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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基础论”是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指导作用。当前，重新认识、

研究这一理论，厘清“农业基础论”的形成脉络和理论价

值，有助于把握“农业基础论”创新发展的深层致因和演变

趋向，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

一、毛泽东“农业基础论”的提出

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特别是“农业基础论”与其工业化

思想是融为一体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没有以重工

业为核心的工业化道路的推进，也就不会有“农业基础论”

的提出。从根本上说，“农业基础论”是以工业化为背景和依

据的。

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模式影响及巩固新生政权的需

要，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但随着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积累和苏联模式弊端的逐步暴露，

特别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所引

发的震动，促使毛泽东形成以苏为鉴的科学认识，并进一步

思索如何重新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走符

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

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

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1〕接着他进一步强调，我

们必须加强农业、轻工业发展来支持重工业建设，实现中国

工业化道路。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

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农业对工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分析指

出：“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

场。”〔2〕“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3〕“现在出口物资主

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4〕

“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

业提供更多的资金。”〔5〕在对农业、工业关系作出阐述后，毛

泽东进一步概括道：“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

业”。〔6〕在此，毛泽东确立了农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工业的思

想。

1959年7月，毛泽东在赴庐山途中同中央局负责人谈话

时指出，在“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

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

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7〕。这是

毛泽东对“大跃进”中“以钢为纲”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

对国民经济安排的重新思考。此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农业在

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问题。1960年8月，鉴于人民生活面临的

严重困难，毛泽东在其批准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

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明确强调“农业是国

民经济的基础”，并要求全党形成统一认识，把“农业是国民

经济的基础”思想真正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1962

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更加鲜明地将“以农

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确立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

这标志着“农业基础论”已经成熟。

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

中，毛泽东始终紧抓工农业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深入分析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发展

规律，并使其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最终准确揭示了“农业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著名的“农业基础论”。它的产生标

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

索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对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二、国民经济四次大调整：“农业基础论”从偏

离到复归

毛泽东“农业基础论”及其创新发展*

◎丁丹丹 吕文林 齐爱兰

摘 要：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农业基础论”。这是对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发展规

律的科学认识。建国以来四次国民经济调整即充分印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新时期，经济形势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已不能反映

“农业基础论”的全部面貌。须建立起与现代化相统一的“农业基础论”，实现其在新起点上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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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农业经历过快速发展也经历

过曲折徘徊甚至倒退。而每个时期农业的快速发展，都为工

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每次农业遭

受的重大波折都使它支撑不起工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每次工业和国民经济形势的回暖都以农业发展形势的好转为

前提。建国以来以农业为核心的国民经济四次大调整，都证

明了“农业基础论”不可动摇。

1、八字方针背景下的农业战线调整

1958年到1960年的3年“大跃进”，使我国经济遭受巨大

困难，国民经济处于严重的全局失衡状态。据统计，“1960

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以

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

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

半多。”〔8〕农业的衰落和农村经济的萧条直接影响到我国工业

化进程。1961年，轻工业生产开始急剧下降，然后迅速波及

到重工业，使重工业发展在连续3年“大跃进”后迅速下

滑。大批企业被迫停产，人民生活状况严重恶化。面对这种

形势，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立了“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号召全国凝聚力量巩固农业战线，

积极践行“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的方针。此后，经济调整从农业领域破冰，工业和国民经济

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暖。

2、新八字方针背景下的农业整顿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中，中国经济迎来了振兴和发

展的机遇，同时长期形成的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问题也开

始暴露出来。具体表现为：农轻重比例严重不合理，农业发

展再次放缓。据统计，“1978 年基建投资中重工业高达

48.7%，农业、轻工业只占3.6%和5.8%”〔9〕；“粮食人均占有

量只略高于1957年，棉花、油料还低于该年，需要进口大批

粮食解决吃饭问题”〔10〕。197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130 多元，有 2.5 亿农民仍处在贫困状态。鉴于这种情况，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决定实行“调整、改革、整

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调整工农业的关系，集中精力发

展农业。经过四年的调整，1984年农业获得大丰收，粮棉产

量均创建国以来新高，我国农业发展也开始由自给半自给阶

段向商品经济阶段转变。这次调整带来的农业突破性进展不

仅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创造了有利条件，意义重大。

3、经济改革重心转移背景下的农业调整

自1984年农业获得大丰收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

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受其影响，大批资源要素迅速向工

业领域倾斜，引致工业发展再度膨胀，国民经济主要比例结

构失衡问题重新凸显，农业发展再次止步不前。在此期间，

我国粮食生产大幅滑坡，棉花产量急剧下降，生猪生产出现

波动。农业发展迟缓，而人口却连年递增，致使人均粮食占

有量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工业和外贸出口对主要农副产品

的需求也持续增长，导致供求关系出现了新的矛盾。农业问

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为促进农业

发展，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治理经济

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经过此次调

整，“1989年同 1987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了两千多亿

斤，农村社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增长了3.5倍”。〔11〕

农业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再次腾飞注入了新

的动力。

4、21世纪初的农业经济再调整

世纪之交，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工业化进程单

方面独进，而农村经济发展却再现窘境：1997年至2003年，

农民收入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

之一。虽然粮食生产仍在增长，“三农”问题却逐渐凸显，农

业、农村发展持续低迷。这不仅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更

抑制了农业发展后劲，有违“农业基础论”的根本要求。为

摆脱这一局面，党中央审时度势，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

的重大战略决策。在此背景下，我国从2004年开始，恢复发

布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其后，一系列促进农民增

收、农村繁荣和农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成为农民扩大粮食生

产、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信号。这使得近十年成为我国农业

发展最快、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其中最直接的表现

是：2004年至2012年，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九连增”，农民

增收实现“九连快”。这次农业调整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也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纵观上述四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我们发现，工农业发展

比例失调是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根本动因，而实现“农业基

础论”的复归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锁钥。因为，农业在国民经

济中地位的偏离，必然使农业这一基础产业支撑不起国民经

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的推进更是欲速不达。只有加强农业

的基础地位，使工业与农业紧紧结合在一起，工业的发展才

会获得最可靠最有力的保证；也只有当工业在农业发展的基

础上前进，才能最有效地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这是我

们全力发展农业，坚持“农业基础论”的根本理由。

三、“农业基础论”在新起点上的“复归”

“农业基础论”是被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正确理论，是

我国一定历史时期加速工业化建设和现实经济落后之间矛盾

的体现。进入新时期新阶段，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向中期阶

段深入推进，工业自身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第三产业方兴未

艾，农业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份额日趋减少，这一切均使

“农业基础论”遭遇困境。

在此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农业基

础论”的理论内涵，并赋予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时代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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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我国农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

新的科学回答。唯有如此，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

我们知道，毛泽东“农业基础论”是以传统农业为基础

的。传统农业由于具有部门结构单一、生产规模较小、抗御

自然灾害能力差、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落后、商品率和生产

率不高、经济收益偏低等特征，不仅无法为现代工业的发展

提供充足的原料、大量的资本和广阔的市场，更会逐渐削减

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潜力，甚至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障碍和包袱。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才能

为“农业基础论”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现代农业”的概

念并对其进行了描述。所谓“现代农业，即用现代工业力量

装备的、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以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经

营的、生产效率达到现代先进水平的农业，而且能够实现生

产方式的转变和又好又快的发展的农业。”〔12〕它以增加农民收

入、保障农产品供给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

理方法为支撑，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为路

径，以实现与工业化、现代化同步推进和完美对接为宗旨。

现代农业作为改造传统农业的手段，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业的

综合生产能力，有利于农业整体功能的发挥，克服以传统农

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缺陷，建立起与现代化相统一的“农

业基础论”，实现“农业基础论”在新起点上的“复归”。

首先，建设现代农业是破解农业发展困局的迫切需要，

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明确要求。我国传统农业发展存在着

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极大限制了农业发展空间。现代农业

不仅能克服传统农业自身先天性的不足和发展中的诸多困

难，更能进一步挖掘农业发展潜力，提升农业发展层次。现

代农业以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的广泛应用为基

础，具备较高的综合生产能力和整体效益，能够扭转农业投

资大、回收慢、效益低的尴尬地位，促进农业从粗放经营向

集约经营、从数量增长型向效益增长型转变，实现农业跨越

式发展，真正使农业这一“基础”坚固、稳定而可靠。

其次，发展现代农业是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必然选

择，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前提。农业作为安天下、稳

民心的战略产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掉以轻心，

必须始终抓紧抓好。传统农业由于效益低下，农民增收困

难，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不仅关系农村社会

的进步，而且关系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现代农业

是建立在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广泛应用基础上的，可以深挖农

业发展潜力，提升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生产收益率和整体

效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及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良性互动格局形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保障社会稳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再次，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是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是

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随着工业化进程的

深入推进，农业呈现小部门化趋向，农业弱质性凸显，加之

人口持续增长、食物刚性需求增加，农产品国际竞争加剧，

农业生产资源约束趋紧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传统农业越来越

难以支撑国民经济和工业化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已进入依

赖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支持工业化建设的新时期。现

代农业是高度产业化、商业化的产业，拥有较高的综合生产

率，所带来的农业剩余产品和农业剩余劳动也较多，可以更

有效地推进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企稳向好，这也更准确

地体现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论断。

基于发展现代农业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了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的“新四化”，强调要继续坚持走中国

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

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13〕，

并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目

标。因此，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势在必行，必须增强做好农业

现代化工作的紧迫感，实现“农业基础论”在现代农业基础

上的“复归”。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基础论”实至名归，

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大业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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