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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

司伟

(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本文尝试运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部门发展的一般规律，解释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

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逻辑关系。研究认为，中国结构转型过程中，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总体劳动力份

额下降的速度远远滞后于农业部门创造的 GDP 占 GDP 总量的份额下降的速度，劳动力生产率和资

本生产率在城乡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基于此，中国需要在持续推进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的同时，实施乡村振 兴 战 略，促 进 农 业 与 二、三 产 业 融 合。农 业 发 展 是 农 村 现 代 化 的 基

础，如何提高农业部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农

业融入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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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在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重新认识了自己与

世界的关系。自那时起，实现现代化就成了国人共同的夙愿。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现

代化的战略和目标与时俱进，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

概念，到中国式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到 21 世纪中叶还有 30 年的时间，中国人的现代化梦想很快就能实现。
现代化源于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虽然已经实现现

代化的国家都遵循了大致相同的经济发展规律，但是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发展环

境，之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能是各具特色的。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

党中央尝试通过国家工业化推动现代化。比如，“一化三改”过渡时期总路线里的“一化”就是

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目标就是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经过摸索，以工业尤其

是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工业化导致了城乡分割、农村贫困、居民营养不良，国家转而从农业部门着

手，通过改革农业经营制度和渐进放开农村要素市场，促进农业经济结构转变，从而帮助农村摆

脱贫困，进而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转型，使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工业化、更不

同于西方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通过农业部门改革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表明，农业发展是摆脱农村贫困和实现经济持续

增长的基础。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也为学界重新认识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可

靠的证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借鉴。尽管取得如此成就，但中国农业农村仍在

现代化的征途中，城乡之间尚未实现融合发展，农业和农村仍然是现代化的短板。对中国这样

一个人口众多、自然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不能达

到“四化同步”的目的，也无法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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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一个长期且不可逆的过程，发展环境的变迁很可能使大家忘记来时的道路，也有可

能对正在行进的现代化道路并不自信。确实，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上，14 亿人口实现现代化是人类

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然而，我们认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抓住农业和农村发展，就抓住了中

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牛鼻子。本文尝试从经济转型的视角，根据农业

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一般规律，解释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为什么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城乡融

合发展的道路，最后给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注意的问题和应该坚持的发展经验。力争通过本文

的阐述，帮助我们认识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跨越的障碍，并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

二、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 : 结构转型与现代化

现代化的过程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往

往与农业转型———中国学者称之为农业小部门化———互为因果。在经济结构转型框架下考量，

中国现代化除了遵循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之外，还有其独特性。
( 一) 结构转型与现代化

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有两个相互依存的过程 : 一是农业国的工业化过程，表现为以农业为

主导的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转换，也就是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 ; 二

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国称之为经济体制改革，其本质是资源配置手段和激励

机制问题。前者被称为经济结构转型或结构转型，后者被称为社会转型［1］。结构转型既是经济

增长的原因，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在农业转型中，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相互关联，很难区分开

来。本文仅从第一个角度，也是常见的分析视角，讨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一般表现为工业和服务业在国

民经济结构中的占比逐渐增加，而农业逐步小部门化，即农业转型。比如，2020 年中国三次产

业增加值占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 为 7． 7 ∶ 37． 8 ∶ 54． 5，而 1978 年 这 一 数 据 为 27． 7 ∶ 47． 7 ∶
26．6。正如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揭示的，农业小部门化不仅表现为农业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

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且表现为农业部门所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人数占劳动力

总量的比重逐步下降［2］。在人口方面，经济转型一方面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带来的城镇

化水平提高 ; 另一方面表现为因健康水平改善带来的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为低出生

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逐渐变为低自然增长率。
结构转型理论上的结果是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与其他部门的渐趋相同 ; 现

实结果则表现为国家经济规模扩大和个体收入水平增加，即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2020
年中国经济 总 量 首 次 超 过 100 万 亿 人 民 币，人 均 GDP 也 迈 过 1 万 美 元 的 门 槛 ; 城 镇 化 率 为

63．89%，农业就 业 人 口 占 比 为 25%，农 业 创 造 的 GDP 占 GDP 总 量 的 份 额 为 7%。按 照 黄 群

慧［3］给出的工业化不同阶段的 人 均 GDP、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占 总 商 品 增 加 值 的 比 例、人 口 城 镇 化

率、农业就业人员占比、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等 5 个指标的门槛值，中国整体已经步入工业化后

期。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结构转型，实现了甲午战争以来国

人孜孜以求的现代化。
( 二) 中国结构转型的独特性

然而，中国的工业化，抑或以工业化作为考量标准的现代化，除了遵循一般的经济结构转型

规律之外，还有其独特性。
其一，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不平衡的现代化，这种不平衡不仅体现在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

还体现为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不断扩大的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及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因而，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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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都表明，中国

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充分。
其二，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结构转型的规律表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应该相辅

相成，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走的是重工业优先的赶超型工业化的道路，

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等制度安排，把农民捆在土地上，阻止了农民进

城。因而，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在 1980 年代初期已达 46%，但城镇化率约为 20%，仅比新中国成

立初期增加了 2 个百分点，城镇化停滞不前，且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之后，农地制度、户籍

制度、农产品供销体制等一系列的制度改革，逐渐放松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约束，推动了城镇化

水平的提升。2020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 63． 89%，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 1． 7 ∶ 1。要 注 意

到，这里的城镇化率是按照城镇常住人口的口径计算的，中国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在统计数据

上有 3 亿左右的差距。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实际上，2020 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仅为 45．4%。工业化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城镇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比如，美国城镇化率

是工业化率的 4．1 倍［4］。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服务业占经济规模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22．3%
增加到 2020 年的 54．5%，中国逐渐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变，只要国内循环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城镇化水平还会提升，从而提

高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比率。
其三，农业小部门化过程中有两个趋势，一是农业占 GDP 份额不断下降，二是农业部门就

业劳动力占劳动力就业总体份额的减少，但这两个趋势的变化速度不一致。一般来说，农业占

GDP 份额下降得较快，而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的速度较慢。在结构转型的初始阶段，这两个趋

势之间的差距较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两个趋势之差趋于收敛［5］。目前，农业占 GDP 的

份额已下降到 7%左右，但中国仍有 25%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这说明农业劳动力份额下

降速度滞后于农业占 GDP 份额下降速度，农业部门生产率低于非农部门生产率，因而农民相对

收入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经验表明，缩小这种生产率差距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很难通

过经济增长本身来缩小这个差距。长期来看，缩小农业部门生产率与非农部门生产率差距的出

路在于提高非农部门的生产率。因而，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选择是结构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政治

经济问题。
其四，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一个自然过程。然而，除了

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口老龄化之外，1980 年代开始，中国还通过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人口

出生率。这使得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结构转变，过早地迎来了人

口老龄化。联合国把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超过 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1982 年中国 65 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 4．9%，而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 年这一数

据为 13．5%，未来一段时间人口老龄化速度还会加快。而且，由于城乡之间发展差距，青壮年劳

动力流入城市，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农村地区、中西部贫困地区人口老龄化更为严

重。过早老龄化不但会造成非农部门的劳动力短缺，出现“就业荒”，农业部门也会产生“谁来

种地”的担忧 ; 还会对社会保障政策、产业发展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严峻的挑战［6］。

三、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体系 :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逻辑

除了从结构转型视角对现代化过程作出解释之外，在现代化实践中，中国还从理论上回答

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现代化，并且阐明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 一) 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

受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冲击，中国重新认识了新的世界秩序下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并决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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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追求的目标。罗兹曼［7］把 1840 年和 1949 年作为考察中国现代化的两个

分水岭。罗兹曼认为，1840 年到 1949 年中国已经开始了现代化探究，是一种受冲击后的被动

响应式现代化，遗憾的是，各种现代化的要素没有系统性的累积，而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是现代

化的转折点。因为 1949 年之后，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突变。
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超越了最初“冲击－回应”的现代化模式，找到了现代化内生动力

源，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现代化的路径。
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现代化，其次才是如何建设现代化，也就是探索实现现代

化的路径。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提出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其中，在“一化

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一化”就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

家认识到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加上苏联援助，确立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现代化发展道

路。这一时期通过扭曲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关系，获取农业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了资本积累，

工业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 1978 年前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为 4881 亿元，而在 1952 年

至 1978 年中国工业投资累计才只有 3679．6 亿元［8］; 1952—1957 年年平均工业增长率为 16% ;

1957 年之后一直到 1970 年代中期，年平均工业增长率也保持在 9%左右。
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虽然国家也提出要建立现代化的农业，但农业增长主要靠要素投

入而非生产力提升。在 1952—1978 年的 26 年里，农业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2．3%，而这个

时期中国人口增长率为 1．9%，人口从 5 亿多增加到近 10 亿。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就业和消费

需求使得经济增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国家逐渐意识到，实现现代化取决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

提升和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下降。为此，一方面，1978 年开始，中国改革从农业农村起步，通过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计划生育政策等一系列的制度性变革，加上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生产率得到

大幅度提升，从而改变了“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商品流通体制、资源

要素配置机制、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并建立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党中央一直把深化和拓

展农村改革，定位在实现农民富裕、国家富强和四个现代化这样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

宏伟目标上［9］。
实现现代化的步骤是什么? 何时能够实现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在四个现代化

的基础上，对现代化过程提出了“两步走”设想，并 作 出 了 具 体 的 时 间 安 排。由 于 改 革 开 放 之

后，中国经济奇迹般增长，几代领导人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实现现代化的步骤和蓝图规划，尤其

是在 2020 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宏伟目标后，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的 30 年又规划了“两步走”战略，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时间表与蓝图越来越清晰。

( 二)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

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

相结合，以实践和问题为导向，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工业化，更不同于西方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10］。当然，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现代化，是经过 1950 年代模仿苏联，1970 年代融入世

界经济发展进程，并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后的中国式现代化。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 乡村振兴战略与现代化理论体系有何关系?

当然，除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这个现代化的基本含义之外，现代化是建立在经济

变革基础上的社会、政治、文化变革以及人的成长，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价值观念的转变，

是文明结构的重塑。党的十六大之前，往往是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认识和理解现代化。党的十

六大报告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现代化体系 ;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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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现代化布局 ; 党的十八大纳入了生态文明，

建设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表明中国特色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在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 化 建 设 是 灵 魂，社 会 建 设 是 条

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这 5 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
经济建设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走中国特色新

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

性互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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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就是常说的“四化同步”。
在“四化同步”中，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是“四化同步”的短板。中国

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反映在农业和乡村发展的滞

后上。最大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城乡差距过大，最大的发展不充分问题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因

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体抓手就

是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乡村振

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没有农业农

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又明确提出，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由此

可见，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 : 城乡融合发展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这是中央首次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概念。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方向是农业现代

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有较为一致的认识 ; 但是，什么是农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

化是什么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 一) 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急需通过提升农业生产力解决粮食、畜产品等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

国家提出了以要素投入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概念，认为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

和电气化就可以称之为实现农业现代化。1978 年的农村改革改变了基本农业经营制度，农业

现代化概念突破了生产力的范畴，提出了机械化、科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的新“四化”［11］。此

后，又有不少国内学者围绕这些“化”字对农业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多层次的论述，实际上，这

些学者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是在中国经济不同发展阶段下，农业内部主要矛盾及对农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角色认识的体现。在“四化同步”的背景下，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农业现代化

的内涵，即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

增收，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具体来说就是构建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核心是提高农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核心是促进农业供给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更好地适应资源与环境条

件，实现可持续发展 ; 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核心是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作

用，形成有利于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创新与运用的体制机制。
几乎每个国家都可以分为城市和乡村两个区域，只是很少有国家提到农村现代化的概念。

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结构转型过程中，特定文化语境下的一个概念。我们也可以像度量农业现代

51

第 5 期 司伟 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



化一样，从农村人居环境、农村公共卫生、农村治理等方面构造一个农村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抑

或给出一个“化”字风格的农村现代化画像。然而，要理解为什么中国存在农村现代化这样一

个概念，应该从历史的维度来考察中国在结构转型过程中独特的城乡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长达 100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城市人口在 5% ～ 7%之间波动，城市并没有作

为达官贵人的居住地而显得突出［7］。到 20 世纪初期，城市的财富很容易转化为影响力和权力，

城市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日趋凸显。正如前文所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业化是

通过拉大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获取农业剩余、限制农村人口流动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过程，

这与一般国家的结构转型过程不太一样，所以造成了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城乡差距过大等一

系列特殊的现代化过程。对于结构转型过程中这些特殊的矛盾，除了靠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般

规律来“自然”解决外，还必须在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指导下，寻找特殊的发展政策破解中国城

乡差距过大的难题。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系统工程，它将农村和城市共

同置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框架，力求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繁荣的格局。
城镇化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是已经被各国实践证明了的规律。按居住地计算

的中国城镇化水平刚刚超过 60%，尽管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相比，

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在这个节点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绝不是不要城镇化，也不是要把城乡

发展对立起来，而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科学引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格局及其变化［9］。
毛泽东有句名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

相互依赖关系。农业部门内部矛盾的解决依赖于非农部门，破解城乡融合发展的难题的突破点

也在非农部门，就像物联网、大数据、无人机等工业技术和产品在农业部门的使用，大大提升了

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一样。
( 二)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要素顺畅流动，公共资源合理配置，

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近几年，农村自来水、公路和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正逐步

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 ; 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现

阶段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 一是促进城乡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

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我们认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在

于持续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近 10 年，农村居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增 长 速 度 都 高 于 城 镇 居 民，城 乡 收 入 差 距 持 续 缩 小，

2020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6 ∶ 1，而 2015 年为 2．7 ∶ 1。农民的收入由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

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4 个部分构成。2019 年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只占农民可支配收

入的 2．4%，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是农村居民的 4．4 倍。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中的短板是城乡

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也就是说，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农民拥有的财产是以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身份拥有的农村资源或资产，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

用地时，必须被征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入一级市场。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自身财力

不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益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在集体所有农地变成非农用地过

程中，土地资本通常有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增值收益，但是农民仅仅能够得到其中的 5% ～ 10%的

收益，村级集体得到 25% ～ 30%的收益，而政府及各部门得到 60% ～ 70%的收益［12］，这部分资金

很大一部分用于建设城市、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园区。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随着中国各级政府发展目标从单一经济增长目标向包容性、公平

性及绿色发展目标的转变，增加农民土地的金融属性、改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关系，事

关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调整中的全局性、深层次的改革，对建立在财政制度基础上的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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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也是考验。2020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

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指出，“长期以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

于城，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直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对农业农村发展的

支持作用发挥不够”。要按照“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的要求，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城乡分配

格局，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加快补上“三

农”发展短板，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五、关于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转变农业生

产方式、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城乡居民对优质绿色农产品、营养又健康的食物、优美生态环境、优秀传统文化的

需求越来越高。我们既需要把农业食物系统向营养目标、环境友好方向转型，更需要缩小城乡

生产率差距，让农业发展融入宏观经济发展，这是因为，农业发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农

业农村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 一) 转变农业食物系统，保障粮食安全与居民膳食营养与健康

按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即使是按居住地统计口径的城镇化率，中国仍然有 5 亿多

人口生活在农村，1．77 亿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就业，第一产业占就业劳动力总量的 23．59%。农业

部门就业劳动力占劳动力就业总体份额减少的速度慢于农业 GDP 占 GDP 份额不断下降的速

度，这表明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生产率仍有较大的差距。实践中，我们往往采用农产品价格

支持政策工具，弥补生产率差距带来的部门间劳动力收入的差距，减缓农业部门劳动力流出的

速度，这也恰恰表明经济增长与提升农业生产率是相互依赖的。
中国正在探索农业、农产品支持政策改革的路径，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农业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的需要 ; 而且中国也正在尝试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增加农村土地的金融

属性，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 再加上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提高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也

会促进城镇化进程。这些因素会共同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
从需求端看，中国居民的食物消费已从最初的营养不良转变为营养过剩、营养不均衡。在健康

中国的发展理念下，一方面，粮食生产要主动适应市场多元化需求，提升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

体系对国内消费需求的适配性 ; 另一方面，如何引导居民膳食结构向营养、健康转变是推动中国

农业食品系统转型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从研发投入、政策工具等方面进行一系列转变，推动农

食系统向更具生产力、更加可持续、更加营养、更具有韧性和包容性转变［13］。
国民营养安全导向下的粮食安全治理是迫切需要关注的内容。从食物的概念范畴看，中国

除了每年进口 1 亿吨左右的大豆之外，部分肉蛋奶、食糖都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居民食物消费

对外依存度远远高于粮食。而且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居民食物消费的外贸依存度还会增加。新

冠肺炎疫情和地缘政治竞争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都形成了较大冲击，全球农业食物系统进入

高风险时代，为保障食物安全，需要稳定供应链、优化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从另一个层面来说，

中国农村和城市在食物数量和质量上还存在不小的鸿沟，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也是中国现

代化的独特之处。因而，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城市居民的膳食营养健康，更需要关注农村人口的

粮食与食物安全。
( 二)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让农业融入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

一个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扮演的角色不同。除了刘易斯二

元经济模型所揭示的农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联系之外［14］，Johnston 和 Mellor［15］认为，农业部门

71

第 5 期 司伟 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



与非农部门有多重关联，农业发展对整体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农业转型促进了国家经济结构

转型与经济增长。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增加了食物产量，也提升了居民营养摄入水平，因而，农业

驱动下的经济增长对非农就业、减贫有重要的影响［16］，这也是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第一步。中国

农村改革 40 多年来，有 7 亿多人脱贫，2020 年更是实现了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就是最好的例证。
经济转型过程中 农 业 对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有 四 种 情 景［17］。一 旦 农 业 改 革 推 动 了 经 济 增 长 之

后，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发展就成了相互依存的 关 系。总 体 来 看，中 国 目 前 处 在 Schultz-
ruttan 情景下，即农民收入仍然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尽管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但城乡收入分

配不平衡，需要缩小劳动生产率在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之间的差距［18］，缩小城乡差距。在共同

富裕背景下，如何使农业真正融入宏观经济，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重大课题。在这种

情况下，如何提高种粮农户收入，保障粮食尤其是主粮在较高的安全与环境标准下稳定供给，应

对国际市场低成本农产品对农民收入和传统食物市场的影响都是重要的问题。中国需要在农

业供给侧的农产品补贴政策、研发投入方向进行改革，管理农业发展，从健康产业链角度注重农

业环境价值，发挥农业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生活方式中的特殊作用，让农业政策既能增加

效率，又能促进公平。当然这是中国特色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挑战，国际上没有成熟的经验或

模式可以照搬。
( 三) 理解乡村的功能和价值，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里，乡村和农村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农

村是农民从事农业( 初级农产品) 生产、生活的地方 ; 乡村是一个与城市相对应的区域或区位概

念。2021 年施行的《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一次在法律中界定了乡村的概念，即“本法所称乡村，

是指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

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这一概念有利于认知和理解乡村的价值和功能，从制度层面促进城乡

之间的产业、文化、要素、观念的融合。乡村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根基和载体，是乡土中国向城乡

中国转变的魂。如果说农村具有生产、生活两种功能的话，那么乡村具有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

等多重功能，因此，乡村振兴是实现“生态为底，文化为魂，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工业化需要资本原始积累，中国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产品购销制度及独特的土地

征收制度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层面更多是从粮食

供给安全的角度关注乡村发展。乡村治理失序、文化割裂、凋敝加重，人们对乡村在生态、文化

等方面的多功能性认识并不充分。20 年前，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农业多功能性曾经是很热

的话题，那个时候这也更多是贸易谈判的一种策略，并没有转化为乡村建设的实际政策和行动。
“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步入后期，人们对绿色农产品需求增加 ; 更注重

田园乡村的休闲体验，重新认识了乡村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 ; 而且乡村治理体系也逐步推进，

乡风文明不断提升。乡村现代经济体系和生活中的独特价值被重新认识，乡村也找到了在中国

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
乡村的非农部门是农业与城市的现代产业及服务业的桥梁。在乡村这样一个区域范畴概

念下，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加农民在就近区域从事非农产业的就

业机会，提高农民非农产业的工资性收入。实际上，农民工流动半径逐步缩小，已呈就近就业趋

势。因而，也有学者呼吁，要促进乡村从打开进城渠道向全国开放村庄转变，让乡村成为各类主

体创业的大舞台［19］。乡村非农产业发展受制于两个因素 : 一是需求不足，二是缺少金融支持。
第一个限制因素只能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来解决，至于第二个限制因素，政府部门常通过大量的

信贷手段支持农业和农村。最佳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乡村和城市的金融中介组织，把乡村与城镇

连接起来，提升要素的流动性，增加农民的资本报酬。这样，金融中介无法从农业部门内部产

生，需要外部金融力量的介入。传统上，多是通过在农村建立金融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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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发展，“数据多跑腿、农家少跑路”，不仅可以降低金融延伸到乡村的成本，推进金融

服务从城市向乡村延伸，解决乡村金融的可及性，也可以改善长期制约农户贷款的信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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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Ｒ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I Wei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mploy the theory of economic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o identify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Our results show，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the decline in the share of GDP for agriculture is much more regular
and powerful than the decline in employment share，thus setting up the obvious mismatch． Thi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 widening gap in labor productivity and capital productivity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ral sectors． Therefore，on one hand，China needs to civilianizing the rural migrants by the
urbanization strategy，on the other hand，China need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ral sectorsby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e confirm tha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modernization． How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increase
farmers' income，especially farmers' property income，reduce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and integrate agriculture into the country's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modernization．
Keyword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Strategy; Urban Ｒural Integration;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Ｒ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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