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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国农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农业变革，它已经超越了某种农业技术进步和政策调整而引起的
农业产量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一种根本性的质的变化，它所展示的是整个农业成长阶段的转变。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谁都不能否认，粮食问题曾经是我们国家久治不愈的心病，中国人在粮食
上有过无数痛苦的经历和记忆。
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化开始，粮食问题始终是牵制中国工业化步伐的主要因素。
这种状况一直到1978年的农村改革才开始有了转机。
在经历了近20年农业进步、进入21世纪之际，中国农业才真正地克服了长期困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粮
食问题，也就是说，依靠低价粮食来满足廉价劳动力供应的工业化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工业不需要榨
取农业也能自行发展了，相反，由于工业发展的速度远远高于农业部门，工业部门不仅不能再榨取农
业，反过来应该保护和反哺逐渐变成弱势产业的农业。
从农业自身的发展来说，增产不再是中国农业问题的主要问题，质疑能否养活13亿中国人已变成昔日
的话题，取而代之的是增加农民收人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当今农业的主题已发生了变化，预示着中国农业已经进入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的农业
调整阶段。
　　然而，农业成长阶段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农民收入问题比过去粮食增产问题更容易解决。
现实中所暴露出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农村的萧条和城市的繁荣形成鲜明的反差。
这种反差不仅制约了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最终还将威胁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
农民的贫穷和城市的富裕绝不代表中国经济的成功。
　　那么，在新的成长阶段上，如何才能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农村贫困化和城乡收入差别问题？
为了让中国农民也能分享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果，究竟该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何处？
如何在转移农业劳动力过程中推进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规模化经营是否适合中国？
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粮食至上政策何时休？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如此尖锐，而且今后数十年都将困扰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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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业进入新的农业调整阶段，农民收入问题取代了粮食问题而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最为核心的问
题。
《中国农业成长阶段论--成长过程、前沿问题及国际比较》着重解析中国农业成长阶段的变化，分析
新的成长阶段上中国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借鉴国际的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
《中国农业成长阶段论--成长过程、前沿问题及国际比较》不仅从理论上论证农业成长各阶段问题发
生的机制，同时还利用各种第一手材料深层?地探讨影响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农村劳
动力转移去处问题、规模经营可行性问题、农业保护和农业补贴问题、影响公众福利的生态环境问题
，等等。
这些问题都将是左右新阶段中国农业成败的关键问题。
准确地认识这种农业成长阶段的转变，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农业政策做出不同子过去的方向性重大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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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霞，女，1993年毕业子日本京都大学农学部，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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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中日两国农村调查研究，特别是对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参与多项研究课题的国际合作项目。
主要代表作有《农业衰退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制——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及其理论分析》、《退耕
还林还草政策实施后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宁夏南部山区的实证分析》、《关于日本山区半山区农
业直接补贴政策的考察与分析》、《日本农业扩大经营规模的经验与启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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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农业成长初期阶段的特征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尽管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
但是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仍然是沿袭传统落后的耕种技术，因此，粮食供给能
力是非常有限的。
工业化开始以后，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粮食的需求也在大幅度增加，以至于粮
食供给不能满足于需求的快速增长，从而出现粮食价格上涨。
　　粮食价格上涨不仅仅是农业部门的问题。
由于粮食的特殊性，粮食价格的上涨会波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从而制约工业化进程。
这是因为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粮食是城市工业最基本的工资性产品，这一时期的恩格尔系数很高，
城市家庭的主要消费支出都花在粮食上，粮食价格的上涨意味着要有更多的收入用于粮食的支出，城
市家庭生活变得困难，因此，城市产业工人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来争取工资的提高。
对企业而言，工资成本的增加，减少了利润，进而影响到企业追加投资的数量。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工资成本上涨影响到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从而牵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
特别是在工业发展初期，工业技术相对落后，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廉价劳动力所创造的剩
余是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因此工资成本的上升直接影响到资本积累的规模和工业化的速度。
　　正是因为粮食供应关系到工业化的成败，所以在经济发展初期，粮食问题是这一阶段农业发展的
至上命题，所有的农业政策都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
这一点，可以从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民展过程中得到验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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