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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思想或精神的东西产生于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 农业管理的体制、机制、支持政策、方法和手段正是在一定的指导思想下产生
的 ,并且服务于特定阶段的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是一个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保障, 但目前我国的农业形式并不看好 , 在农业经
济发展中有忽视农业管理思想和指导思想不科学的现象。通过对目前存在问题的剖析 ,探讨农业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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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管理思想源远流

长。从人类协作开始, 管理便诞生 , 中国一直都重视农业管

理, 我国现在的农业管理思想是对国内外管理思想的扬弃。

1  我国古代农业管理思想

中国在农业社会的几千年里, 以农立国兴邦, 农业经济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管理是国家管理的重要内容。搞好

农业生产可以使土地资源不荒芜和流失, 这样农民的生活就

有保障, 征收赋税而强国, 劝民耕桑稳定农业人口而利于统

治, 使农民安居乐业并进行道德教化使之臣服于管理。仓禀

实而民知礼节, 只有农业发展了, 农民才会安心接受道德教

化, 社会秩序才能稳定而有序, 民风淳朴则容易统治和役使 ,

这样国家就会安全。不难看到, 各封建王朝的盛世也是农业

生产非常重视并且取得很好成就 , 农民安居乐业的年代。

农业生产是人与自然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 体现了“天

人合一”的哲学。“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哲学思想 ,

也是中国古代农业管理哲学的最高原则, 更是古代农业社会

的最高境界。将民主主义和人的主体性思想密切结合是中

国古代农业行政管理思想。提出追求乡村生活和土地和谐

统一的乡土主义是古代农业管理的重要思想, 运用三才思维

方法和生态学方法来管理农业, 这就是中国古代农业管理思

想的哲学含义[ 1] 。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在古代虽然也确认农民的主体地

位, 特别是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 但是这并不是现在的真

正以人为本的思想 , 而是突出在社会管理中应如何调动农民

的生产劳动积极性来提高农业生产, 从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

提供保证, 是以奴役为目的的, 并不是要强调农民是国家的

主人。未来以人为本的“循环生态农业”社会才是人类理想

的天人合一的文明社会。

2  中国近现代农业管理思想

2 .1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农业管理思想 对中国人民的思想

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 , 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但是这

次运动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运动, 主力军不是广大的农民, 没

有从根本上触动中国农民的思想和农业管理的思想。直到

新中国成立, 中国的农业管理思想才有根本性的转变。新中

国成立后, 彻底地改变了农业的状况,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指导下,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 我们党极为重视农业这个社会

效益高的基础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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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之初, 国家一穷二白、百业待兴, 建国后开始

了由传统的、落后的农业大国向现代的工业国的转变。按照

当时中国的国情, 全党应该在抓紧工业建设的同时, 大力发

展农业, 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 使中国成为一个农业强国。

但由于种种原因, 主要是受当时的环境和思想认识的影响 ,

农业发展经历了种种坎坷, 在曲折中取得一定的发展, 但是

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

完成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中国的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发

展, 农民的国家主人翁精神进一步凸显。但是在随后的年代

里,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片面、僵化的理解, 中国

的农业生产一直徘徊不前, 甚至一度出现倒退的现象。邓小

平同志指出:“从1957 年起, 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 2]

“农业是根本, 不要忘掉。”[ 3] 邓小平同志以莫大的政治勇气

和站在全局的高度, 重新思索农业问题。1962 年7 月7 日邓

小平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 现在看来, 主要还得从生产关

系上解决。这就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现在要恢复农业生

产, 也要看情况 , 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

不变的形式, 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

种形式。”[ 4]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 他对农村自发的组织形

式, 即包产到户给予了一定的肯定, 表现出了巨大的政治勇

气。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 提高农民从事

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一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

在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本质。但

是限于当时情况和思想的认识, 以人为本的思想理解还是比

较僵化和浅显, 导致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取得很大的进步后一

直徘徊不前。

2 .2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管理思想  改革开放后, 中国

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农业上首先是农业产业结构得到调

整。邓小平突破了过去“以粮为纲”的死框框, 认为要大力发

展多种经营, 实现农、林、牧、副、渔等大农业的全面发展 , 才

能真正说是发展了农业。粮食生产关系到国家的安全问题 ,

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 不能放松。但粮食仅仅可解决广大人

民群众的温饱问题, 而要让农民走上富裕之路 , 就必须走多

种经营之路。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 有利于充分利用自然资

源和经济资源, 发展农业生产力, 满足社会各部门对农产品

的多种需求, 为广大农民实现温饱、奔小康创造条件。邓小

平指出 :“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 主要靠多种经营”[ 5] 。1980

年5 月邓小平明确指出:“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 , 经济的主体

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样呢? 可以肯定, 只

要生产发展了, 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 低水平

的集体化, 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 , 集体经济不巩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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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巩固起来。”[ 6] 邓小平的农业思想, 为我们党和国家制定

农业、农村、农民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7] 。以人为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突破了以前条条框框的限制, 人民主体地位从多方面得到体

现和提高 , 农民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极大的发展。正是

指导思想上取得了发展, 农业生产迎来了“第二次飞跃”。

3  农业管理思想研究探讨

我国农业的管理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加

入 WTO 后, 有些地方显得不适应和不合理。现在出现的一

些问题 , 如: 特别注重抓产中, 而不顾产前和产后; 抓督促, 而

忽视技术指导和服务; 管理手段片面, 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 ,

管理职能不清等导致农业发展缓慢、农业弱化的趋势, 从某

种程度上说是指导思想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8] 。针

对我国农业管理思想存在的问题 , 必须对中国农业管理思想

进行研究。

思想产生于实践也反作用于实践 , 指导思想要有科学

性、时效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 指导思想要随社会实践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

展。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 要

紧紧抓住以人为本的思想不能偏离。现在“三农”问题主要

是农民增收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首先要从思想上

解决, 在研究农业管理思想的前提下, 解决农民的思想认识

问题, 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鼓励灵活多样的多种经营, 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 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 , 使之与时代

同步, 定会指导我国“三农”问题, 并终将解决“三农”问题。

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是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

根本方法。对历史上农业管理思想要客观评价分析, 任何思

想家都受阶级、时代的局限。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必须

依靠人类现已拥有的多种方法, 排斥某一方法是错误的, 盲

目崇拜某一方法也是不合时宜的。要分析以往农业管理思

想的成就, 批判地吸收其中的成果, 而不能僵化地将某些经

典作家的话不加思索地加以利用, 社会在发展 , 农业生产也

在发展, 因而管理思想不能受以往成果的限制而停滞不前 ,

要勇于突破和创新。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必须反对民族

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随着科学的发展, 研究方法和手段也

越来越丰富, 研究农业管理思想可以用多种方法和从不同的

侧面进行。

第二 , 要研究农业管理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从古至

今,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 农业指导思想一直在演变 , 从古代

朴素的天人合一到近代邓小平同志的走中国农业特色的思

想以及国外发展的历程无不见证了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过

程, 研究农业管理思想就要研究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规

律。发掘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要分清精华和糟粕, 要从历

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寻找脉络, 发现其中规律性、系统性的

思想。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要研究古往今来农业管理思想

的发展, 把握其发展的规律, 借鉴国外的成果 , 是对以往思想

的一种扬弃。

第三, 要研究农业规律。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要在注意

一般性时特别注重其固有的特殊性 , 要研究农业发展的规

律, 从中抽象出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 上升为思想的东西。

在研究农业管理思想时要特别注重对农学家思想的研究, 更

好地把握其固有特殊的内在规律 ; 要关注随着农业生产的发

展而产生的一些新的思想和观点 ; 要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趋

势和农业发展的时代特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不同的

农业管理思想, 只有把农业管理思想放在这个大环境中去研

究, 才会不失方向。随着社会实践和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

展, 要适应社会的需要, 就要研究其发展规律, 把握特点 , 进

一步探讨农业管理思想, 使之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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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缩略语

采用国际上惯用的缩略语。如名词术语DNA( 脱氧核糖核酸) 、RNA( 核糖核酸) 、ATP( 三磷酸腺苷) 、ABA( 脱落酸) 、ADP

( 二磷酸腺苷) 、CK( 对照) 、CV( 变异系数) 、CMS( 细胞质雄性不育性) 、IAA( 吲哚乙酸) 、LD( 致死剂量) 、NAR( 净同化率) 、PMC

( 花粉母细胞) 、LAI( 叶面积指数) 、LSD( 最小显著差) 、RGR( 相对生长率) , 单位名缩略语IRRI( 国际水稻研究所) 、FAO( 联合国

粮农组织) 等。对于文中有些需要临时写成缩写的词( 如表及图中由于篇幅关系以及文中经常出现的词而写起来又很长

时) , 则可取各主要词首字母写成缩写, 但需在第一次出现处写出全称, 表及图中则用注解形式在下方注明, 以便读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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