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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非常高興有機會跟香港的老師就中國的農村發展問題互相討論和交

流。我準備用十個字來概括中國的農業問題，就是：「變化、挑戰、原因、對策、

展望」。 

 

1. 改革開放以來中國農業及農民的變化 

     

自改革開放以來，中國的農業有以下四大變化： 

 糧食供給問題得到根本解決。 

 農產品生產規模位居世界前列。 

 人均農產品產量超過世界平均水準。 

 農民收入水準得到大幅度提高。 

    以上每一項都是非常不容易的，值得我們驕傲。以下讓我們詳細地看看： 

  

1.1  糧食生產數量的變化。 

 

 中國的糧食概念，範圍很大，包括五項：大米（水稻）、小麥（麵粉）、玉米、

豆類、薯類。如果我們到美國及歐洲，她們的糧食概念跟我們就不一樣，只

包括前三項。所以，中國的糧食概念範圍比西方國家要大。 

 

 我們具體看看中國的糧食產量【投影片１】：中國的糧食產量在 1980 年，也

就是改革開放初期，是 3 億 2 千萬噸。到現在經過了 25 年，糧食產量增長

了 50％，達到 4.8 億噸。我們分階段來看，把 1980 年到 1990 年這十年作

為一個時段，在這十年內，我們的糧食產量從 3.3 億噸增加到 4.4 億噸，淨

增 1 億噸。這個 1 億噸被稱為「中國農村改革最初的財富」。糧食是中國的

命脈，過去常說「以糧為綱」、「綱舉目張」。如果沒有糧食，國家就不安定

了。只有解決糧食問題，把農民的肚子填飽，社會才會穩定和發展。1980

年的改革開放，正是從安徽最窮的鳳陽縣小崗村開始的。這個十年帶來糧食

生產突飛猛進的增長。 

 

 從 1990 年到 2000 年，這段時間糧食數量的增長就很少了，只是從 4.4 億噸

增加到 4.6 億噸。前面十年增加了 1 億噸糧食，但是後十年只增加了 2000

萬噸，原因以下再談。再往下看，從 2000 年到 2005 年，也是增加了 2000

萬噸糧食。中國糧食產量最高的年份是 1998 年，這一年的糧食總產量是 5.1

億噸，從該年以後，每年徘徊在 4.6 到 4.8 億噸之間。 

 

 從上述數字，我們看出一個問題，儘管我們的糧食是可喜地增加，但是，近

年這個增長局面開始徘徊不前。我們從這個圖示資料，既看到成就，也看到

內裡隱含的問題。這個問題是什麼呢？大家先作思考。中國的總人口有 13

億，人口的自然增長率是 1� 。我們用 13 億×1� ，答案是 1,300 萬。香港

總人口不到 700 萬，而中國每年的新增人口就相當於兩個香港的人口總數。

這種現象可能令某些在人口方面呈現負增長的發達國家感到羡慕，因為新增

人口就帶來了新的需求，有需求就有市場，有市場就有發展，所以在這方面

她們與中國相比，是望塵莫及的。 

 



 但另一方面，人口增長也帶來新的壓力，就是對糧食需求的壓力。一年新增

1,300 萬人，相當於北京市的人口。按照中國人口增長的曲線，中國人口將

在 2030 年達到最高峰。如按照每年 1,300 萬人口的增長速度，那時候中國

人口將比現在再增 3 億。中國現在的糧食產量徘徊在 4.6 到 4.8 億噸之間，

所以儘管糧食增長很快，但是仍然不容樂觀。世界上已有很多學者替中國擔

憂，究竟「誰來養活中國」？以上是第一個變化，即是糧食增長突飛猛進，

但是在突飛猛進的背後，我們也感受到重大壓力。 

 

1.2  整體農產品產量在世界的排序變化。 

 

 我們在排序時，經常都會聚焦於前三名，但是這張投影片【投影片２】沒有

顯示前三名，只有前兩名，原因是第三名沒法排上去，它與前兩名的差距實

在太大了。這張投影片列舉了 2005 年一些重要農產品的產量及其排序。第

一項是穀物，我們通常說的穀物，就是糧食中的前三類：大米、小麥、玉米。

提出穀物概念是為了增強可比性，便於與發達國家對比。按照穀物產量統

計，2005 年，中國三大糧食產量是 4.2 億噸，美國是 3.6 億噸。在這個指

標上，中國遠遠超過美國。 

 

 在中國，不僅在南方有一家一戶精耕細作式的農業經濟，更有在北方廣袤原

野上的大規模農業。有一張照片便很能說明這一現象：2002 年在深圳特區

很多街頭懸掛著這樣一張照片 － 江澤民總書記揮著手，後面是一望無際的

滾滾稻田，這就是東北黑龍江 259 農場的實景。這個 259 農場號稱亞洲最大

的地塊，總面積 10,000 畝（一畝是 63.33 平方米 × 63.33 平方米）。這一

萬畝中間沒有一條溝，也沒有一條壟，整幅是一塊平地。這就是中國東北的

農業！在這樣一種產業化農業的支援下，我們一年生產了 4.2 億噸的穀物。 

 

 在水果方面，2005 年中國產量是 1.6 億噸，第二位是印度，只有 4,000 萬

噸，連我們的一個零頭都不到。至於肉類，2005 年中國肉類產量是 7,700

萬噸，第二位是美國，將近 4,000 萬噸，大概是我國產量的 60％。在肉類

的數量有一個括弧，裏邊的數字是肉類中「豬肉」的產量，因為中國人絕大

部分是食豬肉的，所以中國是個豬肉生產大國。2005 年中國豬肉產量是

5,000 萬噸，在這點上美國沒法跟我們相比。其他一些資料，如水產品、雞

蛋、茶葉、花生等，這裏不再一一敍述。總而言之，我們的主食品和副食品

的產量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穩居世界第一。 

 

1.3  養殖業發生變化 

 

 按照人均數字來計算，這個變化也是相當顯著的【投影片３】。我們把改革

開放初期 1980 年和前年 2005 年的資料作一比較，就會發現 2005 年我們的

糧食、棉花、油料、糖料、肉類、水產品、牛奶、禽蛋的人均消費量都比

1980 年有顯著的提高。上半部分的糧食、棉花、油料、糖料，基本上屬於

種植業；下半部分肉類、水產品、牛奶、禽蛋基本上屬於養殖業。從表中可

以看出，下半部分肉類、水產品、牛奶、禽蛋等養殖業的增長幅度，大於上



半部分種植業。例如肉類， 1980 年的數字很小，幾乎忽略不記；但是到了

2005 年，人均達到了 47.2 公斤，這個數量遠遠超過了世界平均值（約是我

們數量的一半至 2/3 之間）。 

 

 圖表背後有值得我們深入解讀的地方：首先是，肉類往下的增長速度非常

快，一般在 5 倍左右，而肉類向上的四項，基本上增長速度在 1 倍到 4 倍以

下；又例如水產品（主要是淡水養殖），在 1980 年時是 4.6 公斤，到 2005

年將近 40 公斤。以上情況說明了中國這二十多年來的改革開放，從農業產

業角度來說，發展最快的是養殖業，發展速度遠遠大於種植業。其次，在種

植業內部，我們又把糧食和棉花、油料、糖料再作對比，棉花、油料、糖料

合稱「經濟作物」的增長速度要快於糧食作物的增長速度。綜合以上兩項，

也解釋了農民能夠增加收入的兩個原因。 

 

1.4 農村居民的人均年收入發生變化 

 

 請看我國農村居民的人均年收入表【投影片４】，這表帶有總結性質。在 1980

年，農民平均每人每年的收入是 191.3 塊錢，200 塊錢也不到；而中國農村

家庭規模是每戶平均有 4.1 人，用 200 元×4.1，結果是每戶 800 塊錢多一點，

不到 1,000 元。到了 2005 年，農民人均收入增長了 17 倍，達到了 3,254.9

元。增長速度是相當驚人的。 

 

 我們試把這個 3254.9 元解讀一下；農民的 3254 元收入，包括了四部分： 

 

 第一部分為「家庭經營收入」，就是來自農業的收入，即是上一張投影

片（1980－2005 年中國人均主要農產品產量）中提到的那些農作物、經

濟作物和副產品。這個收入在總收入中大概佔 55%。 

 第二部分叫「工資性收入」，來自農村的非農業生產（包括打工的收入），

佔農民總收入的 35%。我們常說當今中國農民的收入結構有了很大的變

化，主要是指這部分的變化。 

 第三部分，我們稱之為「轉移性收入」，主要來自各地政府的補貼、補

助，或者是外地的親友寄回來的金錢。這部分收入佔總收入的將近 7%，

比重著實不輕。當然，如果將我國政府的補貼比重與發達國家相比，還

是有很大差距。 

 第四部分是「財產性收入」，約佔 3%。這是指農民把自己的生產工具租

借給別人而收取的租金、銀行存款的利息、農民買賣股票的收益、企業

控股的利潤收入，包括各種財產的管理、運營、使用等所產生的收益。 

 

 在以上的四部分中，變化最大的就是工資性收入，過去這個收入是沒有的，

這顯示現在農民的打工現象很普遍。此外，大家也不要認為農民一年就只有

這四部分收入，農民還有另一項的收入，叫做「實物性收入」。大家知道農

民自己吃的糧食、豬肉、蔬菜基本上是不用購買的，一般都是自己種自己吃，

這部分也算是收入，但我們卻沒有把它算進去。如果把這部分也計算在內，

那麼將比 3,254 元這個數字還要高。 



 

 

2. 中國入世對農業帶來的挑戰 

    

中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以後，面對很多新問題。儘管這二十多年來我們有很

大成就，但現在還有很多問題讓我們感到非常大的壓力。入世後給我國農業帶來

了很大的挑戰。我把它歸結為以下三點： 

 

2.1  進口農產品增加對我國農業構成壓力。 

 

 關於進口農產品的數量變化，請參閱這張投影片【投影片５】。通過該投影

片大家可以看到，有些產品的進口數量，在入世後增加得很快，例如小麥、

大豆、食糖。在此，我想指出一個問題，2001 年 11 月中國加入世貿，而該

圖表是採用加入世貿前一年的資料。從 2000 年到 2005 年，資料的變化是非

常顯著的。那麼，入世的壓力在哪裏體現呢？我認為主要有兩方面。首先，

是進口數量的增加，像小麥、大豆這些農產品大宗進口，確實給中國的農產

品市場帶來巨大競爭和壓力，這是一個數量的壓力。  

 
 其次，是近來西方國家對中國出口的農產品提出安全性的問題，但從另一角

度來看，我們同樣也遇到了外國進口到中國的農產品安全問題。在我們進口

的小麥、大豆、食用油這些產品中，有很多是「轉基因產品」，它存在著食

品安全的隱患。對於這個問題，中國政府採取哪種態度和方式呢？我們向歐

盟學習，為食品做了標籤，標出「轉基因」三個字。吃不吃這些食品是消費

者的自由，但是消費者是擁有知情權，要讓他們知道這些產品究竟是否有用

轉基因原料。由上述可見，一方面我們出口的東西遇到食品安全的麻煩；另

一方面，我們進口的東西也面對食品安全的隱患。 

 

2.2  新興的壁壘保護政策 

 
 加入世貿後，中國國門大開，不僅外面的東西進來，我們的東西也出去。在

我們的東西出去的過程中，我們遇到新興的壁壘，就是「非關稅壁壘」，它

包括技術、標準等方面的嚴格要求。這裏有兩份資料可以簡單說明這些問

題：第一份是來自商務部的資料，它說：「2002 年，我國 71%的出口企業、

39%的出口商品受到國外技術壁壘的限制，帶來的直接損失達到 170 億美

元，相當農產品出口額的 51.2%。」 第二份是來自農業部的資料，它說：「2002

年初，由於歐盟全面禁止進口中國的動物源性食品和水產品，導致 2002 年

上半年中國水產品出口下降 70%。僅浙江省 2002 年 1 季度就減少農產品出

口 1 億美元。」由這兩份資料可見，非關稅壁壘對我國出口的重大影響。 

 

2.3  喪失農產品的價格優勢 

 

 隨著中國市場和國際市場的接軌，我們的勞動力價格和各種生產要素的成本

也隨之而上升。因此，我們農產品的價格優勢正在喪失。我們很多農產品的

價格已經高於國際市場的價格，這樣將會給中國的農產品出口帶來直接影



響。 

 
 在技術及知識產權方面，中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之間存在差距，所以在世貿

組織中，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是處於不利的地位；但是，這反過來提

醒我們在知識產權中要有自己的東西，要佔領這個制高點。現在我們的商品

在出口中遇到很多麻煩，而且很多是涉及到非關稅壁壘，例如知識產權問

題。這個問題不解決，將來我們在農業貿易上會處於劣勢。所以我們說，世

貿組織代替關貿協議，不僅是貿易原則的變化，也是利益關係和利益方式的

變化。現在我們常說：「二流的企業在做產品，一流的企業在做專利，超一

流的企業在做標準。」只有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我們的企業、我們的產品才

能在國際貿易上佔據有利地位。 

 

 

 

3. 形成「三農問題」的主要原因 

 
    「三農問題」既有外部原因，又有內部深層次的原因。 

    

首先提出三農問題的人是湖北省一條鄉的黨委書記--李昌平。他是湖北師範

大學的碩士生，畢業後主動要求回鄉工作。工作十年後，他在基層第一線感受到

很多農村的問題。2000 年，當時是朱鎔基當總理的時候，他壯膽地給朱鎔基寫

了一封信，把中國農村的農業及農民現狀向朱總理反映。在這封信的最後部份，

他寫了這樣一句話：「中國的農民真苦，中國的農村真窮，中國的農業真危險。」

最後這句說話引起國務院領導的高度重視，由此，三個「農」字被提了出來。 

 

三農問題到了 90 年代後期，引起了社會的關注，這裏有一定的政治背景。

在 90 年代前期，主要的政策目標是解決農產品數量的不足，數量問題是政治問

題，而品質問題則是經濟問題。所以解決數量問題，成了當時政治的頭等大事。

那時候怎樣讓農業生產出更多糧食，生產更多農產品是頭等大事，也是我在上文

講到的許多成果。但是，我們一直熱衷於農業的生產和規模的擴大，卻忘記了在

農村中生活的廣大群體：農民，以及農村中的社會。到了 90 年代後期，三農終

於受到重視。 

 

那麼提出三農問題的真正原因是什麼呢？我歸納為三點：歷史原因、體制原

因、發展原因。 

 

3.1 歷史原因 

 

 中國長期存在二元經濟結構問題。二元經濟結構是由 1979 年的諾貝爾獎得

獎者路易士提出的，他發現很多國家存在二元部門的現象，就是城市和農村

互相割裂。城市從事工業而農村則從事農業，農村是個龐大地域，而城市只

是個弱小地域。他把這種現象稱為「二元經濟」。大家知道，中國的二元經

濟不僅在中國近代是這樣，在歷史上亦一直存在著農村和城市的隔離問題。

到了建國後，我們又用一種制度把二元結構固定下來，就是我們經常談到的



「戶口制度」，或者叫做「戶籍制度」。 

 

 現時中國的戶口分為兩類：一類叫城市戶口，一類叫農村戶口。中國有 13

億人口，生活在城市的有 5.5 億，生活在農村的大概是 7.5 億，這個 7.5

億人拿的是農村戶口。長期以來，農村戶口要轉變成城市戶口，只有兩條半

管道： 

 第一條管道就是農村的青年通過讀書考試，在高考中成績脫穎而出，升

入大學，大學畢業後他就有了城市戶口。所以中國很多由農村來的苦孩

子讀書成績很好，因為他們只有通過讀書來改變他們的身份。 

 第二條管道是當兵，通過參加解放軍也可以改變他的身份。然而，實際

上這兩條管道都非常狹窄。 

 第三條管道，我們稱之為半條管道，就是通過婚姻方式。我們的戶籍管

理是跟隨母親走的，比如說一名城市青年娶了一名農村姑娘，這名姑娘

可以從農村嫁到城市生活，但是，他們生的孩子，他們的第二代，是跟

母親走，所以是農村戶口。即使你在城市生活，你仍然是農民。那麼，

反過來說，如果一名城市姑娘嫁給一名農民，那名農民便可以取得城市

戶口，也包括他們的孩子。在這一政策下，大家試想一想，有多少城市

姑娘願意下嫁農民呢？同樣道理，又有多少城市的青年會娶農村的姑娘

呢？所以我們稱之為「半條管道」，實際上是不通暢的。  

 

 以上現象我們稱為農村和城市的割裂現象。隨著 90 年代戶口制度的弱化，

某些問題好像解決了，但是上學的問題仍然解決不了，都是傳統的二元結構

所帶來的麻煩。當然，這中間也有一些發展中的無奈：過去我們精力有限，

因此把重點放在城市，再沒有精力和財力投入農村，只有讓城市先發展，先

穩定，再來顧及農村。所以二元經濟結構，也是無可奈何中作出的選擇。 

 

3.2 體制原因 

 

 體制原因包含很多問題，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工農產品剪刀差」問題，即是

說這兩種產品價格指數的差異。請看這張投影片【投影片６】，橫坐標是年

份，縱坐標是物價指數。用今年的農產品平均價格除以去年的平均價格，算

出來的就是農產品價格指數。我們每年都會這樣計算，與去年相比，看看它

是增加，還是減少。至於農業生產資料價格的指數，同樣是以這種方式計算。 

 

 從投影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兩條曲線之間的距離越來越大，好像把

剪刀一樣。這意味著兩個問題： 

 第一，農產品的價格隨著時間的推移，上升得非常慢，而農業生產資料

的價格則隨時間的推移而上升得非常快，這意味著農民靠賣農產品幾乎

很難掙到錢，而且愈來愈要用更高的價錢購買農業生產資料。 

 第二，反過來說，城市通過壓低農產品價格的方式，實際上是從農村中

獲得隱形的收益，這個收益是農村和農民對城市的貢獻。 

 

 我們可以說，這數十年來，就是這樣犧牲農民及農村的利益來支持城市的發

展。現時中國農產品的價格，是由中央一個比較特殊的機構：「發展改革委



員會」來決定。按常理理說，農產品價格應該是由農業部來制定，但是農業

部卻管不了這事情，因為它權力太小，只好由「發改委」來制定；而「發改

委」又不管農業，它管的是宏觀經濟。這樣一來，它就要考慮農產品和工業

品的比價來制定每年的農產品和工業品的價格，而這個價格每年都是傾向於

城市的。 

 

3.3 發展原因 

 

 城鄉收入水準的差異，隨著經濟的發展，很多差距都在縮小，但是也有些在

擴大。這張投影片【投影片７】顯示從 1980 到 2005 這 25 年間農村居民的

收入和城鎮居民收入的比較。通過這張投影片，可以發現這 25 年的前 10

年，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減小，由原來的 2.5﹕1 縮小到 2.2﹕

1；但是到了 2000 年，差距擴大到 2.8﹕1；到了 2005 年，更擴大到 3.2﹕1，

也就是說在改革開放的前 10 年，農村經濟得到由絕對量到相對量都有大發

展；但是從 1990 年以後，農村經濟不論是絕對量和相對量上都開始縮小，

這就是由於發展所帶來的問題。 

 

 

4. 中國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對策 
     

當我們明白了這些問題後，我們要來看看中國政府採取哪些方法來處理這些

問題。主要有以下四項應對措施： 

 

4.1 關於土地利用制度 

 

 2002 年 8 月，由於國家主席江澤民批覆了一份〈國家主席第 73 號令〉，它

是關於《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生成，在 2002 年 8 月由全國人大通過，2003

年 1 月正式實施。這份《農村土地承包法》主要是針對農民的土地收益權力

的保護問題，當中有三點值得注意： 

 

 在這部法律中，規定農村土地的承包期限。首次提出承包期限 30 年不

變，也就是說，農民擁有 30 年的土地經營權； 

 規定了農民的土地如果被徵用，農民享有徵地的收益權。誰徵用土地，

誰就要把錢補償給農民； 

 確定農民作為土地所有者的地位，這是對於農民土地收益權力的法律規

定，一改中國過去在土地利用上沒有法律規定的問題。雖然這部法律的

條文也不是十分清晰，其中還產生了一些問題，但是「有」總比「沒有」

好。 

 

4.2  對農民實施直接的收入補償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減免農業稅。這個減免計畫是從 2004 年開始，但各

地的推進速度遠比這個時間快，我們計畫是從 2004 年，用 3 到 5 年時間來



完成農業稅的減免，但各地現在基本上已經展開了。有些老師可能會問，現

在農民的稅費負擔有多重？我們把各種稅收加起來，大概相當於農民當年收

入的 8．5％；那麼減免後呢，相當於減去 2 到 3 個百分點，每戶農民家庭

大約減去 100 至 150 元的稅款。這既是直接的減免農業稅，也是間接的補貼。

此外，還有直接補貼。現時我們對於種糧食的大戶給予直接的經濟補貼，這

是學習了包括歐盟及美國在內等發達國家的經驗。 

     

4,3 勞動力轉移安置 

 

 當農民進城以後，他的工作安排，還包括基本的醫療、衛生、教育、住宅、

戶籍管理等措施。現時各地基本上都有這樣的措施，特別是對於農民工。【投

影片８】現時如果在城市內僱用農民工後不跟農民工簽合同，這名僱主就是

違法。如果這名農民工有法律意識，他可以控告這名僱主。不僅要簽合同，

而且還規定對農民工要付「三險」：工傷保險、大病保險、退休後保險。 

 

 對農民工的就業安置特別涉及到農民工子女的教育安置。據全國統計，至去

年為止，城市中的農民工子女有 2,000 多萬人，我們現正要求各地學校給予

安置。根據去年的統計，北京市大概有 40 萬農民工子女，這些人的教育現

在已經陸續得到安置。【投影片９】 

 

4.4  基礎設施投資 

 

 這是解決農村生產生活的各種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當中最典型的就是「六

小工程」： 

 

 第一是節水灌溉工程，用於農業灌溉； 

 第二是人畜飲水工程，解決農村的飲水問題。農村一般是飲井水，但是

現在的井水有很多水質及水位偏低的問題，所以要設法解決； 

 第三是農村的沼氣工程，利用農村各種殘渣廢物在發酵以後產生沼氣，

讓它變成新的燃料和能源，這樣可以避免農村以往因為缺乏能源而燒秸

稈所產生的污染及生態破壞。 

 第四是鄉村道路工程，特別是縣以下的鄉道、村道和農田中的基本道

路。 

 第五是農村水電工程，村村通水通電。 

 第六是草場建設工程，涉及到草地和草原的恢復和建設。 

 

 以上六項目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投資規模相對的較小，週期比較短，而且見

效比較快。這些項目是從 2001 年開始正式啟動，到 2004 年為止的第一個階

段，中央政府一共投入了 8,000 億，現時很多方面已取得良好效果。例如農

戶現時使用沼氣，一年大約可節約燃料費和其他燃料支出 1,000 元左右。如

果一個農戶一年收入是 3,000 多元，如果能節約 1,000 元，就節約了 1/3。

因此，通過這「六小工程」，我們也在逐步完善農村相關的基礎設施和公共

設施。 

 



5. 中國農業的展望 

 
最後我們來談談對中國未來三年的展望。這裏我用了一幅圖【投影片 10】

來解說，未來中國的農業前景有兩條路徑：路徑 I 和路徑 II。 

5.1 不應擴大社會差距 

 中國農村發展目標是到 2020 年要達到小康水準。為了實現小康，中間有一

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從現在開始，一直到 2020 年。可是，我們還得解決

「社會矛盾」問題，當中包括貧富差距、收入差距和地區的差距。第一條路

徑是通過擴大社會差距，犧牲多數人利益的方式來達到這個目的。這個方式

非常不可取，較理想的是採用一種平緩的方式，讓矛盾在平緩中得到解決，

實現過渡到小康的目標。 

5.2 實施平緩過渡的 

 路徑二是實現平緩過渡，而當中必須要有三項條件，我把它總結為「三個不

可能」： 

 短時期內解決不可能。 

現時中國農村有 5.5 億人口，其中還有 3 億勞動力要轉移出來，要轉移

這 3 億勞動力，絕對不是一件在一、兩年內就能完成的事。 

 僅靠農民自身的力量來解決不可能。 

中國中部和南部地區的農戶規模太小，力量太薄弱，要靠他們來解決農

村中的基礎設施、水利道路、公共基礎設施的供應，是沒有可能的。從

這個角度來看，我們還得靠社會的力量，甚至要靠政府的力量來解決。 

 完全靠市場力量解決中國三農問題也不可能。 

農村現時最缺的是資本、資金、技術、人才，農產品價格還處於很低的

水準，農民的利益保護還處於不太令人滿意的狀態。這些問題僅僅靠市

場是沒法協調的，因為生產資本和要素會向稟賦條件更好的地方流動，

也就是說會向城市流動，而不會向農村流動。在這個時候，就需要政策

力量的介入和干預，所以我們會看到政府干預農村事務，這是必要的。 

 

6. 總結 

來到這裏，讓我們作一個總結：今天下午，我談了十個字，分別針對中國三

農問題的「變化」、面臨的「挑戰」和形成的「原因」。此外，我也談到包括中國

政府的「對策」以及將來的出路，也作了一些的分析和「展望」。最後，我想提

出以下三點結論： 



 第一，改革開放以來中國農業有了巨大變化和進步，但農業發展的內、外部

環境和條件依然不容樂觀； 

 第二，「三農問題」歸根到底是農村社會的整體發展問題，必須採取多元、

綜合的手段和方法進行治理； 

 第三，衡量解決「三農問題」好壞的一個標準，就是農民收益的絕對和相對

水準的同步提高。 

我的演講到此為止，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