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

动乱贫穷
、

闭关自守的病根

陈 平

二千多年以来
,

中华 民族的农业生产就是以粮为主
,

而西欧一直是半牧 半 农
,

以 牛 为

主
。

到现在
,

中国以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
,

密集在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上搞粮吃
,

路子越

走越窄
; 而欧洲

、

美国都保持牧农林的混合经济结构犷百分之五到十的农业人口 提供了高营

养的食物结构
。

近几百年来
,

中国分工协作的发展始终步履艰难
,

小生产的传统紧紧地捆住

了我们的手脚
; 而欧洲

、

美国和 日本的工农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这一

切都促使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些
,

从全球性的经验
,

呱整个历史的角度
,

来重新审查评价

中国以粮为主的单一农产经济
,

究竞是通向现代化的大路
,

还是小生产的绝路 ? 为什么每朝

每代都奖励开荒
、

兴修水利
,

但自然灾害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治理
,

反而 日益频繁 ? 看来一个

极其重要的原因是
,

中国历来的经济政策都只考虑政治特别是军事的需要
,

而不顾虑这些经

济政策是否根本上违反了客观的科学规律
,

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自然条件对经济结构所施加

的基本限制
。

然而
,

违背科学规律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

二千年来
,

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

断下降和周期性的土地危机
,

就是单一农业经济的直接恶果
。

对当前农业问题的讨论
,

我们

希望从单纯技术经济的角度上升到整个历史和全球的观点来加以考察
,

否则难以 彻 底 解 放

思想
,

选择良方
。

一
、

单一小 农经济结构形成的历史原因

从历史上看
,

造成中国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
,

有两方面的原因
。

一 是 多 山 少

地
、

交通阻隔的自然条件
; 二是土地战争产生的经济政策

。

这两方面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

的必然产物
,

并不取决于个别帝王的意志
。

( 1 ) 多山少地
、

人 口增长
,

促使农牡混合经济转变为单一农业经济
,

并进一步从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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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经营 (井田制 ) 瓦解为小土地经营 (地主制 )

牧业经济的基本特点是所需劳力少
,

但是单位面积可供养的人口 也少
。

因此有无充分的

土地资源是古代能否发展牧业的前提
。

欧洲
、

美国和中国的纬度
、

面积大致相当
,

但是欧洲

和美国的平原面积占一半以上
,

中国只有十分之一
。

欧洲宜垦土地面积为中 国 的 七 倍
。

因

此
,

欧洲一直保持牧农林混合的经济结构
,

牧业产值历来高于农业产值
。

中世 纪 的 西 欧
,

农业布局的一般方式为耕地分成几个长条
, `

中间隔以草地
,

耕地之外是牧场
、

林地
,

始终有

大量未垦荒地存在
。

到现代西欧仍然保持这种混合的经济结构
,

森林覆盖率高达三分之一
,

而且均匀分布
。

因此西欧气侯良好
,

农业区基本上不存在土壤沙化
、

盐碱化的威胁
。

中国三

分之二是山地
,

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占百分之四十
。

因此中国很早就感到耕地不足的威胁
。

考

古证明
,

早在夏代畜牧业就以喂粮的猪狗为主
、

食草的牛羊次之
。

祭祀用牲
,

商代数百头
,

西周降为一牛一羊一猪
,

春秋以后大牧场几乎不存在
。

所以可能早在西周
,

至迟 在 春秋 故

国
,

中国已经由农牧混合经济转变为单一农业经济
。

春秋各国争霸
,

竞相奖励生育
,

人口 激增
,

按人平均土地下降
,

不足以供养 增 多 的 人

口 ,

迫使人们毁林开荒
、

扩大耕地
。

到战国时期
,

造成井田制的瓦解
,

从大土地种植转为小

土地种植
,

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地主小农经济
。

这种情况
,

从商教以后持续了二千多年
。

值得

注意的是
,

井田制的瓦解不是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生产关系的革命
,

而是土地危机的加深逐渐

造成的经济结构的恶化
。

尽管当时的生产工具逐渐进步
,

但经济结构的恶化不仅没有提高反

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

应该指出
,

西欧的经济以牧牛为主
,

不需要大量人力
,

无需奖励人口生育
,

整个中世纪

的西欧人 口基本稳定
。

在我国的西藏原有一妻多夫的风俗
,

原因是草原的载畜量有限
,

增人

难增畜
,

母亲不愿畜群分散
,

要求几个儿子共聚一妻
。

与此相反
,

单纯农业经济需要大量劳

力
,

谁家壮丁多
、

垦地多
,

谁家就相对实力强
,

这就刺激人口增长
,

特别多生男子一直是农

民传统愿望
。

其结果是进一步导致按人 口平均的耕地下降
,

构成恶性循环
。

理解农业经济的
`

这一特点
,

对分析中国历代的经济政策有重大意义
。

值得注意的是
,

中国历史上
,

奴隶社会

只存在到商代
。

奴隶社会的瓦解比西欧早得多
,

而不少游牧民族的奴隶制一直保持到近代
。

这可以从农业经济比牧业经济更多地依靠人力的因素得到裤释
。

周代的农业以农为主
,

牧业

为次
,

看来这和周代已进入了封建社会有密切的关系
。

( 2 ) 土地战争
、

征兵积谷强化 了以 根为主的 单一农业 经济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已经形成单一农业经济
。

此后中国历代的群雄争霸
、

农民起义
,

实质

上进行的都是土地战争
。

地多则粮多
, 人多则兵多

。 “
有粮则有军

” , “
有军则有权

” ,

这

是中国二千年来内战的规律
。

司马鼓说
: “ 灭贼之要

,

在于积谷
” 。

朱升向朱元璋献策
,

把
“
广积粮

”
作为称王的经济基础

。

秦修驰道
,

隋开运河
,

目的都是为了运输征收 的 粮 食 进

京
。

历代帝王兴修水利
、

奖励生育
,

厉行屯田
,

都是从维持统治所需的军队出发
。

据估计
,

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的人口 大致在一亿左右
,

以后变动不大` 中国西汉到明代的人 口 都不超

过五千万
。

但是中国历史上战争的规模和军队数量为欧洲的十倍以上
。

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

大的远征军为三
、

四万人
,

到中世纪的十字军也只几万人
。

欧洲历史上只有罗马帝国建立过

高达二十万人的常备军
。

但是牧农混合经济无法支撑这样庞大的官僚和军事机器
,

造成大农

场的破产和城市商业的衰落
。

蛮族人侵时西罗马帝国不堪一击
,

导致奴隶制的瓦解
。

中国自

夕 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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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起战争规模都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人左右
。

其基本原因是依食易于储积和运输
,

因此易于

征集囤积
,

以维持庞大的常备军
。

牧业为主的国家以食肉为主
,

肉类无法久藏
,

腌肉数量也

不易多
。

西欧骑士作战须自带 口粮和侍从
,

秋天打仗
、

冬春休战
,

无法维持庞大的常备军
。

中国土地战争的结果进一步强化了历代皇朝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
。

中国历代的改革家都没有

触动过土地制度和单一农业的经济结构
。

( 3 ) 山岭纵横
、

交通队 隔造成 了封 *1I 的经济体 系
,
阵止 了农牧业经济的混合

欧洲山脉不高
,

东西走向
,

海岸曲折
,

交通方便
。

加上肉类不易储藏
,

需要东方的香料

来制作腌肉
,

压制臭味
,

因此东西方贸易一直是欧洲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环节
。

从公元前六世

纪希猎人开始的商业殖民
,

到 中世纪的十字军运动和近代的英西战争
,

实质上都 是 商 业 战

争
,

目的在于争夺陆地和海上贸易交通线的控制权
。

这与中国的土地战争
,

具有全然不同的

目标
。

中国地形复杂
,

全国分割为许多大大小小的经济自给区
。

中国北部地区
,

游牧民族的主

要产品牧 畜
,

在中国多山的内地极难赶运
,

粗重的皮革
、

羊毛也
`

由于运输困难不受欢迎
。

相

反
,

中国轻便的丝绸
、

棉布销路很广
。

除了汉
、

唐两代中国从西域换得大批马匹用于军事之

外
,

中国单一的农业经济加上交通困难的地形限制
,

使中国经济对外来经济的需求极小
。

筑

长城虽然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
,

但在客观上强化了单丫农业的封闭体系
,

阻止混合经济的发

展
。

二
、

单一农业封闭经济造成的严 重恶果

在世界历史上
,

大国之中只有中国形成了单一小农的经济结构
,

只有中国存在灾害频繁

的地上黄河
,

也只有中国患有改朝换代周期动乱的顽症
。

特别要指出的是
,

直到今天中国的

农业结构和小农思想
,

顽强地抵抗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

在中国
,

封建思想是

这样的浓厚
,

从经济根源上看
,

都来之同一病根
。

因为单 一 小农经济结构是产生地主官僚专

制制度和封建宗法思想的深厚土壤
。

( 1 ) 自然生 态破坏
,

造 成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递减

农牧林混合经济结构的最大优点在于保护了地球的自然生态系统
,

而毁林开荒
、

消灭草

场彻底破坏了几千年来形成的生态结构
,

导致水土流失
、

气候恶化
、

地力贫膺
,

这就从根本

上动摇了农业生产的 自然基础
。

我国人 口密集的文明发源地一

一黄河流域首先遭到严重的破

坏
。

汉书记载
,

陕西绥德一带
“ 富饶多畜牧 ” 。

汉长城到明长城向外推移的地区
,

由昔 日的

牧场变成今 日的沙漠
。

半干旱地带开垦的荒地不可能维持
。

黄河水灾的周期不断缩短奋据统

计
,

秦汉间平均二十六年一次
,

三国五代十年一次
,

北宋为一年
,

元明清为四 到七个月
,

到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代竟三个月一次
。
二几千年间黄河决口

`

一千五百多次
,

其中大改道二十六

次
,

河道高出地面三到十米
,

为世界害河之冠
。

中国政权不稳
。

连年战争
,

火攻烧山
,

代代新

修宫室
,

又不象欧洲那样采用石料
,

而用无法耐久的砖木结构
,

因而大量耗木
,

尤其北宋大

兴土木加剧内地森林的毁灭
。

同样系多山之国
,

日本森林覆盖率为百分之六十八
,

中国仅百

分之十二
,

且都在边远地区
。

农民
“ 越垦越穷

,

越穷越垦
” ,

陷人恶性循环
。

水利工程代代

修
,

常常垮
,

工程越拉越矢
,

效果越来越差
。

此外
,

森林伐尽造成农村的能源危机
,

只好将



可作绿肥的宝贵秸杆充作燃料
。

精耕细作
、

复种套种
,

加上灌概使地力不得 休 息
,

土 壤 沙

化
、

盐碱化日益严重
。

据统计
,

我国现有耕地的三分之一为低产土壤
。

农 田平均有机质含量

只有欧美国家的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

因此
,

尽管中国汉代以后铁器农具和耕作技术高于西

欧
,

农民辛苦的程度举世罕见
,

但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
,

非常缓慢
,

尤其是按人平均的粮食

产量却不断下降
。

按范文澜的数据估算
,

西汉平均亩产约五十斤
,

北宋苏州地区亩产可达七百 到 千 斤 以

上
,

这并不比现在的水平低
,

西汉按农业人口 平均的粮食在一千五百斤左右
,

既高于北宋时

代的水平
,

也高于现在的水平
。

这就充分说明单一农业经济的弊病
。

二千年来
,

中国的农业

周期性地处于破坏与恢复的循环之中
,

整体看来却处于绝对贫困化的趋势之下
。

( 2 ) 人 口 问题和周期性的土地危机

自然界
,

任何周期性现象的出现都必须以一定的边界条件为前提
。

对于一个封闭的经济

体系
,

一个波动一旦产生
,

便会激化为猛烈的周期性振荡
。

欧洲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周

期性的商业危机
,

因为在二次大战前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用关税壁垒保护本国经济
,

对外转嫁

经济危机
,

结果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

战后
,

美国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
,

强迫西欧
、

日本

等实行自由贸易制度
,

扩大了世界市场
,

再加上第三世界的市场不断扩大
,

所以在相当程度

上减缓了经济危机的程度
。

战后 日本的经济增长
,

如果不利用自由多边的世界贸易体系
,

那

是不可能实现的
。

当前几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
:

污染
、

人口
、

能源危机等
,

如何解决这些问

题
,

都受到地球本身边界条件的限制
。

我们分析中国的问题
,

不可不注意这一点
。

所谓
“ 人

有多大胆
,

地有多大产
” 是全然反科学的口号

。

中国目前耕地约为十五亿亩
。

西汉垦地八亿亩
,

黄河流域基本穷尽
;
唐代垦 地 十 四 亿

亩
。

东南地区大体开发
。

西汉平均每人耕地十四亩
,

唐代三十亩
,

此后不断下降
。

可见汉唐

两代的盛大
,

并不表明按人平均粮食有多大的提高
。

而是在于耕地面积的扩大
,

从而使朝廷

可征集的钱粮总数大大增加
。

从经济结构上看
,

西周到战国的一千年间为封建社 会 的 上 升

期
,

西周经济结构为农牧混合的井 田制
,

社会稳定
。

春秋时期
,

演变为单 一 农业经济
。

战国

时期
,

人 口 增
一

长和土地危机导致井田制瓦解
,

地主制出现
。

秦汉到五代的一千多年间为停滞

期
,

地主制确立
,

但大庄园还局部存在
,

出现周期性动乱
。

宋以后的几百年耕地扩大走到尽

头
,

土地分割更加细碎
,

经济危机全面加深
,

封建社会进人没落期
。

西欧在中世纪土地不许 自由买卖
,

庄园保持很大的规模
,

到资本主义时期土地才允许自

由买卖
,

使庄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农场
。

中国早在商软变法时就允许土地 自由买卖
,

使

毁林开荒不受限制
。

土地兼并的无限趋势和有限的耕地面积发生不可克服的矛盾
,

造成周期

性的土地危机或粮食危机
,

直到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内战
,

消灭大量人 口导致大量荒地

出现
,

才使危机获得暂时的解决
。

认真分析秦汉以后社会动乱的状况
,

可以发现存在长短丙种周期
。

短周期在几年到几十

年之间
,

生 系周期性的天灾引起
,

当然统治者的暴政也是一个因索
。

长周期为一到二百年

左右
,

表现为全国性内战或起义
,

有的还招致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人侵
。

周期的长短取决

于上次大动乱造成的破坏程度
。

隋末农民战争造成大量人 口 死亡
,

出现广大荒地
,

使唐朝统

治者的
“ 均 田 ” 较为彻底

,

土地 自然兼并的周期就较为长些
。

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土地危机

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世界上仅有的
。

以人 口升降为例
,

战国末年人由共二千万
,

秦末农民战争



后仅余十分之一
。

西汉人口高达六千万
,

三国仅剩百分之一
,

到盛唐的一千年间都恢复不到

西汉的数 目
。

人口死亡过半的破坏在中国二千年间至少发生了十次
。

西欧仅发生了一次
,

蛮

族人侵灭亡了西罗马帝国
,

导致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产生
,

此后西欧虽然教派冲突和各

国战争不断
,

但没有再发生巨大的破坏
,

经济稳定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发展
。

只有两次

世界大战的破坏才达到中国二千年前战争的规模
,

但大战的经济基础已是工业而非农业了
。

中国直到二十世纪
,

农业危机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块大地
。

这说明虽然我国目前的工业产值

已远远超过农业产值
,

但从经济结构上看
,

中国仍然具有古代农业社会的主要特征
。

( 3 ) 队碍分工
、

抑制 交流的超稳 定经 济结 构

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
,

事物的稳定性和进化度是任何一个生物物种或社会组织是否具

有生命力的首要特征
。

量子力学和控制论
、

突变论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过这个问题
。

我们从

经济结构的角度同样可以深人研究这个问题
。

单纯游牧经济是极不稳定的经济结构
,

以放牧
、

劫掠为生的民族具有极大的流动性
,

历

史上的亚历山大帝国和伊斯兰帝国都是短暂的军事行政联合
,

很快就归于瓦解
,

只留下部分

稳定的已开发的农业区
,

如埃及和叙利亚
。

单一小农经济是超稳定的经济结构
。

这是中国尽管动乱频繁
,

却始终维持一 个 军 事 专

制的封建帝国的重要原因
。

历史上以游牧为生的鲜卑
.

人
、

金人
、

蒙古人
、

满人等少数民族几

次人侵中国内地
,

最后都从军事贵族转化为农业地主
。

其主要原因不在儒家文化的影响
,

而

在于生态破坏是难以逆转的历程
。

地球是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
,

森林
、

草原
、

各种生物之间

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是几千万年间形成的
,

一旦破坏就造成遗害无穷的后果
。

即使在科学技

术高度发展的今天
,

要恢复局部的生态结构都要求大量资金和相当岁月 ; 可想而知
,

在技术

低 下的古代几乎无法挽回
。

黄河流域狭小的耕地要供养众多的人口 ,

在不能从外部输人食物

的条件下
,

只能走精耕细作
,

单一产粮的老路
,

中国传统的农业政策恰如鸦片
,

越是病人膏

育越赖以刺激兴奋
,

陷人不可自拔的危机
。

应该指出
,

中世纪欧洲农民受剥削的程度远较中国农民为轻
,

中国的地租率在二分之一

以上
,

外加官府的沉重捐税
。

西欧教会的征税额为十分之一
,

佃农向领主交纳实物的惯例鸡

和蛋为十二分之一
,

蜂蜜为十分之一
。

原因仍在于畜产品不能久藏
,

剥削量仅以贵族的适时

消费为限
。

农产品的掠夺则不受产品本身的限制
。

因此中国的农民极端贫困
,

残酷的压榨使

中国的单一小农经济劳动生产率极端低
一

「
,

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

中国穿衣用棉布
,

棉布易

于加工的性质使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结合
,

造成工业
、

农业分工和发展的重大障碍
。

中国的运

输困难加上历代实行的官商官工制度
、

户口保 甲制度
、

闭关自锁政策
,

这些都进一步抑制商

品的流通
、

人员的交流和协作的发展
。

整个社会内外经济缺乏横的联系
。

社会体制不是一种

网络结构而是一种垂直系统
。

因之虽然政治极不稳定
,

但是经济结构却超稳定
,

外来资本主

义也极难动摇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
。

西欧的牧农混合经济
,

是一种亚稳态的经济结构
。

其稳定性在于农业
,

可变 性 在 于 牧

业
。

农牧混合经济要求贸易和分工的发展
。

比如羊毛 和皮革
,

牧民一般加工不了
,

使衣着用

品的生产逐渐集中于手工业者和商人聚居的城市
,

但贵族都住在乡下的庄园
,

以享受新鲜的

肉
、

奶
,

这就形成了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发展
。

而对香料的需求
,

又推动着人们探求东方的航

路
,

扩天了世界市场
,

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

中国恰恰相反
,

尽管中世纪中国城市的



飞一 , ’ 卫
竺 一 l 二 “升 犷卜 ljl

二叨 浏J犷 )犷 、 习 、 公浮逻甲产
’一 巨份 ,

规模比欧洲城市大十几倍
,

但城市却是地主官僚聚居的军事政治中心
,

商人和手工业者在经

济和政治生活中都不占重要地位
。

同时农村对城市
一

也不存在经济上的依赖关系
,

而城市却依

赖农村而存在
。

这就造成 了中国农民游击战争得 以发展和包围城市 的经济基础
,

同时也构成

了中国商品经济生长的重大障碍
。

由此可见
,

存在了几千年的单一农业经济
,

是
一

长期阻碍中国发展分工协作的 大 生 产 方

式和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根本原因
。

据此我们可以理解鸦片战争 以后
,

为什么中国的戊

戌变法
、

洋务运动
、

辛亥革命屡遭失败
,

至今封建传统仍然十分强大的病根
。

不改造保守的

经济结构
,

不可能建立革新的政治体制
。

三
、

我国农业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前途

( 1 ) 我国农业现代化在客观条件上受到的基本限制

要真正发挥主观能动性
,

必须首先认清客观规律
,

特别是客观条件的限制
,

分清在 目前

条件下哪些事情可 以做到
,

哪些是不可能做到甚至不可能做的
。

否则会导致失败
。

我国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限制是
,

多山少地的自然条件形成的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
。

解放

后
,

尽管花 了极大力气
,

但粮食增长率只略高于人 口增长率
。

要考虑到扩大耕地面积的可能

性小
,

增施肥料对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不能估计太高
。

更值得注意的是产粮区成本高
、

产

值低
,

对农机的要求复杂
,

使得耕作机械化在工业高度发展 以前
,

不可能成为粮食大幅度增

产的根本出路
。

以日本为例
,

耕作方式与中国相似
,

而和美国
、

西德不同
。

从技术经济的角度看
,

农场

越大
、

农机越大
,

效率越高
,

欧美国家就是这样
,

而 日本小块耕作
,

农业投资远高于欧美
。

日本同美国相比
,

单位面积投人的化肥高五倍
,

拖拉机台数高三十倍
,

水稻工时高三十倍
,

但每个劳力生产粮食仅为美国三十分之一
,

至今粮食
、

肉类都不能自给
。

只是六 十 年 代 以

来
,

由于 日本的工业高度发展
,

得以大规模生产廉价
、

高效的农机以后
,

日本农业现代化才

顺利进行
。

如果说
,

自古以来的国计民生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的话
,

农业现代化却必须以工业

现代化为基础
。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
,

首先抓的是教育和工业
,

工业中又首先发展很快能赚

取外汇的轻工业
,

还有加强对外经济交流的海运业
,

同时也照顾农业
,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

我国经济还面临第二个困难
,

即缺少海港和陆上交通网
。

不能象日本那样利用优越的海

运条件大量进 口原料
,

迅速输 出制成品
。

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后
,

由于世界市场的

存在
,

决定经济命运的是工业而非农业
。

我国解放后
,

农业上的波动对整个经济造成重大影

响
,

不得不放慢工业发展速度
,

提 出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

其原因在于中国大体上仍然是一

个封闭的经济体系
。

我国工业结构的效率很低
,

工业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能力
,

农业商品

生产的比例也很小
,

既不能象 日本那样用工业品换粮食
,

也不能象一些东南亚国家那样用高

产值的经济作物去换取粮食
。

农业被迫自给 自足
,

造成工业受农业拖累
。

从长远来看
,

正确的方针不应因为交通困难而要求牧区粮食自给
,

反对南粮北调
,

反对

进口 粮食
;

而是恰恰相反
,

应该大力发展交通网
,

以此促进 多种经营
,

发展商品生产
。

如果

能充分利少月国际市场
,

贝!{中国的林
、

牧
、

渔业和经济作物大有发展的余地
,

即使粮食生产暂

时缩减也是值得的
,

粮食可以进 口一些嘛
。

算大 (!长
,

这是更有利的
。



( 2 ) 建立生态平衡的农林枚的混合经济结 构是改造我国的百年 大计

目前
,

大家都认识到在我国西北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性
。

虽然有人已警告长江流域有变为

第二个黄河
、

东北平原有变为第二个黄土高原的危险
,

但是单一农业造成的生态危机远没有

引起普遍的重视
。

从长远看
,

不仅黄土高原
,

而且东北
、

东南
、

西南等所有农业
.

区都应逐步改造为生态平

衡的农林牧混合经济布局
,

这样做
,

在一个时期内耕地面积可能要缩小一些
,

但如果措施得

当
,

仍然能够提 高粮食总产
,

而 巨可以开展多种经营
,

同时
,

在人 口密集的农业区还可 以扩

大树林和草地
。

这样才能逐步恢复或者建立新的生态平衡系统
,

从根本上改观农业面貌
,

打

破二千年以来的恶性循环
。

由于我们的祖先缺乏远见
,

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如此沉重的包袱
,

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付出艰巨的代价来为子孙万代造福
。

改造农业经济结构是比农业机械化

远为根本的大事
。

我们需要的不是什么愚公移山
,

而是愚公造林
、

种草
、

放牧
。

由于生态学

是一门极端复杂的科学
,

造林
、

种草并且要求同粮食作物搭配得当
,

争取尽可能高的经济收

益
,

这实质上比单纯种粮更需要科学
。

为此必须开展大规模的科学调查
,

进行全面的规划
。

( 3 ) 解决 农村的物资
、

能源的传输问题是农业 发展的关键一环

粮食的生产
、

林木的发展
,

只要因地制宜
,

只要政策对头
、

措施得力
,

广大农民有极大

的潜力
。

问题在于工业究竟应该怎样真正促进农业的发展
。

以往片面追求拖拉机数量的做法
,

不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状况
,

不受农民欢迎
。

农业机

械化的口号
,

也没有研究分析农村实际
,

指明从何处化起
。

据美国和西德调查
,

农村户外作业

中运输量占一半 以上
。

中国地幅辽阔
,

地形复杂
,

估计巾国农村运输作业占百分之五十到七

十是完全可能的
。

日本农户平均拥有的汽车数高于城市
,

而我国农村汽车很少
,

还完全不生

产农 用汽车
。

目前
,

我国的拖拉机绝大部分用于运输
,

效率只有汽车的十几分 之 一
。

不 大 力

发展农用公路和农用汽车
,

不建立汽车和拖拉机的合理比例
,

钢材
、

燃料都是极大的浪费
。

我国的林区
、

牧区都是内陆和边区
。

不发展运输和农副产品的加工
、

冷藏
、

包装工业
,

不仅

无法输出到国外市场
,

运到国内各地也很困难
,

使不少好东西就地腐烂
。

我国江 南 人 多 地

少
,

发展传统的园艺有很大潜力
。

但是只有空运才能使花卉一类的农产品具有极大的竞争能

力
。

要想把我国农产品打人国际市场
,

落后的交通系统是目前的主要障碍
。

我国农业区能源短缺
,

秸杆不能还 田
。

我国高原牧场载畜量历来很低
。

美国西欧农牧业的

现代化
,

从科学上能量转换的观点来看
,

就是把大量矿物能转换为 食物中的化学能
。

例如 电力
、

天然气取代秸杆作燃料
,

后者即可用来肥 田或喂牛
。

生产化肥
,

建设保温牛舍都要消耗大量能

源
。

工业不向农村提供廉价高效的充足能源
,

农牧业就只能是古代的少米之炊
,

农业现代化就

不可能实现
。

我 国的高原和 山区运煤是极其困难的
,

能量利用率也低
。

要解决这一问题
,

应该

给交通不便的农村提供更多的电力
、

煤气或燃油等便于传输的二次能源
,

这就向工业提出了一

个尖锐的问题
,

要想办法改造 目前以燃烧固态煤为主的能源结构
,

发展便于传输的其他能源
。

四
、

应 当研究经济结构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规律

要推进农业现代化
,

必须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
。

全部经济史和科学技术史都无可置疑地

表明
,

分工不断发展
,

协作不断加强是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
。

整个自然和社会
,

(下转 2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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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各项资源按最优的比例组织配合起来
,

使之发挥最高的生产率
,

生产出最多数量的产

品
,

满足人们的需要
。

这一任务
,

不论是放在微观的范围 (一个企业 ) 来说
,

还是放在宏观

的范围 (一个国家 ) 来说
,

都无例外
。

所以
,

我国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
,

最基本的任

务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
,

尽最大的力量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
,

而不是单独去追求某一项投人

的生产率
。

如果是以后者为 目的
,

那就很可能会造成不惜倾注一切资源来保证单独一项要素

的生产率的提高
,

造成资源的浪费
。

在我们这样一个资源不足的国家里
,

尤其是做为一个补

会主义的国家
,

对于这一点必须密切注意
,

力加防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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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
:
最近一个时期 以来

,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 思 想指

导下
,

许多理论工作者
、

实际工作者解放思 想
,

冲破禁区
,

面对 实 际
,

就有关 农业现代化问题
、

农业思想问题
,

进 行 了有意义的 探 讨
。

可 以 预

料
,

这一场讨论
,

必将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事业大踏步的向前发展
。

为 了在这一场讨论中
,

发挥我们的一份作用
,

本刊 从 本 期 起 开 辟
“ 对 于农业现代化的思考 ” 专栏

。

希望专家学者
、

从事实际工作的 同 志

以 及一切对 于农业现代化有兴趣的 同志
,

把 你们的 见解寄来
。

特别欢 迎

时于我国北部地 区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各种意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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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4 页 ) 整个经济体系都是有机联系的整体
。

片面夸大单一技术部门的作 用
,

以某种技

术路线来取代综合平衡的经济和技术政策
,

在历史上造成了无数的灾难
。

存在 了两千年的我国

单一农业经济所带来的恶果
,

就是明显的例证
。

今天
,

我们主张采用经济结构的概念
,

全面研

究政治—
一

经济—
·

科技 一

一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
,

以免重犯单一技术路线的错误
。

应当说明
,

目前通行的术语中
,

把 “ 社会经济形态 ” 和 “ 社会经济结构
”
等同使用

。

为

了避免概念上的含混
,

我们建议今后只限于用
“ 社会经济形态 ” 来表示社会经济制度

,

而把
“
社会经济结构

” 理解为具体的经济技术结构 (如农牧混合经济
、

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

系
,

生产和流通
、

消费之间的关系
,

国内与国外市场之间的关系等彗 )
、

经济管理结构 (如

垂直还是网络体制 )
、

经济生态结构 (如生产的布局与环境
、

人口
、

能源问题之间的关系等

等 )
。

粗略地说
,

经济结构主要研究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我们前面已分析了我国农业的经济结构如何对中国社会一 系列特殊问题发生 密 切 的 关

系
。

我们同时看到
,

近二百年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
,

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

了迅速的变化
,

生产关系也有一些变化
。

这使我们深深感到经济结构是决定社会生产力的一

个重要因素
,

同时对生产关系也发生一定的影响
。

马克思把生产力的要素归纳为劳动对象
、

生产工具和劳动者三个因素
。

他强调了分工协

作的意义
。

这实际上就是经济结构的思想
。

我们建议根据当代生产发展的新实践
,

明确地把

经济结构列为生产力的第四个因素
,

并深人研究经济结构矛盾运动的规律
。

我们希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来讨论经济结构的规律
,

运用科学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

际问题
,

探讨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