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83期)2009(5)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09-06-08
作者简介:许传红(1972-),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农”问题。

毛泽东农业基础地位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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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充分论证了农业发展对国家经济、政治、国防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农业是

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这个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

决定了农业始终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我们对农业的重视不能仅仅停留在农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认识

上,更不能继续采取对农业进行索取的做法,而应把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全局和世界视野的高

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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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农业、农
村和农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相关论述,这些论述成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理论根据和农业基础

地位思想的萌芽。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

关于农业战略地位的思想,在充分认识农业功能的

前提下,毛泽东揭示了农业的“基础”特性,从而使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逐渐明晰化、系统

化。

  一、毛泽东关于农业基础地位思想

的内容

  毛泽东先后在《论十大关系》、《在省市自治区党

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关于整风、两类矛盾等问题的谈话》等
一系列重要报告或讲话中一再从农业功能出发强调

农业基础地位,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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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最终完整地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
一重要思想,他的农业基础地位思想包括以下几方

面:

1.农业是解决工农业人口吃饭问题、保障社会

稳定的基础性产业

中国人多地少,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吃饭问题从

来都是一个凝重的话题。1957年1月,毛泽东在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
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

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

乱。”[1]“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

吃油 问 题,以 及 其 他 日 用 的 非 商 品 性 农 产 品 问

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

了。”[1]“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

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

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
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1]20
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全国粮食问题日益突

出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
办粮食的指示》中和八届九中全会上一再强调农业

生产和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正是从人口大国的国情

出发,毛泽东特别强调农业对解决工农业人口吃饭,
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2.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和销售市场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为了尽快的缩小与

发达国家的差距,快速实现工业化,毛泽东强调发展

农业会给工业发展提供原材料和市场。1957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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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

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

场。”[1]“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

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
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

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

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

大的市场。”[1]

3.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

毛泽东认为农业发展了就会有比较多的农产品

出口,就能够为工业发展提供进口机器设备和扩大

再生产的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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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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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农业为工业提供长期发展基础

1956年初,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从

农业对重工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性角度阐明了发展农

业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

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

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

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

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

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

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

1957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整风、两类矛盾等问题

的谈话》中从工农关系的角度,强调了农业是工业的

基础,他指出:“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

也对),所以在社会上大家都学工业,志愿搞工业,觉
得搞工业最光荣,搞农业就认为不光荣。好处是把

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改变一下,要宣传农业,农业

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许多轻工业大

部甚至全部都要依靠农业。……两只手,—手抓工

业,一手抓农业,现在要好好搞农业。”[2]1957年9
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忽视农业方面

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了批评,指出没有我国的农业,便
没有我国的工业。

5.农业是国防建设的重大保障

20世纪60年代以后,面对苏联对我国进行的

军事威胁,毛泽东在调整工业建设布局的同时,还从

国防建设角度对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作了论证。
他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的口

号,这实际上就是强调发展粮食生产对国防建设的

重大保障作用。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就各

省发展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也谈到农业

对于国防的重要性,指出粮食生产对战争所起的重

要保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
他指出农业对国防的重要意义是:第一是备战。他

认为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
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也就是说粮食是战争后勤保

障中最为重要的。第二是备荒。他指出遇到荒年,
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

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

明确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规

律”,强调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至此,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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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最终明晰化、
系统化。

  二、毛泽东关于农业基础地位思想

评析

  从理论上来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

程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业

基础地位理论,又充分吸取斯大林时代苏联以牺牲

农业为代价、片面发展重工业、损害农业发展的惨痛

教训,充分论证了农业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工

业发展、保障国防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系统地论

证了农业为何是国民经济基础的问题,拓展了农业

基础地位的内涵,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提高了全党对

农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重要地位的认识,从理论上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基础地位思想,在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同时,毛泽东同

志对农业功能的认识比1971年诺贝尔奖得主库兹

涅茨在1961年才提出的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产品

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还要早。
在实践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认识

和分析中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体现农业基础地

位理论要求的方针: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安

排国民经济计划,使我国农业在新中国成立后初期

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保证了全国人民的粮食需要,增
加了工业生产所必须的棉花等原料;随着农民收入

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农民对机械和生活用品等

工业产品的购买能力也大大提高,给我国工业提供

了更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农业还为工业发展提供

了资金积累。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按照农、
轻、重的秩序调整国民经济的正确思想,在实践中并

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始终如一地执行。1958年的

“大跃进”,就突出地表现为工业冲击农业,造成了国

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酿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种状况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重视农业的

出发点和目的都不是在农业内部,“实际生活已经更

加证明农业对于发展工业的极端重要性。没有农业

的相应的发展,我们的工业化事业是不可能实现

的。”[3]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农业是侧重于重视农

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

资金贡献,是为了快速完成国家工业化和为工业服

务,当时重视农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工业发展所需

要的粮食、原料、市场和资金,将发展农业当作发展

工业的手段,发展农业是为了更好地索取农业。当

然,这种做法在特定时期,特别是我国经济落后情况

下确实有必要,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别无选择的,因为

新中国当时急于建立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根据毛

泽东同志的理解,当时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工业,
特别是重工业。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所处时代的工

业化背景和他自己无法扭转的工业情怀,使他在社

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常常抛弃了他自己提出并在

全党达成共识的对农业的重视,转而过于重视工业

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忽视了农业的地位,采取工农

业产品“剪刀差”这种非经济方法,向农业提取剩余

价值,破坏了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关系,既抑制了农业

的发展,又导致农村这一巨大市场萎缩,从长远上影

响了工业化的进程。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农业基础地位思想

中,出于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粮食消费大国背景的

考虑,毛泽东在强调农业基础地位时,他过分强调粮

食生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以粮为纲”,片面

地把农业生产视为粮食生产,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

识也往往演变成了对粮食重要性的认识,应该说对

于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说,强调粮食生产重要性在

任何时候都无可厚非,问题是当时这种对粮食生产

过分的强调导致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带来了

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使农村经济只能在原有经济

结构中做低层次的内循环,农业商品率长期处于很

低的水平,导致农业难以持续发展,农业基础地位难

以真正确立。

  三、毛泽东关于农业基础地位思想

的当代价值

  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农业兴,则
百业昌盛,天下安定;农业衰,则百业凋敝,社会动

荡。”这是一个朴实无华而又永恒不变的真理,“农业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命题,
但重新提出与强调这一问题在全面倡导科学发展

观、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受到普遍关

注的背景下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

1.从科学发展观要求看农业基础地位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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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

中既要做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又要

在其发展过程中和各个建设内部实现协调发展。农

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农业上不

去经济建设就很难保持健康发展,其他建设就无从

谈起,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需要一个产

出水平高、有效供给能力强的农业为支撑。新中国

国民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过去国民经济的大起大

落,都与农业问题有密切关系。我们什么时候重视

农业,农业就会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就会稳定协调地

向前发展;哪个时期忽略农业,农业形势就会不好,
国民经济就难以稳定发展乃至陷入困境。新中国成

立以来,国民经济的几次大的波动都是由于农业受

到削弱引起的,而每一次经济调整收到成效也都是

从加强农业开始的。历史经验一再告诫我们:把农

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保持工农业的协调发

展,事关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事关改革

发展、稳定的大局。没有持续发展的农业,就没有持

续发展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但近些年,我国农业这

条“短腿”已难支撑工业发展的“长足”,使整个国民

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受到影响,全面贯彻科学发展

观要求将农业放在基础地位。

2.从中国粮食安全看农业基础地位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无论中外,农业的食

物保障功能永远排在第一位。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

的必需品,粮食安全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关系

到社会的和谐稳定。近年国际市场,粮食短缺,粮价

飞涨,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再度进入人们视野。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粮食消费大国,对于中国这个

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的食物保障功能尤

为突出,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13亿,是一个很大的

数字,如果你用乘法来算,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
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保证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

题是中国的头等大事。在中国,粮食始终是一种具

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直接关系着人民和国家的

安危,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一旦出现粮食安全隐患,
不可能及时通过国际市场来解决,中国不可能靠进

口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中国粮食必须立足自给。如

果农业和粮食生产出了问题,国家的稳定就会受到

极大影响。过去我们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
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在我国粮棉等主要

农作物生产基本稳定,全国人民基本解决温饱的现

阶段,粮食生产仍然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因为我国农

产品人均占有量还比较低,保证有效供给的压力还

会长期存在,而且,我国农产品的供求平衡目前仍然

是低水平的,农产品生产只要少一点,供给紧张、价
格上涨就会表现得非常突出,而农产品生产只要暂

时多一点,就会出现销售困难和价格明显下跌。目

前,我国粮食安全总体形势虽然是好的,但随着工业

化、城镇化发展,人口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粮食消费需求会呈刚性增长;耕地减少、水资源短

缺、气候变化等因素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突出,我
国粮食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安全面临

严峻挑战。如果我国农业生产出问题,农产品短缺,
就很可能导致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上涨,这对弱势群

体生活会产生重大影响,加剧一些社会矛盾,影响社

会安定。而且,从长期来看,我国耕地增加的可能性

不大,而人口还会增加,人增地减的矛盾增大,这就

决定了我国解决吃饭问题要比其他国家困难得多。
解决新增人口的吃饭问题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
农产品供给还有很大压力,这就要求农业基础地位

坚决不能动摇。

3.从农业弱质性及其薄弱现状看农业基础地位

农业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它既受到农业生产中

诸多可预见性差、甚至具有不可抗拒性的自然因素

的制约,又受比较效益低下的限制,因而在与工业产

品的比较中处于不利地位,经济活动中受比较利益

的驱动,资金、物资、技术、高素质劳动力很难流入农

业部门,甚至会从农业部门流出,使农业在一个相当

长的时期内处于弱质地位,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在

财政上对其进行扶持和保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纷纷采取了各种农

业保护政策,如对农产品实行最低保护价格、颁布支

持农业发展的法律、实行各种农业补贴、加大对农业

基础建设及科研的投入、注重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

等,以确保农业稳定发展。在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

尽管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但制约农业发展

的深层次矛盾仍然存在,农业薄弱的状况没有根本

改观,我国农业相当程度上还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
农业科技水平和农业科技贡献率不高、农业劳动生

产率低、农业生产容易出现波折,农业生产中一些深

层次的、制度性的关系还有待理顺,这些都影响到我

国农业的持续发展,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重视和加

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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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农业功能延伸看农业基础地位

农业的基础地位首先是由农业的功能决定的。
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贡献。20世纪

6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农业贡献论”把农业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概括为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

贡献和外汇贡献。目前,我国农业的这些传统功能

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强化,随着我国人口的

增长、人们对食物数量和品种要求的增加、质量的提

高以及人们健康环保意识的提高,农业的食物保障

功能、原料供给功能不仅不会降低,相反会不断强

化。农业仍然是我国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仍然在

为我国工业发展提供绝大部分轻工业原料,而且农

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出口给我国换回巨额的外汇收

入,农村作为商品市场、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等功能

仍然存在。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科
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农业的功能不断拓展,它还承载

着就业增收功能,同时农业的生态保护功能、观光休

闲功能、文化传承功能,也在逐步彰显。在国际上,
某些发达国家,一直将农业看成重要的战略部门,认
为农业对内能稳定政局、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和经济

发展,对外则是占领国际市场、控制缺粮国家的重要

手段。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往往不惜代价对农业

采取扶持政策。虽然我国不企求利用农产品对他国

进行控制,但是我们要保护自己的粮食安全就必须

高度重视农业基础地位。农业多种功能的强化和彰

显,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更为突出、作用更为广泛、影
响更为深刻。在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在国

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会逐渐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

位和战略意义不会改变,农业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多种功能和支撑作用不会减弱而会增强。
总之,农业发展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必须从总体上高度重视,而且这种重视不能仅仅停

留于对农业贡献认识的基础上而采取对农业的索取

做法,坚持深入贯彻农业基础地位,也不能“叶公好

龙”,仅仅将农业基础地位停留在口号上、挂在嘴上

或写在文件里,而是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我们要变

对农业问题的政策性重视为实践性的“重实”,真正

落实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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