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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注重区域差异化

作者：张新宁    发布时间：2010/04/27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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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辩证法的精髓。农业现代化更应体现这一原则和方法论。这是因为，作为有生命的农业比之工业具有更加突出的地

域、气候、耕地质量和作物品种自身的差异性，既利用共性的东西，更要突出个性的特色。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当然需要

借鉴国外经验教训，但也更应突出自身的特殊性。与此同时，不同地区又要进一步注重自身的优劣条件，走出多样化的路子。分层次实现个性

与共性的辩证统一，重点在突出差异化、特色化。这样，有利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的要

求，有利于推进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的发展，有利于优化农业区域布局。 

 

一、借鉴国际经验教训找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路子 

马克思曾经说过：“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和前提。” 

这是一条基本的经济法则。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农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粮食

年产量从l949年的l亿吨增加到2008年的5亿多吨。2008年全国棉花总产量达到近750万吨。比l949年增长了l6倍，产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2009年遇到历史罕见旱情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我国粮食产量再获好收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粮食总产量

居世界首位，基本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为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到了关键的时刻。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路子究竟怎样走法，还有不同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矛盾

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毛泽东指出：“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

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既有整个农业经济的普遍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而，

在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农业现代化经验和教训时，必须把着重点放在找寻符合自身国情的特殊性上。 

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各个国家根据自身的国情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大体可归纳为“节约劳动

型”模式、“节约土地型”模式、“中间类型”模式等三种类型。“节约劳动型”模式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耕地充足，农户经

营规模大(户均耕地l500--3000亩)、工业发达、劳动力缺乏，其农业现代化的特点是先实现农业机械化，然后再转向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及化肥

的应用，实现生物化学化和信息化。“节约土地型”模式以日本、荷兰、韩国为代表，耕地少而散，农户经营规模很小(户均耕地15-45亩)，农

产品供不应求，其农业现代化的特点是先在农业生物技术方面实现突破，然后再发展操作机械化、生产精确化，政府对农业投入较多的“保

护”资金。“中间类型”模式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既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人均耕地又不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多，农户经营规模

中等(户均耕地225-450亩)，农业现代化的特点是把良种化、生物化学化、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西方国家发展农业现代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突出的一条是它的工业化使得产业结构畸形化和农业边缘

化，农业成了一条短腿。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农业化学化”和“石油农业”。“农业化学化”不仅导致农民放弃了传统的有机农业措施，他们

不再施用有机肥料，而且将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作物秸秆也全部当作“废物”烧掉，致使土壤因有机质严重缺乏而加速变成了不毛之地。“农业

化学化”也使广大农民过分依赖化肥和农药，事实上真正被作物吸收的化肥不足三成，其余部分都被冲进水体，渗入土壤，或挥发进入大气，



严重污染了水土和空气资源。特别是在急速发展的温室蔬菜及其他高价值农产品的生产区域，化肥及剧毒农药的过度使用。还严重地毒化了土

壤及农产品，直接威胁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和发展。西方“石油农业”大量使用以石油产品为动力的农业机械，大量使用以石油制品为原料

的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不仅加剧了能源危机，而且会破坏所有有利的土壤微生物，频繁改变土壤的酸碱值，进而污染物会进入地下水和

溪流，污染地下水质和大气层，与低碳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 

现在整个人类都面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尤其应该先行一步。从认识的方法论上说，我们不能把大工业的组织形式简单地搬在农业

上，必须认真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并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沟通。早在20世纪伊始，列宁就说过：“农业有许多绝对不能消除的特点(如果把在

实验室制造蛋白质和食物这种过于遥远和过于不可靠的可能性撇开不谈的话)。由于这些特点，农业中的大机器生产永远也不会具备工业中大机

器生产的全部特点。”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气候地理条件十分复杂的农业大国中，照搬西方主要依赖机械化的固定模式是不利于农

业生产力发展的。对此，邓小平专门强调：“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和苏联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适合中国国

情的道路。”大致上说，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当突出应用综合技术，走精细化、集约化、高产化、生态化的路子，也就是中央提出的“高产、优

质、高效、生态、安全”五项高标准，着力克服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矛盾，还要特别注重区域间的差异化，因地因时制宜。这方面我国已

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逻辑顺序和层次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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