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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说十年前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是侧重于有关“三农”具体问题的揭露、涉及“三农”
不良现象的批评，激愤而痛切，《再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则更多是对前三十年“三农”政策的梳理和
盘点，用一种宏观而国际化的视野来看待中国“三农”问题的得失，对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三农”
问题指出了未来三十年的发展之路，可谓理性而恳切。
作者的很多剖析让人震撼、深思，甚至焦虑不安。

　　农业：多年来农业增产而农民不增收的政策性失误在哪里？
如何应对国际上某些国家的“农产品武器化”战略？
如何避免“中国拐点”的出现？

　　农村：中国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应该如何选择？
基于熟人关系的农村社群，如何管理更为合理？
村社共同体的优势在哪里？

　　农民：如何增强中国农民的自主性，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
如何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保障？
如何解决农民贷款难、脱贫难的现象？

　⋯⋯
　　这些令人瞩目的问题，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说法。
让我们走进李昌平的“三农”世界，倾听他的声音，分享他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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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昌平，著名“三农”问题专家。
现任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院长、香港乐施会中国项目部顾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等职。
有过17年农村工作经验。
做过大学老师、媒体记者编辑、企业管理者和NGO项目官员。

　　2000年3月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得到政治局多名常委的回
应，引发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同年9月辞职南下广东打工，在国内首次公开呼吁“给
农民同等国民待遇”。

　　主要著作：《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向百姓说实话》《大气候》《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镇体制研
究》等。
其专著《中国农村状况》《中国农村改革反思》，以英文、日文、越南文在多国出版。
此外，在国内外发表文章数百篇。

2　　000年以来，获《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中国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中国最具
行动能力的“三农”人物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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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关于1993－2002年的中国 “三农”政策的反思
　第一节　 农业政策：没能与时俱进
第二节　 农民政策：严重倒退
第三节　 农村政策：迷失了方向
第四节　1993－2002年间的最核心经验
第二章　2003年以来的“三农”政策回顾
第一节 农业政策：依然没能与时俱进
第二节 农村政策：舍本逐末
第三节 农民政策：施小惠有余
第四节　三农成就：连续8年粮食增产
第三章　十字路口的中国“三农”
第一节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三农”
第二节　进一步认识中国
第三节 重新认识解决“三农”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第四章　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道路前进
第一节　未来30年“三农”发展政策的指导思想（两次飞跃）
第二节　未来30年“三农”发展政策的基本目标
第三节 制定未来30年“三农”发展政策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 未来30年“三农”发展政策的策略重点
第五节 完善未来30年“三农”发展的配套政策体系
第六节　农业政策要兼顾不同地区的差异性
附件
1.农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政策策略选择
——我国大陆和台湾的比较
2.中国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
3.警惕中国农村走上菲律宾道路
4.贫困的制度性原因
5.防止“两个非法生存”是未来一个时期的农村工作的基本目标之一
6.警惕乡村社会进入两种“灰色化”状态
7.“农产品武器化”趋势与中国策略
8.作为乡村治理途径的农业税转地租
9.土地集体所有制、村社内置金融与农村发展和有效治理
10.有这样一个农民合作社
11.种庄稼 种厂子 种房子
12.在中国炒大蒜需要多少钱
13.上好大学的农村孩子为何越来越少了
14.温总理关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表述让我百思不得其
15. 中国难题与张五常局限
16.农村是有价值的——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17.薄一波给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信
18.我们的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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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2年我国加入WTO之后，大豆的贸易壁垒消除，当2004年中国大豆加工企业的采购团将进入欧
美采购大豆时，短短5个月，大豆期货价格实现了翻番；在中国大豆采购团高价采购大豆之后，不到
一个月，芝加哥大豆期货价格跌去了一半，欧美大豆到达中国口岸的现货价格也跌破中国采购团采购
价格的一半了。
2004年中国大豆压榨行业全行业严重亏损，2005年中国大豆压榨行业全面遭美国农业集团收购、兼并
和重组，大豆、豆粕、食用油的定价权完全落入美国农业集团之手，中国大豆食物主权基本丧失，政
府对大豆、豆粕、食用油市场价格的宏观调控政策完全失灵。
这不仅影响我国数千万豆农生计，也导致我国大豆民族产业几乎全军覆没，并对下游饲料产业、畜牧
和水产养殖产业的安全性和数亿农民的生计稳定性构成严重威胁。
　　更为广泛的材料，据周立《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披露，此前的半个多世纪，美国是运用
粮食武器的高手：1945年，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的领导下进行改革，试图摆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控制
。
这时，美国伸出了“友谊”之手，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粮食援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
摇篮之中。
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1965-1967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
口粮食的政策，从而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1970年，当“马克思主义者
”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后，美国对智利的粮食援助立即停止了。
阿连德领导下的大众联合政府，却是致力于农业改革和公平分配的。
在阿连德下台后，美国的粮食援助很快又恢复了。
粮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对阿连德所采取的秘密战略的组成部分；1973年，美国由于国内食品价格史
无前例地上涨，对大豆、棉子及其制品实行禁运。
日本97%的大豆依靠进口，其中92%来自美国，因此而受害最大；1980—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
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
但当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进行改革时，西方议员阿德·梅尔科特立即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提供
多少粮食。
之后是苏联解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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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年前，一部《我向总理说实话》风靡全中国，十年后，《再向总理说实话》再为“三农”鼓与
呼。
　　盘点前三十年“三农”政策得失，建言后三十年“三农”政策走向，一样热血犀利的李昌平不一
样的“三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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