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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王克忠

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

一—学习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农业、衣村和农民间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间题，也是邓小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学习邓小平关于衣业的战略地位、农业的根本
出路和农业要始终抓得很紧等问题谈 一点体会。

农业是第一位的战略重点

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毛泽东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从多方面论证了衣

业的战略地位，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个重点。他指出： “战略重点，一是衣业，二
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结论。

第一，衣业发展是摆脱贫困，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根本条件。邓小平反复强调，要
摆脱贫穷，“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间题 “，就要发展衣业，并尖锐地把这个问题提到理论高度：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怎样摆脱贫困？首先要解决占中国80％农村人口的贫穷，并把它作为国
民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个目标。 农业是提供生活资料特别是生活资料中最重要的食物的基本
部门，这关系着直接生产者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任何人类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生存
发展的基础。农业的这个作用是任何别的物质生产部门所不能代替的，即使在将来科学技术高
度发达，入类有可能直接用工业方法，即通过化学工业生产入造食物时，人们仍然不会放弃衣
业，农业仍然是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特别是食物的基本生产部门。因为这是一种最方便、最经济
的生产食物的方法。 它是利用动植物机体的生命过程，即生命力来生产食物的。 每一棵植物，
每一头动物就是一座巧妙的“小工厂 “，它们在常温、常压下或者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太阳能，将
自然界的无机物合成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等营养物，或者将植物中的营养物，包括人不能
消化的物质转化为新的动物脂肪、动物蛋白质等。 随着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生物品种将
不断涌现，农业生产率将大幅度提高，衣业将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质批更好的食物。所以，衣

业上去了，粮食增多了，其他农副产品发展起来了，衣民生活就会富裕起来。现在温饱这个目标
已经达到了，接下去要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最
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仍然需要农业的发展，特别是衣业的现代
化。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不能靠建立在手工生产技术基础上的农业实现的，只有现代化衣业才
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也就是在本世纪“实现第二个目标＂，达到小康水平，进而在下个世

纪的五十年内实现第三个目标，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尔后再实现第四个、第五个……目标。
第二，农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农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指出：如果有什么问题会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那末，第一
”是衣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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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果有一个曲折，……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衣业是基础，“超过劳动者个人
需要的衣业劳动生产率 “ ,”是其他一切劳动部门所以能够独立化的自然基础 ＂气不仅如此，已
经从农业独立出来的国民经济部门，如工业、商业、文化教育等部门的发展，仍然需要依靠农业
的进一步发展来支持。 实践巳经反复证明：“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

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的＂。 实践也已证明，衣业劳动生产率越高，衣业越发展，提供

的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就越多，提供的市场就越大，提供的劳动力和就业机会也就越多，最后提
供的资金积累也就越多，从而农业的发展必然“ 强有力地推动工业的发展“，包括乡镇企业的发
展；工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反过来对衣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这样，农业和工
业，衣村和城市，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 。

最近，在中央衣村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进一步论述了这个问题，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宏观调控，大力保护和扶待农业，促进工业与农业、城市与衣村、

东部与西部经济协调发展，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关系整个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
系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农业的发展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物质前提。邓小平反复强调：“ 我们搞四化，搞改革
开放，关键是稳定 ” 。 “中国的问题，压倒 一切的是需要稳定。”这是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

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 我们吃够了“不稳定“和动乱的苦。 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

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相反，社会稳定，人民能一心一意搞建设，经济就能迅速上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稳定了， 农业就很快上去了，农民生活也迅速改善了；农村的稳定，衣村的
迅速发展，又为城市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怎样才能保持稳定呢？中
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所以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
定＂ 。农村的形势左右全局，农村稳定是全社会稳定的基础。而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主要

看“农村能不能发展，衣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有没有摆脱贫困。”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

入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农业、衣村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调动农民的

积极性。

这些都说明农业在我国现阶段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 句
话：衣业是根本，衣业千万不能忘掉，千万不能轻视。

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

怎样把农业搞上去，使其名符其实地处千国民经济重要战略地位，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
呢？邓小平明确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

一靠政策，首先是指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政策，包括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的政策。邓小平指

出：＂中国社会主义衣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 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

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

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一个飞跃在八十年代初巳经实现，取得了伟大的成

就，现在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一制度，特别在内地衣村要发展双层经营，建立衣村社会化服
务体系。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农业发达地区，第二个飞跃，即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问题已经和正

在提上议事日程，这是比第一个飞跃更艰巨更伟大的任务。要发挥农业的重大战略作用就必须

坚定不移地实现衣业的现代化；要实现衣业的现代化就必须深化改革，进行制度创新，实现衣
业的适度规模经营。邓小平指出：“ 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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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衣业现代化不可能建立在2. 6亿多超小型衣业生产单位基础上的。 这种细小的经营规模难
以取得规模效益，难以推进衣业的现代化、专业化、企业化经营。深化改革，实现规模经营，是解

决衣业发展后劲的一 个根本性措施。同时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解决好农村一系列
政策问题，包括保护和扶持衣业的政策，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改革流通体制、理顺工衣

业产品比价和农副产品价格体系的政策，发展三高衣业的政策，培育和发展衣村市场体系的政

策以及加强税收、信贷、财政等宏观调控的政策，等等。
t 衣业要发展还必须依靠科学。调动衣民的积极性对于加快农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但
是单靠衣民的积极性或不把衣民的积极性引导到科学种田、科技兴农上来，农业仍然是难以高
速度发展的。只有把科学技术与农民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农业持续快速的发展。邓小

平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 , “将来衣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

解决要甜尖端技术”。"衣业的潜力大得很 “ ,"衣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这是千真万确

的。现代农业不仅依靠直接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依靠科学，依靠科学揭示的客观规律来经营。

土壤学、生态学、气象学和水利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加深了对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认识，努力为
衣业生物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生理学、栽培学、饲养学的发展，使作物栽培和牲畜饲养的

各种技术更加符合生物生长发育的规律；遗传学、育种学的发展，杂交优势的利用不断培育出

各种高产、优质的生物品种；化学及化学工业的发展，生产了大扯优质的化肥、衣药、除草剂
……。 现在衣业生产正孕育着新的技术革命，诸如光合作用、生物工程等等这些都将使农业进
入一 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 科技兴农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也
是最后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

贵在始终抓得很紧

邓小平指出： ＂衣业要始终抓得很紧 “ , “要一直抓下去 ＂。这是我国四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抓农业贵在“始终抓得很紧＂。一是要始终抓，不是抓
抓放放，有时抓，有时不抓，上面讲了抓，上面不讲不抓，出了问题或歉收时抓，不出问题，丰收
时不抓，而是要“一直抓下去“ ，全过程、全方位抓；二是要抓得很紧，要真抓、实抓，抓到点子上，
不是空抓，口头抓，搞所谓口号农业，更不是假抓，搞形式主义，走过场。为什么要始终抓得很紧

呢？首先这是由衣业处千国民经济第一位的战略地位及其重要作用决定的，前面已经指出衣

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昢的基础，经济越发展，人口越多，全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就越
大，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就越高。 其次，这是由衣业再生产特点即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结合

在一起所决定的。 农业再生产要遵循动植物生长发育的生物规律和土壤、气候等自然规律，人
类对动植物生命过程的许多领域还在研究探索之中，还处千“必然王国”。 农业再生产周期又

长，季节性特强，气候又时好时坏变幻莫测，要培育一个新品种，要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就得花

费很长的时间，反复进行实践、试验、研究才能达到。 再次，这是由我国衣业基本上仍然处于手

工操作、畜力耕作的落后状况决定的。这种状况决定了农业的抗灾能力弱，单产低，这种状况也
决定了农业丰歉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于气候状况，也就是＂靠天吃饭 ”。 所以，＂衣村富起来容易，
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 耕不好衣业就完了 ＂ 。 而且，还要看到我国耽误了20多年时间，世界许
多国家的农业则在这时期有了较快发展，而且还在迅速发展之中，特别在我国与国际市场接轨

以后，农业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如果不抓紧或者抓抓放放，那末，“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
间一 晃就过去了＂。 这些不仅说明了对衣业要抓紧，而且说明了必须始终抓得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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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农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隐患，甚至
还潜伏着危机。一是农业基础脆弱，衣业基础设施老化衰退，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严重不足，投
入减少；二是衣村生态环境恶化，耕地大量减少，抛荒严重，田力下降，三是农业科技手段和衣
业教育落后，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农业科技人才大显流失；四是城镇化过程滞后，城市建设落

后，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五是衣民就业严重不足，衣村剩余劳动力日趋扩大；六是农民收入增长

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等。这些问题如不能及时缓解、消除，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农产品

供求矛盾将会更加突出，牵动物价继续上涨，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农民收入难以如期实现小康
水平目标，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而影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最后衣民失业增多，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还会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失衡和社

会的安定。可以说，现在最严重的还不在于存在这些问题，而在千存在的那种忽视衣业、轻视农

业的倾向，那种对农业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对当前农业、农民和衣村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而产生盲目乐观情绪。 这是最危险的。 当务之急必须清醒地如实地认识到上述间题、隐患和潜

伏着的危机，必须下决心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在确保衣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安排整个国
民经济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安排工衣业两大门类资金投放的比例。 宁可暂时少上几个工业项
目，也要保证农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总之，必须采取切实措施，真正把衣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

位；不仅这样讲，而且这样做。在计划安排上，切实把衣业摆在第一位；在资金投放上，首先保证

农业的需要；在部署工作时，首先安排好农村工作；检查工作首先检查农业和衣村经济工作做
得如何。 这样，我国农业才有希望，我国衣村才能兴旺，我国衣民才能富裕起来。

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页。 本文其他地方所引用的文章，除巳注明出处的以外，均见《邓小平文选》

第3卷，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42页。

<>伽·=•<>•<>•<>•`:>•c-•<>•<>•<>•夕•<>•令•<>•<>•<>•`>霞·`O.-•<>•<>.｀之,.<>·=·｀二乒·、>•<>•<>•<>•又＞·＜>．．呜之-•<>•<>•<>.｀今•<>•=•<>•<>•<>•<>·<>俨·<>今．

（上接笫58页）击的资本。有证据表明，在近年其他省市新兴的名牌轻纺产品生产企业中，有不

少正是当年通过联营方式由上海的传统名牌生产企业所一手扶持起来的。

综上所述，作为本文附带的一项简短建议是，目前正在以新思路推行的上海工业名牌战

略，最为关键的环节，乃是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规划，造就所有相
关企业有效实施进入与反进入策略的制度基础。 毕竟行为只能是制度安排的产物，制约、调整
以及优化行为的根本途径，最终还在于制度变迁和创新。

注：

Q)参见《经济日报》1995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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