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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国农村发展中存在着许许多多急待解决、尚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实践问
题。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华南农业大学作为全国1000多所高等院校中的国家农林经济管理重点学
科所在院校�作为国家农业农村问题的研究基地、决策咨询基地之一�由本校经济贸易学院主持举
办“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论坛�意义很大。我们热切地期待�这届论坛�在“百家争鸣”、自由探讨中�
产生一些关于更好地解决中国（及广东）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好思路、好观点、好意见。

本月初�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等几个单位�在昆明举办了第三届全国“村长论坛”。好多位负
责同志�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西部开发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司、国家发改委农村司、国家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等单位的同志参加了会议。因此�这届昆明论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
农村政策研究的峰会之一。在会上�我们获悉了这样一个信息：2004年�国家将采取一些措施支持
农业农村的发展�如�对粮食生产环节、农民购买农机具进行财政补贴；进一步退耕还林�支持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农村信用社�试办政策性的农业保险；调整征地政策�善待农民工�等等。从我
们知道的情况来看�这些政策措施是农村改革开展以来�全国广大农业农村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
通过不断实践、研究而形成的�当然也参照了国际上的一些成功与成熟的经验。我们高兴的是�一
系列正确的研究意见�正在逐步进入党和国家的高层决策。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也就是“三农”问题�可以说一直困扰着各级领导。农民收入问题�农民
权益问题�农业富余劳动力和人口的战略转移问题�农村税费问题�土地问题�农业的财政与金融
政策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农业生产布局与结构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问题�等等�仍然是当前的热
点、难点问题。我个人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瞻前顾后”�上下左右、里里外外协力�采取综合
措施才能解决。任何急功近利、“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思路和行为�都是无济于事的。同样�在理
论和政策研究方面�我认为�应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肃严谨的态度�坚持科学的理论体系�切忌
“跟风”�不要去附和一些不切实际的时髦的口号；尤其是�当某些媒体在大吹特吹某个口号时�我
们需要冷静地进行必要的思考。

十年来�关于“三农”问题�有几个口号宣传得特别多�如“三高农业”、“农业市场化”、“公司＋
农户”、“农业产业化”。“三高农业”指高产、高质、高效农业�是从高产、优质、高效的提法演变来
的。1992年�国务院在广东召开农业会议�提出�“农业要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会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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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宣传“三高农业”�持续了好多年�去年以来宣传少了一些。不能说“三高农业”这个口号本身
有什么错�但是�在实践中�一些人包括有的政府机关人员对其作了不大正确的阐述和片面的指
导�似乎什么样产品的市场价格高（某一个短暂的时期）就种养什么。结果呢？广东荔枝的黑叶等
品种�以往每斤几元、十几元以上�去年每斤卖几毛钱�或一元多�广东话叫“烂市”。河源市种的最
多的“布林”�开始时每斤一元多�近年卖一毛多�还不一定卖得出去。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不
是说农民不应该种这些�问题是�一哄而起�片面强调�往往物极必反。所谓“公司＋农户”�这个提
法不是90年代产生的�80年代就有了。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和政策环境下�加上那个时候农村改
革已几年了�一些农产品多了�出现暂时的卖难现象。作为解决农产品流通不畅问题的一种方法�
“公司＋农户”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绝大部分“公司”并不是具有农业、农民合作性质的公司�许
多是不向农民、不向社会负责任的公司。在不少地方�“公司＋农户”并没有发展起来�或者一时搞
起来但很快就销声匿迹。这使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问题又再次被提出来�国家和省的有关
文件中就写了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条文。由此看来农业合作经济理论有进一步研究的必
要。

“农业产业化”的口号也是这样。本来�农业本身就是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部门之一�那为什
么提“产业化”呢？我想主要不外乎是为了改变过去农、工、贸分割�农民得不到应得的利润的那么
一种状况；提倡农、工、贸一体化�种、养、加一条龙�产供销互相联结、衔接�使农民在农业商品生产
的全过程中�得到应得的利益�这是最主要的。同时�也可以包含这么一种意思�农业的一些科研
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新品种经过试验、表证以后�进入经济生产�要“产业化”。简言之�就
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本来�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有其固有的规律�也有不少现成的、成熟的经
验可以借鉴�可是�认为“三高农业”、“农业产业化”等口号或提法�就可以涵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诸多方面�这难免简单化了。其实践的结果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甚至产生了负面作用。
　　由“三高农业”、“农业产业化”两个口号、两个提法�我们联想到其他方面�特别是农业结构问
题。中央文件讲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本身是正确的。这是参照“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
提法而提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理解得不够好�也会产生偏差。农业结构调整的口号早在上世
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那么�当前�要调整什么？再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了。大家记得1994年前后“棉花大战”的事吧。1994年�全国棉花“紧缺”�很多企业“抢购”�纷纷
上纺织纱锭�国家收购（通过供销社）不到�农民惜售。怎么办？1995年初�在起草当年的农业文件
期间�姜春云、陈俊生、温家宝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们几个�以陈耀邦同志为
负责人的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也参加了�听取了若干省同志的意见。当时�江苏省农业厅厅长提了
一个建议：由中央帮助�在新疆建立优质棉花基地（新疆气候条件可生产优质的长绒棉）。这个意
见被采纳了�实施了。可是�结果怎么样？很快�全国棉花出现过剩�新疆的棉花也出现“卖难”。
同时�全国压纱锭�在广东�不少工厂出现了砸烂一些纺织机械、坚决压产的情况。这些事情�难道
没有经验教训和理论政策问题可以总结、研究吗？有的。这些年来�许多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剧烈
波动�反反复复�折腾一年�农民收入马上降下来�有的好几年都上不去。这到底是什么规律在支
配？应在理论上加以揭示�并在政策上采取有效的措施。仅仅简单地说价值规律或市场经济规律
起作用�是远远不够的。

粮食问题也是如此。几年前�粮食显得有点过剩�库存大量增长�吉林、河南等省尤甚。几年
过去�现在�粮食问题又显端倪�“信号”已发出了（局部米价上涨）。我们国家经济有两大安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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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是能源�主要是石油�没有战略储备；二是粮食�“牵一发动全身”。粮食安全�今年没问题�明
年没问题�后年就难说了。全国粮食年消费约1万亿斤左右�即13亿人×800斤／人；800斤是“科
学标准”�其中口粮约500斤�其余转化为动物性产品�每人每天摄取2400千卡�75克蛋白质�25克
脂肪。现在粮食年产8500亿斤左右（原因多多�包括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这几年是挖库存。不说�
一般也可以分析出来�如再不能增产�问题就来了。但按目前的政策环境和生产条件�增产难度较
大。所谓政策环境、生产条件�指农民积极性、耕地面积及生产保障条件、技术条件。目前技术上
仍以常规育种为主�搞点航天育种；基因工程也在进行中�力求寻找能大幅度增产的基因�我校农
学院、生命科学学院都在搞�但尚未取得突破。从种种条件分析�全国粮食年产达不到万亿斤。那
么进口吗？《参考消息》报道�全世界有8亿多人挨饿。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将产生什么结果？肯定
导致世界市场的震动。所以�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搞农业经济科学的人�不能将粮食问题
忘了�它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土地、农业经营制度、国家农业政策、世界贸易形势、农业劳动生产
率、农产品成本价格�等等。

我们要冷静思考些问题�不要被若干时髦的口号所左右。又比如目前大力宣传的“发展县域
经济”和“城市化（或城镇化）、工业化”问题。发展县域经济�早就提出来了�而江泽民同志在高州
的讲话�今年省委张德江同志的讲话�又讲了�讲得很好。1998年李长春同志赴粤工作不久�我给
他写了一点建议�说广东理论 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此问题的研究尚 薄弱�可以说整体没怎 么研究�
没“入门”。诚然�广东也 有不少 同志在 研究此问题�只不过没怎 么公开发表言论 。李长春同志当
时批转 了我的建议 信（后来开了山 区座谈会）。最 近�有几篇文章�依 我看�还没触及要害。要害是
什么？是行政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当然也 包括国家的某 些税收政策。我今天不展开谈这个
问题了。

关于城市化（或城镇化）�1999年中央、国务院 发了文件。党中央、国务院 就推进城市化问题�
专门发文件�是解放后的第一 次。这个文件是很好的。我们都知道中国城市化滞后了�农村农业
农民存在 那么多困难、难题�许多问题的根子 都可从这里去找。我们在 几十年中实行了一 套将农
民局限在 农村、农业 上 �局限在 土地上 的政策。时至今日�要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就要跳出“三
农”范围�不能就“三农”论 “三农”�那样就是兜圈子 �会进入“怪圈”。出路何在 ？就是要搞城市化
（或叫城镇化）。但是�搞不好�“城市化”这个本来正确的口号也 可以被歪曲而变成在 新时期、新阶
段剥夺农民、削弱农业 、掠夺农村的口号。我说得是尖锐了一 点。为什么？对于一 些人来说�他搞
的所谓“城市化”�就是大量地、低价地圈占农村、农民的土地；有些政府行为就是将许多本来应留
给或配置给农业 和农村的资 源 （尤其是财政与信贷资 金）拿走了�拿到城市�这些情况已经发生了。

问题谈到这里�又回到城乡关系中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这是很正确
的。统筹城乡发展这个问题�农业 农村理论 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也 早 有研究�现在 终于形成“最 高
决策”。在 中央的有关文件中�还讲到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这个词语�本来是
发展经济学的一 个名词术语�现在 进入了中国的最 高决策文件�是大好事。问题是各级的许多干
部读懂这个词语了没有�会不会像一 些农民不懂“三高农业 ”这个词一 样。如英德的一 位村长�将
“三高农业 ”理解为“山 高农业 ”�说“山 很高呀”�指高山 上 的农业 �闹出笑话。因此�各级干部的培
训和Y 教育是个大问题�因为不仅搞工商 业 、财税的�就算搞农业 农村工作的�都不一 定了解和理
解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经济贸易学院 开办了一 个“政策科学”专 业 �在 省内是首个�全国院 校中也
许也 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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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化”这个口号�也 会被歪曲的。难道我们五十多年来不是一 直在 搞“工业 化”吗？问题是
搞什么样的工业 化�怎 样搞工业 化；是剥夺农民利益的工业 化�还是城乡协调、统筹发展的工业 化？
这又涉 及现代化道路的理论 问题。当然�在 我们这个社会主 义 国家�工业 化初期�向农民拿点利
益�拿点钱�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 工业 化的什么阶段不应向农民拿钱？这涉 及到工业 化发展阶
段的划分。我记得多年前�原 西北农业 大学的一 位教授�论 述过这个问题�说工业 化的起始阶段会
向农民拿点钱�要索取农民的利益�而工业 化的中期就不应该了�工业 、农业 要自 我积累、自 我发
展；后期即工业 化完成阶段�就是工业 “反哺”农业 的问题了。那么�我们现在 处于工业 化的什么阶
段？广东�算是工业 化进程较快的吧�但并未真正实现工业 化。可是�好多年以前�就有所谓的“专
家学者”说什么广东已经工业 化了�F F 。到了1998年�在 省的第九次党代会上 �会议 简报登了李
长春、卢瑞华同志的发言�指出广东尚 未完成工业 化。看来高层领导是清醒的�反倒是我们有的干
部和“专家”在 那里胡吹。几年前有人在 《南方日报》第一 版发表文章�说什么广东的交通已基本现
代化�仅仅凭珠江三角洲公路密度达80Km／100Km2以 上 （其中东莞、顺德达“90”至“100”以上 ）就
说“现代化”了。那珠海为什么说还要大搞交通尤其是对外交通呢？我们高兴地看到�广东省委、
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对此十分清醒�包括针对农村现状 �提出大搞公路、防洪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
为经济腾飞打基础�我认为这是抓 到点子 上 了。

农村农业 的现代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当然不止交通水利问题�还有教育问题等等。同时�
有一 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就是土地整理尤其是农地整理。农地整理包括农业 产业 道路的开
拓。“产业 道路”一 词在 台湾被普遍使用（广东近年叫“经济路”）。台湾是搞得成功的�他们有的称
之为“第二次土改”（台湾“行政院 ”农委会原 主 任说的情况）�是台湾农业 现代化的基础条件之一 。
这里面有许多理论 与政策问题。实践方面�咱 们国家浙江已有一 些经验�广东也 有点滴经验。

关于土地问题�这篇文章大得很。要坚持“永包制”�农民承包地“生不补�死不减”�按市场规
则 流转 �促进农业 富余劳动力的战略转 移和农业 规模 经营的逐渐形成；不能搞“三年小调整�五年
大调整”。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既不是国有化�也 不是私有化�而应是“集体所有制”下的“永包制”。
农村土地�农民的经营权、使用权是“有价”的�但这个“价”如何确定�又涉 及一 系列理论 政策问题�
包括地租 理论 等等。一 鼓励投资 �二鼓励流转 。

今天�我说多了�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总之�希望这个“论 坛”连续不断地办下去�不断
地探索�不断出成果�拿出高层次的决策咨 询意见。农村经济理论 作为一 个学科�是大有前途的。
十多年前�有的同志说过�“穷国的经济学就是农业 经济学”。这句话有道理也 有点绝对了�但农业
农村经济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穷的时候�要用农业 经济学；富了�仍然需要农业 经济学。我
以一 个党务工作者、老农业 农村工作者的身份�希望我们的同志们中间�我们的教授中间�产生出
理论 政策研究的杰出代表。我们希望�在 “论 坛”这个舞台上 �“多路精英”畅所欲言�活跃 气氛�博
采众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将一 些基本理论 问题进一 步搞透。情况千变万化�但基本问题
就是那些。我相信大家一 定能为进一 步解决“三农”问题�为进一 步发展农业 经济学�贡献自 己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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