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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米

仲
矛

嘎 售1/ 匕 尸竺二 1 曰

( 西 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

摘 要

我国农业劳动 力资源 充裕
,

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
,

也是农业劳动生

产率低
、

农民收入少
,

城 乡差别大的症 结所在
。

唯一 出路是改革农村 产 业 结

构
,

促进 农业利余劳动力向林枚 渔业 及 乡镇企业转移
,

这不仅是农 民致富的必

由之路
,

业且是解决我国农氏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
。

根食是农村产 业结构改革

的基拙
,

要防止重工轻农
,

放松根食生产倾向
。

主要途 经是发展专业化
、

社会

化
、

商品 化生产
,

逐 步改变根食价格 背离价值的状况
,

增强增产根食的内在动

力
。

在根食供 求平衡 的条件下
,

加快发展经济作物和林牡渔业
,

积极发展 乡镇

工业和第三产业
,

向 农村工业 化
、

城 乡一体化方向发展
,

这是建设具 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 的重要标志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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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症结

我国人口 众多
,

农业劳力资源充裕
,

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
,

也是问题的

症结所在
。

建国以来
,

了又们 走的基本上是城 乡隔离
,

农村经济单一经营的路子
,

把农 民只看作

是粮食和工业原卞4
一

的提供者
,
巨 大的劳动力资源被束缚在农村

,

主要束缚在有限的耕地

上
,

单纯强化农
、

!卜
,

1111
.

纯强调提高土地生产率
。

其结果是
,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 中 工 业

的比重虽已由建 l二司胡 的30 %上升到 70 %
,

农业的比重 由70 % 下降为 30 %
,

但是城乡人 口

的比例仍然保持在 砚七 /又
。

它在农业 上的反映是劳动生产率不高
,

农民收入低
,

80 %的

农民处于自给半自给
二伏态

,

商品农产品只供 20 % 的城镇居 民消费
,

市场弹性很小
。

农产

品稍有增多
,

就出现低水平的剩余
,

农 民不能从继续增产中找到发展农村经济的出路
,

影响农业生产积极性 ; 另一方面
,

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问
,

不 能充分就业利用
,

而

且随着农民人 口 的增
一

民
,

将有更多的劳动力不能就业
。

其结果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继续下

降
,

农民收入更低
,

城 乡差别进一步扩大
,

这就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

新

本文于 19 8 6年 1 0月 1 3日代丈到
。

.

本文主要参考笔者参加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 究中
』

。 发展战略课题组起草的 《 关于 发展农村经济若千 问题的 建

议 》 ( 征求意见稿 ) 并加了许多个人的看法
,

供讨论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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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农村人口在总人口 中的比重
,

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

我国农业人口 占总

人口 的 83 %
,

而苏联为 1 5
.

8 %
,

东德 9
.

1%
,

西德 5
.

1%
,

法国 8
.

2%
,

美国 2
.

1%
,

英国

2
.

。%
,

与此相联系的是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
,

一个农业劳动力只能养活包括 自身

在内的 3
.

3人
,

而苏联为 10 人
,

西德为 15 人
,

法国为 36 人
,

东德 37 人
,

英国 62 人
,

美国

一个农业劳动力能养活 70 人
。

目前我国农村有 3
.

4亿劳动力
,

其中近 3亿从事农业生产
,

劳均 5 亩耕地
,

在现在的生产力水平下
,

已有约 1亿劳动力剩余
。

据 比较保守的预测
,

到 2 0 0 0年
,

我国农村劳动力将进一步上升到 4
.

5亿
,

比现在增加 1
.

1亿
,

相当于增加一个

日本
,

半个美国的人口
,

即使把耕地
、

草原
、

山区
、

水面充分开发利用起来
,

农业本身

包括农林牧渔在内最大限度地只能容纳 2
.

2亿个劳动力
,

仍还多余一半
,

即 2
.

3亿个劳动

力
。

如果没有一个劳动力就业的长远战略观点
,

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长期处于不能充

分就业的游离状态
,

情况是难于设想的
。

解决劳动力就业的唯一出路是改革农村产业结构
,

自觉地通开城 乡关系
,

促进农村

形成综合型产业
。

首先是加强农业的技术改造
,

充分挖掘农业的内涵潜力
,

提高劳动生

产率
,

促进劳动力从种植业向农林牧渔全面发展转移
。

同时
,

及时引导游离出农业的劳

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
。

其中一部分在农村从事第二
、

三产业
;
一部分进城

,

主要是

中小城市
,

为城市第二
、

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生力量
。

另一方面
,

城市的技术
、

设备和

资金向农村流动
,

促进农村工业化
。

改变城乡隔离的格局
,

朝着城乡一体化的 方 向 发

展
。

在农业本身
,

由于大量劳动力转移出去
,

就有可能扩大经营规模
,

采用现代技术
,

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

满足市场对农产品多样化
、

优质化的需求
,

增加农民收入和资金

的积累
,

缩小城 乡差距
,

使我国农村经济走上一条内在动力大
、

经济自我增殖能力强
、

技术进步快的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

通过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调整
,

预计到2 0 0 0年
,

将有 4 亿农民进入城镇
,

农业

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目前的 80 % 下降为 40 %
,

赶上 目前 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
。

农村劳

动力在一
、

二
、

三产业的分布大致为 5 : 3 : 2
,

农业中从事种植业和林
、

牧
、

渔业劳

动力的比例将 由目前的 8 :
2 改变为 6 :

4
,

产值的比例 由目前 的 7 : 3 改 变 为 5 :

5 。

农业劳动生产率可提高一倍
,

每个农业劳动养活的人 口将 由现在的 3 人 提 高 到 6

人
,

整个农村经济面貌将会大大改观
。

所以改革农村产业结构
,

不仅是农村 致富的必由

之路
,

而且是解决我国农民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
。

2 粮食问题

粮食是农村产业结构改革的基础
,

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

决不能

掉以轻心
。

关键是决不能放松农业基本建设
,

努力改善生产条件
,

增强增产的 物 质 基

础
,

提高抗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
。

农业生产就其本质来讲
,

是一个以 生产生物产品为目的

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 的过程
,

在保持并发扬有机传统农业的同时
,

必须增加来 自农 田

以外的无机能量投入
,

扩大循环的物质基础
,

提高转化效率
,

变低水平的封 闭式
、

半封

闭式的循环为高效率的开放式循环
,

才能大幅度提高产量和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

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
,

我国粮食生产突飞猛进
,

一方面是靠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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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由于大量增加了物质能量的投入
。

从 19 5 7一 1 9 7 8年的 21 年间
,

全国化肥 施 用 量

( 折纯 )
、

农业机械总动力及农村用电量分另lJ增加了 84 6
.

7万吨
、

1
.

58 亿马力和 2 5 1
.

6亿

度
,

而从 1 9 7 8一 1 9 8 4年的六年来
,

却分别增加了 85 6万吨
、

1
.

05 亿马力和 Z n 亿度
,

六年

来农田物质能量投入增长量几乎相当于过去的 21 年
;
与此相适应的是从 1 9 5 7一 1 9 7 8年全

国粮食总产量只增长了 2 1 9 4亿斤
,

而 1 9 7 8一 1 9 8 4年则增加了 2 0 5 1亿斤
,

六年来粮食的增

长量亦几乎相当于过去的 21 年
。

建国以来
,

陕西省粮食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
,

但和其它

省
、

区相比
,

相对较为缓慢
。

以主要作物小麦为例
, 1 9 5 7年平均亩产 7 8

.

2 5公斤
,

高出全

国平均 5 5
.

7公斤的 36
.

8 %
,

在晋
、

冀
、

鲁
、

豫以及苏
、

皖
、

鄂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 各 省

中居首位
, 1 9 8 4年平均 亩产 17 7

.

5公斤
,

低于全国平均 1 98 公斤的 1 0
.

4写
,

在上述各省中已

退居末位
。

生产条件较差是陕西省粮食产量增长不快中的突出问题
,

在 1 9 7 8年农林部夏粮

生产竞赛检查评比会上曾经指出
: “
陕西省五十年代的小麦单产比冀

、

鲁
、

豫高
,

现在全省

3 8 0 0万 亩耕地 的蓄水量仅 36 亿方
,

相当于石家庄地区 80 0万亩耕地的蓄水量 , 省内 自产

和国家分配的化肥仅十几万吨
,

等于新 乡地区年产化肥量
;
农 家肥也不多

,

40 %的麦田

白茬下种
” 。

近年来虽大有改善
,

但 进展仍赶不上冀
、

鲁
、

豫等省
,

必须 巫起直追
,

在

农业基本建设上狠下工夫
。

当前值得注意的是粮食生产受农产品价格体系及经营规模的限制
,

经济收益低
,

在

发展乡镇企业
,

拓宽生产门路后
,

出现重工轻农倾向
,

影响对粮食生产的投工投资
,

加

之农业受自然的影响大
,

生产不稳定
,

去年粮食减产的势头已经开始出现
。

我 国 人 口 众

多
,

承受粮食盈缺的弹性小
,

一
、

二年内减产几百亿斤粮食
,

国家尚可调剂解 决
,

但 如

不及时扭转
,

势必危及国计民生
。

因此
,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

防止粮食生产萎缩
。

一是

实行
“ 以工补农

” ,

用 乡镇企业收入支持改善生产条件或对种粮直接补贴等方式扶持粮

食生产
,

在农村经济内部实行微观调节
,
二是完善合同收购制

,

逐步向经济合 同 制 过

渡
,

适当调减合同收购任务
,

鼓励农民从超产中增加收入
,

并加强国家对粮食价格的宏

观控制
,

防止谷贱伤农
; 三是积极推行技术改革

,

改善经营管理
,

逐步建 立 高 产
、

优

质
、

高效
、

低耗的适用技术体系
,

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

提高粮食生产的 经济效益 , 四

是严格控制化肥
、

农药
、

油电等农用物资任意涨价
,

降低农本
。

抓好这些措施
,

可以为

粮食生产增添一定内在活力
,

而要彻底解决问题
,

需从以下两方面努力
:

第一
,

发展专业化生产
,

将耕地逐步向种田经营能手集中
,

扩大经营规模
。

这样才

能利于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

采用现代先进技术
,

提高规模经济效益
。

至于多大的经营规

模最好
,

则是需要因地制宜加以研究的问题
。

再则
,

农业的专业化必须同时是农业的社

会化
,

一是要建立健全的农村专业分工体系
,

粮食生产专业户要和 良种供应专业户
、

农

机专业户
、

植保专业户等配套成龙
,

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

扩大经营规模
。

与

此同时
,

要不断开拓农村新的产业门路
,

从事非耕地经营
,

并能获得稳定可靠的收入
,

这样才能促使耕地向专业户集中
。

二是以 家庭经营为基础
,

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
,

推动

专业户联合奉包
,

促进农业经营由
“
小而全

”
向

“
大而专

” 、 “
专而联

” 的方向发展
,

并与城乡工业
、

商业相联结
,

不断提高生产的社会化水平
,

建立完整的产前
、

产中
、

产

后社会服务体系
,

满足专业生产者对技术
、

资金
、

供销
、

贮藏
、

加工
、

运输和 市 场 信

息
、

经营指导等方面的要求
,

才能便于专业化生产得 到稳定的发展
。

在农业向商品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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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
、

社会化的发展过程中
,

存在着发展合作经济的基础
。

越是专业化
,

越 要 求 协

作
; 社会化生产程度越高

,

越要求联合
。

当前
,

广大农户为进一步提高商品农产品的竞

争能力
,

一方面着眼于提高自我增值的能力
,

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农业劳 动 生 产

率
; 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

,

扩大经营规模
,

提高经济效益
,

我们应该不失时机

地引导农民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

通过农民的联合
,
以合作组织为纽带

,

组织亿万农户贯

彻落实国家宏观决策和各项指导性计划
,

这不仅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

也是整个国民

经济发展的需要
。

但是
,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的前提下
,

怎样做

到既能突破以往集体化的模式
,

不走吃大锅饭的老路
,

又能把亿万承包户的经营同社会

化大生产结合起来
,

组织新型的合作经济
,

不断完善合作制
,

这是我国农村面临的重大

课题
。

第二
,

必须设想走彻底变供给性粮食生产为完全商品性生产的道路
,

把粮食购销完

全放开
,

纳入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轨道
,

逐步改变粮食价格背离价值的状况
,

使

农民种粮有利可图
,

增强粮食生产的自身动力
,

才能沿着专业化
、

社会化方向得到持续

而稳定发展
。

为稳妥起见
,

可以采取逐步走的办法
。

当前
,

国家对各省
、

区
、

市粮食的

调进
、

调出
,

要认真实行真包干
,

在此基础上
,

根据经济发展需要
,

各省
、

区
、

市之间按

照互惠互利原则
,

相互协作调剂余缺
。

你认为调入粮食合算
,

就可以多调整你那里的产

业结构
;
你认为不合算

,

就自己多生产粮食
,

做到心中有数
,

量力而行
。

这样
,

经济发达

地区可以凭借其较强的经济实力
,

依托粮产区的粮食供应
,

充分发挥经济作物和多种经

营的优势
; 而粮产区则可以得到较为优惠合理的粮食价格

,

充分发挥其粮食生产优势
。

与此同时
,

逐步缩小粮食的统销面
,

原则上只负责非农村人 口的 口粮供应
,

支持民间发

展商品粮经营渠道
,

扩大市场调节
,

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
,

加上国家行政的必要支持和

干预
,

使粮农得到合理的价格
,

并且通过增产优质粮食和增加新品种提高粮农收益
,

这

样才能从根木上增强增产粮食的内在动力
。

3 经济作物

在粮食供应有保证的前提下
,

放手发展经济作物
,

开展多种经营
。

对于近年来发展

经济作物使粮食播种面积有所减少的倾向
,

要作正确分析
,

不应过分担心
。

经济作物受

市场需求制约
,

其发展有一定限度
。

目前和粮食作物用地矛盾较大的棉
、

麻
、

油
、

烟等

在一些地区已出现结构性过剩
,

需加调整
,

其它名优特产即使放手发展
,

占地亦不会很

多
,

并受地域适应性限制
,

而且将来如有需要
,

改回来种粮食作物
,

也并 非 难 事
。

因

此
,

除对非农业用地特别是 乡镇企业占用耕地必须严加控制外
,

对农业用地的 利 用 方

式
,

不需加以 限制
,

只要有可靠粮源
,

有市场竞争能力
,

应 当充分发挥各地优势
,

放手

发展 各自适宜的经济作物及林牧渔业
,

这样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
,

为粮食的持续稳定

增长创造条件
。

特别是西北黄土高原
,

以往 由于粮食紧缺
,

陡坡开荒
、

广种薄收
,

造成

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

现在有些地区粮食已经缓解
,

陡坡开荒仍有增无已
,

生态环境继续

恶化
。

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地区生产结构单一
,

除开荒种粮外
,

别无其它经济收益可寻
。

在这些地区
,

除了建 设好基本农 田
,

实行精耕细种
,

力求粮食 自给外
,

更应因地制宜广

开生产门路
,

开展多种经营
,

发展商品生产
,

只有这样
,

才能使陡坡退耕落到实处
。



第 3期 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当前
,

对经济作物主要应根据
“
因地制宜

、

适当集中
” 的原则

,

继续调整 布 局 结

构
,

充分发挥地区优势
。

在调整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

3
.

1 在保持粮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
,

加快发展经济作物和林牧渔业
。

粮食是关系到十亿人 民吃饭的头等大事
,

是发展经济作物和林收渔业 的 基 础
。

因

此
,

必须按照决不放松粮食生产
,

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
,

在粮食供求平衡 的 条 件

内
,

促进农林收渔的全面发展
。

但在商品经济下
,

所谓粮食供求 平衡
,

并 不 是 要求各

县
、

区
、

乡
、

村都做到粮食 自给 自足
,

而是在一定的 区域范围内
,

按照商品流向
,

建立

起一个粮食供需平衡体系
,

在此前提下
,

发挥各地不 同优势
,

使粮食和经济作物
、

种植

业和养殖业
,

在地域范 围内得到全面协调发展
,

取得最大的宏观经济效益
。

3
.

2 从全国
、

全局着眼
,

充分发挥地区优势
。

发展经济作物
,

发挥地区优势
,

不能理解为仅仅是利用本地区的有利条件
,

来为本

地区增加经济效益
。

发挥地区优势能够并且应该给本地区带来好处
,

但是如果只是这一

点
,

那就不正确了
。

地区优势不是属于地 区的概念
,

而是一个全国
、

整体的概念
,

要从

全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全局通盘考虑
,

不能各自为政
。

例如
,

国家的高产商品粮基地
,

即

便同时具备发展某些经济作物的优势
,

也不能因为种粮的经济收益不如种经济作物而压

缩粮食生产
。

一个地区的某些条件是否算得上优势
,

要从全国范围内进行权衡
,

只从一

地一时来考虑可行
,

而从全局来看不可行的
,

便不能称之为优势
。

各种农产品
,

都要根

据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建设需要
,

有计划按 比例地发展
,

特别是对某些国内和国际市场

需要量有 限的商品生产
,

更必须统筹安排
,

不能看到一时有利就各地都搞
,

否则就会因

为过剩而遭丧失
。

例如烤烟的社会年需要量只 2 4 0 0万担
,

但农 民看到种烟经济收益大
,

各地也从增加地方财政收益考虑
,

大量发展
, 1 9 8 4年全国产量达到 3 0 8 5

.

7万担
,

造成大

量积压
。

在一个区内
,

如果具备发展多种生产的优势
,

也要在农业区划的基础上
,

加强

国家计划的指导
,

合理布局
,

择优安排
。

要求通过生产布局和结构的调整
,

充分发挥各

地区最大的优势
,

使各种农产品能够尽可能在条件最适宜的地区用较低的成本大量生产

出来
,

而且产品质量好
,

在 国内市场甚至国际市场有竞争能力
。

这样
,

既可促进整个社

会生产效率的提高
,

也有利于各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

3
.

3 向产品多样化
、

优质化方向开拓新路
。

长期以来
,

由于农产品紧缺
,

只求数量
,

不讲质量
; 只着眼于棉

、

麻
、

烟
、

油等几

种主要经济作物
,

不讲品种多样
,

形成目前有些农产品过剩
,

有些则供不应求
,

产品结

构远不能适应内销外贸的需要
。

因此
,

当前发展经济作物
,

应着重向产品多样化
、

优势

化方向开拓新路
,

致力于发挥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
,

根据市场需要
,

发挥具

有地方特色的名优特产
,

并把生产和加工
、

运销紧密结合起来
,

使产品多次增值
,

形成

一些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拳头产品
。

在一切市场需要又有条件的地方
,

积极

发展水果
、

蔬菜
、

花卉等园艺作物生产
。

对某些经济作物产量 已超过需求的
,

凡自然条

件不适宜或次适宜的分散产区
,

应下决心不种或少种
,

向全国最适宜的地区适当集中种

植
,

建立商品生产基地
,

努力提高品质
,

增加适销对路的多样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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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乡镇企业

在农村发展 乡镇企业
,

特别是乡镇工业
,

在社会和党内总是时断时续地有所争议
。

应该如何对待
,

这是关系到我国农村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

因为前面谈到
,

劳动力不能

充分就业
,

是农村问题的症结
。

而农业人 口不断向工业人 口 以及第三产业人 口转化
,

是

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
,

我国也不能例外
。

不同的是
,

我国不走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农村破

产
,

城市过份膨胀的道路
,

也不可能由国家出巨资兴办新工业和建设新城市以吸收农村

剩余劳动力
,
我们是在大力发展城市工 业

、

的同时
,

支持农民集资在农村 ( 包括集镇 ) 办

工业
,

支持农民自己转化为工人
,

支持农 民自已创建新城市
。

如果不使乡镇工业有个大

发展
,

不仅不利于整个工业的全面发展
,

也不利于农民问题的解决
。

农村劳动力游离出

农业
,

就近转入第二
、

第三产业的 乡镇企业
,

有利于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

程
,

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
。

目前
,

乡镇企业正在以充沛的生命力蓬勃地向前发展
,

必须充分肯定和热情支持
,

但在前进中已经或可能出现的问题
,

也要防患未然
,

积极引导
,

主要有
:

4
.

1 防止盲 目性
,

不要一哄而起

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
,

完全靠市场调节
,

带有相当的盲 目性
,

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

争
,

存在着一定风险
。

因此
,

国家必须加强对乡镇企业
·

的计划指导
,

引导它向稳定
、

的方

向发展
,

不要一哄而起
。

兴办乡镇企业
,

首先应服务于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结构

的改革
,

加强农业基础
,

促进农业现代化
。

因此
,

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应当突出强调发展

农产品加工工业
,

特别是要注意发展与农业增产增值和扩大流通范围密切相关的鲜活农

产品的保鲜和食品工业
、

饲料工业
。

这类产业创业条件高而获利微薄
,

但为发展农产品

商品生产所 必需
,

国家应给于积极扶持和信贷税收上的优惠待遇
。

在有资源条 件 的 地

方
,

还应发展建筑建材工业
、

小能源工业和采矿业
。

根据条件与可能
,

积极发展为大中

城市工业配套和拾遗补缺的工业
。

要十分重视发展为农村工农业服务的第三产业
。

各地

要根据 自己的优势
,

立足本地市场
,

面向国内外市场
,

扬长避短
,

发展具有区域特点的

乡镇企业
。

4
.

2 普惕搞不正之风
,

加强企业整顿

目前乡镇企业的原材料及能源供应以及产品销售等在国家计划中基本上都 没 有 户

头
,

全靠农民自己解决
,

到处找原料
,

找市场
,

所谓
“
千军万马

、

千 辛 万 苦
、

千方百

计
”
疏通渠道

,

这样
,

就难免 出现一些不正之风
。

除要加强对乡镇企业的监督管理外
,

关键在于国家对 乡镇企业的产
、

供
、

销要和国营企业一视同仁
,

统筹兼顾
,

从斜 路 引 向

正路
。

在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上加强对 乡镇企业的扶植
,

对 乡镇企业生产上紧缺的
、

由国

家控制的燃料
、

原材料
,

要根据条件
,

提高分配的比例
,

并在供应渠道
、

分配方法等各

个环节加以落实
。

现在
,

城市正在开展经济体制改革
,

对乡镇企业既是挑战
,

又 是 机 遇
。

乡镇 企

业 在 资 金
、

技术
、

装 备
、

原 料 等 方面均处于竞争不利地位
。

面对这一形势
,

乡镇企

业必须加强调整和整顿
。

第一
,

必须采取 “ 人无 我 有
、

人 有 我 优二人优我廉
、

人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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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
”
的经营方针

,

增强应变能力
,

进行技术革新
,

在质优价廉
、

薄利多销上取胜
。

第

二
,

允许农民个人经营
、

联产经营
、

与国营企业合营等多种形式存在
,

加快专业化
、

合

作化步伐
,

把农村中 目前分散的
、

小规模的
、

手工业的乡镇企业
,

逐步成为较 为 集 中

的
,

较大规模的现代化企业
,

才能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

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

第三
,

整

顿原来在社队集体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

必须实行政企分开
,

加强 群 众 基

础
,

使之成为真正 由农民当家作主的合作经济
,

才能具有较大的生命力
,

而不要把乡镇

企业变成乡镇官办企业
。

另一方面
,

城市改革也必须着眼于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工业体系

和商业网络
,

加强对乡镇企业在技术
、

资金
、

装备等方面的支援
、

转让和协作
。

今后
,

城市工业应向技术密集型的高
、

精
、

尖
、

新方向发展
,

凡利于分散经营和劳动密集型工

业以及和农业增产增值密切相关的工业
,

应有计划地向乡镇扩散
,

使城 乡经济得到全面

协调发展
,

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
。

发展 乡镇企业
,

还必须和农村集镇和小城镇建设

密切结合
,

鼓励农民进城办厂
、

经商
、

发展第三产业
,

使集镇成为农村文化
、

经济
、

技

术
、

教育的中心
,

联结城市的桥梁
,

商品流通的纽带
,

乡镇企业的基地
,

推动农村城市

化
、

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

4
.

3 珍惜土地
,

防洽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
,

必须珍借每一寸土地
。

近年来 由于城 乡建设事业 的发展
,

特别是乡

镇企业 的发展
,

不仅占用农地多
,

而且普通存在着多征少用
、

早征晚用以 及征而不用的

现象
。

要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
,

加强对土地的管理
。

一是要严格审批制度
,

一切转作非

农用的土地
,

包括集体土地所有者用自己的土地搞非农建设
,

以土地入股进行 非 农 经

营
,

均要按法定程序申请报批
。

二是对非农用地实行有偿使用
,

乡镇企业非农用地和非

农专业户生产用地
,

都要向集体土地所有者交纳土地使用费
,

集体收取的土地使用费主

要用于农业基本建设
,

不得纳入分配转为消费基金
。

工 业
“ 三废 ”

的严重污染
,

也是乡镇企业发展后的一个突出问题
。

因此
,

凡国家规

定乡镇企业不准兴办和生产污染严重的行业和产品
,

应坚决不办和不生产
。

要采取经济

措施和法律措施
,

对污染严重又无法治理的企业
,

实行关停并转
。

( 陕西农业科学 》 ( 双月刊 ) 1 9 8 8年征订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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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 VE RA上 PO B RL E M SO N C CE N N R IG THE

L O E E P D VME NO F R TURA I
J

E CO NO 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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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Yu q in g

( De P ar ro e。 :o
f Agro o no y, N o r , h功 e s : e r n A g r i c o l t u r a l U o i o e r : i才y )

A b s t r a e t

C h i n a h a s a r i e h r e s o u r e e o f a g r i e u l t u r a l l a b o u r p o w e r ,
w h i e h 15 o n e

o f t h e g r e a t e s t a d v a n t a g e s i n d
e v e

l o p i n g r u r a l e e o n o m y , a n d 15 a l s o w h e r e

t h e p r o b l
e m s o f l o w p r o d u e t i v i t y o f o g r i e u l t u r a l l o b o u r p o w e r ,

lo w i n e o m e s

o f p e a s a n t s a n d g r e a t d i f f
e r e n e e

b
e t w e e n t o w n a n d e o u n t r y l i

e .

T h
e o n l y

w a y o u t f o r t h ss 15 t o r e
f o r m r u r a l i n d u s t r i a l s t r u e t u r e 5 0 a s t o p r o m o t

e t h
e

s h i f t i n g o f a g r i e u l t u r a l
e x e e s s l a b o u r p o w e r t o f o r e s t r y ,

l i v e s t o e k a n d

f i s h
e r y p r o d u e t i o n a n d t o w n s h i p i n d u s t r i

e s .

T h i s 15 n o t o n l y t h
e n e e e s s a r y

w a y f o r p e a s a n t s t o r e s u l t i n p r o s p e r i t y
,

b u t a l s o t h
e

i m p o r t a n t s t r a t e g y t o

s o l v e t h
e

p
e a s a n t p r o b l

e m i n t h
e e o u n t r y

.

G r a i n 15 t h
e

f o u n d a t i o n f o r t h e

r e f o r m o f r u r a l i n d u s t r i a l s t r u e t u r e 5 0 t h a t a n y t r e n d s o f s t r e s s i n g i n d u s t r 丫

a n d o v e r l o o k i n g a g i e u l t u r e a s w
e

l l a s n e g l
e e t i n g f o o d p r o d u e t i o n s h o u ld b

。

a v o i d
e

d
.

T h
e e h i

e
f a p p r o a e h 15 t o d

e v e
l o p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 s o e i o l a n d e o m m e r e i o l

p r o d u c t i o n a n d t o e h a n g e t h
e s i t u a t i o n o f g r a i n p r i e e d

e p a r t i n g f r o m i t s t r u e

丫 a l u e g r a d u a l l y a n d t o s t r e n g t h e n t ll e
i n t e r n a l p o w

e r i n g r a i n y i e l d i n e r e a s e .

I n t h
e e a s e o f b a l a n e e

d g r a i n o r f o o d s u p p l i
e s , e

f f o r t s s h o u l d b
e
瓜 a d

。 t o e a c e e -

l
e r 、、 t e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e a s h e r o p s ,

f o r e s t r y
,

l i v e s t o e k a n d f i s h
e r y , a n d

a e t i v e l y t o d e v e l o p t h e t o w n s h ip a n d t h e t h i r d i n d u s t r i e s 5 0 a s t o a d v a n e e
.

t o

t h o d i r o e t i o n o f r u r a l i n d u s t r y a n d t ll e i n t e g r a t i o n o f t o w n a n d e o u n t r y
.

T h i s

15 o n e o f t }l e i m p o r t a n t m a r k s i n b u i l d i n g s o e i a l i s m w i t h C h i n e s e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

K e y W o r d s : r u r a l e x c e s “ l` b o u r p o w e r ; r u r a l i n d u s t r i a l s tr u e t u r e ; g r a i n ; e a s h

e r o p ; t o w n s h i p i n d u s t r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