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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农业问题的若干看法

陆学艺 张厚义

编者按
:

作者认为
,

现在的农业 形势又 出现 了与 1 98 4 年
、

1 9 8 5 年相 类

似的状况
,

如不及时调整政策
,

可能会出现新的农业排徊
。

我们欢迎大 家就

本文 所沙及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
。

从 1 9 5 3 年我国实行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以来
,

农业已有四次大的起落
:

就粮食来说
,

一回

多了
,

一回少了
,

很不稳定
。

历史的经验是
,

当出现全国性的从高层干部到基层群众都认为粮食

多了的时候
,

也就是当从上到下都对抓农业松口气的时候
,

接着出现的是粮食突然又少了
、

棉

花又突然少了
。

我们是个土地紧缺
,

人口众多
,

对粮棉等主要农产品需求呈刚性增长的大国家
,

抓农业是一年也不能放松的
。

邓小平同志说过
: “

农业如果有一个曲折
,

三五年转不过来
。 ”

值得我们要高度警惕的是
,

眼下有种种迹象表明
,

粮食棉花这两种主要农产品有可能再度

减产
。

殷鉴不远
,

不可不早作预防
。

粮食问题不可掉以轻心

有的同志比较乐观地认为
,

农业减点产有好处
,

可以减少点库存
,

也可缓解卖粮难的压力
。

有部分农村工作同志和农民群众也认为
,

粮食是该减点产了
,

粮食少就值钱了
,

就重视农业了
。

但是从当好 11
.

7 亿人 口这个家的大局出发
,

这个想法是很危险的 !

第一
,

我国的农业家底并不厚
,

虽经 40 年的努力
,

我国的农业基础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

但还相当脆弱
,

经不起大的天灾和人为挫折
。

拿粮食来说
,

虽然已有 2 4 0 0 亿斤的库存(其中国

家储备 7 00 亿斤 )
,

人均约为 2 05 斤
,

可供全社会消费约 6 个月
,

超过了粮食安全线
。

这是我国

长期积攒的家底
,

来之不易
,

粮价稳定靠它 ,, 人民生活稳定靠它
,

社会稳定也靠它
。

如果经济有

力量
,

这个家底还应攒厚些
。

东邻日本
,

整个 80 年代
,

粮食库存人均都在 4 00 斤以上
。

第二
,

这 2 4 0 0 亿斤国家库存
,

分散在全国近 10 万个各种不同的粮库里
,

由于现行财政体

制是分灶吃饭
,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都有一定的机动权限
。

出于不同地区和部门的利益
,

常

常会有实际 已经动用
,

但账面未动的现象
,

出现账库不符的问题
。

1 9 8 6 年全 国棉花账面库存

6 0。。多万担
,

后来清库核实
,

只有 4 0 0 0 多万担
,

就是一个历史例证
。

粮食问题上
,

我国曾多次出现过的连锁哄抬的现象值得警惕
。

当粮食多的时候
,

有几个省

报粮食多 , 粮食涨库的时候
,

各地都跟着报粮多
,

报涨库
,

就是那些该调进粮食的省
、

市
,

也借口

仓容等原因
,

推迟调进粮食
,

等着粮食降价
。

而当粮食少的时候
,

调出省等着涨价
,

有粮也不肯

调出
;
调入省则怕出现供应问题

,

即使库存粮食在安全线以上
,

也派人四出采购
,

全力枪调
。

我

国粮食购销体制正在由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中
,

这种现象尤其要注意
。

当前
,

全国都在说粮多涨库
。

而一些需调入粮食的省
、

市和需用粮食的大企业
,

却在尽量推

迟购粮调粮的时日
,

等着粮价继续下跌
,

减少存储粮食的风险
。

有的企业到了用多少调多少的

地步
。

可这样就加重了产粮区的负担
,

也放大了卖粮难
,

存粮难的问题
。

第三
,

这 2 4 0 0 亿斤库存粮食
,

真正到调用的时候
,

究竟有多少是可以调出的? 有多少是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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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当前农业问题的若 十看法

场能够卖得出去的 ? 据我们了解
,

浙江省粮库里就存了 80 亿斤已储放超过三年的早釉米
。

这

种早釉米产量高
,

质量低
,

是前些年农民专门为了完成定购任务 自己也不吃的粮食
。

浙江是需

调入粮食的省
,

尚且积压了这么多
。

在江西
、

湖南
、

湖北等粮食调出大省
,

这种压库陈米则更多
。

据 了解
,

江 西
、

湖南和安徽的库存中
,

这种超期储存的早釉米约有 20 0 亿斤
,

有的已库存三年以

上
,

发黄变质
一

了
。

第四
.

中国现阶段的一个基本农情是小生产大市场
。

实行家庭联关承包责任制后
,

全国

绍 5 6 6 万 个农户实际上是 2 2 5 6 6 万个小的农村企业
,

都有生产
、

流通的经营 自主权
。

小家小户
,

小规模农业生产
,

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全国性的大市场
。

如何引导组织协调好这 2 亿多农户
,

同

全国性的大市场联系起来
,

这是一门大学问
。

迄今为止
,

我国的农民家庭
,

大部分还是以农业生

产 为主
,

在某一 自然和历史形成的区域内
,

各家农 户
,

有相同的小块耕地
,

相 同的耕作传统技

术
,

类同的消费水平和生活习惯
,

有很大的同质性
。

改革开放以来
,

农 民在由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

业转化的过程中
,

常常出现互相仿效
,

同步振荡的现象
。

粮食问题也是如此
。

眼下是全国性的

卖粮难
,

都在喊卖粮难
,

市场粮价 已跌到子 5 年来的最低点 ;

灌是粮价低 ;卖粮的农户就越多)

他们怕粮价再跌
,

连那些存粮并不多的农户也跟着卖粮
。

因为各种条件限制
,

这么多的农户我 一

们也确实摸不清农户家里到底有多少存粮
。

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
,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
,

某一

个信号出现 (如明年夏粮减收⋯⋯ )
,

某一个或几个地区买粮的单位和人多了
,

粮价略一上扬
,

农民就可能转而买粮
。

如果调控不当
,

接着就可能出现大范围的乃至全国性的买粮高峰
。

农民

预期要涨价
,

不卖粮了
,

而且有一 部分农民也参与买粮
、

存粮
,

市场上粮食很快就会买空
,

重新

出现买粮难 ! 前些年曾经出现过的粮食说没有就没有了的怪现象
,

其中一个重要根源
,

就出于

此
。

我国的农民家庭
,

生产经营规模小
,

经济实力也不强
,

就某一个农民家庭来说
,

进出粮食不

过是几 百斤上千斤
,

但因为农户众多
,

一起卖粮
,

或者一起买粮
,

任何粮食市场也经不起这样的

冲击
。

这个特点
,

我们应该有个认识
。

对当前农业形势不容乐观

如果农业生产是持续稳定增长的
,

粮食供给是充裕的
,

粮食市场即使出现上述波动
,

也无

碍大局
。

1 9 9 2 年夏粮丰收
,

总产 2 0 6 4 亿斤
,

增加 96 亿斤
,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
但入夏以后

,

各地抓

农业有点放松
,

早稻和夏播作物少种 1 5 0 0 多万亩
,

田间管理也不好
,

加上多数地区偏旱 (全国

受早 2
.

4 亿亩)和部分地区受洪涝灾害 (7 60 0 万亩 )
,

全国秋粮减产
,

棉花因山东
、

河北
、

河南等

生产区受旱灾和灾害
,

减产更大
。

就全国来说
,

1 9 9 2 年农业是个平年
。

有 个问题值得注意
,

至 1 9 9 2 年 10 月底
,

全国商业部门
,

收购的定购粮
,

只有 52
.

7 亿斤 ; 比

匕年.foJ 期少 15
·

1 %
,

只完成收购计划 5 2. 7%
,

比上年同期慢 9. 8 个百分点
。

棉花收购 3 0 8 4 万

担
,

比
_

L年同期减少 34
.

5 %
,

只完成收购计划的 35
.

1 %
,

比上年同期慢 18
.

5 个百分点
。

截止

1 1 月 1。 日
,

粮食收购只完成计划 54 %
,

棉花 46 %
,

食油 38 %
。

过了收购旺季
,

粮棉油 只实现收

购汁划的 5 0 %左右
。

这同往年是很不相同的
。

对这种异常现象
,

有关部门解释
,

一是资金不到

位 (部分收购农产品资金被挪作他用)
,

一

二是仓库不足
,

普遍涨库
。

还有个原因是
,

目前各地的粮

食
、

棉花收购部门正在转变经营体制
,

一些新的政策措施还未到位
,

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
,

多数

没有收购和存储粮棉的积极性
。

所以有大量的粮食
、

棉花等农产品积存在农民家里
,

积压在集

市上
。

还有一种看法
,

认为 1 9 9 2 年秋季收成并不好
,

特别是棉花减产幅度较大
,

但因为目前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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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紧而各种用途很多
,

所以向国家预报的棉花
、

粮食产量比实际的多
,

好向国家多要收购资金
。

总的说来
,

1 9 9 2 年的农业形势还是好的
,

加上有前些年的积蓄
,

估计到 1 9 9 3 年夏收
,

供给

还不会有大的问题
。

问题是在以后
,

种种迹象表明
,

1 9 93 年的农业生产
,

就很可能出现问题
,

这是值得我们警

惕
,

需要未雨绸缪的
。

第一
,

耕地急剧减少
。

1 9 8 5 年
,

曾出现过非农产业发展
,

乱占滥用耕地的高潮
,

当年占用耕

地 2 4 0 0 万亩
,

纯减少耕地 1 5 0 0 万声
。

以后党和各级政府花了很大力气
,

做了很多工作
,

使耕地

锐减的严重形势得到控制
。

但从 华91 年以后
,

各类建设占用耕地猛增
,

1 99 1 年占用耕地 、7 。

万亩
,

较 19 90 年增加 30 %以上
,

纯减少耕地 3 50 万亩
。

1 9 9 2 年入春以后
,

经济建设步伐加快
.

非农产业占地
、

用地大幅度增加
,

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和部门
,

从发展本地区
、

本部门经济的利益

和愿望出发 ,把土地作为招商
、

聚财
、

生财的主要手段
,

竞相仿效
、

攀比
,

大上各类名目繁多的开

发区
、

大规模招商场和集贸市场
、

房产公司
。

现在的开发区
,

省市办
,

地市办
,

县翔
,

乡镇办
,

有的

村也在办
。

有关部门统计
,

到 1 9 9 1 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开发区 1 2 0 0 个
,

现在各级各类开发区已

超过 8 0 0 0 个
。

仅浙江省就有 4 01 个开发区
,

某中经国家和省批准的只有 1 2 个
。

这些开发区
,

多数都在大中城市周围
,

铁路
、

公路沿线
,

占用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高产粮田和菜 田
。

近几年兴

起的房地产业
,

因为利润极高
,

强烈吸引 了国内国外的各种单位和个人
,

建立房地产公司
,

而实

质主要是争占
、

抢占目前还廉价的土地
。

广东省 1 9 92 年上半年就有各种房地产开发公司 9”

家(占用土地 1 8 3 9 0 亩)
,

辽宁省 1 9 9 1 年只有房地产公司 2 60 家
,

到 1 9 9 2 年上半年已达 4 0 。多

家
。

港台和海外巨商
,

也都垂涎中国的地产
,

福建省 1 9 9 2 年 7 月到香港招商
,

共签汀成片上地

开发和土地批租项 目32 项
,

拟用地 2 3 5 6 5 亩
,

总投资 8
.

81 亿美元
。

估计 19 9 2 年占用耕地的数

量将会超过 1 9 8 5 年的规模
。

从各地情况看
,

乱占滥用耕地的势头
,

仍未完全刹住
。

第二
,

谷贱伤农
,

严重挫伤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
。

卖粮难
、

卖棉难的问题 已持续三年 了
。

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连续几年下跌
,

跌到了国家定购价以下
。

据湖北
、

江西
、

安徽 汪

苏等主要产粮区的材料
,

10 0 斤稻谷的售价
、

1 9 9 0 年为 40 多元
,

1 9 91 年降到 30 多元
,

1 99 2 年

国家合同定量收购价为 24 元
。

但很多粮站因缺少资金等原因
,

迟迟不收
,

有的收 了粮
,

不付款
、

又打白条犷有的干脆不收购
,

或者是收了粮连白条也不打
。

大多数农民要 用钱
,

只好卖向市场
,

粮价暴跌
,

有的只卖 17 一 18 元 / 1 0 0 斤
。

即使这样低价
,

很多农民也卖不出粮
。

农民对此意 见很

大
,

怨声四起
。

粮价下跌
,

农用生产资料却持续上涨
。

据湖北省荆门市调查
,

尿素 1 9 9 2 年涨到 98 0 元 /吨
.

比上年涨 8
.

9 %
,

磷肥 2 68 元 /吨
,

上涨 9
.

1%
,

水费上涨 30 写
,

由于这些价格因素
,

19 9 2 年荆门

农民每人要减收 40 元
。

农业成本增加了
.

每亩水稻的纯收益 1 9 9 2 年只有 30
.

92 元
,

比上年减

少 3 5
、

5 8 元
,

下降 5 3
,

5 %
。

农民种粮收入如此之低
,

卖粮又如此之难
,

这就必然打击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

1 9 9 2 年夏秋

都出现过农民弃粮
(小麦

、

早稻)不收割的现象
,

温州有的农民不收小麦
,

点把火烧 r
。

1 9 , 2 年

秋播作物面积粮食少种了 40 0 多万亩
,

各地抛荒现象 日益严重
。

第三
,

近三年全国农民实际收入增长停滞
、

缓慢
,

引发 了很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

据国家

统计局资料
,

19 8 9一 2 9 9 2 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 x 9 8 8 年 5 4 4
.

9 4 元增加到 7 0 8
.

5 5 元
,

名义增

长 李63
,

61 元
,

但同期物价总指数上涨 2 7
·

l%
。

所以实际三年实际只增长 2. 2 %
,

平均每年只增

长的 0
.

7 %
。

这是就全国平均而言的
,

因为这三年东南沿海
、

大中城市郊区的乡镇企业及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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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还是很快的

,

农民由此获得的纯收入增长也很多
;
但中西部和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的

省区
,

这三年
,

农民实际收入是下降的
。

据统计
,

安徽
、

河北
、

内蒙古
、

吉林
、

湖北
、

贵州
、

宁夏等

10 个省区近 3 亿农民
,

1 9 9 1 年的年纯收人比 1 9 8 8 年实际是减少了
。

全国约有半数的农民家庭

’

在这三年实际收入是下降的
。

,

引发很多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问题
,

最直接的后农民实际收入增长停滞的后果是严重的
,

引发很多双村纷价相状柯往公l川迷
,

展
一

巨长浏妇

果是挫伤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

减少对农业的投入
,

影响农业生产
。

据统计
,

按不变价格计纂
,

全

国农民 1 9 8 9 年用于扩大生产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比上年减少 22
.

2线
,
1 9 9 0 年减少 3乐 4 %

,

1 9 9 1 年减少 18
.

2 %
。

农民实际投入当年的生产费用也是逐年减少的
。

农民对农业投入减少
,

必然要影响和限制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
。

第四
,

农民不合理负担愈来愈重
,

屡限不止
,

成为当前农村最大的社会问题
。

农村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

经营单位变了
,

基本核算单位变了
,

干部
、

农民一致认同的分配原则是
“

交够国家的
,

留足集体的
,

剩下就是俺们自己的
” 。 “

交够 国家的
” ,

这是皇粮国税
,

有法定数目
,

农民交是没有问题的
。 “

留足集体的
” ,

集体有公共性开支
,

农民要向集体交提留
,

大多数农民通

情达理
,

一般也没有问题
。

问题出在提留多少 ? 留足的含义是什么 ? 有没有个界限? 实行承包

制头几年
,

没有问题
。

1 , 8 3
,

有些地区农民就提出负担过重的问题
,

矛盾就出现了
。

以后
,

国务

院发了文件
,

规定了集体提 留限制在占农民当年纯收入 5%的额度 内
。

1 9 8 5 年以后
,

中央
、

国务

院年年讲要减轻农民负担
,

发文件
、

开会
、

布署
、

领导讲话
,

不遗余力
。

但实际执行的结果
,

却是

年年在加重农民负担
。

向农民要钱的借口
,

可谓名目繁多
,

五花八门
。

第五
,

干部队伍人心躁动
,

无心管农业
。

1 9 , 2 年春季以后
,

我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
,

经济进

入新的快速发展阶段
,

形势是很好的
。

但也出现 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

诸如各地相继出现了

开发热
、

办工业小区热
、

房地产热
、

股票热
、

第二职业热等等
,

在这股大潮 中
,

干部经商热比
1 98 5 年势头更凶

。

特别是夏季以 后
,

撤并机构
,

精减干部的消息传开以后
,

连那些不动心的干

部也坐不住了
。

这热那热之中
,

很少有抓农业热的
,

而且这热
、

那热之中
,

不少是直接报及农业

和侵犯农民利益的
,

如大批农田被占
,

占用农业资金
,

向农 民集资摊派等等
。

更主要的是这支保

证农业发展的干部队伍在转向
。

据我们了解
,

现在有些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无心抓农业
,

而把

主要精力都放到办工业
,

搞开发区等等热点上
,

而且有些连农村工作部
、

农经委和农业局等农

业系统的干部
,

也无心管农业了
。

都去经商抓钱 了
,

谁抓农业 ? 谁管吃饭
、

穿衣 ?

第六
,

实行了近 40 年的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的体制
,

经过这些年市场取向的改革
,

己经到

了可以最后终结的阶段
。

国家 已经作出了分区决策逐步放开的决定
。

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
,

把农民引向市场
,

农产品购销完全放开
,

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

问题在于已经实

行了近 40 年的以统购销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计划经济体制
,

目前的干部和农民都在这种体制下

生产生活过来的
,

有些已经形成了
“

传统
” 、

形成了
“

习惯
” 。

从旧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如何过

渡好
,

还是要做很多工作的
。

数十年历史形成的东西
,

要通过历史的方法来解决
,

不能采取急

躁
、

简单
、

一放 了之的办法
,

使好事办得不完满
。

目前的问题是
,

有些地区
,

有些部门把粮油购销完全放开
,

看作是放包袱的机会
,

有的还想

乘机捞一把
,

把
“

三挂钩
”

物资和支持粮棉生产的资金
、

物资扣下来
,

有的则借口
“

把农 民推向市

场
” ,

而放弃 自己的职责
,

农民在春天按计划定购合同要求种的粮棉
,

现在也不收购
。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
,

相当多数的干部不知道怎么领导 1 9 9 3 年的农业生产
,

相当多数的

农民不知道 1 9 9 3 年种什么好
。

如果 1 9 9 3 年粮食
、

棉花播种面积实际减得很多 (现在粮价低
,

种



对当前农业问题的若于看法

粮棉收入相对少 )
,

那末
,

上”3 年的粮食
、

棉花生产就会成为问题
。

关键在于保护农民利益

1 , , 2 年秋天
,

农村的间题
、

农民的问题
、

农业的间题
,

逐渐显露出来了
。

应该说
,

问题是严

重的
,

如不及时解决
.

或处置不当
,

有可能导致 1 9 9 3 年农业出现间题
。

但农村中的这些严峻情

况
.

还并没有得到共 识
,

持别没有得到农业部门以外各部门同志的共识
,

有的同志还停留在农

业形势已经好转
,

核棉多得用不了的阶段上
。

我们认为
,

为了防止出现新的农业徘徊
,

必须把保

护农民利益
、

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放在宏观决策的重要位置上
。

我们建议
:

第一
,

及时诵整政策
,

稳定友展农业
。

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及时发现问题
,

及时调整政策
,

使农业转危为安
,

稳定发展的经验
。

也有过出现了问题
,

争论不休
,

犹豫不决
,

当断不断
,

错过 了

解决问题的时机
,

致使农业长期徘徊
,

乃至出了大间题的教训
。

现在又出现了与 1 9 8 4 年
、

19 8 5

年相类似的状况
。

究其原因
,

如 果要写一个诊断书的话
,

那就是
“

老毛病复发
” 。

这几年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是稳定的
,

双层经营
、

社会化服务有所发展
、

农田水利建设有进展
,

农业科技进一

步推广
,

农机北悲
、

农药
、

薄膜等农用生产资料供应也有改善 (质次价高问题未解决 )
,

所以主

要问题不在农业内部
。

}月题山在
,

这几年农村经济向城市倾斜
,

农业向工业倾斜
,

出现了玉业过

热
,

摊子过大
,

基建战较过长的问题
。

扣 多年来的经验是
:

农业与工业增长速度的比例
,

一般保

待在 I
:
2

.

5一3 为合适
。

1知, 工年全国农业产值增长 3
.

7 %
,

工业产值增长 14
.

5 %
,

农业
、

工业

增长速度为 1 : 3
,

撼
。

王, , 2 年农业预计增长 3 %
,

工业预计增长 红写
,

农业
、

工业增长速度比为

l
: 7

。

工业发展超过了农业这个基础所能承载的能力
。

在 目前的体制下
,

其必然结果
,

就是挤

占农业
,

侵犯农民的利益
。

这几年农村里产生的种种问题和矛盾
,

说到底
,

还是我们重犯 了向农

村拿得过多
, “

把农民花得过苦
”

的老毛病
。

解伙问题的方案
,

就是要 早下决心及时调整政策
,

该降温的要降温
,

该缩短的要缩短
,

要下

决心向农村顽斜
,

回幸民叹斜
,

向农 业倾斜
。

应明确提出
:

要保护耕地
,

要保护农民利益
,

要保护

农业
。

保护了农民的和益
,

衣民得到 了实惠
,

也就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也就保护了农业这

个基础
,

实际上也就保护了国民经济
,

使整个经济能够持续
、

稳定
、

协调地发展
。

第二
,

在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

要有保护农业的政策和措施
。

农业
,

由于是

和动植物生
一

长直接联系在一起
,

受到 自然资源和气候的影响
,

在市场竟争中常常处于软弱的地

位
。

农业是需要国家宏观调控中加以保护的产业
,

这 已为近代经济发展史所证实
。

纵观世界各

经济发达国家
,

都有各自不同的保护本国农业的法规和政策
。

我国的农业还处在从单纯经验的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中
,

它的地位更加软弱
,

所以更应受到国家宏观决策的特别保

护
。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通过改革逐步建立
,

在新体制建设中一定要考虑我国农

业的特点和地位
,

把保护农业放到恰当的位置上
,

制订出好的保护农业的政策和措施
。

所谓保护农业
,

最重要的是要在财政上要有支持农业的拨款
,

在资源配置上要保证农业发

展的需要
,

在分配上要保护农民的利益
。

在目前
,

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购销体制正在改变
,

原来

财政对粮食
、

棉花的备种补贴和优惠政策
,

不应取消
,

而应转为补贴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
、

科研和流通等方面
,

使衣业生产者
、

经营者都得到实惠
,

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

这是当前我们应

优先考虑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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