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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陈红英 戴孝悌

摘要院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可划分为封闭经济条件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两个大的尧七个小的农业产业发展
阶段遥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的演变表明袁要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袁必须彻底改革城乡分离尧工农分离的二元社
会经济结构曰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曰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战略袁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曰不断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尧农村金融制度和农业经营体系改革袁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袁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业产业
结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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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发展是指农业产业总体产生尧成长
的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进化过程袁中国
的农业产业发展具体是指由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

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 眼 员 演 穴 孕圆圆 雪遥传统农业产业是指在
自然经济条件下袁主要依靠人力尧畜力尧手工工具
等手工劳动方式袁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
法和技术袁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
位的农业遥现代农业产业是广泛地应用现代科学
技术尧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
的社会化农业袁它是由传统农业产业向前尧向后不
断演化袁涵盖一尧二尧三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系统遥
可见袁农业产业发展既包括农业劳动方式的发展
转变袁也涵盖农业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变遥因此袁我
们可以通过农业劳动方式的转变和农业产业结构

的演变来分析总结中国农业产业发展的经验教

训袁以便加快推进中国农业由传统农业产业向现

代农业产业的转变遥
一尧封闭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发展分析
渊一冤员怨源怨原员怨缘苑年中国农业产业快速恢复和

发展

员怨源怨 原 员怨缘苑年袁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
和发展遥为迅速医治多年战争对农业的创伤袁恢复
农业产业发展袁国家首先在员怨缘园年远月颁布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曳指导推动全国土地改革袁
到员怨缘猿年春袁除新疆尧西藏尧台湾等地方外袁全国土
地改革基本完成遥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袁使得全国
猿亿多无地尧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土地及其他生
产资料袁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袁极大地解放了
农业生产力袁大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遥其次袁
与土地改革同步袁国家开始将农业个体所有制改
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袁以进一步解放农业
生产力遥最后袁提出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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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遥由于员怨缘猿年开始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战略袁为配合这个战略的实施袁国家开始实施野统
购统销冶袁从农业中提取剩余袁以确保优先发展重
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遥因此袁为解决这个资
源问题袁国家提出发展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
针遥特别是员怨缘远年国家以解决农业制约工业化问
题推出的对今后若干年农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

叶员怨缘远年到员怨远苑年我国农业发展纲要渊草案冤曳袁规
定国家通过组建农业科技工作体系袁以促进和推
动农业产业快速发展遥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资料
显示袁到员怨缘苑年袁农业化肥施用量增长了好几倍达
到猿苑援 猿万吨袁农业机械总动力也增长到员圆援 员亿瓦袁
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袁全国粮食产量由
员怨源怨年的员员猿员愿万吨剧增为员怨缘苑年的员怨缘园缘万吨袁
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袁林
业尧牧业和渔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在不断增
加遥
渊二冤员怨缘愿原员怨远缘年中国农业产业不断调整
员怨缘愿 原 员怨远缘年袁是中国农业产业野大跃进冶和

农业产业调整时期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袁引发了农业野大跃进冶运动袁
农业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遥与农业野大跃进冶运
动相配合袁员怨缘愿年愿月袁农村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
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遥人民公社化后袁农业生产遭
到严重破坏袁农业丰产不丰收遥因此袁从员怨缘怨年愿月
的北戴河会议后袁中央开始整顿人民公社袁并着手
对农业尧农村经济体制进行局部调整遥特别是三年
困难时期袁严峻的形势迫使党中央不得不采取野三
包一奖冶等制度措施促进农业产业发展遥系列措施
加上开始野农业学大寨冶运动袁对中国农业产业发
展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遥农业产业政策经过不断
的调整袁使得农业化肥施用量由员怨缘苑年的猿苑援 猿万
吨增加到员怨远缘年的员怨源援 圆万吨袁农业机械总动力由
员怨缘苑年的员圆援 员亿瓦增加到员怨远缘年的员园怨援 怨亿瓦渊数
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资料冤袁因此袁全国的
粮食产量也有了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袁仅一年时
间袁粮食产量就由员怨远源年的苑缘园亿斤剧增为员怨远缘年
的猿愿怨园亿斤袁棉花产量则由员怨远源年的猿猿圆缘万担增
加为员怨远苑年的源苑园苑万担 眼 圆 演 穴孕愿愿 雪遥这期间袁种植业尧林
业尧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有些许下降袁而

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则有一定程度的增

加遥
穴三 雪员怨远远原员怨苑苑年中国农业产业调整恢复
员怨远远 原 员怨苑苑年袁农业产业在纠野左冶和调整中

得到恢复和发展遥员怨远远年员圆月缘日袁中共中央发出
叶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渊草案冤曳袁
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尧
农村尧农民大内乱遥文革中袁由于一切工作都必须
以阶级斗争为纲袁农业生产始终被置于次要的地
位袁虽然中共九大后袁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尧邓
小平等领导同志着手治理受到严重冲击的经济秩

序袁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支持农业产业发展袁农业
在纠正野左冶倾错误和调整中得到了一些发展袁但
总的来说袁由于文革野左冶倾路线的严重干扰袁使调
整时期刚刚兴起的农业生产又出现停滞尧下降的
局面遥员怨苑远年员园月袁四人帮被粉碎袁野文化大革命冶
结束袁但此后的两年时间里袁由于野左冶倾思想远没
有被肃清袁尽管中共中央尧国务院采取了系列加强
农业产业发展的措施袁但效果仍不理想遥直到员怨苑愿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袁才从根本上端
正了农业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袁为后来农业产业
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遥这期间农业产
业政策在纠野左冶中不断进行调整袁使得农业生产
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袁农业化肥施用量由
员怨远缘年的员怨源援 圆万吨剧增到员怨苑愿年的愿愿源援 园万吨袁
农业机械总动力也由员怨远缘年的员园怨援 怨亿瓦剧增到
员怨苑愿年的员员苑缘援 园亿瓦遥因此袁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
改善袁全国的粮食产量由员怨远缘年的员怨源缘猿万吨增加
为员怨苑愿年的猿园源苑苑万吨渊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
年鉴资料冤遥这期间袁种植业尧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
值的比例有一些下降袁而林业尧牧业产值占农业总
产值的比例则有较大程度的增加遥
二尧开放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发展分析
穴一 雪员怨苑愿原员怨怨员年中国农业产业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产业第一次大的变化是在

员怨苑愿 原 员怨怨员年遥首先袁由于改革是先从农村开始袁
并且这次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制度改革极大地

解放了生产力袁因而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
的动力遥其次袁员怨愿员年袁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农委
叶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报告曳的通知袁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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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过去野以粮为纲冶的生产方针袁实施野绝不放
松粮食生产袁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冶的战略方针袁为
农业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曰最后袁员怨愿圆 原 员怨愿远年袁
中央连续下发了缘个中央一号文件袁提出落实农业
生产责任制袁推广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袁发展
多种经营袁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袁搞活商品流
通和市场经济袁逐步地破除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
的制度障碍袁较快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眼 猿 演
穴孕苑 原 员猿 雪遥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资料显示袁这期间农业
化肥施用量由员怨苑愿年的愿愿源援 园万吨剧增到员怨怨员年
的圆愿园缘援 员万吨袁农业机械总动力也由员怨苑愿年的
员员苑缘援 园亿瓦剧增到员怨怨员年的圆怨猿愿援 怨亿瓦袁全国的
粮食产量由员怨苑愿年的猿园源苑苑万吨增加到员怨怨员年的
源猿缘圆怨万吨遥此时袁糖料尧油料和烤烟等经济作物的
播种面积也有了显著的增加遥可见袁这个阶段随着
中国农业科技进步水平尧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
农业综合产出能力的显著提高袁农业生产效率逐
年稳步提高遥又据员怨怨圆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袁与
员怨苑愿年相比袁员怨怨员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所占比
重由苑远援 苑员豫下降到远猿援 员豫 袁此时牧业产值所占比
重由员源援 怨愿豫上升到圆远援 缘豫 袁渔业产值由员援 缘愿豫上
升到缘援 怨豫 遥可见袁这期间过去高度单一和效率低
下的产业结构模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袁农业内
部农林牧渔业之间的关系也逐步趋向合理遥

穴二 雪员怨怨圆原员怨怨愿年中国农业产业稳步发展
改革开放后农业产业第二次大的变化出现在

员怨怨圆 原 员怨怨愿年遥首先袁员怨怨圆年初袁邓小平南巡讲话袁
中国人民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遥随即国务院发出
了叶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曳袁提出要
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和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袁进一步把农产品推向市场曰要以流通为重点建
立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经营体制曰继续增加农业
投入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袁依靠科技进步发展高产
优质高效农业曰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业标准体系和
监测体系等遥其次袁员怨怨猿年员员月袁叶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曳
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

不变的稳定土地承包政策袁以鼓励农民增加投入袁
提高土地的生产率遥最后袁怨园年代中期袁国家打出

大幅度提高粮食尧棉花收购价格袁以及政府实施
野米袋子冶省长负责制等组合拳袁极大地促进了农
业产业的发展袁使得粮食等农产品产量连年增加袁
至员怨怨愿年袁粮食产量达到破历史记录的缘员圆猿园万
吨袁棉花达到源缘园援 员万吨袁推进了中国农产品由长
期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尧丰年有余的历史转变袁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袁为后
来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遥据员怨怨怨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计算袁与员怨怨圆年相
比袁 员怨怨愿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所占比重由
远员援 缘豫下降到缘愿援 园豫 袁此时牧业产值所占比重由
圆苑援 员豫上升到圆愿援 远豫 袁渔业由远援 愿豫上升到怨援 怨豫袁
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遥

穴三雪员怨怨怨原圆园园猿年中国农业产业结构战略调整
改革开放后农业产业第三次大的变化发生在

员怨怨怨 原 圆园园猿年这个时期遥一方面袁由于圆园世纪怨园年
代中后期中国种植业生产连年丰收袁粮食尧棉花尧
食糖等农产品国家储备和商业库存大幅度增加袁
畜牧业尧水产品产量持续增长遥据中国农村统计年
鉴资料袁至员怨怨怨年袁粮食产量达到缘园愿猿怨万吨袁棉花
产量达到源源员援 苑万吨袁糖料产量达到苑远猿缘援 猿万吨袁
肉类总产量达到缘怨源怨援 园万吨袁奶类产量达到愿园远援 怨
万吨袁水产品总产量达到猿缘苑园援 员万吨袁此时国内大
部分农产品出现了阶段性尧结构性的供大于求遥另
一方面袁据上面的计算袁员怨怨愿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
业所占比重为缘愿援 园豫 袁牧业产值所占比重为
圆愿援 远豫袁渔业所占比例为怨援 怨豫袁可见袁农林牧渔业
之间的比例仍不完善遥为此袁员怨怨愿年袁中央提出新
阶段中国农业发展的中心任务是对农业和农村经

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遥经过这段时期的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袁中国农林牧渔业之间的比例进一
步趋向合理遥据圆园园源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计算袁与
员怨怨怨年相比袁圆园园猿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所占比
重由缘苑援 缘豫下降到缘园援 员豫 袁此时牧业产值所占比
重由圆愿援 缘豫上升到猿圆援 员豫 袁渔业由员园援 猿豫上升到
员园援 远豫遥

穴四雪圆园园源年以来中国农业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自圆园园源年起袁中央又就农业尧农村等问题连续

下发了员员个中央一号文件袁提出要加大农业技术尧



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曰进一步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袁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袁促
进农业生产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曰推进工业反哺
农业战略袁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曰强化农业支持
保护制度袁以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曰围
绕农业现代化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曰继续完善
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
制机制 眼 源 演 穴 孕远员 原 远圆 雪遥于是袁中国农业产业发展进入了
依靠加大农业投入尧大力开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尧
用先进科学技术装备农业尧着力推动资源要素配
置向农业倾斜以提高农业质量尧优化农业结构和
增加农业效益为主的新阶段袁农业产业结构也从
以往只注重数量比例关系间的调整袁转向强调农
业产业结构质的飞跃遥据圆园员猿年中国统计年鉴资
料计算袁至圆园员圆年底袁粮食产量达到缘愿怨缘愿万吨袁并
且这是自圆园园苑年以来粮食产量连续突破缘园园园园万
吨大关袁棉花也达到远愿猿缘怨苑缘吨遥就农业产业结构
而言袁圆园员圆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所占比重由
圆园园源年的缘园援 员豫上升到缘圆援 猿豫 袁林业产业所占比
重由圆园园源年的猿援 苑豫上升到猿援 怨豫 袁此时牧业产值
所占比重由猿猿援 远豫下降到猿园援 源豫袁渔业由怨援 怨豫下
降到怨援 苑豫遥
三尧总结
改革开放前袁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

下袁中国长期实行人民公社的农业经营体制袁农产
品统购统销袁导致工农产品价格出现野剪刀差冶袁所
有这些严重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袁加上忽视
工业对农业的技术支持袁农业生产技术长期没有
大的突破袁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袁农业产业也
一直局限于单一的生产环节袁延续了新中国成立
前种植业占绝对主体地位尧农业单一的粮食生产
功能的格局袁显著表现为野农业 越种植业 越粮食冶
的农业产业运作特点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

步推进袁农业产业政策的适时调整袁农业产值稳定
增加袁农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遥首先袁种植业比重
不断缩小袁畜牧业尧渔业比重持续上升袁农业生产
结构不断优化曰其次袁粮食作物的比例不断优化袁

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袁农产品品种结构
不断优化袁农业产品结构显著改善曰最后袁主要农
产品良种覆盖率和优质化水平明显提高袁农产品
总量持续增加袁农产品质量也不断提高袁农业生产
能力显著增强袁农村第二尧三产业得到长足发展袁
中国农业进入了一个全方位的结构调整优化和功

能调适的新的发展阶段袁中国由传统农业迈向现
代农业的进程加快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产业发展的历程表

明袁中国农业产业在由传统农业产业迈向现代农
业产业的征程中袁有经验也有教训遥要加快中国农
业现代化的进程袁首先袁要全面深化政治经济体制
改革袁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制筑造的城乡
分离尧工农分离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袁使农业生产
要素资源在城乡间和工农间自由流动袁消除阻碍
农业产业发展的根本障碍曰其次袁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袁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袁健全城乡
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袁为保持农业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曰再次袁继续实施工业反哺农业
的战略袁加大农业技术投入和农业水利等基础设
施投入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袁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长效机制曰最后袁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袁
围绕农业现代化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袁加快农
村金融制度创新袁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袁继续完
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袁进一步优化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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