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农业份额相当低的发展阶段，农

业的要素贡献也不会消失。最后

看“市场贡献”。这个问题的答案

十分显而易见，结论也是直截了当

的：一方面，只要有农民存在，其作

为消费者必然占有非农产业的一

个份额；农民收 入每增加一定幅

度，其购买的非农产品数量，也相

应于其收入的需求弹性而增长；另

一方面，既然从长期来看，农业人

口的比重趋于降低，这个人口部分

所购买非农产品的比重也必然趋

于降低，农业所做的“市场贡献”也

相应减少。
（摘自《经济纵横》1996 年第 7

期 作者：蔡 昉）

文摘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

三大根本问题

人口问题。由于农村人口过

多和资源不足，造成农村劳动力的

严重过剩。一方面是劳动力资源

丰富，如果能利用好这个丰富的资

源，使之得到合理配置，就可以 收

到巨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由于

它与同样作为生产要素的生产资

料比例失调而造成闲置和浪费。

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一是控制总

量；二是提高人口质量；三是合理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土地问题。我国虽然国土辽

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却是一 个土

地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耕地严重

不足且有 日益减少的趋势。保护

耕地，一是要建立和规划基本农

田、粮田的保护区；二是通过立法，

制定最低限耕地保护制度；三是加

强建设用地审批管理；四是尽快开

发宜农荒地。
粮食问题。粮食问题涉及改

革、发展 、稳定的大局 ， 保证粮食供

给，应做到：首先要确 保耕地和粮

食播种面积，调整粮食品种结构；

其次要进一 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增加农业投入，推动农业科

技进步，提高粮食单产；第 三要提

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摘自《中国改革》1996 年第 7

期 作者：王瑞璞 陈高桐）

文摘
外商投资的特征

及存在问题

从 1991 年—1995 年，我国实

际利用外资累计达 1147 亿美元，是

以往 10 多年利用外资总额的 6倍。

在总量增长较快的同时，90 年代以

来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一些新特

征和新趋势。
一是跨国公司投资增多。世

界前 500 家大跨国公司中，已有近

200 家来华投资。二是外国投资者

对与国有企业合资或收购国有企

业表现出很高的兴趣。除了单个

企业合资外，还出现了由国外金融

资本和大跨国公司一 次性投资收

购同行业若干国有企业、甚至某一

地区全部国有企业等方式。三是

外商投资领域扩大。资金技术密

集型的 、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项目

明显增多，基础设施项目开始成为

外商投资的热点。以 往不允许外

商投资的外资金融机构也已 在华

设立代表处达 519 个。
大规模利用外资也引起一些

需 要认真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第

一，跨国公司选择我国行业“排头

兵”进行合资，使国内技术开发能

力下降，部分原有名牌被挤出市

场。第二，在某些行业里，较大比

例的市场由外方控股的合资企业

占领，但出让市场并没有换回先进

技术和增加出口能力。第三，对国

内一些优势企业造成冲击，改变了

正在进行的产业重组过程。
（摘自《经济日报》1996年8月5日）

文摘
产业型开放模式

产业型开放模式是以某些精

心选择的产业为单位，借助对外开

放政策，沟通本国经济同国际经济

之间的物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的高

效循环的开放模式。产业型开放

模式的特征是：根据经济发展和产

业结构高度化的需要，选择优势产

业发展出口贸易，选择劣势产业吸

引国外生产要素和管理方法，实行

倾斜的宏观经济政策，自觉参与国

际分工与协作，借助国际市场机

制，形成国内产业同国际市场之间

的“进——出”循环及其动态平衡。
产业型开放模式的特点是：以技术

或产品的同一性进行划分，属于技

术性开放，由微观企业唱主角；是

一个产业的全国性开放，经营比较

集中，经济发展可以 在内涵扩大的

基础上增长，属于集约性开放。产

业型开放是一种高层次上的对外

开放模式，它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

大趋势，我国若及时从区域型开放

转向产业型开放，运用开放某些产

业这种手段来 主动地调整产业结

构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对国

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积极的影

响。
（摘自《经济与管理研究》1996 年第

3 期 作者：毛克贞 吴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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