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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农 业 发 展 看 产 业

性 质 及 其 结 构 的 变 化

口钱争鸣

农业是国 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

特别在中

国
,

人 口众多
、

耕地面积相对不足
,

农业技术

也相 当落后
,

必须把农业发展放在十分重要

的地位
,

花大力气大抓农业
,

切实把农业推到

现代化的轨道上去
。

然而国民经济是一个整

体
,

如果就农业论农业
,

仅仅从农业机械
、

化

肥农药等方面去努力
,

扩大投入
,

增加农机
、

化肥农药的产量
,

那是不够的
。

应该着眼于整

个国民经济
,

从产业性质
、

产业结构等方面开

展研究
,

统一认识
,

采取相应的措施
。

下面谈

几点个人想法
,

希望得到同行同志的批评和

指正
。

巨大的差距
、

严重的误解

中国地少人多
,

农业落后
,

但落后到什么

程度
,

有比较才能鉴别
,

只有在和发达国家的

对比中
,

才能得到确切的数量和数量界限
。

农

业产品品种多
,

有粮食
、

油类
、

肉类
、

果品以及

其它经济作物
,

缺乏必要分类数据
,

不能直接

对比
。

现在根据世 界银 行 1 9 8 5 年 出版 的

《 19 8 2 年世界发 展报告 》中的 《农业发展 》材

料
。

其中列有关于美国 1 9 60
、

1 9 8 0 两年的关

于农业劳动力
、

人均耕地面积 (公顷 /人 )和人

均谷物产量 (吨 /人 )
,

现加以引用
:

人均耕地面积 人均谷物产量

(公顷 /人 ) (吨 /人 )

事隔 10 余年的今夭
,

农业经济技术又有

了新的发展
。

即使以 1 9 8 0 年考察
,

美国人均

耕地 2 46
.

6公 顷
,

近 4 0 0。 亩
,

而人均 产量达

到 2 85
.

1 吨
。

然而在中国
,

运用 1 9 9 5 年《中国

统计年鉴 》的材料
,

人均耕地在 。
.

5 公顷 以

下
,

而 人 均产 量 才一 吨 多 一点
,

只及 美 国

1 9 8 0 年水平的人均耕的五百分之一和人均

产量的二百分之一
,

这无异于天壤之别 !果真

如此吗 ?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异
,

人们

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农业机械化
,

而且是高度

机械化
,

而中国农业主要是靠手工劳动
,

靠牛

耕人作
。

如果仅仅是如此
,

那中国农业只要加

强农业机械化建设
,

多生产化肥农药
,

就能赶

上美国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了
。

其实不然
,

翻

开美国农业发展的历史
,

就会发现决不仅仅

是农业设施现代化问题
,

其中存在多种因素
。

十分明显的农业就业人数比重的迅速减少
,

而且在不断减少之中
。

下面是他们的实际材

料
。

年 份

农业劳动力

占人 口的比重 (% )

农业劳动力

(人数
:

万人 )

1 9 50 19 6 0 1 9 70 19 80 1 9 9 0

1 5
.

3 8
.

7 4 8 2
.

7 1
.

8

2 0 35 15 6 3 9 7 1 6 0 5 4 3 0

1 9 6 0

1 9 8 0

1 1 7
.

0

2 4 6
.

6

9 3
.

8

2 8 5
.

1

农业劳动力大量的减少
,

首先转向第二

产业
,

转向工业和建筑部门
,

增加工业和建筑

业的生产
。

而发展的工业
、

建筑部门又向农业
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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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门提供农业生产资料
,

进一步提高农业劳

动生产率
,

解放农业劳动力
,

推动农业生产的

发展
。

所 以
,

农业劳动人数的减少
,

既是农业

发展的原 因二又是农业发 展的结果
。

但实际

上
,

作为农业人数的减少
,

根据各国的共同规

律
,

由农业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
,

特别是第

三产业
。

第三产业包括文化
、

教育
、

卫生
、

科研

以及国家管理和城乡交通安全管理等部 门
。

第三产业在一些发达国家不论从就业人数或

产出数量
,

都占到整个 国 民经济的 60 % ~

70 %
,

而且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

然而人们对

第三产业的认识
,

也就是它们的产业性质却

有不同的看法
。

在我国
,

由于传统生产观点的

影响
,

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
,

有的属于严重

的误解
。

应正确认识各不同部门的产业性质

1 9 9 5 年
,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

经济管理的需要
,

经国务院批准
,

实施了我国

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全面转轨
,

由原来的

M P S 核算制度
,

转向结合我国特点的 S N A

核算体系
。

两者的根本区别
,

就在于 S N A 把

生产核算的范围扩大 了
,

由原来只计算物质

生产
,

扩大到包括 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

产业在内
。

这种变化在统计界
,

不论是理论研

究或是实际部门基本上是统一的
,

也就是取

得了统一的认识
。

然而在经济理论界
,

却存在

较大的分歧
,

近几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

仍然坚持了原来的物质生产观点
,

讲物质生

产是生产
,

对第三产业或其中某些部门的生

产性质
,

依然持保留态度
。

而有的学者直接了

当地表示 反对或怀疑
,

撰文提出三次产业分

类法和 S N A 国 民核算体系都是
“
西方经济

学家提出来的
,

有它 自己的理论基础
,

同马克

思的劳动价值论没有任何关系
。

… …我们没

有必要
,

也没 有可能给国 民经 济核算体系

( S N A )提 供劳动价值论基础
。 ”
( 见 《人 民 日

报 》 1 9 9 6年 4 月 2 0 日 (学术动态 )版 )
。

其他

还有一些知名的经济学者
,

也发表 了类似的

观点
。

例如
,

讲教育不能算生产
,

科学技术仅

仅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等等
,

否认文化教育
、

科学研究和国家管理部门活动的生产性
。

实

际是主张我国国民经济核算要恢复 M P S 体

系
,

只核算物 质生产
,

而对于服务部门的活

动
,

不承认其生产性
,

不计算产值
,

作为国民

收入再分配处理
。

显然
,

这是不正确的
。

前面指出
,

国民经济一个整体
,

各部门包

括文化部门
、

教育部 门
、

科研部门和国家管理

部门
。

它们和物质生产部门相互分工
、

密切协

作
,

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
,

正是依靠上述诸部

门为农业提供直接
、

间接的服务
。

在一些国家

已经形成相当完整的服务 网络系统
,

为农业

生产提供各种服务
。

犹如工业部门向农业提

供化肥农药一样
,

也是一种生产性活动
,

形态

不同而已
。

众所周知
,

现代生产的巨大发展和

进步
,

主要依靠科学技术
,

而科技要以教育为

基础
,

科技和教育对于农业生产发展
、

农业现

代化和农业的集约化经营
,

提供各种科研成

果
。

工业
、

建筑业为农业提供众多的农业设

施
,

大大提高 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

才使农业减

少人数
,

增加产量
,

而工业
、

建筑业的发展也

都离不开科技教育和国家管理
。

所 以在国民

经济中
,

各部门实行分工协作
,

既承担任务
,

又取得成果
,

或者说既是原因
,

又是结果
。

在

所有社会大生产条件下
,

所需要素都是基本

相同的
,

具有其共性
。

资本主义搞科技
、

办教

育
、

组织国家和城乡交通管理
,

在社会主义条

件下
,

同样也要如此
,

不能有什么例外
。

而怎

么说这个观点和提法是出自资本主义
,

是资

本主义经济学家提 出的
,

中国社会主义就要

加以否定呢? 劳动价值论不是也出自资本主

义
,

但不够完整
,

后来被庸俗经济学所篡改
,

马克思不也是加以吸收
、

继承和发展
,

从而形

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吗 ?

所以第一
,

要正确认识以服务为主要内



容的第三产业 的生产性
,

它们与第一
、

二产

业
,

实行分工和协作
,

从事不同的生产 活动
,

性质相同
,

但表现不一
。

缺了它
,

现代社会生

产就 不能进行
,

也就是要确认第三产业的生

产性
,

不能有任何犹豫和动摇
。

第二
,

要 比较

不能仅用直接从事农业的人数来对比
,

应该

把直接
、

间接为农业发展提供服务的人数包

括进 去
,

否则就会使两者建立在不可比的基

础上
,

夸大两国存在的差距
,

夸大中国农业的

落后程度
。

要解决这个矛盾
,

就不能直接采用

人均农产量 指标
,

而用 人均农业 G D P 来比

较
。

因为 G D P 已经把为农业服务的劳动成果

扣除了
。

在中国直接
、

间接为农业服务的人

数
,

相对说来要 比美国少得多
。

也就是农业中

间消耗少
,

农业总产值扣除的中间消耗量因

而也会少
,

农业 G D P 就会大
,

从而可 以大大

缩小前面提到的差距
。

也就是不比人均农业

生产量
,

而是 比人均 农业 G D P
,

两国农业 的

差距就可以大大缩小
,

从而反映其真正的农

业差距和水平
。

必须重视研究和调整农业与有关产业结

构的变化

由上而知
,

美国农业的先进性
,

不仅表现

在它的高效率
,

人均耕种 4 0 。。 亩
,

而且表现

在它的高效益
,

人均产粮近 3 0 0 吨
,

就在于它

有大量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各种产业
,

也就是

农业的高效率和高效益
,

是建立在其它产业

大发展的基础上
。

下面是几个国家 1 9 9 4 年的

材料
。

国国家家 就业 人数数 就业构成 ( % )))

(((((万人 )))))))))))))))))))))))))))))))))))))))))))))))))
农农农农业业 矿业业 制造业业水

、

电
、、

建筑业业 其它它

谋谋谋谋谋谋谋气业业业业

中中国国 6 14 7 000 5 4
.

333 1
.

555 1 5
.

666 0
.

444 5
.

222 2 333

美美国国 12 3 0 666 2
.

999 0
.

555 1 6
.

444 0
.

333 6
.

111 7 2
.

888

德德国国 2 9 3 999 3
.

222 0 777 2 3
.

777 0
.

999 7
.

111 6 4
.

444

法法国国 2 1 11
、、

5
.

000 0
.

333 1 9
.

777 1
.

000 6
.

888 6 7
.

222

众所周知
,

农业
、

矿业属 于第一产业
,

制

造业
、

水电煤气业
、

建筑业属 于第二产业
,

其

它主要为第三产业
。

相 比之下
,

中国第三产业

比重特别小
,

而美国特别大
。

其中就包括了大

量为农业服务的行业
,

直接
、

间接为农业提供

服务
。

全国各地有各色各样的农业服务公司
,

只要农业需要
,

一个电话就马上送上门来
,

效

率非常之高
,

中国农民就远远没有这个条件
。

农业科研固不必说
,

农业教育也非常重

要
,

在美国重视农业教育就有 14 0 多年的历

史
。

18 6 2 年公布赠他法案
,

1 8 8 3年通过略奇

法
,

1 9 1 4 年颁布布利费— 史密斯法
。

这些

都是 为建立和加强农业科技教育推 广而立

法
。

在许多中学就开设了农业职业教育课
,

约

有 1 / 3 的学生要选修
。

在农村开办各种农民

培训班
,

有的还办有进修深造班
,

进行系统的

培训
。

其它国家也类似
,

在法国
,

政府规定农

民必须接受职业教育
,

取得合格证书
,

才能享

受国家补贴和优惠贷款
,

取得从事农业经营

的资格
。

可见
,

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
,

不仅仅是用现代设施武装农业
,

包括农业机

械
、

化肥农药以及良种供应等物质条件
。

还有

相应为之服务的网络系统
,

以及农业本身文

化精神武装
。

为此
,

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

基础
,

要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和工业的

农业原材料等问题
,

必须全面研 究发达国家

农业发展的经验
,

包括农业设施
、

农业内部和

外部的产业结构和农业服务网络系统
。

密切

联系中国社会经济实际
,

加以全面规划
,

创造

条件
,

采取措施
,

为切实抓好农业现代化
,

发

展农业生产
,

促使党的十 四届五 中全会提出

的
“

九五
”

规划和 2 01 0 年远景目标的全面实

现
。

(作者单位
:

厦门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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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构成材料

加工 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