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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重农”政策面临的三大转变 

传统“重农”政策面临的三大转变 
 

.温锐 
 
 

中国自古有“重农”的传统。新中国建立后，重视农业更是置于我们国家现代化
建设的基础地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上。然而，历史与现实的情况并不尽人
意。正如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最近所说:重视农业的问题“中央反复强调”，但这个
“要求落实得不好”，“存在的问题较多”。显然，政策与现实之间有着巨一大的
反差。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强农业，提出了保证主要农产品稳定增长和农
民收入有较快增加的二大任务。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如何真正解决“农”字
得到重视的问题。检讨以往重农政策的经验与教训，我以为，我们必须走出传统重
农政策的误区。传统的“重农”政策面临实现三大转变。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重农”要由立足于由原来的重视对主要产品的占有，转
变到重视农民上来，即转移到重视农民地位的改善和给农民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上
来。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粮棉是特殊商品，所以
“重农”自然都成了历代政府的基本国策。然而，事实告诉世人，传统重农政策的
突出特点是重在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的占有上，而不在重视农业生产的主体即广大的
农民身上，不是重视农民这些农村中最活跃的生产力，因而政策的执行中总是忽视
对农民地位的改善和给农民以公平的机会。结果是，“重农”之下，农民在整个社
会中地位最低①，当社会各阶级利益发生冲突与矛盾之时，农民的权益往往被忽
视。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政府政策上和宣传上加强和重视农业是有目共睹
的，但结果却是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在国家基建投资总额中的比重逐年下降②，
农业的信贷总是难以到位，农业的投入老是被挪作它用③;就是搞市场经济，也是让
农民走“市场经济的投入，计划经济的产出”之路。古代的“重农”是“驱民耕
田”，当代的“重农”是人人不愿务农，“跳农门”几乎成了农村青年的主流，以
致出现犯错误、受处罚则叫你当农民的现象。于是乎，历史上就有了“重农”农民
贱的问题，现实中就有“政策落实不好”、-p号农业”的问题，“重农”政策几乎走
向了它自身的反面。显然“重农”政策与实际情况的这种巨大反差，关键是重农政
策指导思想上的立足点有问题，是农民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
正视，历代重农政策中，其指导思想上存在农民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为今之计，
我们的重农政策，必须尽快从指导思想上把“重农”由重视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的占
有转移到重视农民利益上来，要立足于重视农民地位的改善和给农民以公平章争的
机会。唯此，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实现农业生产的稳定持续发
展。 

其次，在传统重农政策中的保障农民权益的措施上，要由侧重政策、法令条文上
的保障转变到政策、法令与农民自身保障功能的有机结合上来。 

众所周知，政府具有广泛的社会包容性，其基本功能是调节好社会各阶级的利
益，促进社会稳定、健康地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维护保障广大农民的利益无疑
更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基本宗旨。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三乱”风起，农民
负担重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党和国家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的负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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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五申整治“三乱”，减轻农民负担。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治乱”、“减
负”的政策、法令、条例更是纷纷出台，可谓声势浩大，雷励风行。一时间，国家
22个部委先后取消了450项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各省(市、区)相继取消的同类项目
和文件则达27,00多项④。农民手中还拿到了被称之为“明白纸”的“农民负担
卡”，一些地方则成立了“农民负担巡回法庭，以杜绝农民负担的加重⑤。然而，
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一方面，通过“治乱”、“减负”，保障农民利益的措施取得
了可观的成效:另方面则是“农民负担回升”、“加重”，“三乱回潮”⑥。这种政
策、法令与现实情况的巨大反差的原因何在呢?关键是农民利益的保障光有政策、法
令等纸上的保证，而无农民自身保护功能与之结合。在当代中国，社会各阶级、各
阶层中，唯有农民没有代表自己的组织，就连个别地方根据中央“减负”、“治
乱”政策而成立的“农民负担咨询服务部”，也被当地政府勒令关门⑦。于是，本
来就文化水平相对落后又一盘散沙的农民，其自身的保护功能就更加弱化。他们面
对以权谋私之徒，往往是既无办法也无力量运用政策、法令来保护自己。这样，在
农民权益的保障上，国家的政策、法令虽好，然而执行起来就只能总是打上折扣，
甚至完全“变了模样”，农民利益的保障就难见实效了。因此，重视农业，必须重
视农民权益的保障;而重视农民权益的保障，其措施上就不能光重视政策、法令的制
订，而要同时重视农民自身保障功能的建立。重视农民利益保障的政策，当前应该
尽快实现政策、法令的保障与农民自身保护功能有机结合的转变，要使农民们建立
起能够维护自身权益的组织，使农民有可能有力量利用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来维
护自身的利益，抵制以权谋私的各种违法者。只有这样，农民的权益才能得到切实
的保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够得到真正发挥，“重农”才会导致农业及整个农
村经济的发展。 

第三，在传统重农政策中的农村教育上，要由原来的片面重视应试升学教育，转
变到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重和重实用型、素质型教育上来，要重视对广大农
民重教、重学优良传统的正确引导。 

在中国的“重农”传统中，同时并存的则有农民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文化知识
就是力量，再穷的人家也要送子女上学读书，这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又一奇观。新中
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农民的文化教育更是格外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
进一步确定了“科教兴农”的战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长
期以来，中国农民重教、重学的目的是应试及弟，“学而优则仕”;而进入近代以
来，由于城乡与工农差别的扩大，学文化又成了农民子弟“跳农门”的敲门砖。多
年来，我们的教育结构长期不合理，教学内容城乡千篇一律，农村教育严重脱离实
际;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各种检查评比标准，重应试教育，轻实用型、素质型教育，
促成了农村青年学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进而为农村青年“跳农门”推波助
澜。但是，严酷的事实是，农村学生能够升入大、中专学校学习的人数毕竟是少
数。多数青年学生初、高中毕业之后，仍须留在农村务农。从当前农村社会与经济
发展情况来看，农村需要大量的具有一技之长的初、中级科技人才。农村教育除向
高一级学校输送生员之外，更主要的应是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适应农村经
济发展需要的初、中级科技人才。然而，由于农村教育也围绕着应试升学教育的指
挥棒转，置大多数无法升学的农村学生于不顾，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或冷落了农
村更为急需和重要的职业教育，造成在农村就地就业的大量初、高中生，既无一技
之长，又卑视农村与务农，而被迫务农之后，根本无法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
这不但是农村极为有限的教育经费的极大浪费，而且也极大地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素
质的提高和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快速转化。它既不能与“科教兴农”的战略决
策相适应，与重视农业的目标也是背道而弛的。因此，重视农业，就必须重视农村
教育的综合改革，尤其是农村中等教育，要把重点放在职业技术教育上，重视农村
学生的素质型、实用型教育，使农村教育能为农村培养出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
初、中级人才，从而使“重农政策”与农村经济的发展能从提高科技含量上和人才
素质上得到保证。这里关键的是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要重视对农民“重教”、“重
学”优良传统的正确引导问题。可以说，农村教育实现由重视应试升学教育到基础
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重和重视实用型、素质型教育的转移，已是政府当今“重
农”政策中十分迫切而关键的问题。 

走出传统“重农”政策的误区，实现“重农”政策的三大转变，“重农”就会在
指导思想上立足于重视农民，农民的权益就能得到切实的保障，农民的素质就会大
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潜力就会充分地发挥出来，农业以至农村经



济发展的综合力量就会大大增强，党和政府关于加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实现增长的二
大任务也就会变为现实。 

 
注释 
①农民的社会地位低下，这是人所共知的。据《中国改革报》最近报道，一项在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职业社会地位的调查，结果农民的社会地位还是最
低。见(报刊文 

摘》1996年4月15日。 
②《中国信息报》1994年12月30日。 
③《农村工作通讯》1994年第12期，陈锡文文。 
④《江西日报》1994年7月29日。 
⑤《大众日报》1994年12月28日。 
⑥《半月谈》1995年第16期;《中华工商报》1995年4月12日。 
⑦《中国青年报》1995年5月13日。 
 
该文发表在《农村发展论丛》1996年第3期（总第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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