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文摘
加深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

《 人民日报》 1984年12月14日评论员文章指出，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除了人要吃饭这个原因外，

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农业能够向工业提供原料，

二是农村是城市工业产品的大市场。随 着 生产的发

展，特别是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发展，农业对工业的重

要作用逐步显露 出来。一方面，农业能够源源不断地

向工业提供大量原料，离开了农业的原料供应，许多

工业会成为无米之炊。这一点是永远改变不了的，因

为工业再发达，也取代不了农业，农业会创造出工业

无法创造的东西。我们目前轻工业原料的70%，是由

农业提供的。另一方面，经济发达的农村，是工业产

品的大市场，工业产品主要靠它来消化。如果没有农

业的高度发展，农民的购买力低下，大量的工业产品

就销售不出去，工业 生产就会萎缩，甚至会被窒息，

丧失再生产的活力。在国民经济中，农业是基础，工

业是主 导，两 者 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需要协调发展。

近年来，许多地方对农村产业结构进

行了初步调整，注意发展农村工业，使群

众尽快富起来。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在农村，

“无工不富”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重工

轻农，第一条还是“无农不稳”。农村无论什么

时候，都应以农林牧渔业为基础。农村经济要综

合发展，绝不是简单地创造新的工业区，而首先

是创造先进的农业区，创造先进的大农业，促进自

然界的良性循环和生态平衡，用先进科学技术、

工业化的手段生产出大量的 农产 品。党的十二

大提出的“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是一个整体概

念，既包括工业，也包括农业。如果农业上不去，

工业就会被拖住后腿，即使一时上去了也不牢固，

最后还会掉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国民经

济的发展，工农业产值的翻番，是建立在农业发

展、农业翻番基础之上的。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工

业、科学技术、国防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实现。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过去.我们坚持并

在实践中贯彻这一方针，很对。现在，发展商品

经济，改革经济体制，进行四化建设，仍然应该

坚持并在实践中贯彻这一方 针。随 着时间的推

移，认识的加深，“基础”的内容会不断丰富。但

这个方针是不容忽视的。

经济文摘

『
城
门
』 

 

『
寨
门
』

都

要

打

开

《

经
济
日
报
》

一
九
八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评
论
员
文
章

指
出
，
当
前
，
农
村
商
品
经
济
发
展
的
势
头
越
来
越
猛
，
以
城

市
改
革
为
重
点
的
经
济
体
制
的
全
面
改
革
正
在
开
始
。
一
个
城

乡
协
作
、
互
相
促
进
、
共
同
发
展
的
新
局
面
即
将
出
现
。
建
立

一
种
新
型
的
互
助
互
利
的
城
乡
关
系
，
已
经
成
为
建
设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社
会
主
义
的
一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方
面.

在
这
种
新
形
势
和
新
条
件
下
，
迫
切
要
求
从
事
农
村
工
作

经济文摘学会聚财之道

《 经济参考》 1985年 1 月 5日论坛指出，现在农民手里

开始有了点钱，虽不很多，加起来大约也有几百个亿。问题

在于学会聚财之道、用财之道、生财之道。

山西原平、河北武安、河南沈丘等县都很重视组织农民

集资，有的县筹集的资金达三、四千万元之多。群众集资目

的明确，见效很快。据浙江省 7个县 统 计，1984年集资2.7
亿元，一下子兴办起上万个新的乡镇企业。

集资能起联合作用、催化裂化作用。有一定的资金，就

可以 把各 种生产要素带动起来。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

合，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一大特征。近几年的实践证明，群众

集资，往往是以集聚资金为中心，带动资源、人才、技术、

劳力进行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综合过程，因此能迅速地形成生

产力，促进资金跨地区流动，带动人才和技术的扩散。
群众集资的这些长处，弥补了银行、信用社目前还没有

解决的体制上的限制，受到农民的欢迎。当然，有些地方群

众集资也存在盲目性，需要加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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