环境的矛盾在中国都有所体现, 在农业现代

化的实施过程中各种矛盾显得更为突出。

1�1 农业基础不牢

上世纪末, 我国农业连续丰收, 农民收入有

所提高, 农业经济全面发展, 改善了人民生活,

加快了农村脱贫致富。但我国在实施农业现代

化方面也遇到一系列问题:

1�1�1 经营规模狭小。当前, 我国农村的

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分户经营, 构成了我国农村

的一项重要的基本经营制度, 这是农业现代化

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农户家庭经营耕地规模

太小, 大大限制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和农产品商

品率的提高。相对于农机价格而言,劳动力工资

率的迅速上升, 使小规模家庭农场里用资本替

代劳动的余地非常有限, 客观上起到了维护传

统农业分散化、手工经营的特点, 大大的阻碍了

机械化大规模作业, 不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型。全国平均每个农户 0�62公顷耕地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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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 12个地块, 1996年农户家庭经营耕地规

模面积只有 0�52公顷, 比 1986年减少 15�7%。
人均耕地更少,而且耕地细碎分割,零散经营。

1�1�2 人地矛盾突出。由于我国人口基数

大, 净增人口多, 我国人均土地面积只有 0�777
公顷, 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 1/ 3。我国耕地普查

面积为 1�347亿公顷 ( 20�2亿亩) , 人均耕地只

有 1120�6m2( 1�68亩)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 4,

全国有 666个县 (区) 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

组织确定的 534平方米 ( 0�8亩)的警戒线, 其中

463个县 (区)低于 334平方米 ( 0�5亩) , 而且全

国 2/ 3的耕地分布在山区、丘陵、高原地区, 33%

的耕地受水土流失的危害。1992- 1994年伴随

地产和开发区热而大面积占用耕地, 三年中净

减少耕地 22�78、32�44、19�47万公顷, 从 1957-

1995年间, 由于修路、建房、娱乐场所用地年均

减少 45万公顷, 使耕地迅速锐减。

1�1�3 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问题是新阶

段农业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近几年来,随着农

村经济的阶段性变化, 农村变为受资源单方约

束为受市场与资源双重约束, 因而中国农民收

入下滑,增长缓慢。特别是 1998年农民来自农业

的收入出现 2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由于农产

品供过于求, 农产品价格普遍下跌, 农产品的品

种和质量不完全适销对路, 使农民增产不增

收。1997年以后农民收入增幅逐年下降, 1997年

与 1996年相比由 9%降至 4�6% , 1998年又由

4�6% 降至 4�3% , 1999 年又由 4�3% 降至
3�8%。农民收入的减少, 带来的问题很多。一是

制约农民致富奔小康, 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

是制约农民对农业的投入, 对农业可持续发展

不利; 三是制约对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

扩大内需受到限制; 四是制约农业结构的调整,

限制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1�4 农民负担加重。农民负担反映的是

国家、集体和个人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

系。通过设置各种集资、摊派、罚款、附加形式,

利用农民交公粮、售农产品、办结婚证、子女入

学、宅基地审批, 实行搭车收费而雁过拔毛, 使

农民负担加重。机构臃肿也导致农民负担居高

不下, 群众产生不满情绪, 近几年来县(乡)机构

呈急剧膨胀之势, 几乎每一项工作就有一名书

记、乡长分管, 乡镇机构普遍超员, 行政人员超

编达 2/ 3。从 1987- 2000年农民负担税收看,存

在着四个高于, 一是农民的农 (牧) 业税增长高

于农民人均生产总值增长; 二是农 (牧) 业税增

长幅度高于工商税增长幅度; 三是农 (牧) 业税

增幅高于各项税收的增幅; 四是农民人均税负

增幅高于全国人均税负增幅。

1�1�5 收入差距拉大。由于农业投入的物

化劳动越来越多, 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过快, 普遍

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现象, 1988- 1996年全国粮

食、棉花、油料平均单产量增长 27�60% 、
14�7%、23�0%, 收购价格上涨 172�7%、272�9%
和 115�2% , 而同期农产品物质成本分别上涨

146�7%、260�3%和 107�3% , 物质费用的增加,

部分地抵消了价格上升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在

农民收入减少的同时, 东部与中西部农民收入

地区差距日益拉大, 1978年东部和中部、西部农

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分别为 1�23 ! 1 和

1�26!1, 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比值大致相似,

1992 年这两个指标分别提高到 1�89 ! 1 和

1�62!1, 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2162元, 与

城镇居民的可分配收入相差 3200元, 农民的消

费水平相对下降表现得更为明显。农民收入速

度减缓, 给农业和国民经济带来许多问题, 影响

了小康目标的实现。农民的购买能力下降, 农村

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难以发挥, 农民个

人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不快, 制约了农业

的快速发展。

1�1�6 剩余农业劳动力增加。我国 1952

年农业劳动力为 18293万人, 1998年为 49279万

人, 增长了 2�3倍。近几年增长速度更快, 目前

每年正以 1000万人的速度增长。2000年我国人

口达 13亿,剩余劳动力达 2亿人,加上农用机械

使用, 使用劳动力还会大量减少, 就业矛盾更为

突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耕地面积又在不断减

少, 农产品所需劳动力会逐步减少, 如何安排 2

亿剩余劳动力就业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大

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对农业发展带来

彭珂珊/我国农业现代化深层次的问题及对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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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不利影响, 不利于农业规模经营的推进, 不

利于现代机械化的实现, 更不利于农民收入的

提高, 阻碍了农村先进技术的采用和规模效益

的发挥, 延缓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使农村生产

力维持在低下水平上。

1�1�7 科技水平低。虽然我国坚持 �科技

兴农 的发展战略, 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在

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并产

生一大批成果,涌现出一批科学家。但与欧美一

些发达国家相比, 特别是应用生物工程、转基因

技术、培育新的农业品种、发展精尖农业、高效

低毒农药等方面,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远远不能

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同时,农业科技的

技术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科技投

入的长期不足, 严重影响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

农产品品种单调和退化现象严重, 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率低, 农业教育和服务水平低, 农业科技

第一线人员短缺, 已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农业粗放型增长方式不适

应农业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目前农业科研体

制也不合理, 在人口 9�2亿的农村, 平均每百个

劳动力中, 文盲、半文盲达 9�56人, 小学 34�49
人, 初中 44�97人, 正是这些素质低下的农村人

口,却要扮演着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角色。

1�2 农业投入不足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必须以农业投资增长、

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提高为前提, 随着农业

生产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 单位农业投

资创造农业产值逐步下降已成为一种客观趋

势, 这是由于农业报酬递减规律所决定的, 由于

农业投资递减规律的存在及其导致单位农业投

资提供产值的下降趋势, 使得农业增长必然有

一个追加的投资增量。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

业投入不尽人意, 主要表现在:

1�2�1 农业投入总量严重不足, 而且落实

不到位。表现为五个比例下降,一是财政支农总

支出比重下降。国家财政预算对农业的投入不

多, 首先反映在国家预算内农业基建投入不足,

同时也反映在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上。1991- 1994

年财政支农资金分别比上年下降 9�1%、8�9%、

8�8%、6�0%, 1995年国家财政对农业总投入总

额为 683亿元,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占国家基本建

设支出的比重一直持续下降。从 �五五 时期

13�2%降到�七五 的 8�4%, 由于国家财政支农

收入占 GDP的比重下降, 财政支农支出占 GDP

的比重由 1978年的 4�3% 下降到 1993 年的

1�3%。二是农业基建投资占国家基建投资总额
比重下降。1991- 1997 年分别下降为 4% 、

3�7%、2�8%、2�4%、1�8%、3�4%、4�1%。农林
牧副渔业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的投资比重, 1996

年为 1�3%、1997年为 1�4% , 比 80年代初的

3%低 1�7%和 1�6%。三是农业信贷占国家信贷
总额的比重下降。1991- 1994 年分别下降为

22�9%, 32�9% , 32�3% , 20�0%; 四是农村集体

支农资金占农村总投入比重下降, 1982- 1999

年呈负增长, 年均下降 3�0%; 五是农户生产投

入下降, 1990年比 1989年下降 35�4%, 1991年

比 1990年下降 18�2%。1993- 1995年用于生产

的投入下降 4%。

1�2�2 农业投入主体非农化。�八五 期

间,我国农村资金净流出达 6156亿元,平均每年

达 1231�2亿元, 其中经过金融机构的达 2557亿

元,通过财政渠道的达 3599亿元, 从而造成农业

投入问题更为突出。地方政府的农业投资并未

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加, 因财政包干, 使地

方政府千方百计投入短平快项目, 用于农业的

投资呈下降趋势。农业信贷向非农产业倾斜,大

量资金外流, 1993年农村信用社贷款额为 3143

亿元, 其中, 用于乡镇企业为 2001�2亿元, 占

63�7%, 同期乡镇企业存款为 362�1亿元, 只占

贷款的 11�5%。
1�2�3 投入效益低下。农业投入不足, 资

金配套差, 严重削弱了农业基础设施作用的发

挥。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预算的 1200亿元农业

资金下达到地方后, 省一级只落实 70% , 地方一

级只落实 50% , 县一级则为 30%。由于投入不

足, 农业科研发展受限, 一些地方对农科研究单

位采取 �脱钩, 断奶, 抽血 , 造成农业投入的经

济效果下降, 加大了农业投资需求的总体规模,

阻碍了农业的增长。近几年, 我国农业固定资产

现代农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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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使用由 50年代的 80%降到 1999年 60% ,

而且已形成的固定资产利用率不高, 农业基本

建设能真正发挥作用为 50% , 输水灌溉工程有

效利用率只有 30% ,化肥仅为 33% ,加之农业投

入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的投向与构成也不尽合

理,使投入难以形成农业经济的整体效益。

1�3 生态环境不佳

80年代以来, 我国在控制森林采伐量、植树

种草、退耕还林还牧、建立自然保护区、抢救和

保护濒危物种、环境治理等方面作出了极大努

力, 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全面消除自然生态环境

恶化状况的目标。我国不少地方植被破坏严重,

水土流失加剧, 土壤沙 (石) 化、碱化、盐渍化面

积扩大, 环境污染严重失控。灾害频繁发生, 制

约了经济的发展。

1�3�1 森林减少。我国森林覆盖面积仅为

16�55%, 远远低于 31�3%的世界平均水平, 由

于人为破坏, 一些地方林地减少, 新疆塔里木河

下游胡杨林面积由 50年代的 5�4万公顷减少到
现在的 1�3万公顷, 地表植被几乎枯死。长江、

黄河发源地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现在黄河和长

江源头的森林覆盖率只有 7�5%和 2�3% , 森林

的破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村燃料不足。

1�3�2 土地退化。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492

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 51�2% , 年侵蚀量达 5

亿吨, 占全世界侵蚀量 17%。每年有 50亿吨土

壤流入江河, 携走 4400万吨的氮、磷、钾养分,耕

地的有机质下降到 1�5%,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2�5% - 4%的水平, 荒漠化面积 262万平方公

里, 占国土面积 27�3% , 且以每年 2460平方公

里的速度扩展, 全国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

经济损失达 540亿元 , 间接经济损失 1700亿

元。我国石漠化、沙漠化、黄漠化绝大部分分布

在西部和长江黄河中上游, 在强烈的水蚀、风蚀

和日蚀的袭击下, 并以流沙、飞石、洪水、干旱、

高温、沙尘暴、泥石流和千沟万壑的多种地质灾

害正在吞噬着半壁河山和表土。全国盐碱化土

地达 0�097亿公顷, 内陆新疆、内蒙、宁夏、甘肃

30% - 40%的可耕地受到次生盐碱化的威胁。

草场退化面积 1�35亿公顷, 缺水面积 6700万公

顷, 牧草与 50年代相比降低了 1/ 2, 单产水平仅

为美国的 1/ 27, 我国北方牧区有 0�133亿公顷
退化为沙漠,并以每年 200万公顷的速度扩大。

1�2�3 环境污染。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

地膜, 1/ 5的耕地受污染。已造成严重的环境污

染, 使土壤肥力下降, 土壤板结, 生态环境破坏

使每年损失 2000亿元。我国固体物污染农田面

积 0�1亿 hm2, 历年垃圾堆存量 70亿 t, 占地

6�03万公顷, 大部分农业不同程度受酸雨危害,

广东省因酸雨影响农作物减产面积占全省耕地

面积的 10%, 每年经济损失 3亿元。化肥使用量

超过 4000万吨,且大多数未被作物吸收,而是释

放到环境中去了。农药使用量 60万吨,每公顷达

17kg,农药污染农田 6660万公顷。

1�2�4 水源量少质差。我国人均水资源只

有 2200立方米, 为世界平均值的 1/ 4, 仅为加拿

大的 1/ 58, 而且分布不均, 南方拥有全国水资源

量的 81% , 北方仅有 19%。我国 2000年排放工

业污水达 415亿吨,大量污水未经处理就排入江

河湖海, 全国 7大水源中, 近一半河流遭受不同

程度污染, 流经城市的河流有 80%污染超标, 中

国有 50%水体因污染不符合渔业水质要求, 每

年损失在 2亿元以上。1/ 4水体不符合农业灌溉

水质标准,有 1000万公顷面积农田受水污染,损

失粮食 120亿 kg。

1�2�5 灾害频发。我国现行农田水利工程

大多是 50~ 60年代修建的, 由于对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不足, 大部分年久失修, 设施老化,

渠系灌溉配套不全, 全国水库中约有 1/ 3带病

运行, 60%的排灌工程设施需要维修, 许多河道

淤积, 行洪排洪能力下降,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不断下降, 成灾面积不断扩大。1975一 1979年

成灾面积为 34�60% , 1980- 1984年为 48�2%,

1985- 1989为 49�8% , 1990- 1999 为 51�2% ,

1997年受灾面积达到 5342万公顷, 成灾面积为

3039万公顷,成灾率达 56�7%。我国洪灾和旱灾
频繁发生, 1998年洪灾受灾达2229万公顷,成灾

1379万公项,经济损失达 2551亿元人民币, 2001

年旱灾受害面积达 2800万公顷, 有 2260万农村

人口和 1450万头大牧畜饮水困难。

彭珂珊/我国农业现代化深层次的问题及对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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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对策选择

为了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 我们必须审慎

地选择适合中国不同阶段现代化的战略和途

径。一方面我国农业内容广泛, 规模宏大; 另一

方面, 未来发展目标高远, 子目标间相互制约,

任务艰巨, 这就决定了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

路是一条异常宏伟壮观, 蜿蜒曲折的道路。为

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1 提高科技含量。要依靠科技进步及技

术成果和新材料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产

业的关键是必须把农业现代化建设转移到主要

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农业技术革命将以

生物技术为重点, 在新物种塑造、新快速繁育技

术应用、新农业工厂构造、新人造食品和饲料生

产、新生物能源开发和新的农业空间扩展等方

面推动农业现代化。要提高农民素质,愚昧和贫

穷, 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治穷必须治愚。要

想物质富, 必先要有作为致富决定手段的科学

文化。一是提高学龄儿童入学率,二是加强成人

教育,三是大力发展农村中的中等职业教育。到

2010年和 2030年,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

55%和 70%以上, 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农民占

农村人口的比重达 55%。要积极稳妥地建立农

业科研活动的市场运行机制, 提高农业科研比

重, 对现有的农业科研成果储量、质量进行摸

底, 清理和排队, 筛选出一批具有较大实用价值

的技术成果, 开发推广, 并建立完善的推广体

系。

2�2 推动城镇化水平。我国现在城镇化水

平只有 32%, 世界平均水平为 46% ,高收入国家

为 79%。要进一步加速农村城镇化,集中力量发

展县城建设, 吸收农民进城务工。并通过各种途

径, 促进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发展乡镇企

业,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扩大就业容量, 增加

农民收入, 提高农村购买力, 并为工业品开拓农

村市场和农业现代化积累资金, 进而加快城镇

发展的进程。1999年全国乡镇企业 2000多万

家,吸纳职工 1�25亿人, 创造增加值 7200亿元,

利润总额 5600亿元, 上缴国家税金 1750亿元,

农民 1/ 3的收入来自乡镇企业。农村经济和整

个国民经济相当大的份额是乡镇企业贡献的,

乡镇企业是农业现代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必

须加速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 关键是打破城

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土地使用、投资融资、各种

福利等体制对农村城镇化的限制。在客观上要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搞基础设施建设, 吸引乡

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

2�3 实现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必

须突破就农业论农业的局限性, 要拓宽农业的

发展领域, 向产前和产后延伸, 促进农产品增值

转化, 以公司加农户为主要形式的产业化经营,

是改变农业弱质地位, 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加

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有效途径。农业产业化之

所以能够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措施, 是

因为它能够解决我国现行农业经营体制下由于

农户经济规模小带来的种种弊端, 很重要的一

点是农业现代化能够在既定的家庭承包经营基

础上, 不伤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农

业现代化。

2�4 加强基础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

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物质投入, 也是农业现代化

建设最基本的条件和前提。因此, 继续加强农田

基本建设, 其中包括兴修水利, 平整土地, 改造

中低产田, 提高土壤肥力, 加强山区乡镇建设,

搞好退耕还林 (草) , 积极有计划地进行公路建

设, 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发水路运输。到 2010和

2030年,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将由目前的 55%上

升到 61%和 80%, 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由目前

的 30%上升到 50%和 80% , 中国农业现代化建

设主要依靠提高单位资源的生产力, 特别是单

位土地资源的生产力, 就需要实现高收入、高产

出、高效益, 实现持续集约经营。

2�5 建立完整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浙江省

金台市椒江区洪家镇政府成立 �现代农民服务

中心 , 下设一线三站, 即民情专线, 科教信息服

务站、土地流传中介服务站、农民办证服务站,

农民通过一线三站了解科技、市场信息, 进行土

地转承包和办证, 中心设有农民教育培训基地

和科技示范基地, 农民可自愿到基地接受培训,

基地聘请 20多位专家教授组成讲师团为农民

现代农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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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 经培训, 该镇已建起现代农民园区、葡萄

基地、湖虾养殖基地、花卉种植基地, 全镇 1667

公顷耕地已有 467公顷实现规模经营,机械化程

度高于其它地区, 农民的接受能力也强, 成为农

业现代化的典型。建立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保障, 由于现代化农

业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农业生产规模

不断扩大, 农产品商品率大大增加, 农业生产过

程的社会分工日益细化, 使农户生产对外界的

依赖性加强, 客观上要求更多的社会化服务。

乡、镇政府应根据农机站、农技站、科协、兽医

站、林(牧)业站、水保站的业务职能,在物质、技

术、信息、运输、销售等方面为农户提供服务。发

展农民合作组织, 通过能人带动培养一批骨干

力量,建立农业信息服务体系。

2�6 依法保护农业。动用法律手段, 确保

农业发展。为了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加

强法律保证, 贯彻执行 ∀农业法#、∀农业推广
法#、∀种子法#、∀土地法#、∀草原法#等, 不断提

高全民的法制观念, 形成全社会关心农业现代

化的氛围。一方面督促各级部门严格执法,强化

法律监督,依法打击各种犯罪行为。二是根据农

业现代化发展情况制订新的法律, 使农业现代

化发展有法可依, 违法必究。三是建立一支素质

好,业务过硬的执法队伍。

2�7 搞好环境保护。环境质量的好坏, 直

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中国农业现代化要实现双重目标,要求注重

合理利用自然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 加快农

业经济高速发展。一定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 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坚决禁止乱砍滥伐, 提

高森林覆盖率, 加快水土流失区、沙化地区的治

理, 基本上形成治理大于破坏的局面, 争取平均

减少水土流失面积 1330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到

2010年和 2030年提高到 20%和 25%。恢复草场

植被。禁止在林草区和沙化地区砍伐灌木及其

它固沙植物, 防止土地荒漠化。加强 �三废 治

理, 工业废水处理率要达到 80% ~ 90%, 建立环

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 提高环境保护在经济

决策中的作用, 改变增长方式, 发展经济, 保护

环境, 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 遏制污染发展趋

势, 实行绿色工程规划, 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宣战。重点发展生态农业,从整体论与系统治理

出发, 通过传统农业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机结

合, 实现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和资源的合理

利用。

2�8 加大投资力度。要搞好农业现代化的

基本建设, 最重要是确保资金的可靠性和稳定

性, 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运用行政手段、法律

手段和经济手段, 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加大各级

财政支农力度, 重新确定国家投资在农业投资

中的地位, 发挥国家投资的集中性、示范性、引

导性和调控性作用, 增加农业基础建设的信贷

投入, 鼓励多渠道向农业投入, 加大科技基金投

入, 健全国家、集体、农民和社会各界相结合的

投入体制, 广开投资渠道, 调整投资结构。引导

各种社会资金向农业流动。逐步形成以工补农、

以工建农、以工带农的机制, 适当扩大农民劳动

工积累,积极利用外资,加强农业投资立法。

2�9 加强宏观控制。各级各部门对农业现

代化问题要高度重视, 要加强领导, 建立目标责

任制, 各级领导要亲自抓, 负总责, 做到一级管

一级, 一级对一级负责。积极探讨农村税费改

革, 改变税费倒逼机制, 彻底消除 �三乱 政策,

改革乡镇行政管理体制, 精简机构和人员, 加大

监督力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合理调整农业结

构, 全面发展农林牧各业, 搞好计划生育, 提高

人口素质, 减少人口数量, 缓解人口与资源的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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