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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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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影响国家安全的根本性问题。本文主要分析

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及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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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isabigagriculturalcountry.Theproblemsontheagriculture,ruralareasandpeasantsarealways
crucialtothenationsafety.Thenecessityandprinciplesfortherural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arediscussed
inthethesis.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浪潮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将提出严峻挑战,现代科技革命正以空前的力量冲击着 所

有的产业并掀起全球性的产业革命,震撼和改变着世界 产

业结构,推动着全球经济增长,决定着 21世纪 国 际 的 竞 争

格局。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国尽快实行农村产业结构的

调整,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加快农村产业

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解决农村产业结

构和资源结构的矛盾,农村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矛盾,以
及农村产业结构内在素质不高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必须遵

循 与 生 产 力 相 一 致 的 原 则,采 取 因 地 制 宜、比 较 优 势 的 原

则,市场导向的原则,协调发展的原则,效益、质量第一的原

则,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以及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则。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否 则 就 会 使 调

整工作陷入盲目,会给社会、经济带来不良后果。要制定明

确的调整目标,就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经济规律即生产 关

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规律,积极发挥农民在农村产业 结

构调整中的积极性,利用价值规律(主要是竞争规律和价格

规律)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目标是要

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能源的投入,取 得 最 大 的 社 会、
经济、生态的综合效益,并力争实现联合国粮农组织与荷兰

政府向全球发出的"关 于 可 持 续 农 业 和 农 村 的 丹 波 斯 宣 言

和行动纲领"倡议所确立的三个基本目标,即稳步增加粮食

生产,确保食物安全 ;促进农村综合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
消除农村贫困状况;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和改善

生态环境。在这个前提下,使农村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促进

农村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具体地讲有以下几点:

一是能满足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改善人 们 的 食 物 构

成。
二是能为工业提供大量的原料及初、中级产品,能满足

外贸出口的需要,为国家多创外汇,促进城乡经济交流。
三是保证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地增长,使其 接 近 城 市 居

民的收入水平。
四是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 题,实 现 农 村

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战略转移,从根

本上改变九亿农民靠土地吃饭的局面。
五是有利于节约能源和保持良好的生态平衡。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必须遵

循以下原则:
第一,根据农村产业发展规律,实行与生产力水平相一

致 的 原 则。"农 业 是 国 民 经 济 的 基 础","粮 食 是 基 础 的 基

础","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些话概 括 了 农 村

各产业之间的辨证关系。因此,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要做到

种植业内部比例协调,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
综合经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保

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 综

合发展,才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战略转移,才能提高综

合效益。从根本上说,产业结构是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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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业结构的变动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与生产力水平相一致,既不能让产业 结

构水平落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能急于求成,超越生产

力发展水平。
第二,根据农村资源状况,采取因 地 制 宜、比 较 优 势 的

原则。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提高资源

利用率和经济效益,是农村经济各产业部门发展的客观 要

求,也是提高农村经济整体效益的基本途径。由于目前我国

各地农村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自然资源

情况不同,使各地的社会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各 有 其 特 点。
因此农村产业结构在进行调整时,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以
保证各种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 效

益为目标,使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各有侧重,各 有 特 色,发

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和拳头产品。
第三,根据市场要求,采取市场导向的原则。对农村产

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

的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始终处在动态的演变

过程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社会需求结构发生着经常性的变化,产业结构也必须随

之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就要求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有

超前意识,要以市场需求的变动为导向,坚持面向市场的原

则,根据市场的需要合理安排各产业的生产规模,既强调发

挥资源优势,又要强调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和市 场

优势。这是发展农村经济,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前提。
第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采取协调发展的原则。发

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各种产业必须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类

的生产、生活对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人类的生产、生
活符合生态规律的要求,就能保护生态平衡,促进生态环境

的改善;如果违背生态规律的要求,就会破坏生 态 平 衡,造

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又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所以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一定要注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针对

目前农村各产业之间不协调发展的状况,应当特别强调 协

调发展的原则,即合理确定农村各产业部门之间、各行业之

间的比例关系,相互支持,共同发展,以实现各部门、各行业

的协调发展,形成良性的互补关系。
第五,寻求整体发展,采取效益第一、质量第一的原则。

农 村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必 须 把 农 村 产 业 结 构 看 成 一 个 有 机 整

体,必须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合起来,促使农业由传统型

向现代型转变,由增量型向增效型转变,尤其要有助于推动

农村经济从粗放经营模式转向集约经营模式。农村经济不

仅要有量的增长,更要实现质的提高,要强调用最小的投入

得到最大的产出,确定产业之间的合理比例,必须坚持质量

第一和效益第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才能真正实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第六,根据农民要求,采取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则。农民

是农村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 主

体,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是农民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

为中心,根据市场需求及其变化,自主安排生产的过程。要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尊重并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承 包

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用政策和市场信息引导农民自主 调

整农村产业结构,决不能强迫命令,更不能瞎指挥。
第七,寻求经济和社会效益全面协调,采取可持续发展

的原则。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面临环境、资源、能源、人
口和食物的多重压力,生存和发展问题成为人类社会最 为

关心、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是 人 类 社 会、经 济 持 续 发 展 的 基 础,没 有 农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当前的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中,应根据当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实施可持续

发展的原则。
第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采取符合 WTO的原则。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农业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宏 观

环境和新规则的严格约束。中国农业的发展被置于 WTO
框架之中,无论是农产品的生产,还是农产品的 贸 易,都 必

须遵守 WTO规则的要求。中国农业将有更多的机会走入

世界,有更多的条件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发

展自己,所以应该加快国内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以适应我

国加入 WTO的新形势,充分发挥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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