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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

根本问题

方 摘

李命志同志在 1995 年第 6 期

《经济学家》上撰文，指出了当前制

约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

第一，劳动力与土地之间的比

例严重失衡，人均土地占有量过低。

目前我国 人均耕地面积约 1.4～

1.6 亩，每 个农 业劳动力拥有土地

3.6 亩，种植劳动力实播面积为 5.3

亩，每户大约 10 亩左右。而且总的

趋势是人口增加，土地锐减，人均占

有量土地会进一步下降。这 一困境

的后果是：（1）人均拥有物质生产力

太低，不可能取得较高的人均产值

和收入；（2）土地过度耕作，肥力下

降，环境被破坏，土地的边际收益下

降。

第二，土地不能自由转让，生产

经营规模过小，劳动生产率低。在产

业竞争中，农业如果要取得有利的

比较利益的话，离不开规模化经营。

我国现状是：（1）由于土地使用权不

能转让，每 个生 产单位拥有的土地

十分有限，得不到规模报酬。（2）在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农村其它

产业流动的同时，有了其它收入来

源的农民不再用心种地，土地出现

荒芜，而引进有种地专长的农民并

不能扩大经营规模，造成资源的浪

费。（3）由于经营规模小，人均收入

和积累低，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无

法在农机、化肥、农药和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农业科技等方面进行较多

投入，农业基础薄弱的问题没有好

转，农业对现代科技的利用程度也

提高很慢。（4）小规模生产使提高价

格的效用不能很好发挥。（5）进入市

场的能力弱，农资购买和产品销售

成本较高。

第三，农业专业化分工协作落

后，经营活动的市场化、组织化程度

低。近年来，农村的第 二、第三产 业

有了很 大发展，但围绕农 业特别是

粮棉生产并为之进行信息、技术、运

输、仓储、购销等方面配套服务的组

织却发展缓慢。原有的一些官办的

机构由于不适应推行承包制后形势

的需要，逐步解散了，保留下来的力

量也大大削弱 了，与此同时我们并

没有发展起真正属于 农民自己的类

似组织。

第四 ，农产品价格机制不合理

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价格关系反

映的是 一种利益关系，各国经验证

明，在市场经济的农 业是需要政府

的保护的，因此在发达国家，政府往

往在尽量发挥 市场调节作用的同

时，通过最低价格来扶持农业，保护

农民的利益，而我们的政策取向却

恰恰相反，往往是通过制定最高限

价和对消费者进行补贴的办法来鼓

励需求，抑制生产。这充分反映出政

府在处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利

益关系时，并没有对农业和农民给

予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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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落后在哪里

西部经济发展落后突出地表现

在以下 几个方面：

1. 经济基础薄弱，工农业生产

发展速度缓慢，国家信贷政策难以

落实。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中

西部地区没有 一个。2.民族地区是

计划经济 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宠儿，

生产的发展，商品的供应都长期依

赖于国家计划的安排，甚至连人民

的生活，都要靠国家计划的安排。同

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

重，特别是目前要发展市场经济，对

广大民族地区来说，面临的制约因

素是相当多的，诸如信息不灵、交通

不畅、生产力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

理，工农业基础薄弱等。 3. 客观存

在着梯度推移效应。在我国，客观 上

存在着东部、中部和西部 三级经济

梯度差，国家在长期的经济结构调

整中，大体上表现为自觉不自觉地

利用梯度差的经济势能，按照东、

中、西的顺序进行投资安排和建设

项目的布局。除了“三线”建设时期，

我国基本上实行的就是这种梯度推

移的经济发展战略。其结果，资金不

断地大量聚集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

区。4.资金产出效益欠佳。突出表

现在“两少”、“一慢”。“两少”即百元

固定资产实现的产值少，百元资金

实现的利税少；“一慢”是指资金周

转慢。5.产业结构不合理。丰富的

资源虽也得到开发，但由于企 业规

模小，专业化程度低，工艺水平差，

未能形成拳头产品，难以占领市场；

加之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人口

少，市场容量小，造成巨大的资源潜

力与狭小的区内市场的矛盾。另一

方面，在西部地区已形成的产业结

构中，同构化现象突出，没有形成阶

梯式的产业群体。在西部地区工业

生产中，工业生产基本上是以资源

初加工为主的资源型工业结构，一

般重工业比重大于轻工业比重。在

企业组织结构中，西部地区全民所

有制工业比重大，占 75% ，非全民

所有制工业比重小，只占 25%。在

农村经济结构方面，突出的问题是

乡镇企业发展滞后，尤其是农村工

业发展滞后。6.积累能力低。西部

地区企业经营水平比较低，经济效

益普遍较低，由于企业经济效益低，

西部九省的财政普遍收不抵支；而

东部七省，财政收不抵支的只有三

省。

（摘自《中国改革》1995 年第 12

期 作者：李 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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