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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关注农业 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第一章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

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已往进入了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到20世纪

50年代前后，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以

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口占很大比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

不再局限在本国内部使用，这些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有效的使用方式。农产品

的国际贸易必然带来其生产和流通的国际竞争，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科学技术等因素往往

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农业离现代农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因而

要抓住历史机遇，超常规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

伐，以造福于本国人民。

第一节 从原始农业到现代农业

农业现代化是 18世纪以来现代农业的一种国际竞争。可以形象地说，农业现代化

犹如一场国际马拉松比赛，跑在前面的国家成为农业的发达国家，跑在后面的国家成为

农业发展中国家。世界农业发展大体可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

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农业的特点不同，生产力水平各异，其内部结构与外部联系，以及对

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别。纵览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探求其形成及演变

的线索，对于深入认识世界农业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原始农业

原始农业是在原始的自然条件下，采用简陋的石器、棍棒等生产工具，从事简单农事

活动的农业。使用石器工具从事简单活动的农业，大体上始于新石器时代，系由采集、狩

猎逐步过渡而来的一种近似自然状态的农业，属于世界农业发展的最初阶段。

1．．原始农业的起源

在 200万年前，地球上有了人类。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大

致不超过一万年。人类经过长期的采集、渔猎生活，逐步熟悉了植物和动物的生活习性，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即约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开始驯养繁殖动物和种植谷

物，人类进入了原始农业阶段。新石器时代后期，陶器的应用和青铜器的发明，标志着人

类文化史上蒙昧时代的结束和野蛮时代的开始。

旧石器时代，火的发明和应用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原始人类以粗制的、没有磨

削的石器为工具，学会了使用棍棒、长矛从事狩猎业，并利用篝火烤熟猎物，以维持生

存。由于那时地广人稀，猎物丰富，凭借简便的获猎手段，加上从大自然采集极为丰富的

果实，以及块根、块茎等植物资源，原始人类足可以维持自己简单的生活。他们以血缘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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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为单位，游荡于无边无际的森林、草原之中，以及大河、大湖沿岸，随处猎取生活资料。

这种极其原始的生活方式，至今在东南亚、非洲及拉美一些国家仍可以见到。

随着冰后期全球气候的变化以及某些动物的灭绝，加之世界人口的逐渐增加，一定地

域范围内的自然资源数量相对减少，人类依靠原始的工具和传统的方法难以取得维持其

生存所需要的最低数量的食物，于是出现了谋生方法的革命性进步，开始了种植谷物和驯

养动物的新时期。原始人类延续了大约200万年之久的采集渔猎生活逐步过渡到原始农

业阶段。这种最原始的农业，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并经历了一个极其缓慢的漫长发展过

程。发展的主要标志是使用工具的进步，如发明了弓箭、磨削的石器、木制工具、骨器，并

将磨削石器缚于棍棒上作为武器使用等。由于原始种植为的出现，形成了农田的雏形。

在原始农业阶段的初期，采集及渔猎活动仍占较大比重，但随着劳动工具和生产技

术的进步，采集及渔猎业所占比重日趋下降，原始种植业和畜牧业所占比重逐步上升，但

所提供的食物仅能满足人类全年所需食物的一半左右，因此，人类仍需进行季节性的迁

徙，他们一般有两个住所：一个是山洞，另一个是临时居住地。

大量的考古发掘表明，世界原始农业起源于北纬40º～南纬10º之间，在地理和气候

上大体相似的几个地区，它们大多属于半干旱的高地或丘陵地区。如西亚从伊朗的德黑

兰平原以西的山前地带，经伊拉克北部、土耳其东南部到叙利亚以及约旦的北部和西部

呈“新月形”地区。这里平均海拔高度约为1 000米。早在公元前8000～6000年，该地区

就出现了原始农业，人们在这里种植谷物、饲养家畜。在中美洲墨西哥的坦马利帕斯地

区，以及瓦哈卡河谷和特瓦坎谷地（海拔900～1 900米）的印第安人，早在公元前7000年

已开始种植玉米，并驯养羊驼。公元前7500～5000年，中国的黄河及长江流域已开始种

植小麦、谷子和水稻，并饲养猪、狗、羊等家畜。

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原始农业缓慢地向前发展。据粗略估计，新石器时代全

球人口约为5 000万。为满足世界不断增长的人口对食物的需求，以及由于家畜驯养导

致饲料的不足，原始农业在地域上不断拓展，生产技术也有所进步。如西亚地区在公元

前6 000～5 000年出现了简陋的灌溉农业。公元前5000年在埃及尼罗河流域产生了灌

溉农业。公元前2500年，印度已普遍种植稻麦。

原始农业的最主要特征是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因而只能靠自然力去恢

复地力。表现在耕作制度上，有轮垦制、烧垦制。前者是开掘一块土地后，撒播种子，不

进行田间管理，在连续种植几年后弃耕，待地力恢复后再种，有几块土地轮换种植。后者

即为“刀耕火种”（在我国西部山区20世纪60年代仍存在此种耕种方法），先用刀斧砍倒

树木，晒干焚烧后做肥料，然后开穴下种，种2～3年农作物，需休闲10～20年才能恢复地

力。这类轮歇丢荒的耕作制度是极其粗放地利用土地，不仅生产力很低下而且破坏自然

资源，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但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少地多的情况下，并没有

引起人们的注意。

据考证，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椒园镇罗圈岩村，地处鄂西南贫困山区，1960～1962

年，经历了大饥荒浩劫之后，人们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在山坡上大面积刀耕火种，数百年

形成的成片原始森林被毁，至今50多年过去了，仍没有完全恢复当年的生态。专家们估

计，恢复到当年的生态状况至少需要上百年。由此可见，原始农业的生产方式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而破坏后的生态修复期要经历漫长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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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原始农业的传播路线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世界原始农业是由少数几个独立的中心向各地传播的。这

些中心主要分布在西亚、中美洲的墨西哥和中国。此外，尚有亚洲东南部、非洲西部和南

美洲的安第斯山区。但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原始农业出现的早晚很不一致，有的地区根

本没有经过这一阶段（如非洲和美洲的部分地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欧洲的中部和

西部，当时由于被茂密的森林所阻挡，直到铁器时代才得以开发。

从已有的资料分析：世界原始农业的传播路线，其中从西亚到欧洲的传播路线有三

条：一是往北，穿过土耳其到达乌克兰平原，然后再横过东欧，经波罗的海到达斯堪的纳维

亚半岛；二是向西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巴尔干半岛，再向北经多瑙河流域到达欧洲中

部，并由此传播到大西洋西岸地区；三是向西穿过爱琴海到达希腊，经意大利、法国南部和

西班牙，另一条线往北到达英国和爱尔兰。由西亚往东的传播路线有两条：一是经伊朗高

原，到达印度河流域；二是向东北，沿里海沿岸到达中亚地区。中美洲以墨西哥和安第斯山

区为主体的原始农业中心，分别向南、北扩展到南美洲和北美洲。中国原始农业从华北、华

南、西南的山区向周围平原地区扩散，特别是黄河流域成为中国最早的农业区域之一。

原始农业在地域上传播的结果，最后形成了三大谷物产区，即：水稻产区主要分布于

亚洲的东部和东南部；玉米分布于美洲；小麦分布在欧洲、中东、北非、中亚、南亚印度河

及东亚黄河流域。农业传播不仅是多种作物的传播，而且包括与之相适应的多种栽培技

术以及生活方式的传播。随着动植物驯化的发展，在不同地区逐步形成了两个相应的农

业类型，即：森林地区的“刀耕火种”农业和半干旱草原区的游牧业。

二、传统农业

传统农业是相对于现代农业而言。从世界情况来看，传统农业都存在于低收入国

家，这些国家传统农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样性。不仅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传统

农业都不尽相同，而且在一个小地区内的不同村庄之间，一个村庄内的不同农业生产地

方之间都是有差异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传统

农业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技术条件不

变；第二，农民没有改变传统生产要素的动力；第三，农民的储蓄为零，因而没有投资的经

济能力，即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处于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要引入新的生要

素，就可以走出传统农业的均衡状态。

1．．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农业自春秋战国以来，存在过以下几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国家屯田经营、

地主庄园经营、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寺院经营等。其中富农经营、自耕农

经营、租佃农经营在本质上是同一种经营形式，即家庭农场经营。家庭农场以一家一户

为单位，主要靠自家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经营，但也不排除少量的雇用劳动。在中国历史

上，多种农业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家庭农场逐渐显示出其优越性，成为中国传统农业最基

本的经营形式。这一发展趋势是由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农业

无论南北都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生产必须在耕地上平面展开，而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

在一个较小的空间集中作业。因此，农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很难。而且，农业生产的周期

长，很多作物的生长都需要大半年时间。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工作质量都无法按照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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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标准来检查。各个环节质量的好坏，都要积累到最后才能表现出来，即农业收成的

好坏。解决监督难的办法就是尽量利用生产者自发的工作意愿来代替从上而下的监督工

作。在这里，家庭农场就发挥了优势，因为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劳动力骨干，具有最大

最可靠的激励机制，只需最低限度的监督。因此，尽管中国传统农业多种经营形式并存，

但是发展的结果是家庭农场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官府、地主还是寺院，都把大部分土地出

租给佃户耕种，而佃户则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在家庭农场中，家庭不仅是一个生

产单位，而且还是一个消费单位，更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承担着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功

能。这是以家庭农场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

2．．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要素及其获得方式

（1）土地

土地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它不仅是劳动场所，更是提供动

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水分和养料的主要来源。任何农业生产组织，都以获得土地为其

存在之前提。当然，土地占有者不一定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我们主要是从农业生产者角

度，也就是家庭农场的角度来分析生产要素的获得方式。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确立

土地私有制，秦朝以后土地的私有制得以巩固和完善。在土地私有制下，家庭农场获得

土地的方式主要有：垦荒、国家分配、租佃、购买、继承等。随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完

善，人口增加与可耕地面积的减少，继承、购买与租佃成为家庭农场获得土地的主要方

式。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获得土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例如秦汉时期，自耕农的土

地来源主要有：第一，大动乱后占有无主荒地。第二，私人开垦荒地。第三，购买。而购

买是最主要，最经常的方式。魏晋至隋唐中叶实行的均田制，主要是由政府向农民授

田。宋代土地虽然在兼并之下趋于集中，但经营却是十分分散。即地主将土地分租给佃

户，形成主少佃多局面。这种局面在明清时期更为明显。说明租佃成为农场获得土地的

主要形式之一。总之，继承、购买、租佃是传统农业中家庭农场获得土地的主要形式。其

中继承使原家庭农场分散变小，新建的农场要扩大，主要靠购买和租佃土地。

（2）生产工具

传统农业主要使用手工业制造的铁木工具。历年考古发掘表明，铁制工具在春秋晚

期和战国初期已有使用，地域包括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而到了战国以后，全国大部分地

区均已使用铁器，铁制农具逐渐取代木石农具，成为主要的农具。西汉中期，实行冶铁业

官营，政府致力于农具的改革，并成立指导新农具生产与推广机构。铁农具的使用以冶

铁手工业的发展为前提。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私营与官营手工业互有

消长。从明朝中叶开始，官营手工业纷纷撤销，民营手工业发展起来。到了清康熙时期，

完全废除匠籍制度，任民自行开矿兴业，进一步促进了民营手工业的发展。从冶铁手工

业发展史来看，冶铁业主要是从事商品生产，特别是私营冶铁手工业，以牟利为目的。因

此可以判断，农业生产者获取铁农具的主要途径是购买。也不排除某些历史时期由政府

免费赠送，以便推广新式农具。这表明，传统农业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生产体系，

起码在铁农具方面，是靠手工业来供给的。

（3）生产技术

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是由农业生产者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通过经验积累形成并代

代相传。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者经过长期的探索，从春秋至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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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耙、楼车、翻车、扬车等新式农具相继出现，逐步形成了耕、耙、压、锄相结合的北方旱地

保墒耕作技术体系。连种制逐步取代了休闲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

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开始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以南地区转移。伴随着这

一转移，南方精耕细作体系逐步成熟起来。至宋元时期，砺择、方耙、耘荡、耘爪、秧马、龙

骨水车等相继出现。在这基础上，形成耕、耙、抄、耘、躺相结合的南方水田耕作技术体

系。太湖流域的塘浦抒田形成体系，梯田、架田、涂田等新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步发展起

来。复种也有较大发展。明清时期，人多地少矛盾尖锐，人们除加强对边疆地区和边际土

地的开发外，更主要的是充分利用现有农地，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一时

期江南地区的稻麦两熟制已占主导地位，双季稻栽培由华南扩展到华中，南方部分地区还

出现了三季稻。在北方，两年三熟制或三年四熟制已基本定型。为了适应这些复杂的、多

层次的种植制度，品种种类、栽培管理、肥料的积制和施用等技术均有较大发展。上述技

术大多记载于中国古农书中。自《吕氏春秋·任地》、《祀胜之书》、《齐民要术》到《农政全

书》、《补农书》等，都是对已有农业技术的记录、总结。这也反映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是生

产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而不是先有科学技术原理，再根据原理发明技术。即便是记录、

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书，也是由地主、官员写成，主要在地主和官员当中传阅。农民获

得生产技术知识的途径，主要是口耳相传直接模仿。另外，偶尔也由政府官员进行农业技

术推广。但史书记载不多，主要事例有：汉武帝时期搜粟都尉赵过在关中地区推广代田

法；西汉时期轻车使者祀胜之在关中地区推广区田法；北宋时期苏东坡在江西、湖北、浙江

推广秧马等等。但是这些推广活动都是个别人物偶发的行为，而不是政府有计划、有目的

的推广活动。历史上也曾有过以皇帝为代表的朝廷推广行为，但也只是偶尔为之。例如，

唐朝廷曾出其所藏的水车样，征集江南造水车的工匠赴京，制造龙骨水车，在北方推广。

五代后唐明宗，在一次近郊巡视时，见农民田具细弱，而犁来尤拙，立意要改良当时落后的

农具，因此便诏河东、河北改进农具，以为式样。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宋、毫、陈、颖等

州的老百姓，因牛力缺乏，自相挽犁而耕，知道这个消息后，朝廷曾出钱，以每头牛官借钱

三千的办法，到江浙购买。但还是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又差人携踏犁数千具往宋州，命令

当地依样铸造，以赐给各家各户。中国古代农业的技术发明与传播主要是民间的自发行

为，朝廷也偶而为之。

（4）劳动力

家庭农场的劳动力主要是家庭成员。这种劳动力是通过家庭自身的繁殖获得。但

是家庭的规模是一定的，家庭通过繁衍所增加的劳动力在一定时候会分家，自立门户。

因此，家庭农场不但生产农产品，还生产农业劳动力；不但生产劳动力，还孵化出新的家

庭农场。由于劳动技能是直接通过生产实践获得的，所以传统农业中劳动力的培养不需

要成本。但是传统农业中家庭农场的主要劳动力所承担的任务却是复杂的。作为一家

之长，他们不仅是劳动者，而且是经营管理者，要负责家庭农场的各种生产决策，还要负

责家庭成员的衣食住行，这与现代化大型农场截然不同。

3．．中国传统农业产品的分配特征

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主要是为直接满足人们的衣食需要，其分配途径与现代农业完全

不同。典型的现代农业完全是商品生产，其产品全部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用所换得的货

币去购买日常生活所需的衣食用品。而传统农业的大部分农产品不是通过市场来完成

·· 657



中国三农工作研究

分配，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产品的分配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以赋税形式流向政府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劳动者耕种的私有土地征收实物税开始于春秋战国。秦汉

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巩固，赋税制进一步完善。土地所有者缴纳土地赋税的内容包

括田赋、人口税和徭役。秦代有关赋役的记载较少且不明确，汉初田赋为“什五而税一”，

孝景帝以后基本以三十而税一为田税之定制。也就是农业生产者将收获物的 1/15 或

1/30上交国家。唐代实行“租调制”。“租”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谷物，作为田税。“调”就是

农民向政府缴纳当地土特产，一般是绢物等。自唐代后期实行“两税法”以后，历经五代

到两宋，田赋都是在夏秋两季缴纳，夏税收钱，或折纳绢、布、麦等，秋税收粮食。明代中

叶实行“一条鞭法”，将田赋改折银两征收。至清代，赋税一般都征收银两。

（2）以地租形式流向地主、寺院或政府

中国传统农业多种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并存，而以家庭农场为主要形式。家庭农场的

土地，或为自有，或为从地主、寺院或官府租进。自有的土地要向政府缴纳赋税，租用的

土地则要向地主缴纳地租。地租一般以实物为主，对半分成。到唐代出现了实物定额

租，明清时期则出现了货币地租，农产品要先拿到市场上出售，取得货币来交租。

（3）以商品形式流向市场，换取货币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民的生产、生活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其农产品除了缴纳

租赋、自用外，还需要拿出一部分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以便购买自家不能生产的铁

农具、食盐等生产及生活资料。自唐朝“两税法”施行以后，还要用货币缴纳赋税。到了

明清时期，还要用货币交地租。因此，传统农业中家庭农场的生产，虽然大多不以商品生

产为目的，但是其产品中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作为商品流向市场。另有一部分农场，则专

门从事商品生产。可以说，传统农业中商品生产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始终存在着商

品生产和与之相应的商品市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中的商品生产就已经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城郊园圃业、林、

牧、渔业中，从事商品生产的程度较高。另外，小农家庭如果生产有余，也将剩余的粮、布

出卖。这时的市场形态多种多样，主要有市井、墟市、邑市、集市等。他们遍布城乡各地，

形成不同层次的市场，共同构成商品交换的内容。此后，农业领域内的商品生产，呈现出

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园圃种植业、林业、渔业和牧业，都广泛从事商品生产。但是由于

封建国家的抑商政策和纳贡政策的冲击，使我国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没有形成规模效

应，只能依附于小农经济和地主田庄经济，难以独立发展。特别是唐代以后，由于人口增

加及谷物种植区域的扩大，逐渐抹平了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区域

界限，制约了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分化与独立发展。宋、元、明、清时期，为纺织业

提供原料的棉花、麻类、蚕桑生产发展起来，形成各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区、专业户。随着

各种非粮食生产专业户、城市商旅人口的不断增长，对商品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酿酒业

的兴盛也需要大批粮食。大量粮食进入市场流通，表明粮食商品化趋势加强，越来越多

的家庭农场将被卷入市场经济。

三、近代农业

按照历史学界的分期法，中国的近代农业是指中国从清代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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