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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推进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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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全国来看，发展现代农业的氛围日益浓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但与之相适应的有关农业制度建设还比较滞后。从

理论上讲，制度效率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和阶段性，一定的制度只能在一定的时间长度内发挥作用。因此，必须与时俱进，

注重制度创新。现代农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必须要有一整套完善的现代农业制度来保障。  

  1、农业制度创新能够弥补“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缺陷  

  在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部门组成，即现代、高

效的工业部门和传统、人口过剩的农业部门。刘易斯从劳动力由农业生产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角度，阐述了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他认为农业是被动地起作用的，农业的发展应该从属于工业的发展，而农业自身的发展过程并不值

得分析，更没必要为农业作出制度安排。这个判断显然没有把农业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去考虑，忽视了一个发达的农业对

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的重要作用。其实，农业和工业一样，有着完整、独立的产业形态和产业特征，刘易斯仅

从量（部门产量）上来研究产业间的替代性与被替代性是不够严谨的。两者间也并不存在简单类似于“此消彼长”的数量

关系。农业和工业发挥着各自的产业功能，服务于不同的社会需要。如果说两者有关系的话，就是互补、共生的关系。现

代工业效率之所以高，先进的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一直被视为传统产业的农业，目前看来，恰恰是因为制度上的落

后和缺位，才造成了其发展的迟缓。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奠定了优先发展工业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就战略本身来看，理论的现实意

义是巨大的。一个国家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必须首先实现工业化。但随后而来的“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同样也是必经之

路。传统农业在这一阶段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变。学者章新华在其所撰文章《现代农业的工业化之路》中表达了这样的观

点：“现代农业从生产方式、组织形式以及管理模式上非常接近于现代工业，尤其在制度层面存在比较、效仿的可能

性。”这一论述从新的角度驳斥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二元性质”相互排斥的判断，也为农业制度创新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参考。  

    2、农业制度创新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内在要求  

  世界一般农业发展趋势是从传统农业经由混合农业转向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

其象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既是第一产业，又是弱质产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瓶颈就在于农业的现代化。长期

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工轻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农业成了工业的附属产业。相应地，制度安排也是

从“保护工业、限制农业”的思路出发的。比如：向农业征重税，以及人为地制造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做法，

既从客观上剥夺了农业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又从主观上削弱了农民对农业生产长期投入的想法。这就造成了我

国农业发展观念陈旧、技术落后、制度缺位的历史现状，“三农”问题日益突出。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

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

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无论是基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目标，还是我国目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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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工业反哺农业”这一发展阶段的客观事实，我们都有必要对农业发展作出全新的制度安排，农业制度创新是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内在要求。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要发展现代农业”，十七大又再次提出“坚持把发展现代农

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相比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从产业内涵、产业特征以及实现形式上全面超越了前者。它

既需要更为完善的农业制度体系对之进行支撑和驾驭，又为农业制度的创新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3、农业制度创新是强国富农的客观需要  

  学者林毅夫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书中界定了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指导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

导、组织和实行。”可见诱致性因素具有自愿和自下而上的特征。首先，从制度创新的环境来看，国家为农业制度创新提

供了相当宽松的环境。发展农业对党和政府来说是一种政治需要。想要实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

就必须解决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在中国，只有农民富裕了，国家才算富裕。对农民来说，国家重视农业就是一种政治鼓

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元目标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多元途径，为集中民智进行农业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契机。其次，从

制度本身来看，制度是人为的产物，就必须为人，以人为本。现代农业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脱胎换骨，完成对传统农业

的改造。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始终是农民，制度创新必须遵从农民的意愿。农民既是农业生产过程的参与者，又是农业生

产成果的获益者，他们对制度创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把关能力。同时，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使农民

成为农业制度创新的主体。政府的任何一项制度安排都必须以实地调研为前提，以农民的实际想法为依据。  

  4、农业制度创新为农业技术创新提供必要保障  

  在传统农业下，农业技术基本上是经验型的耕作技术，生产工具多年不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为有限，基本上是

靠天吃饭，几乎没有技术进步贡献率可言。而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贯穿农业技术创新或进步，使农业技术成为农业生产力

提高的第一要素。问题在于，技术创新只是第一步，农业技术的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产、学、研的有机结合

都离不开农业制度的支撑。学者范鹏就曾以《创新体制 创新机制 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题，对广西农业技术的推广

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通过农技推广组织制度的完善、以及农技推广运行机制的进一步规范，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科技

成果的转化，从而间接地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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