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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术进步是指生产工艺、机器设备的改造和生产技术、劳动组织形式的改进。技术进步在农业生产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而且拓宽了农业生产范围，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更宽阔的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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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农业技术进步的内涵 

农业技术进步是包含着几个相互依存 、 

相互融合的基本过程。即农业技术进步是一 

个不断创造新知识 ，改造、革新、开发新技术 

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把新知识、新技术推广 

应 用到农 业生 产实践 中去 的过程 ；也 是一个 

应用先进的物质设备和应用资源合理有效 

配置的手段 ．把新知识 、新技术和原有生产 

要 素f投人 物1转变 成农 产 品的长期 增 殖 、不 

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 

过程。农业技术进步有三层含义。一是农业 

新知识、新技术的出现，并投入使用。这是农 

业技术进步最基本的含义；二是投人物(ep生 

产要素)按新的组合比例从事生产，即在投入 

物中索取资源合理有效配置的手段 f包括管 

理 、经营 、决策 、计划、组织等手段1从事生产。 

这是农业技术进步扩展的含义。三是应用于 

农业生产中的新知识 、新技术以及使资源合 

理有效配置的手段必须带来长期稳定的经 

济利益 这个利益包括农业生产的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这也是农业技术 

进步的本质含义。农业技术进步的实质体现 

于它的最终目的上 ．即通过它能使农业生产 

中原有的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组合生产出 

比没有农业技术进步时更多的产品，获得更 

好的社会 、经济和生态效益 ，或者说用比以 

前更 少 的生 产要 素获得 同以前 一样 多 的产 

品和同样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2 技术进步在农业中的作用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通过技术教育 

使劳动者素质得到提高；通过技术创新和推 

广使生产对象得到改良，或是提高了它们的 

使用效率 ，或是找到了替代品 ；通过变革生 

产工具和生产方式 ．使生产结构或产业结构 

高级化 ．或是创造 了新的产品和产业 ，或是 

提高了总体经济效率 。从西方发达 国家来 

看．以英 国的工业革命最为典型；作为发展 

中国家来说，新加坡 、韩国等在这方面也有 

良好表现。同时，一些经济学家也从数量上 

测算 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 中的作用 ，例 

如．库兹涅茨经过大量计算和分析证明，在 

很 多 国家人均 国 民生 产总值 的增 长 中 ，20％ 

左右来 自于投入增 长的贡献 ，另外 80％则归 

功于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后者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科学技术进步引起的。因此，他认为， 

科学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少 

增长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经过分析还 

指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过 

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是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并将随着经济发展程 

度的提高而不断扩展 根据一些统计学家的 

计算 。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 

中．技术进步所 占比重已由本世纪初的5％～ 

20％扩 大到 50％～70％ ．有 的 国家 则 已达 到 

6O％～8O％ 

在有关论及农业发展的文献中，诱导创 

新理论模型对农业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研究和说明。该模型创立于 20世纪 70年 

代 ，它试图将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结合起来 

作为经济制度中的内生变量，农业的发展则 

由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市场对农产品的 

需求所引导。在农业生产中，技术的发展可 

以促进相对丰富的(因而便宜)要素替代 相 

对稀缺(因而昂贵)要素，如农业生产中化肥 

的使用带来的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化肥的投 

入可以替代相对稀缺的土地及资本的投入 

而达到增产的目的 农业技术的发展可以消 

除土地供给缺乏弹性对农业增长的制约。总 

之．技术进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也发挥着重 

要作用。一方面。技术进步为农业经济增长 

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例如，“绿色革命” 

就在 很大 程度 上推 动 了不少 发展 中国家 的 

农业技术进步，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农产品短 

缺状 况 ：另 一方 面 ．技 术进 步也 对整 个农 村 

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长江 

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工业企 

业 的蓬 勃发 展在 一定 程度 上就 得 力于技 术 

的进步及发展。技术进步不仅为农业剩余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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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转移提供了可能。而且还为农业剩余劳 

动力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般而言。劳 

动生产率在不断提高．而整个国民经济总规 

模发展速度更快 。从而使各地在较长的时期 

内对从 业人 员 的容纳 能力 不但 没有 因 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其产业容纳劳动力的 

能力反而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提 

高。农业组织创新打破了农业产前产后部门 

同产中部门的机械分离 ．进而将改变了农民 

从事单纯的原料性生产活动的角色．使农民 

的生产领域拓展到产前、产中、产后三个领 

域 ，从而拓宽 了就业 渠道。 

3 技术类型及其组合 

不同类 型的技术 与不同的产 业 、产业化 

的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从技术本身来说 ， 

既可以根据其所具有的水平来划分类型，如 

高技术、中间技术 、低技术等；也可以根据一 

定技术水平下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密集程度 

来划分类型，如资金密集型技术 、劳动密集 

型技术、中性技术等。所谓资金密集型技术 

是指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资金比较多 。企业 

的资金有机构成较高 。从而所使用的劳动力 

比较少的技术 ；反之 。劳动密集型技术指的 

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动力相对较多，企业 

的资金有机构成较低 ，从而使用资金相对较 

少的技术 ：中性技术是从整个社会看来对生 

产要素的使用都比较一般。从而企业的资金 

有机构成也一般的技术。企业的技术状况决 

定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资金的使用效率 、 

产品的质量状况，等等。根据所使用技术的 

情况 ，企业既可以划分为高技术企业、低技 

术企业和一般企业 ，也可以划分成资金密集 

型企业 、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一般企业。行业 

和部门也可作大致类似的划分。 

一 般而言．技术进步是在新资金投入的 

情况下发生的。但却并非只在资金有机构成 

提高的情况下产生 ，因为它在总体上具有资 

金节约 、劳动节约和中性这三种形式。只有 

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才在资金有机构成提 

高的情况下发生 ，中性和资金节约型技术进 

步则在资金有机构成不变甚至降低的情况 

下也有可能发生。附图(a】、(b)、(c)分别表明了 

在技术进步情况下，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要 

的投入要素量的变化情况。其中附图(a1表示 

中性的技术进步 ，技术进 步前的 A点与经 过 

技术进步的 B点都在交于原点的同一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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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资金有机构成没有发生变化 ，技术进步 

所带来的节约资金的比例与节约劳动的比 

例相同。附图fb)表示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 

步 。技术进步后的 B点偏向资金这边 ，资金 

有机构成提高 ，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节约劳动 

的比例高于节约资金的比例。附图(c)表示资 

金节约型技术进 步 ，技术进步后 的 B点偏 向 

劳动这边 ．资金有机构成降低 ，技术进步所 

带来的节约资金的比例高于节约劳动的比 

’ 

(c) 

附图 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投入要素变化 

不但 企业 在其 兴 办或 发展 过程 中可 以 

选择不同的技术，其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各道 

工序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技术。各个企业可以 

根据 自己的情况和需要对各个分段工序进 

行选择，以形成对自己最有利的技术组合。 

实际上，在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同样会遇到 

何种生产要素的密集程度大一些的问题 ．不 

过 ，最有 利的技术组 合应该 是成本最 低 的技 

术组合 。当就业人数和可盈利性存在矛盾 

时 。选择产生大量就业机会的技术在经济上 

的后果看来不会很大。即使在资金密集程度 

很高的部门，比如生产氨和尿素的化肥工 

业 。也可以通过使用资金密集程度稍微低一 

些 的方法来提供 就业 可能性 ，从而 节省 出可 

投资的资金 ，用来在其它生产活动方面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 。 

4 农业技术选择与劳动力转移 

农业技术主要包 括农业 机械技术 r生 产 

手段)与生 化技术(生产 技术)。农业机 械的功 

能是替代劳动力 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 

它一般不能加速农作物的生长速度 ，也不能 

提高农物质的质量。生化技术的功能是加速 

农作物生长速度，提高产量 ，改进质量 ，对农 

作物的生长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根据资源禀 

赋和人地 矛盾状况 ．根据 不 同农业 技术在农 

业生产 中的功能不 同 ．世 界各 国在农业技 术 

上的选择 ，大致可分为 如下 3种类 型。 

一 是地 广人稀 。劳动力 不足 的国家 ，如 

美国、加拿大 、俄罗斯等。一般选择农业机械 

这一先进生产手段 ，利用资本密集型技术。 

开展农业大规模经营和资本集约经营。这些 

国家针对 劳动力不 足的矛盾 。从农 业机 械化 

人手来推进农业现代化．旨在充分利用耕地 

(或扩大对耕地的利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如美国自1910年开始使用拖拉机，至 1940 

年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在继续完善 、提高农业机械化的同时，还 

注意科学栽培、培育和推广良种 、增施无机 

肥料、改善灌溉条件。 

二 是人多地少 ，劳动 力充裕 的 国家 。如 

日本 、荷兰等，一般选择生化技术 ，即以农业 

生态化为主的道路 ，利用的是劳动密集型技 

术或土地节约型技术，开展农业小规模经营 

和劳动或技术集约经营。这些国家针对土地 

资源不足的矛盾 ．为了满足众多人 口的需求 

和提高总产和单产，不得不将重点放在培育 

品种，兴修水利 、合理栽培和增施无 机肥等 

方面。只有在基本完成生物技术现代化以后 

才考虑实现机械化的问题。如日本在 1961 

年以前是增产粮食为主要目标 ，着重抓了对 

增产有显著效果的化肥、水利灌溉、园林化 、 

培育和推广良种 、科学栽培等，农业机械化 



是 围绕着增加生 产 、缓 和季节性 劳动 紧张有 

选择地进行的。1961年以后 ，才放弃了提高 

粮食 自给率的战略方针，转到强调提高劳动 

生产率和农业机械化上来 ，20世纪 70年代 

才实现水稻生产全过程机械化。 

三是资源禀赋和人地矛盾介乎上述二 

者之间的国家 ，如法国、德国、英国等 ，一般 

选择是将农业机械与生化技术放在 同等重 

要的位置上 。 

很 显然 ，中 国人地 矛盾 特别 突 出 ，南北 

差别甚大 ．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以及不同农 

业 技术在农业 生产 中的不同功 能 ，动态地选 

择农业技术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同时，为广 

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广泛的就业空 

间。 

从 目前的情况看 ，农业产业以及其它非 

农企业普遍选择了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技 

术。第一，我国国民经济水平低下和科学技 

术水平不高，城市高技术产业 比较幼小，一 

般产业技术水平比较落后 ，因此 ，从总体上 

看来 ．我国农业产业及其它非农企业的技术 

层次 和技术水平上 看仍十分低 下 。第 二 ，我 

国农村是环二元经济中落后的一元 ．有的地 

方则又是落后 的农村经济中更为落后 的一 

个微元 ，农村居 民的生活十分贫困，这就使 

主要依赖于农业剩余作为资金来源的农业 

产业及其它非农企业一开始就遇到了资金 

短缺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农业产业 

及其它非农企业 当然只能选择劳动密集的 

技术．选择分段工序成本最低的技术组合 ， 

自觉或不 自觉地实行劳动替代的发展战略， 

通过组织廉价的劳动力来替代部分资金，再 

通过 自身积累来推动和扩大再次替代。第 

三．农业产业化是在人力资源十分丰富但质 

量却很低的情况下启动和发展起来的，实行 

劳动替代的发展战略，则是切实可行的。 

目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有 1亿多， 

到 2010年农 村实 际劳动力供 给人 为 5．9亿． 

而 劳动力需求则为 2．4亿 。也就是说 ，到 2010 

年将有 3．5亿劳动力需要到非农部门就业 。 

如果按 目前农劳动力向非农部 门转移的速 

度届 时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有 2亿。面对这 
一 严 峻的形势．我 国今后农业技 术的发展必 

走 生物技 术 为 主．机 械化 技术 为辅 ，劳动 、技 

术 、资金密集相合．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 

民收入为主的道路．提高农业内部吸纳农业 

劳动力的能力 。 

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有两条途径：一是增 

产增效，二是节资降耗。降低消耗不仅是增加 

效益的需要．而且更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促进可持续发展 的需 要。今后我 国农业 发展 

要走降耗与增效相结合的技术进步道路．提 

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加快研究、引进和开发 

设施农业、工厂化农业技术体系。资源节约技 

术及资源多层次、高效利用技术体系。在种 

植业方面，要研究粮 、经、饲 、特复合型的集 

约化 、机械化 、高效益的农作物制度以及高 

产、高效 、省力 、省工配套技术与全程机械化 

栽培技术．以适应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畜牧方 

面．重点开展规模养猪产业化 、机械化、自动 

化的研究．同时研究其他畜禽规模饲养综合 

配套技术。要在研究 、开发和引进工厂化育 

秧 、机械栽种 、机械收获 、机械干燥 、机械植 

保 、机械秸秆还田、机械化肥深施 、节水灌溉 

等环节的技术和机具上有所突破，重点攻克 

机 械栽种这 一关键环节 。在设施 化 、工厂化 

生产方 面．逐 步加 强瓜 、果 设施 栽 培研究 ；继 

续研究蔬菜无土栽培温室设施和优质高产 

高效栽培技术．攻克环境控制、病虫防治等难 

关．大幅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产品品质和效 

益 。水 产 品方 面继续 开展 特优 新 品种 的 引 

种、驯化、养殖及种苗工厂化繁育与集约式 

工厂化养殖技术研究 。 

农副产品的深精加工与综合利用水平 

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发达国 

家农副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产品产值之比为 

2．5：1。而我 国仅 为 1．3：1。农产 品产后加 工产 

业 的发展是农业 生产的延续和深化．是促 进 

农产品加工增值 、提升农业产业结构、提高 

农 民收入 、拓宽农 业劳 动力的就业 空 间的有 

效途径。因此，以气调为主的农产品贮藏保鲜 

技术、农副产品深精加工和综合利用为主的 

食品生产技术及其机械、以及天然食品添加 

剂等的研究 、开发和引进，对提高我国农产品 

的质量和档次，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解决农 

产品售卖难，协调农业 增产和农 民增收的矛 

盾。促 进农业 产业 结构 的优 化升 级。必将 产生 

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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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Progress VS．Migration of Agricultural Surplus Labor 

Abstract：Technical progress refers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odes and tools of production，as well as the in— 

nov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Technical progress palys a very impotrant role in agricultural pro— 

duction，which not noly enhan ces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but also extends the 

rang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kes more occupations for the agricultural surplus labor．The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progress US．Rural employmen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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