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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

,

今后 20 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

繁重
、

最艰巨的任务是解决农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优先解决

“

三农
’

翼耀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陆学艺

时 书‘

邓小平 同 志指 出
, “

没 有农

民的小康
,

就没有全 国的小康
” 。

江泽民同志多次说过
, “

没有农村

的稳定和全面进步
,

就不可能有整

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 ; 没有农

民的 小康
,

就不可能有全 国人民的

小康
。 ”

为什 么这样说? 道理是很明

白的
。

直到现在中国农民仍 占总人
口的绝大多数

。

20 虎 年的《中国统

计摘要》公布
: 2 0 01 年中国的总人

口是 12 7 6 27 万人
,

其 中乡村人 口

7 9 5 6 3 万人
,

占 62
.

3%
。

同一摘要

又指 出
,

2 0 01 年中国有 4 01 61 个乡

镇
,

70 92 5 个行政村
,

2 44 32
.

2 万

户
,

乡村总人 口为 93 38 3 万人
,

占

总人 口 的 73 2%
,

相 差 13 820 万

人
。

原因是前者把人 口分为城镇人
口和 乡村人 口

,

在城镇人 口 中
,

按

20 00 年统计指标方法调整
,

把在城

镇居住超过半年 以上的农业人 口

(其中绝大部分农民工 ) 也统计为

城镇人 口 了
。

实际上这部分农业人

口
,

他们的家在农村
,

有承 包土地
,

房产在农村
, 几

锐费负担也主要在农

村
,

生活方式也还基本是农民的生

活方式
,

本质上还是农 民
。

所以说

目前还有 9 亿多农民
,

占全国人 口

的绝大部分
,

这仍是我 国的基本国

情
。

当前农业
、

农村
、

农民的基本

形势是
,

农业问题解决得 比较好
,

农产品供给充裕
,

满足 了城乡人民

对于农产 品 的需求和 国民经济发

展的需要
,

但是农村问题
、

农民问

题仍未解决
。

一是农民多
。

我们的 工业化 已

到 了 中期阶段
,

在三 次产 业 结构

中
,

2 0 0 1 年一产业只 占 巧
.

3%
,

二

产业 占 51
.

1%
,

三产业占 33
.

6%
,

但从事一产业 的劳动 力 占全国从

业人员的 50 %
,

农村人 口 占 6 2
.

3%

(农 民 占73
.

2% )
。

这显然是不合理

的
。

二是农民穷
。 2 0 01 年

,

农民人

均纯收入 2 3 6 6
.

4 元
,

比 19 9 0 年的

68 6
.

3 元增长 3
.

45 倍
,

扣除物价因

素
,

年均增长 4
.

1%
。

应该说
,

总的

情况还是好的
,

但与整个经济增长

的成果相比
,

特别是与城镇居 民的

收入相比较
,

就有问题了
。

2 0 01 年

城镇居 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68 59
,

6

元
,

比 1 9 9 0 年的 15 10
.

2 元增 长

4
.

54 倍
,

扣除物价 因素年均增长

5
.

4%
,

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比农 民

高 1
.

3 个百 分点
。

特别是在 1997 年

以后
,

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

年增长 7 4%
,

而农民人均纯收入

平均年增长 3. 1%
,

增幅差 4
.

3 个

百 分点
。

而且
,

19 97 年 以后
,

约

62 % 的 以务农为主 的农 民 纯收入

不是增加而是减少的
。

所以这几年

农村产 生 了购买力姜缩等经 济和

社会 问题
。

三是城乡差距扩大
。

改革开放

以来
,

从 19 79 年到 1 984 年
,

城乡差

距是缩小 的
,

但 自 1 9 8 5 年 以后 出

现反弹
,

19 97 年以后扩大的速度加

快
,

现在这个趋势还 未得到遏止
。

城 乡差距扩大
,

不仅表现在城 乡居

民收入的差距扩大
,

而且在经济
、

社会
、

文化
、

教育
、

科技
、

卫生
、

社会

保障
、

环境等各个方 面的差距都在

扩大
。

有学者指出
:

现在是繁荣的

城市与 落后的农村并存
,

一方面城

市是越来越好
,

另一方 面是农村工

作发展滞后
,

这不符合可持续发展

的要求
·

年初
,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召

开
。

会议指出
, “

全面 建设小康社

会
,

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

更多地关注农村
,

关心农民
,

支持

农业
,

把解决好农业
、

农村和农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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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

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

努力开创农业

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
。 ”

这是一个

落实贯彻十六大精神的 决定
,

十分

重要
,

也十分及时
。

是到 了要优先

解决
“

三农
”

问题的时机 了
,

这不仅

是农村 已积 累 了一 些重大问题亚

需解决
,

而且农村
、

农民 问题解决

好 了
,

占绝大多数人 口 的农民真的

增收 了
,

农村市场就会活跃起来
,

有利于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
、

快

速
、

健康发展
。

融
、

教育
、

科技
、

医疗
、

社会保障等

各方面
,

适度地向农村倾抖
,

以弥

补 以 前长期 向城 市倾料造成的 不

足
。

诚能如此
,

则可以极大地调动

农民政治和经济方 面的积极性
,

农

村经济的全 面繁荣是指 日可待的
,

农村全面 建设 小康社会的重 大任

务也是能够实现的
。

展 兰巨

J

电 尽各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

这是

个新提法
、

新思路
,

很有针对性
。

20

世纪 50 年代 中期以后
,

在计划经济

体制条件下
,

我国对城市
、

居民 实

行一种政策
,

对农村
、

农 民实行另

一种政策
。

长期实行这种
“

一国两

策
”

的结果
,

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二

元经济结构
、

二元社会结构
,

城乡

不能交融
,

城 乡差距很大
,

实际形

成了两个市场
、

两个社会
,

由此引

发 了一 系列的经济社会 问题
。

改革

开放 以来
,

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性

障碍没有改革
,

所以城 乡差别扩大

的趋势还在继续
。

最近四
、

五年来
,

东部沿海的大中城市发展很快
,

一

年比一年繁荣
,

真是 日新月异 ; 但

农村
,

尤其是中西部农村还相 当落

后
,

依然故我
,

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

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

通过深

化改革
,

逐步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下

形成的体制和政策障碍
,

打破城乡

二元结构
,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的规律
,

加快对户 口
、

住房
、

就

业
、

教育
、

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

的改革
,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

发展
,

实现城乡一体化
。

“

加快城镇化进程
” 。

这是解

决
“

三农
”

问题的一项战略性决

策
。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政治报告

中讲如何解决
“

三农
”

问题有三段

话
,

一共有 540 个字
。

其 中 20 0 多

字是讲加快城镇化 问题的
,

可见分

量之重
。

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一个

主要矛盾是城 乡失衡
,

城市化滞后

于工业化
。

20 01 年我国的 G D P 中
,

二
、

三产业创造的价值占 85 %
,

工

业发展 已到 了中期阶段
,

但城市化

率还处在初级阶段
。

要通过 改革
,

使城市向农民开放
,

农村富裕劳动

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
。

这是增加

农 民收入
,

解决农村 问题的根本出

路
。

目前
,

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

工农

业商品供应充足
,

市场经济体制 已

经基本建立
,

城镇的基拙设施也有

了很大进展
,

各方 面的条件都逐渐

具备
,

是到了加快城镇化步伐的时

机 了
。

应该深化户籍制度等方 面的

改革
,

敞开城 门镇 门
,

让农民进

来
。

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

增加农民

收入
。 19 9 7 年 以后

,

从国家统计数

字看
,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增长速

度减缓 了
,

而实际上有 62 % 依靠农

业为主要收入来 源的农 民收入是

减少的
,

这种状况需要通过政策性

的改革
,

加以遏止和扭转
。

十六大

报告指 出
,

要
“

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和支持
,

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村

基拙设施建设
。

改善农村金融服

务
。

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

减轻

农民负担
,

保护农民利益
” 。

计划经

济体制下
,

总的偏向是 (或者说多

数年份 ) 经济社会政策是向城市倾

抖的
,

造成 了城乡关系的 不协调
。

今后要按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规律

运作
,

形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 系
,

使城 乡一体
。

在今后

一个时期里
,

应该在财政
、

税收
、

金

我们可以作这样的预计
:

2 0 0 1 年
,

全国有 7 3 0 2 5 万劳动

力就 业
,

其 中从事农业 劳动的 占

50 %
。

今后 20 年
,

每年平均减少一

个百分点
,

到 20 20 年
,

从事农业劳

动力降到 3 0%
。

20 01 年 全 国 城 市 化 率 为

37
.

7 %
,

今后 20 年
,

平均每年能增

加一个百分点
,

到 20 20 年
,

使我国

的城市化率达到 58 % 左右
,

农村人
口从现在的 62

.

3 % 降到 4 2% 左右
。

2 0 0 1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2 3 6 6
.

4

元
,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6 8 5 6
.

6

元
,

城 乡居 民收入差距为 2
.

9: 1
,

今

年仍是扩大的趋势
。

如 能通过加快

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政策性的改革
,

使这种城乡差距扩 大的趋势得 以

扭转
,

并从现在起到 2 0 10 年
,

使每

年 的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平均 缩小

0
.

1 个百分点
,

从 2 0 1 1一2 0 2 0 年
,

每年平均缩 小 0
.

05 个百分点
,

到

20 20 年使城 乡居民收入 差距控制

在 1
.

5: 1 左右
,

则就比较平衡
。

农业
、

农村
、

农 民问题
,

所以知

此久治 不愈
,

年年讲
,

年年解决不

好
,

说到底是个体制 问题
,

是原来

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
。

因而我们必

须 继续深化改革
,

实现从计划经济

体制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

变
,

只有这样才能把
“

三农
”
问题解

决得更快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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