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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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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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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响国家安全的根本性问题。本丈主要分析了农村产

业结构变化和发展的状况，从中可以肴出，日前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存在的不合理之处，我们应不断地进行适应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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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和发展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产

业结构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历史时期:即1949-

1978年的缓慢变动时期;1979一一1990年的开始形成和逐

步完善时期;1991)年以来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全面调整时

期。三个历史时期分别有其各自的经济特点:
    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在第一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单一的

种植业结构。建国初期，我国农村产业部门主要是农业，而

农村工业和农村商业却很少，主要是一些小商版、小手工业

和农村的作坊。在农业中仅以种植业为主，在种植业中又以

粮食作物为主。林、牧、渔业没有应有的发展.必偏的工业和

副业比重很小，历史形成的农业=种植业=粮食的单一的农

村产业结构基本上役有变化，整个农村产业结构处于极不合

理的状态。与新中国成立时的农村产业结构相比，这一时期

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缓慢变化，但我国农村产业结构中农业

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第二、第三产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

的比重很低，只是作为农业的必要补充而存在。

    第二个时期改变过去“重农型”的状况，形成了农、林、

牧、副、渔并举，以农村工业为龙头，全面发展农村产业结构

的新格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农村产业结构

进人了变革阶段。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责任

制为开端的经济休制改革，突破了单一种植业的格局，彻底

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微观运行基础，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

性，促进了农村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推动了

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随着城市改革的启动和市场机制的

深化以及城市和农村消费结构的变化，农村第二、第三产业
加速发展，农村产业结构逐渐有了调整，使农村产业结构在

逐步满足人们基本擂共的同时，向农产品优质化、工业消赞

品优质化的方向发展。

    第三个时期是由于我国农村产业结构面临新挑战而进

行全面调整的时期。为了适应我国经济“三步走，，战略目标

的实现和世界产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我国加人了世界贸易

组织，农村产业结构更加孺要作出相应的调拉。据有关资料

统计，进人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和产值的分布状况是:

从相对值角度和劳动力分布情况来着，第一产业的占比呈下

降趋势.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呈上升趋势，第三产业上升趋势

更为明显;从产值状况来着，第一产业的比盆在阵低，第二、

第三产业的比重在上升，尤其是第二产业在产值等方面已经

成为农村第一大产业。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
生了巨大变化二一是农村产业结构已经摆脱改革以前以第一

产业，特别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形态，进人“三次

产业”共同发展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二是随着农村“三次产

业”共同发展局面的形成，尤其是农村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
农村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必然是结构合理、分工明确、经济

高效。

    二、目前我国农村产业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肠

    我们在肯定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着到，

现存的农村产业结构中，仍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现象，擂要不

断调整。

    (一)农村“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不合适

    在“三次产业”的共同发展过程中，各次产业的发展速

度、水平不同，在劳动力分布、产值和投资等方面也存在较大

差异，并没有形成农村“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合理布局。从

1978- 1997年，我国农村非农产业总产值由640.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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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76181.3亿元。1997年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创造的产

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75.6%，比1978年上升了

44.1个百分点。与此相适应，在农村就业结构中，大约有

13526.8万人在第二、第三产业中就业，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29.4%，而在1978年，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仅为

149.6万人，所占比重为10.3%。其具体原因如下:

    1、农业基础薄弱，后劲不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

门，同时也是农村产业结构的基础。农业这个基础不稳，必

然制约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目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

后劲不足的主要表现，除了农业资源状况的局限以外，还有

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比较利益少，农产品价格低，抑制了农业

的发展，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二是农作物种

植业的生产经营规模过于狭小，效益低。由于实行家庭承包

经营为主的责任制，许多地方采取了优、劣土地搭配的平均

分配承包田的办法，地块零碎。不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不利于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以及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农业

的现代化。三是原有的许多荃础设施老化、失修，而且农田

基本建设投人不足。许多农田水利设施损坏严重，造成有效

灌溉面积大为减少。四是农业投资下降。由于农业投资主

体由集体转向农民家庭，农业的比较利益低，且回收期长，农

民把资金投向收益较高的工、商业也是必然的。

    2、农村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存在较大困难。近十年

来，我国农村工业异军突起，已经成为农村的重要产业部门，

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已达20%。但仍有许多问题困扰粉农

村工业:一是技术和管理水平比较低。目前，农村工业除少

数采用现代技术和装备以及现代管理方法以外，绝大多数仍

是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严格地说，还处于传统的家庭手工业

阶段，不能适应农村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二是尽管农村

工业生产由市场调节，经营灵活，效益较高，但是其所需要的

能源和原材料得不到保证。三是与城市工业发展不够协调，

主要是城乡工业通盘规划不够，农村工业发展中存在较大的

盲目性，因而加剧了对能源和原料的争夺。

    3、农村第三产业虽比过去有了很大发展，但依然不能满

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农村商业与农村产业结构不

适应。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改革幅度不大，基本上还处于计

划经济体制之下，其服务质t和效率不高，不能适应商品经

济和市场经济的需要。二是交通运输业紧张。许多产品不

能及时运进运出。三是邮电通讯滞后，电报、信件传递较慢，

方式仍较落后。四是农村技术服务状况不佳。各种技术推

广、服务体系中相当数量的技术人员由于市场经济的利益驱

动转行跳出农村。五是农村教育问题严重。教育经费不足，

教育设施差，教师待遇低下.队伍不稳，中学教育的方向不符

合农村实际，等等。

    (二)农村第一产业内部农、林、牧、副、渔各行业比例不

协调

    衡量第一产业内部结构是否协调，主要是看第一产业各

部门的产品是否能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在

既定的社会消费水平上.社会需求是不可变更的。社会对农

产品的需求结构是调整第一产业结构的依据，也是衡量该产

业内部结构是否协调发展的标准。在广义农业层次上，农业

的产值比重高达53%，仍然占据第一的位置，林业、牧业和渔

业发展仍显不足。在狭义农业内部，粮食生产又占据第一

位。由于农产品品种结构、种植结构、区城结构趋同，使供求

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并出现结构性剩余，诱发了一些新的

矛盾。

    (三)农村第二产业内部农村工业和城市工业重复，农村

工业与农业的关联度低

    目前，我国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

其中工业又占有很大比宜。农村工业内部结构主要存在三

个问题:一是农村工业和城市工业的孟复率非常高，不仅造

成农村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而且加剧了全国工业结构的不

合理。二是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关联度非常低，不能充分利用

农村资源较好地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三是农村工业存在

着许多自我制约因众: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的粗放型经营非常

突出;“五小企业”比盆较大，等等。
    (四)农村第三产业内部的器础设施及其配套服务不够

健全

    农村第三产业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但其发展颇不平

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了商业、服务业、交

通运输业等主要的传统产业，但对与之相近的部门或行业则

注愈不够;二是新兴的络三产业发展不足，如信息业在许多

地方还是空白;三是产业或行业落后。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农村产业结构随着改革开放的快速

发展，而不断趋向合理，但是由于“三次产业”发展不均衡及

各产业内部构成不合理，使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至今依

然存在。

    三、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举措

    从农村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通出发，结合当前国内和国际

复杂多变的环境以及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本文提出了

适合我国国情的优化调整措施，积极调整并建立合理的农村

产业结构。

    1、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发展宜点，持续雄定地发展第一

产业，适当地发展第二产业，积极地发展第三产业。对农村

“三次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促进其优化升级，实现产业结构

的合理化，总体要求是以解决二元结构矛盾为目标，大力发

展农村非农产业，由此带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具体应当抓住两点:一是通过调整实

现结构优化;二是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农村产业结构升

级的实质是结构质量的提高，升级的关键就在于必须转变经

济增长的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

变，以t的扩张为基础，以质的提高为根本。

    2、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

大多数国家，因此，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与农村小城镇建

设同步进行。农村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发展是小城镇得以

形成的基础，但是小城镇建设同样也对农村工业、商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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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

发展迫切需要城镇所提供的基础设施作支撑。党的十五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第一次把“发展小城镇，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

社会发展的大战略”提出来，这对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村经

济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的现实选择，它对于打破城乡

二元结构的分割状态，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经济全

面策荣，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快

小城镇建设是保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的

战略选择。加快小城镇建设是推动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二

次创业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客观

要求，是有效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迫切需要，

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迫切

需要，是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推进精神文明、提高人口素质

的客观需要。
    3,调整经济发展手段，发挥科技推动作用。农村产业结

构优化调整，必须与农村经济发展手段的调整相结合，实施

“科技兴农”的战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农村经济发展和产

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应当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单纯依

靠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路，转向

依靠科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达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

的。为此，必须尽快改革现存财政体制，增加对农业科学研

究的投人。

    4、转变政府职能，制定和实行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的经济政策。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和环境看，国民经

济的整体发展状况、城市经济的发展状况、国际经济秩序、国

际市场变动等因素都会对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程

度不同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如自然灾害、

科学技术突破性的发展、国际局势的戏剧性变化等，但最关

键的因素乃是政府制定的有关政策。为了加强调整农村产

业结构的宏观指导和协调，必须制定和实行相应的农村经济

政策。要通过各产业产品的订购政策、价格政策、投资政策、

产业政策、奖励政策和税收政策，促进农村各产业的全面发

展。同时，政府应在规划、指导、扶持和服务等方面发挥应有

的作用。
    总之，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我国急孺解决的现实

问题。要想其得以尽快解决，关键是调整政府行为，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发挥科学技术的关键作用，从而实

现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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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iscussion on Adjustments to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WANG Jingai

                      (Jinzhou Normal College, Commercial Coflegejiw} ,121000,China)
    Abstract: China is a big agricultural country. The problems on the agriculture, rural area and fturners could be always crucial to

the national safety. In this article,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being discussed. the change and devel-

op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have direct relations to the ways we adopt adjusting nasal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presentthe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al ecomny , the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errperienced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Starting frontto changing and developing stage of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proble ns and reasons for these prob]
                                                                                                  st昭e.With

                                                                                                      the analysis

                                                                                                              ens in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now. We ought to adjust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keep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Key wutds:mral industrial structures;adjustment;major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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