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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症结与出路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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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三农”问题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在历史

形成的二元社会中，湖北农村进步、农业发展和农民小康的相对滞后，

影响着湖北新型工业化的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纵深发展。近30年来，湖北

省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从治标到治本，

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依据和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对策建议。 

     一、从宏观到微观，提高科研工作的针对性 

     

湖北省社科院早期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有三个主要特征：以

理论研究为主、以研究宏观问题为主、以专家学者的自发研究为主。在

这一阶段，科研工作主要是从宏观上对中国三农问题 进行阐释。如夏

振坤主编的《中国农村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著作；发表和提交的

《农村经济十年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农村改革十年》《再论中国

农村的改革与发展》等论文，都是从基础理论研究的角度，对全国性的

问题进行宏观上的探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研究的深入，湖北院开始对农业发展模

式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开始涉及到湖北省的具体问

题。如夏振坤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模式探讨》等著作，脱离了宏观政

策研究、宏观理论研究的模式，开始对“三农问题‘中的具体方面进行

研究。特别是《湖北省农业问题的战略对策》一文，这是湖北省社科院

专家学者对湖北农业的现实问题开展的应用对策研究，1984年获得了省

科协的“优秀论文”奖。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湖北院重点对湖北“三农问题”的微

观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1992年11月，湖北省社科院专家夏振坤、

周景堂、廖丹清、陈文科等人到监利县进行专题调研，撰写了《我国老

商品粮基地县的困境及其振兴对策》一文，对监利县农业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提出了振兴老商品粮基地县的具体对策

建议。专家深入到第一线，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研究，研究成果在学术

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2年第26期刊登了这

一研究成果，专呈党和国家领导人参阅。 

     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提高了“三农问题”研究的针对性，也为

90年代对湖北”三农问题”进行系统的应用对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二、从抽象到具体，提高科研工作的实效性 

     

尽管“三农问题”的研究开始实现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但怎么研

究？研究什么？以什么为主？这些科研方面的导向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

明确。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院领导班子提出了“四兼顾、四为主”的办

院方针，即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兼顾，以应用研究为主；经济

与政治、文化研究兼顾，以经济问题研究为主；现实与历史问题研究兼

顾，以现实问题研究为主；地方性与全国性及国外问题的研究兼顾，以

地方性研究为主。据此，农村经济研究所积极开展了开门办院的探索，

并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 

     1993年12月13日，湖北省社科院与省农委共办的“湖北省农村改

革与发展研究所”成立，省委第一次提出了要把湖北省社科院办成“省

委省政府的智囊团、思想库、参谋部”的目标。同时要求，新型研究所

要办出新的特色，在研究方法上，应以实证研究、应用研究为主，多出

一些供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参政的成果；在研究重点上，应以研究改革

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综合性问题、跨部门问题为主，使研究更贴

近现实，尤其是要研究省委、省政府关注的重大课题，努力为省委、省

政府对农村工作的政策决策服务。 

     根据省领导的要求，湖北省社科院的专家学者开始对湖北的“三

农问题”进行具体的、深入的研究，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应用对策研究成果。如廖丹清研究员撰写的《我国转轨时期粮食种植结

构调整的对策》、陈文科研究员等撰写的《湖北农业创汇龙头企业发展

的问题与建议》和《适度退田还湖恢复湖泊调蓄洪功能》、龚益鸣研究

员撰写的《建议用现代农场制发展农业产业化》等调研报告、熊维明研

究员主持的课题《湖北省农业科技成果经济效益评价与其计算方法》

等。 

     上述成果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三农问题”中的某一方面，进

行深入的调查和认真的分析，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这些对策建议，由

于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大都得到了省领导的重视，进入决策

后，对于推动湖北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现实作用。 

     三、从治标到治本，提高科研工作的前瞻性 

    

 对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不仅要强调在社会实践中一个个解决突出的现实

问题，而且要寻求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使三个方面能够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阻

碍。湖北社科院的专家学者本着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态度，农业经济研究、社

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等多个学科合作，不断引申发现深层次问题，从治标到治

本，治本与治标相结合，促进了“三农问题”研究向着前瞻、系统的方向演化。 

     在农民问题的研究上，一方面，考虑减轻农民负担，如金德万研

究员等撰写的《关于湖北省村级债务化解的调查与建议》、严明清研究

员等撰写的《关于我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问题与建议》，都强调应对

农民“多予、少取”。另一方面，开始考虑更为治本的办法。比如，关

 



于提高农民素质、通过户籍改革和加快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增加农

民非农收入等问题，对此，社会学所以农民工问题为重心，开展了长时

段的跟踪研究，赵凌云教授主编和主持《湖北农民工》《农民工市民

化》等皮书系列专著，《湖北农民素质研究》等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得

到了省领导、学术界的好评和高度关注。 

     在农业问题的研究上，以“现代农业”为切入点，一方面，是将

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提出绿色农业的全新概念。如邹

进泰研究员《发展绿色产业，带动农民增产增收》的调研报告，得到了

省委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陈文科研究员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实

现防灾减灾的长远效益》和《农业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曾建民研

究员的《论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等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另一方

面，夏振坤研究员的《论科技兴农系统工程》、熊维明研究员的《加大

科技兴农力度，推动湖北农业和农村经济再上新台阶》等重要成果，对

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

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等问题，作了前瞻性、系统性的研

究。 

     在农村问题的研究上，进行了对实现农村城市化问题的对策研

究。如社会学所承担的《农村社会热点研究》、《湖北农村社会城市化

研究》等省级课题，夏振坤研究员撰写的《农村社会热点：类型、特征

与趋势———来自湖北农村的调查与分析》、陈建华研究员等撰写的

《关于我省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四点建议》、李委莎研究员等

撰写的《现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革路径探讨》等论文。这些重要科研

成果，对实现农村城市化的路径、对策、需要解决的问题等，作了全面

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过程。湖北

社科院广大科研人员，将在这一领域不断开拓，创新学科理论与方法的

运用，积极探寻新形势下湖北“三农问题”的症结与出路，努力为省

委、省政府领导决策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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