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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刚 
 
 

    有观点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规律，即现代工业是靠挤压剥夺农业获得原始积
累才得以发展的。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可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
也才可能根本改进农业的落后状况。据说，这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一般规
律，我国也同样如此。这种观点影响颇大，但却是一个违背历史常识的说法。对我
国而言，长期经济活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任何“非农”产业都不可能在损害农
业农民农村经济的前提下得到真正发展。无论在数千年的古代农业文明时期，还是
在国门被迫大开的一百余年的近代我国经济初步“转型”期，或是在当代我国的计
划经济和市场化改革中，都是如此。只有切实认识到这一点，才不致将对“三农”
的扶持，视为解决短期经济问题(如启动内需)的权宜之计，也才有助于人们去探
索，什么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点，应如何把握我国现代化所必须注意的基本规律。 
  对任何国家而言，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即解决好吃饭和就业问题，应是第一
位的经济目标。无论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程度到达何种水平．都不能脱离这个基
础。通过商业、国际贸易乃至海外殖民地，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秩序，往
往是早期工业化国家解决吃饭就业问题的先决手段。但就我国看，基本国情的特点
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和生存资料相对紧张：同时“走向世界”、利用国际资源
发展经济的条件又相当不利。这个基本国情在我国统一为一个国家整体后，历经两
干数百余年至今，仍未发生根本变化。这使得我国经济的长期运行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至少直至目前，它只能主要依赖国内资源，立足于国内力量来解决“国
民”的吃饭和工作(就业)问题，即我国不能依赖从国外进口粮食满足数量庞大人口
的基本生存．也不能依靠向国外大规模出口劳动力来解决人口的谋生即就业问题。
这就是我国从历史至今都必须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的根本原因。 
    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侵略打破了我国国门。我国出现了近代工业及近代城
市。但是，在我国近代，仍要靠国内力量解决吃饭和就业问题。因为我国“现代
化”环境极为不利：它面临的国际环境，使其不仅不能利用国外资源发展工业．本
有助于启动工业化的资金却成了巨额赔款；原有的国内市场也被洋货大量占领：国
内一些对发展工业有重要意义的矿产和农产品资源在不平等条件下输出国外。主要
工业—轻工业原料要靠农业农村：因无国外市场，国内市场更只能靠农村，这就决
定了工业化只能建立在农村农业农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基础上。而另一方面，传统
生产方式已趋极限，没有新生产力和现代工业的帮助，传统农村经济难以发展。 
    于是，我国现代化一开始就在客观环境上决定了工农城乡关系只能良性互动而
绝不能互损。 
    在我国近代历史上，城乡关系实际出现了工农城乡关系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这
两种趋势及一种后果。 
    良性互动关系是指：新型工业部门与传统产业部门——农业与农村手工业——
之间，在原料、市场、生产组织和技术关联等方面，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
经济关系。其后果是双方共同有利，共同发展。 

近代我国常常出现的是新型工业部门与传统产业部门之间的恶性循环趋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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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粉业、机器火柴工业、机器织布业等，突出体现了新型工业部门与传统产业部门
近代与传统产业的严重制约关系：一方面，工业生产的生活消费品，不能为广大农
村农民大量消费：另一方面，这些工业品对农村手工业严重冲击，减少了农民家庭
收入，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整体提高，这又反过来制约了这类工业品的国内市场。一
种后果是，近代中国的工农、城乡关系始终未能理顺。它是局部和间歇性的，自生
自灭，未能形成全国性的主流。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严重威胁下，不能不将建设重点放在重
工军工方面，这确实为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矛
盾。陈云于1961年，曾极其中肯地总结了新中国建国后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四次情况
和对国民经济的巨大冲击。陈云将这四次情况，上升到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
遵循符合国情的基本经济规律——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理论高度加以总结：“农
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及城市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
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
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
村”。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采取了三方面措施．使我国城乡关系又发生重
大变化。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工农城乡关系发展最好的时期，也是全国人民生活和
全国经济改善最快的时期。其实质正在于从改善“三农”与工业、城市的关系入
手，抓住了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 
    但“三农”问题很快出现。“三农”问题的根源之一，是以牺牲“三农”发展
城市和工业，这与以片面强调城市化为现代化唯一途径的理论误导分不开。问题在
于．我国的庞大人口和剩余劳动力是城市化工业化难以吸尽的。笔者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整理的结果是：在1978年至2004年的27年中，乡村总人口从79014万人减至
75705万人，减少3309万人；乡村总劳动力从30638万人增加至49695.3万人。增加
19057.3万人：从事农业劳动力从28455.6万人增至30596万人。也就是说，经过27年
我国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扩张时期，尽管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0％，尽管
城市和工业大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村总劳动力和农业总劳力还是以极
大的数额在增加(而如果按“半工半农”的实际，这些农民工还远远算不上已经实现
了转移)。 
    因此，我国的现代化，在相当长时期中，只能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难以吸收完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前提条件下进行。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解决我国“三
农”问题才具有真正的战略意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调整在今天回顾我国近代以来的
工农城乡之间的“两部门”关系，似可归纳出发生过三种具有全局影响的动态，或
有三条向现代化努力的道路。第一，走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道路，以单纯发展城
市工业和商业带动传统农业步入工业化现代化。第二，剥夺农业农民来发展现代
化。第三，工农业互动，首先是工业支持农业．共同发展，利益互补。在解决好农
业、吃饭、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也就为工业发展、城市发展和全面就业创造了
条件。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以上三条道路中。第一、第二条道路都走不通，只有第三条
道路是正确的。我国要走上现代化，必须走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式道路：它不可能
像西方国家那样，主要靠现代工商业和城市单一力量去拉动。而单方面地强调工业
的反哺或许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需要在指导思想上，破除农业和农户经济是一种
落后的最终被取代的“现代化”观念，需要在实践中形成工农业利益互补互动的产
业结构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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