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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开覆地的变

化
。

农村包产到户
,

把土地交给农民经营
,

仅仅几年

时间就解决了农产品供给问题
。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

放开市场搞活
,

办三资企业
、

乡镇企业
,

工业化步伐

加快
,

国内供应丰裕
。

据内贸部统计
,

1 9 98 年下半

年
,

全国 6 10 种商品中有 4 03 种供求平衡
,

有 206 种

商品供过于求
,

占 1/ 3
,

供不应求的只有一种
。

据

19 99 年统计
,

供过于求的品种 4 84 种
,

占79 3%
。

这表明
,

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到了一个新阶

段
,

就是从原来追求产量数量已转到要提高质量的阶

段
。

这个新阶段的到来预示着
:

我们已经告别了长期

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
,

转到相当部分商品供过于求
,

多数商品已经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 ; 农村市场已

开始 由粗放经营转到注重质量
、

追求新品种的新阶

段
。

这个阶段大致有三个特点
:

1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正在确 立
。

回

想改革开放 20 年
,

一开始就是走市场化道路
,

包产

到户就是解放农民
,

搞市场经济
,

发展乡镇企业就是

突破计划经济体制
,

向市场化方向发展
。

邓小平同志

早在 1979 年就讲要搞市场经济
,

由于考虑到一部分

同志思想认识有个过程
,

一直到 1 992 年视察南方谈

话才公开申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

20 年过

去了
,

据测算
,

1 997 年
,

我国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

为 79
.

2 %
,

工业品市场化程度为 68
.

3 %
,

服务产品

的市场化程度为 45
.

1%
,

一二三产业的市场化总体

水平为 61
.

7%
。

但资本市场化程度为 17
.

2%
,

土地

市场化程度为 22
.

5%
,

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为 70 %
。

所以
,

可以说至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已经基本建立
。

2. 城市化在我国农村成为一 个注 目的新亮点
。

19 78 年
,

我国近 10 亿人 口中有 8 亿人在农村
,

城市

化率只有 19 %
。

改革开放以后
,

农村出现了很多乡

镇企业
,

也出现了中国特有的农民工
、

农民企业家和

农业技术员等
,

随着改革的深人
,

到现在为止
,

城市

化率已提高到 30
.

4% (即城市人 口 占 30
.

4 %
,

农民

为 69. 6 % )
,

尽管由于诸多原因限制了城市化水平



的提高
,

但它已成为现代农村不可逆转的新趋势
。

3
.

农民正在 由基本 实现 小 康向 富裕型 小康转

化
。

小平同志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提出了三步走实现

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

第一步实现温饱
,

解决吃穿间

题
,

第二步到 2 000 年实现小康
,

以后再用几十年时

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

第一步我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实现了
。

20 世纪 9 0 年代初
,

国家统计局

等有关单位提出了一个实现小康社会的 16 个指标
,

经过这十几年的奋斗
,

全国平均水平己基本实现了
。

其中一条重要指标即农民人均纯收人达到 lro o 元

(按 19 90 年价格 )
,

到 19 9 8 年
,

全国农民人均纯收

人已达 2 16 2 元
,

约为 1 9 90 年价格的 10 61 元
,

其他

大多数指标也达到了
。

十五届三中全会前
,

江泽民同志到南方视察
,

提

出沿海地区农村要率先实现工业化的任务
,

这是很及

时的
。

看来
,

这个发展是梯度型的
,

先在东部沿海
,

再中部
,

再西部
。

就全国而言
,

20 00 年实现小康
,

是没有问题的
,

下一步就是向现代富裕型社会转变

了
。

中国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是有 目共

睹的
。

我们在一年一年向前发展
,

按 目前的发展态

势
,

即使按 7一8% 的速度
,

我们在 20 10 年可以再翻

一番
,

20 20 年再翻一番
,

这是可 以预计到的
。

现

在
,

到苏南
、

杭嘉湖
、

闽南
、

珠江三角洲农村去看一

看
,

那些现代化的城市和农村已经连成一体了
。

回
在这个新阶段

,

中国农村出现了很多令人欣喜的

特点
,

但同时要看到中国农村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

题
,

这是不容忽视的
。
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村经济发展

速度趋缓
,

农产品市场疲软
,

农 民增产不增收
,

等

等
。

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点
:

l
,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了遇到一些新的问题
。

特

别是从 1 9 9 7 年以来农产品市场疲软
,

销售困难
,

又加上亚洲金融风暴
,

出 口

受阻
,

市场普遍不景气
。

许多乡镇企业

停产
、

半停产
,

农 民工人下岗失业
。

19 98 年以来
,

生产资料已连续 23 个月

下跌
。

生活资料指数也下降
,

国家七次

降息
,

鼓励消费和 投资
,

至今未见大

效
。

国家拨款 10 00 多亿元
,

大搞基本

建设
,

支撑经济
,

但这一切收效并不很

理想
,

尤其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刺激作用

不太明显
。

2
.

农民增产 不增收 的问题愈来愈突出
。

中央这

几年一直把增加农民收人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
,

但从

19 9 6 年以来
,

农村遇到了新问题
,

农民收人增长困

难
,

增幅逐年减缓
。

据统计
,

19 % 年为 9 %
,

19 97

年为 4
.

6 %
,

19 9 8 年为 4 %
,

1 99 9 年更困难
。

比如
:

1 9 9 6 年大丰收了
,

但当年粮价就降
,

实际收人并没

有增长
。

19 97 至 199 9 年
,

农业产品总产量并没有增

加但粮价降了 30 %
,

棉价降了 46 %
,

猪肉
、

水果
、

蔬菜
、

鸡蛋的价格都降了
。

乡镇企业近几年遇到极大

困难
,

产品销不出去
,

不少企业关门或改制了
,

农民

工的收人和企业利润减少了
。

城市不景气
,

大量辞退

农民工
,

农民工大批回乡
,

民工潮潮不起来
,

民工从

城镇获得的收人大量减少
。

从上述几方面看
,

农民这几年不是增收
,

而是减

收的
,

所以农民没有多少钱花
。

19 97 年国家就提出

要扩大内需
,

开拓农村市场
,

至今见效甚少
,

原因是

这几年的农民收人减少了
,

所以农村市场兴旺不起

来
。

中国农村人 口 占全国人 口 中的 70 %
,

只购买

39 % 的商品
,

70 % 的人 口只有 19
.

8% 的储蓄口农村

经济不景气
,

反过来更加剧了城镇的市场萎缩
、

萧
条

,

东西卖不出去
,

这是目前经济向题的主要症结
。

3 改革开放 20 年来
,

我们 已经 由一个单一的按

劳分配
、

收入十 分平均 的状况转变为收入分配多无

化
、

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日益扩

大
。

从日本
、

韩国和台湾的经验看
,

经济高速增长阶

段
,

收入分配是逐渐均衡的
,

而我们的却在逐年扩

大
。

原因在于
:
一是过去太平均

。

二是我们有些政策

出台慢了
。

据 银行部 门统计 ; 占储蓄户 总数的

43
.

7 % 的人只拥有金融资产总数的 3 %
,

这些人中大

多数是农民
。

4 传统的户籍制度限制 了人 口 流动
,

限制 了农

转非
,

限制 了 大城市的发展
,

制约着中国城市化率的

提高
。

改革开放 2 0 年来
,

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快
,

二



三产业发展很快
。

1 99 8 年
,

在 G D P 中
,

第一产业占

18 %
,

第二产业占48 %
,

第三产业占 34 %
,

基本上

达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

但我国农民仍占绝大多

数
,

城市人口 只占 30
.

4 %
,

农民为 69
.

6 %
。

这就是说
,

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
,

而

社会结构没有相应的变化
,

城市化严重滞后
,

带来了

一系列的问题
。

农民想进城
,

户籍制度不允许
,

即使在城里打了

10 多年工
,

还是农民工
,

由此引起种种社会问题
。

城市不发展
,

第三产业没有载体
,

所以也发展不起

来
。

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

经济结构进一步现代化
。

这几年这个问题更明显了
,

首先是消费品卖不出

去
,

市场疲软
。

我国现在城乡差别很大
,

三个农民加

起来才拥有一个居民的购买力
。

按统计
,

我国的消费

品不是太多
,

1 997 年
,

人均不过 400 公斤粮
、

3 5 公

斤肉
、

17 米布
、

80 公斤油
、

l 吨煤
,

还未达到世界

的平均水平
,

距离发达和中等发达国家差距就更大
。

1 9 9 7 年
,

生产电视机 3 5 13 万台 (其中彩电 2 6 4 2 万

台 )
、

电冰箱 986 万台
、

洗衣机 12 5 7 万 台
,

面对

3
.

4 亿个家庭 (其 中农民 2 3 402 万户 ) 这是不够卖

的
。

19 97 年城乡居民三大件拥有率在 73 % 以上
,

而

农民百户只拥有彩电 27
.

3%
、

冰箱 8
.

5 %
、

洗衣机

21
.

9%
。

可见家电的市场还很大
,

企业怎么会卖不出

去呢 ?

现在的工业消费品生产主要是为现代城镇居民服

务的
。

农民地里有菜
,

仓里有粮
,

栏里有羊有猪
,

用

什么 冰箱 ?没有 自来水
,

用什么洗衣机 ? 电费又这么

贵
,

买电器就不合算
。

要下地
,

穿什么皮鞋?打什么

领带?所以
,

要发展城市化
,

让农民进城来
,

生产方

式
、

生活方式一变
,

许多东西就卖出去了
。

这说明加

快城市发展是中国农村当务之急
。

中国农村经济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在新形势下
,

我们要认真分析原

因
,

采取良策
,

对症下药
。

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
,

处

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

才能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

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

国
解决好中国农村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

是我们

面临的新任务
。

具体说来要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1
.

调整农业 生产结构势在必行
。

要按照适应市

场
、

因地制宜
、

突出特色
、

发挥优势的原则
,

制定好

规划
,

并通过政策引导
、

信息服务
、

技术示范等手

段
,

加强对结构调整的指导
。

目前要抓好三个环节
:

第

一
,

全面优化农作物品种
,

努力提高农产品质量
。

第二
,

积极发展畜牧水产业
,

优化农业的产业结构
。

第三
,

调

整农业生产布局
,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

按照中共中央
、

国务院200 0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切实搞好农业生

产结构调整工作
。

粮食是农业的基础
,

也是结构调整的

基础
。

在结构调整中
,

一是要注意保护粮食生产能力
。

要切实保护基本农田
,

严禁乱占耕地
。

在当前粮食库存

量大
、

粮价持续下跌情况下
,

必须更好地贯彻粮食流通

体制改革的各项政策
。

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是

保护农民利益
、

稳定农业基础的重大政策
,

也是扩大内

需
、

开拓农村市场的重大措施
,

要认真执行优质优价政

策
,

促进粮食品种结构调整
。

2
.

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保证农业增效
,

农民增

收
。

发展农产品深加工
,

实现转化增值
,

对于提高农

业的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

目前
,

我

国农产品加工尤其是食品加工是比较落后的
,

进一步

发展的潜力还很大
。

以公司带农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

产业化经营
,

是促进加工转化增值的有效途径
。

3
.

积极发展小城镇和 乡镇企业
,

努 力提高城市

化率
。

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
,

不仅有利于转移农村

富余劳动力
,

解决农村发展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
,

而且有利于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
,

拓宽城乡市

场
,

优化国民经济整体结构
。

发展小城镇要充分考虑

小城镇的发展水平
、

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
,

以及发展

潜力
,

选择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

基础较好的小城镇予

以重点支持
。

乡镇企业要加快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
,

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名特优新产品
。

结合小城镇

建设
,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

4
.

加快科技兴农步伐
,

支持农业结构调整
。

农业科

技工作要以市场为导向
,

以提高农业效益
、

改善生态环

境为主要目标
,

重点发展优质高产高效技术
,

农产品精

深加工及综合利用技术
,

农产品贮藏
、

保鲜
、

包装技术
,

以及节水灌溉为重点的降耗增效技术
,

以生物措施为

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技术
。

要切实推进科研机构的成

果转化
,

建立农业技术创新体系
,

实现科技成果产业

化
。

要切实抓好先进技术的引进工作
。

5
.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
,

社会结构应该作

相应的调整
,

使之相协调
。

要下大决心改变这种计划

经济体制时的户籍管理制度
。

这也是提高城市化水平

的重要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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