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

召开，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了“改革开

放”的崭新时代。农业，作为中国最大的产业，在这30

年的时间里，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方向阔步前进。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巨大成就。

1 农业发展

1.1 产量上升

从1978年至今的30年里，中国粮、棉、油，肉、蛋、奶

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均有大幅度的增长。首先，从单产来

看。1978年，中国粮食单产平均只有2 527.35 kg/hm2，

2006 年 达 4 715.75 kg/hm2，比 1978 年 平 均 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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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9%，2007 年达到 4 752.20 kg/hm2，比 1978 年平均

提高 88.03%[1]；1978年棉花单产只有 445 kg/hm2，2006

已达到 1 247 kg/hm2，净增 1.80 倍；花生 1978 年为 1

344 kg/hm2，2006年达3 209 kg/hm2，增加1.39倍；油菜

籽1978年为718 kg/hm2，2006年1 837 kg/hm2，增长1.56

倍。其他作物单产也都增加了1~2倍左右，甚至更高。

其次，从总产来看。197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

30 476.5 万 t，2007 年达到 50 150.0 万 t（《人民日报》，

2008年2月29日）[2]，比1978年增加19 673.5万 t，增长

64.55%；棉花总产量 1978 年为 216.7 万 t，2007 年达

760.0万 t，增长 2.51倍；油料总产量 1978年只有 521.8

万 t，2006 年达 3 059.4 万 t，增长 4.86 倍；甘蔗总产量

1978 年只有 2 111.6 万 t，2006 年为 9 978.4 万 t，增加

3.73倍；甜菜 1978年只有 270.2万 t，2006年为 1 053.6

万 t，增加2.90倍；茶叶1978年只有26.8万 t，2007年达

到 114.0万 t，增长 3.25倍；水果 1978年只有 657.0万 t，

2006年达到17 239.9万 t，增长25.24倍。1978年，中国

肉类总产量只有856.3万 t，2006年达到8 051.4万 t，增

长 8.40倍。1978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 465.4万 t，2006

年达5 290.4万 t，增长10.37倍。

第三，从人均农产品占有量来看。1978年，中国

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6.61 kg，1996年人均粮食占有

量首次突破 400 kg“大关”，人均粮食达 412.24 kg，此

后，由于人口增长和农业自然灾害的影响等多种原因，

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虽然有一定下降，但仍保持较好

“发展势头”。2007年全国粮食人均占有量为379.55 kg，

比 1978年增长 19.88%。其他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均

有较大幅度增长。

1.2 品质改善

在产量不断提高的同时，中国农产品品质也得到

不断改善。一是优质品种覆盖率提高。据有关部门统

计，在中国现有主要农作物的种植品种中，优质品种覆

盖率已达到 95%，比改革开放前提高了至少 40~50个

百分点，特别是超级稻、杂交水稻、矮败小麦、转基因抗

虫棉等的广泛推广应用，极大地提高了作物产量、改善

了产品品质。

二是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量日益

扩大。如江西省2007年绿色食品总数达916个，居全

国前列；有机食品总数达到415个，位居全国第一。

三是农产品安全性提高。据有关部门监测，目前

中国生产的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等“合格率”达到

93.6%~100%，农产品质量总体“安全”、“放心”。

1.3 结构优化

自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大农村大

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可以自主经营责

任田，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这极

大地促进了中国各地农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

据调查，中国各地农业结构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

3个方面：一是大农业结构优化。在农、林、牧、副、渔

“五业”中，农（种植业）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林、牧、副、

渔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从而使“五业”各得其所。

二是种植业结构优化。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各地

农业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在粮食作物得到较大发展

的同时，经济作物、绿肥作物、饲料作物、蔬菜、水果，

以及特种作物、特色产品等均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种植业结构出现“畸形”发展。1978 年以后，中国先

后进行了几次大的“农业结构调整”，在中央“决不放

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方针的指引下，各种

粮、经、肥、饲、菜、瓜、果等协调发展，种植业结构渐趋

合理。

三是粮食作物内部结构优化。在改革开放前，南

方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水稻占绝对优势，“粮食就是

水稻，水稻就是粮食”，其他粮食作物的发展受到了极

大“挤压”。自 1978年以来，在国家正确政策的引导

下，南方广大农民积极推进粮食作物内部结构的优化，

在发展水稻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小麦、玉米、大豆、谷

子、高粱、薯类（甘薯、马铃薯）等各种粮食作物，粮食作

物多样化，从而使粮食作物内部结构得到空前优化，满

足了广大人民生活的需求。不仅南方如此，北方粮食

作物的内部结构也同样得到不断优化。

1.4 产值增加

一是农业本身产值增加。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

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12月），按当年

价格计，1978 年中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 1397.0 亿

元，2006年达到 42 424.4亿元；若按可比价格计算，以

1978年指数为 100，则 2006年的指数为 105.4，2006年

比1978年指数高5.4[1]。

二是农业的发展带动工业（特别是食品工业）的发

展，促进工业增值。据卢良恕研究[3]，2007年全国规模

以上食品工业企业达 2.8740 万家，完成工业总产值

3.1912万亿元，比 2006年同期增长 30.07%；完成销售

收入 3.10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11%；完成利税 5

168.96 亿元，同比增长 28.74%；实现利润 2 166.83 亿

元，同比增长40.36%。

1.5 模式多种

近 30年来，中国农业飞速发展，呈现出多种农业

发展模式，对指导和促进各地的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和“导向”作用。如先后在中国具有较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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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农业发展模式有：“生态农业”、“精久农业”、“立体

农业”、“两高一优农业”（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或称

“三高”农业）、“创汇农业”、“外向型农业”、“可持续农

业”、“集约持续农业”、“有机农业”、“无公害农业”、“蓝

色农业”、“白色农业”、“绿色农业”、“观光农业”、“旅游

农业”、“休闲农业”、“保护性农业”、“循环农业”、“能源

农业”、“现代农业”，等等。据作者粗略估算，从 1978

年至今，在中国出现的农业发展模式的“新名词”、“新

概念”至少有数十个至上百个，从对促进农业发展角度

考虑，每一农业发展“模式”都有其积极意义。

1.6 功能多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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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不断丰富。

在农业的食物保障、原料供给和就业增收功能不断强

化的同时，农业的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功能

等日益彰显。

1.7 科技进步

农业的发展，最终要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近

30年来，中国农业迅速发展，从根本上来说离不开科

技进步。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等

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对农业的推动作用是不言

而喻的和十分显著的。如依据现代生物技术育成的超

级稻品种的推广应用，对大幅增加粮食产量、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据测算，目前科技

进步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贡献率已达48%。随着科学技

术的飞速发展，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贡献率还将进一

步提高。

1.8 保障体系建设

2008 年 1 月 31 日中央发布了“2008 年一号文

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 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4]，表

明中央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和完善农业保

障体系的极大重视。近年来，中国各地在加快农田水

利建设、改善农田灌溉条件、消除病险水库、防治水土

流失、推进农业机械化，以及加强农业生态建设等方面

已经迈出重要步伐，取得明显进展和成效。

1.9 国际竞争力增强

改革开放 30年来，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农产品质

量提高，农产品的出口种类增多、数量增加，农业的“国

际化”越来越明显，尤其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

后，中国农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更趋频繁，农产品的进

出口量空前增加，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可以

说，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也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

重要表现。

2 农村繁荣

2.1 消除贫困

1978 年中国有农村贫困人口 2.5 亿人。到 2003

年，中国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约2 900万人，

到 2004年减少为 2 600万人，仅 2004年一年就减少贫

困人口 300万人，减少数量之多为近 5年（2000—2004

年）之最。据新华网2006年10月16日报道，由于农业

生产的发展和国家扶贫政策的落实，20年来，中国扶

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为全球反贫困事业做

出了重要贡献：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1.25亿

人下降到2 365万人；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由14.8％下

降到2.5％。又据国务院扶贫办传来喜讯：2007年，全

国农村贫困人口又减1 378万人，这是《中国农村扶贫

开发纲要（2001—2010年）》实施以来减贫速度最快的

一年。2007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

收入从2006年的1 928元增加到2 200元，扣除物价因

素比上年增长11.7％，高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2.2个百

分点。

2.2 转移劳力

由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向“轻型化”、“机

械化”、“高效化”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

每产业——农业中“转移”出来，进入二、三产业和各种

服务业。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良恕研究，中国有近 2

亿多农民已从农村转移出来，进城务工和从事服务业，

不仅对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而

且对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早日建设“小康社会”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

2.3 公共事业发展

农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反过

来，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又对推进农业发展产生积极

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 21世纪，中国农村

公共事业发展迅速。就农村医疗卫生来说，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至

2007年年末，全国有2 448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工作，7.3亿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参合率 85.7%。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累计支出

总额为220亿元，累计受益2.6亿人次。全年农村医疗

救助 603万人次，增长 150.1%。民政部门资助农村合

作医疗的人数达 2 306万人次。此外，在农村义务教

育、就业、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公共事业方面都有长

足发展。

3 农民富裕

3.1 农民增收

改革开放 30年来，中国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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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978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133.6

元（按当年价格，下同），1994年突破 1 000元“大关”，

达 1 221.0 元；1997 年突破 2000 元“大关”，达 2090.1

元；2005年突破3 000元“大关”，达3 255元；2007年突

破4 000元“大关”，为4 140元。显然，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逐年提高。若按可比价格计算，以1978年价格指

数为 100.00，则 2006年价格指数为 670.70，即 2006年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 1978年增长了 5.7倍[1]。据最

新统计数据，扣除价格上涨因素，2007年比 2006年中

国农民实际收入增加 9.5%[5]。由此可大致认为，从

1978年至 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按

可比价格）平均增长了约6倍。

3.2 农民素质提升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

思想得到了解放，观念得到了更新，视野得到拓展，农

民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日益增强，市场竞争意识、

发展致富意识、民主法制意识普遍提高。一句话，广大

农民的整体素质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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