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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奉行的是农业基础产业论。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与农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农业通过
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的资本积累，为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
同时，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在整个价格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直接涉及工农两大部门的生产和发展，
该理论的应用或者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直接导致了对农业的过度掠夺，加剧了农村的贫困，
影响了农村和农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
而今，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工业现代化水平已进入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这时的工
业与农业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农业
重要程度的降低，但是确实带来了这样的危险：由于农业比较效益的低下而忽视农业生产导致农业的
危机；同时也要看到由于这样的变化带来了一个新的转折和机遇，即为工业反哺农业提供了可能。
但是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实施需要有科学正确的理念和理论作基础，朴素的反哺认识不利于现代农业
的发展。
从2007年开始在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农业大学“985”项目的支持下，我们组织了课题组专门对农业特
点和政府的农业责任问题进行了研究。
2009年出版了《农业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农业特点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
特别是对政府支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为工业反哺农业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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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主要从工业反哺农业的客观必然性、主体、实现机制、路径选择及原则要求等方面对工业反哺农
业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其中引用了一些国内外的实例和数据。
另外，作为宽城满族自治县主抓农业的县委副书记，笔者在此文中也引用了较多的宽城实例和数据，
带有一定的山区内陆县城的典型性。
本文各章的具体结构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
本部分主要说明工业反哺农业研究的有关研究背景、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国内的相
关研究成果、研究的思路框架以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为对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客观必然性的研究。
工业反哺农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国际经验。
从农业的小部门化、农业对工业的历史贡献、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的客观需要、保障粮食生产和提高
农业竞争力、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等角度对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论述
。
    第三章为“工业反哺农业的理论基础”。
此章节主要阐明了现阶段有关农业和工农业关系的论述，并对发展经济学上有关工农关系的理论及二
元经济理论作出阐述和概括，以明确全篇研究的理论渊源。
本部分主要使我们能从总体上把握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原理，接着阐述了关于工业和农业关系的论述。
    第四章是对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主体和机制的研究。
在工业反哺农业的主体问题上，先反驳了认为政府是工业反哺农业的唯一主体的观点，并指出了此种
观点存在的不足和危害。
在此基础上，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主体应该由企业（市场）、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主体构成，并
论述了各个不同主体在工业反哺农业过程中应发挥的作用。
相应地，在论述工业反哺农业机制这个问题上，提出应建立多元实现机制，即企业（市场）反哺机制
、政府政策投入反哺机制、社会组织参与反哺机制、受益地区利益补偿反哺机制等。
在这一章中，较深入地探讨各种反哺机制构建运行的必要性与思路。
    第五章为我国工业反哺农业途径选择的分析。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本文提出一是通过改革现有国民经济格局加大对农业的支持、深化农村经济体
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农业、加大国家直接补贴的政策投入、科学技术反哺和合作社的投入和支持等多
条途径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人，并明确指出，只有利用多种途径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才能
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业反哺农业的效率和效果。
    第六章是对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原则的研究。
在工业反哺农业的原则要求的问题上，系统地阐述了统筹兼顾原则、互利双赢原则、效率公平原则、
坚持造血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因地制宜原则、制度保障原则等。
    第七章为工业反哺农业的国际经验教训及其对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启示。
本部分主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小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工业反哺农业路径
以及它们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不同时期工业反哺农业路径选择的一般规律。
首先，总结了韩国、日本和美国在不同时期工业反哺农业路径选择的经验；接着，对工业化先行国家
在不同时期工业反哺农业路径选择的经验进行分析；最后，总结了工业化先行国家在不同时期，工业
反哺农业路径选择给我们的启示。
    最后的结论部分将对全文做一个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现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应采取的政策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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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工业反哺农业的国际背景　　工业反哺农业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象，从国际上看，
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过由农业哺育工业转向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
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需承担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
任务；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自身的积累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就
应适时适地把握时机，推进工业反哺农业，这是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工农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工业化
中期阶段，工业反哺农业一般都是循序渐进，由点到面，逐步加大力度，在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之
后，则会明显加快反哺农业的步伐。
因此，我们可以人为地把国际上工业反哺农业分为转折期和大规模反哺期。
　　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期。
如1900-1933年的美国农业政策，其政策的目标旨在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率。
对关键农产品实行最低保护价格成为工业支持农业的政策重点。
又如1930年的英国，为了恢复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衰落的农业，主要采取了给予农业补贴和保护农业
政策，对英帝国自治领地和殖民地之外的其他国家农产品进口，一律征收关税并限制进口，对大地主
征收庄园税和限制租佃金额。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政府则着手改革农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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