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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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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二战后, 发达国家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自给半自给农业向市场农业转变的过程中,

农业产业结构在市场机制、经营主体、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宏观调控以及工农关系协调等因素的作

用下迅速升级, 这对我国现阶段优化和提升农业产业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培育和健全农业市

场体制的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是加速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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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的农业发展实现

了从迫于解决生存之需转向以提高农业质量、提高

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的历史性跨越。

近年来, 在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的新形势下, 农产品

买方市场开始形成, 农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 农

业产业结构、农产品结构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的问

题愈益突出, 成为现阶段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

矛盾。随着农产品买方市场的加深和中国加入

W TO , 消费选择性日趋增强, 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竞

争将会更加激烈。我国只有适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尽快实现结构升级, 才能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 增强

农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实现从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殊途

同归, 都经历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由自

给半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这无不归因于其

农业产业结构所经历的升级转型的演进过程。他山

之石, 可以攻玉。为了更好地实现我国农业产业结构

升级, 研究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显得十分必

要和迫切。

一、发达国家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一)概况

二战后, 随着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农

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 各种农作物的总产和单产都

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据统计, 二战后发达国家的

谷物总产量从 1957～ 1959 年的年均产量 3. 3×1011

千克增长到 1969～ 1971 年的 6. 5×1011千克, 谷物

单产也从 1934～ 1938 年的平均 1. 15×103 千克ö公
顷增长到 1975～ 1978 年的平均 2. 8×103 千克ö公

顷[1 ]。同时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 多数发达国家畜牧业的比重上升到或占到了

50% 左右 (如 20 世纪 70 年代末, 丹麦达到 85% 以

上, 瑞典 80% , 加拿大、英国约 60% , 法国 55% , 美

国 50% 左右[2 ]) , 成为农业产业的主要部门, 奶肉加

工业随之成为食品加工业的主体。相应地, 较早实现

了现代化的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种植

业内部, 谷物作物面积减少, 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面

积增加。如日本, 1949 年谷物面积为 4. 99×106 公

顷, 1977 年减至 2. 96×106 公顷; 而水果面积则由

1950 年的 1. 29×105 公顷增至 1975 年的 4. 3×105

公顷[3 ]。谷物种植中, 粮食比重降低, 饲料和工业原

料比重提高。如法国, 1973 年的小麦产量为 1. 779×

1010千克, 饲料玉米为 1. 067×1010千克, 饲料大麦为

1. 084×1010千克, 分别比二战前一年提高 1. 2 倍、

20 倍和 10 倍[2 ]; 饲料谷物超过了食用谷物。除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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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配比上的变化, 农业产业结构还发生横向和纵向

两方面的演变。即一方面, 农业内部分工日益发展,

形成农业企业专业化和农业地区专业化的结构; 另

一方面, 农业的分工向纵向发展, 通过合同关系或是

直接的市场购销体系实现了上述专业化基础上的协

作, 逐渐形成农业产前部门、产中部门和产后部门的

产业系统, 各环节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与国民经济

其他部门相融合, 使得农业生产者从生产经营内部

和外部两个方面获得规模经营效益, 提高了农业的

综合比较经济效益, 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

发展, 也改变了原来意义上的农业产业结构, 使之升

级换代, 更富竞争力。

(二)农业市场经济体制与国家宏观调控体制

1. 农业市场经济体制。发达国家的农业产业结

构升级是伴随着农业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完成

的。在发达国家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中, 市场机制起着

动力激发和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因为影响农业产

业结构的主要因素有市场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农

产品国际贸易, 当这三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趋于一

致时, 就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 这也正是为什

么我国农业发展呼唤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再者, 农

业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实质是资源的再配置过程, 而

资源配置是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 农业产业结构升

级主要依靠市场机制作用下的结构内部的自均衡、

自调节过程。发达国家拥有较为完善的农业市场体

系和农业经济运行机制。这与农业科技的发展、工业

对农业的武装、垄断资本向农业的进入、农业保险体

系和农业法律制度以及国家农业宏观调控体系的建

立健全息息相关。但应看到, 发达国家农业的市场化

又不是完全的, 在农产品国际市场存在贸易保护, 即

鼓励出口, 限制进口。

2. 国家宏观调控体制。在发达国家, 虽然农业

经济运行主要靠市场的各种内在机制自动调节, 但

考虑到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性、农业生产的特殊性

以及农业市场的“缺陷”, 各国都加强了政府对农业

的宏观调控, 通过经济的、法律的、计划的等多种手

段和途径, 对农业生产与农产品流通、农业及农业市

场的基础 (公共)设施, 都加以适度干预和调节, 从而

完善了农业市场经济制度。同样, 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中, 政府利用上述的各种手段在产业结构规划、微观

主体行为的激发和规范、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过程等

方面不断调整和完善其宏观调控。

(三)农业企业

发达国家的农业企业或农场是高度依赖市场的

高度商品化的企业 (如美国的农业商品率在 1950 年

达 91% , 1977 年达 99. 1% ) , 具有独立的自主权和

决策权, 经营方式灵活, 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强, 且

吸纳了现代农业技术与装备 (包括大批具有较高科

学技术水平和文化知识的农业建设人才) , 经营规模

日益扩大, 并已纳入社会化生产体系, 担当了农业产

业结构升级的主体的历史重任[4 ]。

(四)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战后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证实了科

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同样, 农业的增长和发

展也主要依靠科技的进步。发达国家的农业从传统

向现代转变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管理

在农业中应用的过程。二战后, 发达国家农业增产中

的 20%～ 30% 靠科技进步实现; 20 世纪 70 年代以

后, 已增至 60%～ 80% [1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发达国家市场诱导型的农业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

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政府是这种

体系的组织者和主要投资者, 对技术创新的速度和

方向也起了一定作用。在这种体制下, 农业科研成果

可以很快地应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 变为实际生产

力。依靠这种体制, 发达国家大多实现了高度发达的

机械化、高效的化学化、先进的生物学技术和信息

化。资源密集度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密集型和知

识密集型。同时, 在这种体制下, 农业劳动者的文化

素养和技术水平得到普遍提高, 采用新技术的积极

性很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兼营农业以外产

业的人越来越多, 出现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二战前

至二战后 60 年代, 非农业人口主要流入城市; 20 世

纪 60 年代以后, 非农业人口流向城市与转化为农村

非农业人口并存。这是因为与农业直接关联的二、三

产业在农村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大工业在农村的扩散

使得农业在农村产业中的比重下降。农村非农业人

口的增加, 导致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趋于缩小。可

见, 农业科技创新充分高效地配置了农业资源, 在农

业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原动力作用举足轻重[5 ]。

(五)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及农产品流通中所需要的

各种服务, 基本上都能得到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及时的提供和满足。这种体系的服务组织众多、服务

方式灵活、服务内容包罗万象, 几乎动员了全社会一

切可利用因素服务于农业。首先有利可图的服务业

立即就会有资本入侵; 其次对于微利或无利的服务

业, 各种合作社会应运而生或者政府亲自出马, 大有

“一个都不能少”之意。其结果是发展、丰富了农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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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 加速了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6 ]。

(六)农业与工业的关系

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国家资源在农

业与工业之间的配置问题。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

是以剥削、掠夺本国及落后国的农业为前提的。二战

后, 由于殖民掠夺已成历史, 本国落后的农业难以保

证现代工业的持续发展, 迫使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农

业的发展, 通过国家干预和工业反哺, 加大了农业投

入, 改善了农业的内外部产业关联, 使农业发展速度

加快, 农业与工业得以协调发展, 并促进了整个国民

经济的大发展。

二、发达国家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的有益启示

　　 发达国家的农业是在国家的农业宏观调控体

制干预下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市场机制和国家

宏观调控机制已渗透到农业发展以及农业产业结构

升级的各个方面。农业发展或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

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寻找到市场机制或国家宏观调

控机制的踪影或两者兼有, 更多的情况下无法割裂

两者。所以, 培育健全的农业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农

业宏观调控体制是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所在。

(一)建立健全农业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证实了市场化取向改

革的正确性, 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已为人

们所熟知。但建立健全农业市场经济体制仍是一个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是因为发达的农业市场经济

体制是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 而我国

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 所以, 在建立农业市场经济

体制过程中, 首先必须依托先进的农业科技, 大力发

展农业生产力, 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和现

代化, 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降低农业成本。其次

应大力培育完善统一、开放有序的农业市场体系, 积

极建设农贸市场、农产品产销地批发市场和农产品

期货市场, 并建立健全市场管理体系、服务体系和配

套设施, 使各种产品和要素在国内外两个市场畅通

无阻地流通, 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此外, 还应

不断完善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且有利于市场竞争的法

律、法规, 健全农业法律体系, 要有全国统一的法律,

地方和各类市场在其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细则, 并有

全国统一的商品分级检验标准、商品销售规程、市场

管理制度等, 以规范市场行为, 为市场竞争中的弱者

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7 ]。

值得一提的是, 农业企业是农业生产要素流动

的载体, 是农业市场的主体, 也是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的主体。因此, 要努力培育农业企业, 利用现代产权

制度、经济合同制度和经济法规来规范农业企业间

的经济关系, 同时引导企业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机制,

并引导和鼓励其进行产业化经营。

(二)转变政府职能, 改善对农业的宏观调控

由于农业市场存在许多“缺陷”, 加强政府对农

业的宏观调控是十分必要的。但政府对农业的干预

应该在不影响市场规律正常发挥的前提下以间接方

式调控市场, 并侧重于市场失灵的部分。政府对农业

宏观调控内容应是全面的, 并随时间推移及农业发

展水平的提高, 干预的程度和范围要做不断的调

整[8 ]。为了更有效地干预农业, 政府一方面需要充分

了解和把握国内外市场, 尤其要认真研究W TO 有

关规则及相关知识, 游刃有余地应对加入W TO 给

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另一方面需要进行自身改

革, 转变职能, 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具体而言, 应着重

做好以下几方面:

1. 制定和完善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法律。

依靠财政、信贷、价格、税收、外贸扶持等农业产业政

策, 诱导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依靠法律, 规范农业发

展的政府行为和具体措施, 保障农业科技推广和农

业投入增加, 界定各类农业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建立农产品公平交易市场, 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自然

资源, 建立农业利益补偿机制和降低各种风险造成

的损失, 构筑宏观调控体系和农业监督管理体系。

2. 面向市场, 改革农业科技创新体制, 使农业科

研、教育、推广相结合。以政府为主, 通过法律和政

策鼓励、吸引企业与社会力量的参与, 多渠道多方面

引进资金投入, 建立和完善农业高新科技发展的融

资机制, 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统一规划、管理和

协调, 突出区域特色和产业重点, 发展多种形式的

“产学研”联合, 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进行攻

关, 提高研究效率; 采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大力普

及农业教育, 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 以利于提高农民

素质, 使最新的农业科技应用到生产实践中。

3. 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我国的城市随着下岗

工人的逐渐增多就业压力变大, 而农业剩余劳动力

又需要增加就业机会, 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引导农

业劳动力就地转移, 结合农业产业化因地制宜地发

展具有地区优势的农村经济和乡镇经济, 大力发展

乡镇企业, 加快小城镇建设。同时加强农业区域间的

分工和协作, 充分发挥区域优势, 进行区域化、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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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开发, 形成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产业带和关联产业

群, 以增加农民就业的机会。

4. 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农业法

律和农业政策, 充分利用W TO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

有利条款和绿箱政策, 构建农业保护和支持系统, 改

善政府的农业服务, 不遗余力地加强土地改良、草地

及水域建设、植树造林、生态保护、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路桥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各类农产品市场和生

产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农村信息工程建设等农业基

础 (公共)设施建设, 保护农业资源, 改善农业生产环

境, 并积极引导一切可能的因素, 切实为农业提供优

质的产前 (信息、资金、种苗等)、产中 (技术、服务等)

和产后 (加工、运输、销路等) 服务, 逐渐摸索出适合

我国国情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5. 协调工农关系。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必须由政

府干预才能实现。现阶段, 我国工业在向市场经济转

轨过程中, 相当一批企业陷入困境, 加之我国多年财

政状况不容乐观, 工业反哺农业的空间不大, 因此,

政府的宏观调控对于协调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仍是十

分必要的[9 ]。加快借助国内和国外的资本、技术联

合, 实现跨地区、跨系统、跨国界的产业组合和农业

组织结构的调整, 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

协调发展, 将能更好地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综上所述, 没有万能的市场, 也没有万能的政

府。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是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

置的必然结果, 在此过程中, 国家宏观调控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两者分工协作, 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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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fter W o rld W ar Ê , du ring the p rocess of t ran sfo rm ing trad it ional agricu ltu re in to modern

one, self2suff icien t and sem i2self2suff icien t agricu ltu re in to m arket o rien ted one, the upgrading of agricu l2
tu ra l st ructu re in developed coun tries took p lace under the act ion of m arket m echan ism , opera t ing m ain

body, sci2tech innovat ion and m acro2con tro l as w ell as a harmon iou s rela t ion sh ip betw een agricu ltu re and

indu stry, w h ich m igh t be u sed fo r reference to the upgrading of agricu ltu ra l st ructu re in ou r coun try. Be2
sides the bu ild ing up and perfect ing of agricu ltu ra l m arket system , st rengthen ing the nat ional m acro2con2
t ro l w as the key to accelera t ing the upgrading of agricu ltu ra l st ructu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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