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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事关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全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马克思恩格斯产业经济

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揭示了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理论指导和

基本遵循。可以将其划分为产业演进理论、产业资本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产业部门理

论和级差地租理论等理论体系，从其思想渊源、主要内容等方面入手梳理这些理论内涵。

同时，文章聚焦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构建两者的有机结合，力图为新时代顺利

实施乡村产业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借鉴与参考。文章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

第一章是绪论。这部分主要聚焦国内外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农业产业

化思想、经济思想与农业经济史进行梳理与总结，并对学界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思

想及其经济思想进行述评与分析。第二章是马克思主义农村产业经济思想的学理分析。

主要聚焦其思想形成渊源、思想产生背景、思想主要内容，梳理出马克思恩格斯产业经

济思想的五大理论基础和习近平农村产业经济观的主要内涵。第三章是农村产业经济发

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基础。主要聚焦农业经济古代史、中国共产党对农村产业经济发展

的百年实践探索、新时代我国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现代农村产业现状，梳理出农业与农

村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基础。第四章是马克思主义农村产业思想的现实启示。主要从

马克思恩格斯产业经济的五大理论，对我国的现实指导意义与价值。

基于文献分析法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产业经济理论

和习近平农村产业经济观，探讨了农业历史和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农村产业经济的演进过

程和指导意义，力图寻找对于当代乡村产业振兴的启示。文章认为，产业演进理论要求

生态化农业生产方式进行三产融合发展，产业资本理论要求利用资本激活生产要素，产

业组织理论要求农业领域必须发展合理的生产组织形式，产业部门理论要求农业部门与

其他产业部门保持合理的比例组织生产，级差地租理论启示必须坚持与完善农村土地制

度。通过上述研究，在理论逻辑上，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农村产业理论，有利于深化马克

思产业经济理论对乡村振兴的指导；在历史逻辑上，探究了农业历史观与百年中国共产

党的实践，深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农业思想，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农村产业经济中国

化的“根”与“魂”。

关键词：马克思产业理论 乡村产业振兴 产业组织理论 产业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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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farmers is a major issue in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t is

related to the strategic overall situation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power and

the great historical cause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Marx

and Engels ' industrial economic thought is an organic whole, which reveals the

objective law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basic follow-up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oretical systems such as industrial evolution theory, industrial capital theory,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industrial sector theory and differential land rent

theory. It sorts out thes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its

ideological origin and main content. At the same time, it focuses on the history

and logic of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build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ry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The article can be

composed of the following four parts :

The first chapter is introduction. This part mainly focuses on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ought,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thought,

economic thought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history of Marx and Engel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agricultural thought and

economic thought based on Marx and Engel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e second

chapter i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Marxist rural industrial economic thought.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realistic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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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industrial economy. It mainly focuses o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the century-ol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economy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economy in the new era,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sorts out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realistic basi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fourth chapter is the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of

Marxist rural industry thought. Mainly from the five theories of Marx and

Engels ' industrial economy, the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our

country.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industrial evolution theory requires 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to carry out the three-indust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e industrial capital theory requires the use of capital

to activate the production factors,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requires the

agricultural field to develop a reasonabl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form, the

industrial sector theory requires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o maintain a reasonable

proportion of production with other industrial sectors, and the differential land

rent theory must adhere to and improve the rural land system. Through the

above research,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logic, it explores the Marxist rural

industry theory, which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the guidance of Marx 's

industrial economy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erms of historical logic, it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agri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a hundred years, deepens the agricultural though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upplements the ' root ' and ' soul '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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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icization of Marxist rural industrial economy.

Keywords: Marx industrial theory;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Industrial capit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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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选题依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①
当下我国

已经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正蹄疾步稳向着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基础上，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激活农村农业内生

动力、发展壮大农村产业经济，是眼下全国各省各地区深度思考与生动实践的中心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

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
②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

意味着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程也是总体目标之一，推进其稳步向前，除了按照具体农村

产业经济环境来加以考察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汲取养分。

马克思主义产业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经济社

会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各界领导人与学界的深入研究与实践，城市经济与农

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并取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伟大成绩，但马克思产业经济思想并

未充分与农村产业改革发展充分结合，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城市居民与农民收入差距仍

然较大。因此，文章旨在梳理马克思恩格斯产业发展思想的内涵，探究新时代乡村振兴

中农村产业问题。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产业理论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农村产业经济发展思

想和深刻论述，对这些论述及其思想的系统梳理和深入挖掘，用于指导当下农村产业经

济发展具有现实价值。

1.1.1 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经济思想的理论源泉
③
，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

提供了理论支撑，为建设农业强国作出积极贡献。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考察

对象，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研究与剖析，通过批判资本主义、谋求劳动人民

①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

26(01).
② 习近平.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 求是, 2023(06): 4.
③
谢富胜,匡晓璐,赵敏.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J].经济研究,2021,56(10):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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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和构筑未来社会的阐发中，指出了“两个必然”
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此诞

生。在此过程中，马恩二人殷切关注农业发展、农村变革和农民生存问题的，形成了内

涵深邃的农村产业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农村产业经济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产业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引农村产业有序渐进与变革的理论支撑。马克思恩格斯产业理论

博大精深，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梳理其产业理论指导当代农村产业发展有着深远

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阐发经济思想时，包含级差地租理论、资本理论、市场经济理

论、产业组织理论与产业部门理论等，这些理论在指导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包含着对农村

产业经济的指导，正是在这种指导下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农村产业经济发展思想。

1.1.2 实践依据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断将马克思

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包含着对政

治、经济、民生等深邃思考，为中华民族日益强大贡献了卓越智慧与磅礴力量。毛泽东

曾对农业合作化等实践问题作过探索，邓小平提出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自主化和农村

工业化。理论是时代的理论，随着实践水平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些一脉相承的理论

在挖掘本源的同时更应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开辟理论上的新境界。我国是在传统农业

没有得到现代化发展的情况下提前发动了工业化。以发展乡镇企业为推手解决农业现代

化和城镇化，形成了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市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劳动力转移解

决农民问题的现状。乃至现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走农业现代化等发展道路，并强调

要坚持四化同步发展，以建设农业强国作为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支柱。习近平

指出：“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

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

模式”
②
。因此，中国的农业问题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程不尽相同，亟须置于

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境下进行研究。以上这些生动发展过程已构成了我国农村产业经济的

现实探索依据。

1.2 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农村产业经济发展，通过梳理其理论的历史渊源、形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

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产生的是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② 习近平.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 求是, 2023(0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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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主要内容等，根据当代农业产业发展现状，寻找解决我国农村产业经济理论根源

与当代启示。基于研究在一些理论问题的阐发和分析上存在着部分既有空白，成为文章

的研究目的：

第一，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农村产业发展思想及其对我国新时代乡村振兴具有的指导

意义和对乡村振兴实践具有方法论意义。

第二，研究我国农村产业经济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农村产业发展思想的继承性、时

代性、创新性，探讨在马克思恩格斯产业理论指导下我国农业农村问题解决的启示与途

径。

1.3 研究意义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
①
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早期发展战略目标是

全面向工业化前进，曾提出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导致农业及农村产业这块短板与工业差

距逐步加大，产生了城乡二元结构与两域发展的鸿沟，具体表现为教育、医疗、住房和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根据木桶效应，国家的繁荣昌盛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实力，农村居

民富裕文明健康是中国社会整体富裕文明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萧条、农村荒置以

及农民贫穷是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上的拦路石。基于此，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

斯产业经济思想对于我国新时代农村产业经济发展启示，有利于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有

利于解决农业闲置、农民增收、农村无人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3.1 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产业理论内涵丰富，不少学者探索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与指导意见，但

是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产业理论指导当代农村产业经济的研究数量较少，也没有形成系

统性马克思主义农村产业经济思想。因此，系统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农业产业经济思想，

不仅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能在理论

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其一，马克思主义农村产业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产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

整体的繁荣富强离不开其思想的指引，需要系统梳理与归纳总结，从而构建马克思主义

农村产业思想。

其二，从马克思主义产业理论视域来探究当代农村产业经济发展问题，本质上涉及

①
习近平.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 求是, 2023(0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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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学科融合性研究，提出了一个认识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理论

视野。

其三，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首先应探究其产业经济滞后问题，需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三农”重要论述涉及产业经济发展观，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村产

业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当代启示。

1.3.2 实践意义

其一，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内在要求。“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

境的接近”
①
。坚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才能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正确的认识世界。探

究农村产业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式的认识、实践的良性互动与无限发展过程。马克思

主义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其涉及的产业理论也因在中国实践的土壤中茁壮成长，形成

契合时代特点的创新理论。

其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宗旨。自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立足于农

村发展实践的新阶段上擘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图景之一，顺应时代发展需要、

契合马克思主义农村产业发展要求、贴合广大农民意愿。时至今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就“三农”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形成了 11

份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从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改粗放式经营向高质量发

展，到“科教兴农”为农村生产增加更多科技附加值，再到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发展让农

村变为生态宜居之所，最后脱贫攻坚战胜利告捷、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任务，

形成了以农民为主体地位的新农村发展体系。梳理与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农村产业经济发

展思想，一方面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可以构建新农村建设提供

现实借鉴、形成城乡发展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同时可以为新时代“三农”问题的疏

导与解决提供方法论上的实践指导。

其三，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的根本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全面乡村振兴”，

并且要求“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②
，基于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因此，面对

我国农村产业的现状问题，如产业链延展不足、农村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相应人才

库存不足等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农村产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集大成者

——习近平农村产业观出发，为这些难题提供理论依据及其现实启示，为新时代乡村产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7.

②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

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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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振兴提供实践上的指导与启发。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通过阅读最新相关文献资料发现，我国目前在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等方面研究成

果丰硕，而关于马克思主义农村产业经济发展思想、习近平涉农经济思想以及发展农村

产业经济的理论研究、总结与启示等方面学术成果不多。文章重点聚焦于马克思恩格斯

产业经济理论对于农村产业经济发展思想及其现实启示，分析国内外农村产业的发展现

状及其发展水平，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多维度，多层次归纳总结乡村产业的历史与

逻辑，为发展农村产业经济提供理论基础与现实启示。

1.4.1 国内研究综述

近些年，学界围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学科领域交叉研究，并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出发，形成了相当高质量研究成果。

其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梳理。肖芳、李安增
①
通

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核心、本质的梳理与阐发，认为提高农业劳

动生产率、走社会主义大农业之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何增科
②
通过对马克

思恩格斯的农业基础地位思想、农业市场经济思想、农业资本化企业化思想、农业工业

化思想进行梳理，认为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业差别在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未来社会土

地所有制形式，并以此提出了相关建议。殷莉
③
通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对农

业领域实现商品经济，建立资本化、企业化生产方式以及农业的工业化等内容深入分析，

认为优化农业及其产业结构、以绿色引领农业产业升级、健全农产品工业化生产体系是

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许建文等
④
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农

业思想，梳理了其建设土地公有、合作经营、集体劳动对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启示。

其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王丰、邹学荣

⑤
通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思想来源，将西方“高产出投入模式”“诱导发展型模

式”和“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行剖析，认为应当变革与农业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① 肖芳,李安增.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山东社会科学,2009,No.(09):65-68.
② 何增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述要[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05):49-59.
③ 殷莉.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现代化思想与农业高质量发展[J].《资本论》研究,2020,16(00):196-204.
④ 许建文,赵洋,王刚毅.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农业思想[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No.122(08):

33-41.
⑤ 王丰,邹学荣. 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逻辑框架与动力机制[J]. 东南学术,2013,(04):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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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促进三农发展。吴振磊
①
通过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城乡关系理论，认为要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建立新型的现代城乡关

系理论，推进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甘路有
②
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

于小农经济发展趋势，进而提出了农业集体化思想来指导我国农村集体化、农产品市场

化、农业产业化进程及其意义，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张德化
③
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

方经济学关于劳动力转移的比较研究，认为劳动力转移促进了现代化农业转型，对于创

新农业劳动力转移政策提出了相关建议。

其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经济思想的实现路径及其当代启示的研究。王朝明、

徐成波
④
通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发展观并结合新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演进历程，

对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提出制度层面、实现形式与运行机制的启示与建议。杨承训
⑤
对

邓小平提出的“两个飞跃”思想进行剖析，并以此为出发点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基

本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张丽琴、纪志耿
⑥
通过对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进

行梳理，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周兵
⑦
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有（营）农场思想，结合我国国有（营）农

场在不同历史时期作用和地位，认为国有农场应该继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与农业产

业进行良性互动中汲取的经验，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其四，对农业产业化进程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张元洁、田云刚
⑧
通过梳理马克

思恩格斯产业经济思想对产业振兴指导意义，提出生态化农业、资本化农业、现代组织

化农业等建议。蒋永穆、戴中亮
⑨
分析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的建议与对

策。洪银兴、王荣
⑩
通过分析“三权分置”下土地流转的意义，认为该政策进一步释放

与激活了土地价值，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弱势地位。孔祥智⑪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合作

社思想梳理，辨析了合作经济与合作社的关系以及本质，认为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融

合路径对中国农民合作发展具有指导意义。韩文龙、吴丰华⑫通过分析我国城乡关系阶

① 吴振磊.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城乡关系理论的比较[J]. 经济纵横,2011,(08):23-26+124.
② 甘路有.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对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J].当代经济研究,2020(02):33-44.
③ 张德化.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比较[J]. 探索,2013,(06):184-187.
④ 王朝明,徐成波.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的历史逻辑及路径选择——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发展思想的视角

[J].当代经济研究,2013(11):40-46+93.
⑤ 杨承训.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探析——兼论“两个飞跃”的理论贡献[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07):27-34.
⑥ 张丽琴,纪志耿.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与创新性贡献[J]. 经济学家,2021,(07):27-34.
⑦ 周兵. 乡村振兴视野下垦地关系的历史与启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06):23-30.
⑧ 张元洁,田云刚.马克思的产业理论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义[J].中国农村经济,2020(10):2-16.
⑨ 蒋永穆,戴中亮.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机理与政策选择[J]. 求索,2019,(04):88-96.
⑩ 洪银兴,王荣. 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土地流转研究[J]. 管理世界,2019,35(10):113-119+220.
⑪ 孔祥智.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形态转换与发展方向[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12(04):83-108.
⑫ 韩文龙,吴丰华.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02):16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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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演变历程，认为实现工农城乡的共享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城乡融合的本质要

求，提出了思想路径、方法论路径、生产力路径、制度路径和权利路径。

其五，对马克思产业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一是关于资本推动农业发展理论研究。

祝健
①
认为由于农业产业的内在弱质性，我国农业发展需要借助资本推动力量，通过建

立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等促进农业产品实现连续性与扩大再生产进程。二是关于农业

经济的理论基础探究。龙绪豪
②
通过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认为劳动价值论、价

值规律和资源报酬递减规律，对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与作用。二

是关于马克思产业部门理论。曾洪萍
③
通过梳理了《资本论》的两大部类理论、平均利

润率理论，提出了关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启示。张碧波
④
通过分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

过程，认为商品二因素、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问题及信用制度等对国民经济循环具有关键

意义。三是关于马克思的产业组织理论。张燕
⑤
、田家官

⑥
、李东民

⑦
等通过梳理马克思

产业组织演进理论的内容，阐发了中国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启示。

其六，对农村产业化进行了研究与界定。1995 年 12 月 11 日《人民日报》社论《论

农业产业化》首次明确了农业产业化概念
⑧
。陈吉元

⑨
将农业产业化定义为市场化、社会

化、集约化的农业。林存吉
⑩
认为，农业产业化要契合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将互

不联系的个别生产过程转变为互相联系的社会生产过程，扩大农业的生产经营规模。

其七，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进行了研究。魏后凯等⑪对中国特色农业农村

发展道路进行了四重划分⑫，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理论研究与政策制

定上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周良书、朱宏霜⑬对 1949 到 2017 间中国农

村发展中出现的相关理论、政策进行了梳理与比较。刘田⑭从马克思主义东方农村发展

① 祝健.论马克思农业产业特性与资本推动理论的现实意义[J].当代经济研究,2007,No.142(06):7-10.
② 龙绪豪.试论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J].农业技术经济,1988(02):8-10.
③ 曾洪萍.马克思的产业结构理论观[J].商场现代化,2005(26):383.
④
张碧波.马克思的经济循环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党政干部学刊,2022,No.400(04):17-24.

⑤ 张燕.试论马克思的产业组织理论[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41-45.
⑥ 田家官.马克思主义产业组织理论概述及现实意义分析[J].管理学刊,2013,26(01):9-18.
⑦ 李东民. 马克思的产业组织思想研究[D].吉林财经大学,2017.
⑧ 农业产业化指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

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

的经营体制。
⑨ 陈吉元.农业产业化:市场经济下农业兴旺发达之路[J].调研世界,1997(02):11-15.
⑩ 林存吉.农业产业化概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⑪ 魏后凯,苑鹏,芦千文.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研究的历史演变与理论创新[J].改革,2020,No.320(10):5-18.
⑫ 即建立对传统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1949—1957 年）、探索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济理论（1958—1977 年）、

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业农村发展理论（1978—2001 年）、构建城乡融合的农业农村发展理论（2

002 年至今）四个阶段。
⑬ 周良书,朱宏霜.中国农村发展历史逻辑研究(1949—2017)[J].河南社会科学,2018,26(02):1-8.
⑭ 刘田.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未来展望——基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农村发展理论的历史分析[J]. 贵阳学

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6(04):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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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角，通过分析俄国近代农业经济发展史，反观我国农业发展道路的现实、探寻未

来路径，认为进一步推动新型劳动共同体，谋求农产品国际国内互通融合道路。傅爱民、

胡振虎
①
探寻了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历史演进，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农业生

产条件和人居环境的价值及意义。

1.4.2 国外研究综述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思想是农村产业经济发展思想的前提和基础，而农村产业经

济的发展基于农业产业化上的发展，因此也需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思想入手，进一

步剖析农村产业经济思想的内涵与本质。

其一，基于经典著作探寻马克思农业思想及其经济思想。马克思关于农村产业发展

思想在较多的文献都有相关论述，总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论土地国

有化》为代表，通过第一国际工人运动实践，对土地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形成了社

会主义农业思想。二是以《法德农民问题》为代表，恩格斯基于第二国际工人运动涉及

农民问题，进行了理论阐发，论述的中心是无产阶级如何改造农民问题。此外，对于农

业经济发展、农村现代化发展、农民地位等问题，也见于《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哲学的贫困》《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政治经济学批判手

稿》《德国农民战争》《给查苏利奇的信》《共产主义原理》《德国农民战争》《论住宅问

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的论述中。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及其经济思想形成的渊源。对于马克思产业理论形成渊

源主要集中于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的研究》、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魁奈的《经济表》等，更早一些的经济思想家，

如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家的著作。

其三，关于外国学者的“三农”经济研究。一是人力与资本对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

的影响。马克·史库森
②
认为，经济增长由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发展推动，国民消费支

出的缩减能带来国家储蓄量提升，国家将储蓄资本投入产业中，保障生产的资金链连续

与增加，从而会推动产业升级、科技革新。舒尔茨等
③
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与增

长依托该国农业领域的健康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的不断投入会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升，

① 傅爱民,胡振虎.明清以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演进[J].平原大学学报,2007(02):32-35.
②
马克·史库森．生产的结构［M］．陈露,姜昊骞,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2016: 153－236．

③
西奥多・W.舒尔茨, 舒尔茨, Schultz,等. 改造传统农业[M]. 商务印书馆,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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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业及其产业升级、由传统农业转变现代农业具有积极意义。Mincer
①
(1974)、

Lucas
②
(1988)认为，人力资本投资过程存在“溢出效应”与“吸纳效应”，前者促进了

其他产业的人才库存增长使边际生产率提高，后者导致了农村地区人才库存流出使其他

产业人力资本相对增加。Fan
③
(2008)通过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

人力资本的流出是城乡收入差距变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应该节制城乡人力资本的不对称

流通。Josipovic
④
(2018)通过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依托该区人力资

本充足，同时，农业领域中企业家的带动与敬业精神对这一进程有积极作用。二是农业

生产力的提高对于其他类别产业升级也有作用。D・盖尔・约翰逊
⑤
认为，在以农业为主导

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力与非农生产力正相关，此外，当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小于

1且随收入上升而下降时，会出现农业劳动力流出至其他产业中。柯林·克拉克等
⑥
经济

学家认为，当农业领域得到长足发展时，在稳定的食品供给与合适的粮食价格的前提下，

人力、资本会涌向非农领域，促进了非农领域的生产活动，推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三

是伴随农业产业升级形成的新兴产业将会与农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诱导发展理论认为，

经济体制的积极发展产生了技术革新的要求，对于资源的利用与需求会发生相应改变。

速水佑次郎
⑦
认为，农业部门技术一旦发生新变革，不光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会建立

新的产业部门与其相适应，以提供相应生产原料，农业部门劳动力也因此发生转移，在

与产业部门的互动下，通过部门间的要素市场转移回农业部门，并维持教育和公共设施

方面的必要投资。四是产业兴旺离不开城乡互动。Ottaviano G
⑧
认为，在交易成本、产

品市场规模和商品间替代弹性的共同作用下，资本报酬差异会主导资本和企业家行动，

从而实现空间区位由非均衡达到均衡。五是聚焦农业产业化的实证分析。Bardhan
⑨
通过

分析发展中国家农村的农业市场和非农化市场、农村土地市场、农业经济中的风险与保

险等提供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结构。Davis 和 Goldberg 在其著作《A concept of

Agribusiness》中揭示了农业产业经营一体化概念。雷尔登和巴雷特也对农业产业化做

出定义，通过分析农业加工、流通和农业投入的非农供给三方面的增长；农业部门的相

①
Mincer. J. Schooling,Experience,and Earnings［M］．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74．

②
Lucas，Ｒ．J．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1)．

③
C, Simon, Fan, et al. Rural-to-urban migration, human capital, and agglomeration[J]. Journal of Ec

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8, 68(1):234-247.
④
Josipovi S , Molnar D . Human Capital, Entrepreneurship and Rural Growth of the Serbian Economy

[J]. ACTA ECONOMICA, 2018, 16(29).
⑤
D・盖尔・约翰逊. 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 商务印书馆, 2004.

⑥
科林·克拉克．经济进步的条件［M］.张旭昆，夏晴，等，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⑦
速水佑次郎, 弗农·拉坦, 拉坦,等. 农业发展:国际前景[M]. 商务印书馆, 2014.

⑧
Ottaviano G .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trade, 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

ience & Urban Economics, 2001, 31(1):51-77.
⑨ 巴德汉, 尤迪著, 陶然. 发展微观经济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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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改变，如产品构成、技术、部门和市场结构的变化来剖析农村产业的策略。

1.5 文献述评

根据以上综述分析，学界并未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农村产业发展思想，未形成理论

性、系统性的指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产业理论思想深邃，博大精深，需要文章系统梳

理、阐发揭示，并指导中国农村产业经济发展。

一是未对马克思恩格斯产业经济思想进行系统归纳，仅仅从马克思恩格斯产业经济

思想的一个或几个维度进行分析，因资本运行是一个复杂过程，结合劳动力的投入、收

入分配的合理性、国家对于宏观经济调控、产业部门比例问题等，每个环节都要离不开

马克思主义产业经济思想的指导。二是跨领域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产业经济理论意识不强。

上述文献大部分仅仅针对其经济理论运用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城市化建设、工业化发

展，很少聚焦到农业领域的内在经济规律，使其指导与构建农村产业经济发展意识淡薄。

三是对资本化农业较为讳莫如深。我国近代虽受西方国家侵略，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探索

时期对资本的负面影响认识深刻，但未能正视农业资本化的发展趋势与推动力量，这个

过程在于国家与农业资本家积极引导好发挥好资本应有作用。四是上述文献缺乏农业发

展的历史与逻辑归纳。研究农业经济现象，需要关注中国的总体特征、农民的观念、农

村的风俗，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内在要求，

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现实土壤。

1.6 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通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经典文献，梳理出产业经济思想，然后

查阅毛泽东等党的文献，了解产业经济的发展脉络，最后了解我国农业经济史，抽象出

相关历史与逻辑的思维方法与演进过程。

归纳总结法。文章通过对全国部分地市州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和

总结，如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各类统计年鉴、农业农村部相关数据等，

归纳总结农村产业发展整体现状并对比分析各地市州农村产业发展现状，同时对影响因

素进行深入的探究。

历史与逻辑分析法。对“三农”问题的成因、城乡对立现状，通过阅读相关文献，

找出其背后的逻辑关系，梳理其历史脉络、政策脉络，分析现象、挖掘本质与现象，以

此阐发相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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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相关概念阐释

农村产业经济是基于乡村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提升而来的市场经济。从狭义上看，其

初期主要是指农业产业，主要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从广义上看，主要

是泛指农村的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其中农业产

业是农村的基础产业；从过程来看，农产品生产、加工，到流通，再到商品，以及为此

过程服务的配套产业，均涵界于农村产业体系之中；从区域范围看，凡规划于农村范围

的所有产业均属于农村产业经济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思想是农村产业经济发展

的基础，而农村产业经济的发展基于农业产业化上的发展，因此也需要从马克思恩格斯

的部分农业思想入手，进一步剖析农村产业经济思想的内涵与本质。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马克思主义农村产业经济发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

12

2 马克思主义农村产业经济思想

2.1 马克思恩格斯农村产业经济发展思想形成渊源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通过这一原理，不难看出任何思

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脱离不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基础。19 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如雨后春笋般在广泛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农耕文明稳步向工业时

代过渡。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农业农村生产方式、农民生存状态进行了深

入分析，聚焦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农业演进及历史研究。

经济上，资本原始积累使原住民失去土地与家园。15 世纪末，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崛

起，为获取农民的土地和货币财富，通过暴力掠夺手段，迫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

这个过程持续了近三百年。在这段掠夺史中，英国的“圈地运动”最具代表性，同时它

也是世界资本原始积累历史的缩影，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大批农民失去了土地和家园。政

治上，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为暴力掠夺提供便利。英国、法国、葡萄牙等资产阶级，

一方面利用国家军队征服殖民地，实施了抢劫财富、贩卖黑奴等一系列罪恶行径，另一

方面建立关税制度、国债制度、课税制度等剥削制度，对本国人民进行经济剥削与政治

压迫，逐渐积累了巨额财富，致使无产阶级生存无法保障，造成了工人、农民及其他劳

动者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深化。生产方式上，传统农业纳入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体

系。十八世纪 60 年代开始，世界历史进入了伟大的工业时代。当农业生产领域引入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后，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使得农业传统耕种方式不断发展演进，形

成了现代化农业生产及其流通经营体系。同时，在这个演进过程中，也对农业农村农民

产生了极大影响。于生产资料方面，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掠夺方式，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

相分离，侵占了农民土地；于生产者方面，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了无产者，沦为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下的奴隶；于生产关系方面，这批失去家园的大量农民变成了工人，在雇佣劳

动制度下，受到资产阶级的长期压迫和榨取剩余价值，生活状况极其艰苦；于生态环境

方面，现代工厂的建立，造成了生态环境资源的巨大浪费，农业生态环境遭受了极大破

坏。生产力上，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不平衡不充分造成“三大差别”逐步加深。与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大量工厂的建立成为城市的经济支柱，促进了现代化城市配套设

施的搭建，交通、建筑、医院、学校相继完善，形成了财富集中于城市、贫困根植于乡

村的境况，城乡二元化鸿沟不断加深。由于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的革新，使得社会分工

出现，生产领域出现分化，畜牧业从农业剥离、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商品的交换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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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作为拥有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商品生产一体化、生产资料集中化、

劳动力聚集趋势是其演进过程的必然。当分工进一步细化，出现了生产与流通经营的分

离，商业从工业剥离，产生了商人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农业领域产生了无序与萧条，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不断加强，

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承与阐发自己的见解，批判与抨击资本

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

其一，对重农学派思想的继承。重农学派认为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是物质生活资料

的源泉，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土地生产资料，更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劳动是财富之

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①
，这些经典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及其经济发展思想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形成了农业基础地位理论。其二，对空想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超越。19

世纪初，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关于农业领域的构

想。一是提出建立“实业体系”制度，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构建农业计划生产，主张共

同劳作；二是提出“法郎吉”基层组织形式，实行劳动多样化、强本节用、团结协作模

式，致力于先进生产要素倒流农业农村发展；三是提出“合作公社”组织形式，主张生

产资料公有制、集体劳动。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这些思想，在此基础了也提出了社会主

义农业的组织形式。其三，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与继承上的运用。分析事物，必须注重

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与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基础上，形成辩证唯

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农业经济发展领域同样离不开这些分析工具。重农学派认

为，非农产业之所以能发展，是依托农业粮食生产和农民辛勤劳动，农业一方面为社会

成员提供了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为工业领域提供了生产原材料和加工初级

产品，同时农业劳动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
②
。在对待重农学派的观点上，马

克思恩格斯秉持着辩证的观点看待。一是吸收了重农派观点，补充了农业领域的生产率

提高同样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并居于基础性地位。二是对农业与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关系进行了深度思考，补充了重农学派忽略的工商业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科

学评价了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2.2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产业发展思想主要内容

马克思关于农村产业思想在他的著作文献都有量质不同的相关论述，总体而言，大

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论土地国有化》为代表，通过第一国际工人运动实践，对

① 威廉·配第, 配第, 马妍. 赋税论[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② 王亚南.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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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形成了社会主义农业思想。二是以《法德农民问题》为代

表，恩格斯基于第二国际工人运动涉及农民问题，进行了理论阐发，论述的中心是无产

阶级如何改造农民问题。此外，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农村现代化发展、农民地位等问题，

也见于《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哲学的贫困》《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

兰西阶级斗争》《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德国农民战争》《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的论述中。

2.2.1 产业演进理论

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史研究，针对产业与社会形态演进过程，认为资

本主义工商业建立在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生产集中、资本集中、人力资源集

中是该过程的必然趋势，创造出比传统农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也改变了农业

的生产方式并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
①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

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②
马克思在该论述

中对资本作了辩证看待。但同时，人类社会生产的大部分产品取之于自然，以破坏土壤

和无节制掠夺资源的方式，引起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也相应地

遭受了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沉重的破坏；人类社会既是从自然界分离的一部分，又从属

于自然界，因此，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同样在这种掠夺式发展路径下面临威胁。

其一，自然经济在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演变史

中，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元，通过该单元进行劳动生产形式，生产资料以个体所有制

为基础，这种生产关系称之为自然经济或个体农民经济。在自然经济下，农户在规模狭

小的土地上劳动，呈现出分散化、生产工具原始、生产力落后等特点。与之相呼应，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拥有大工业生产体系、货币经济体系与先进生产工具，使得农户迅速摆

脱了自然经济的束缚，稳步跟进社会化大生产步伐，同时，农民的土地、资源为成为了

这一进程的代价，成为农业产品商品化和社会产业部门的一环。自商业从工业分离后，

成为社会生产的实际控制者，农户的生产劳动过程，从生产资料到经营流通都受到资本

的控制，农业部门的剩余产品只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用以满足各类社会生产部门及

社会成员的需求。而资本主义工商业则为农业部门提供相应的生产经营技术，农业部门

将其广泛应用于生产之中，无疑极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实现了农产品增产增值。

其二，自然生态在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中受到了破坏。马克思恩格斯对待事物，始终

① 张元洁,田云刚.马克思的产业理论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义[J].中国农村经济,2020(10):2-16.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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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辩证观点，对于资本主义演进过程的农业负面影响，同样受到了相应关注。一是在

人类自然观方面以战胜自然为追求目标。“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

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
①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

主义制度下，人类只是盲目利用自然，以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与其交往。二是牺牲自然

生态发展农业生产。马克思列举了西班牙种植场主，为种植咖啡产业，将古巴山上的森

林付之一炬，其产生的木灰供以咖啡树充当养料，而留下了大片焚毁土地。“资本主义

农业的任何进步……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②
。这种追求短期地力、肥力

优势造成长期生态环境破坏的做法普遍存在农业生产领域，致使该土地将长期无法种植

其他农产品，农产品单一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农业产业发展进程。

其三，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中社会关系对抗性矛盾不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

下，土地资源、生态资源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短期促进了社会生产，但长

期来看，严重阻碍了农业领域的前进步伐。当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后，

卷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进程，资本不断向农业生产部门渗透，造成农业资本家对农业

劳动力进行剥削与压迫的情况，社会矛盾在农村不断激化。以掠夺方式将农民土地等生

产资料等据为己有的农业资本家为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榨取农民剩余价值，迫使农

民更加辛苦劳作。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农民的选择路径在此进程裹挟下，以资本原始

积累方式成为资本家或者农业工人及其他工人是他们的出路。

2.2.2 产业资本理论

马克思的产业资本理论考察对象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分析英国第一次工

业革命为其带来的现代化生产体系、流通过程及其经济体系中，形成了相关的产业经济

理论。马克思继承了重农学派观点，运用唯物史观阐发了农业是人类生存与一切生存的

历史起点，同时也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石。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资本价值在它

的流通阶段所采取的两种形式，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它属于生产阶段

的形式，是生产资本的形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

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
③
产业资本概念提出是为了说明产业资本在运动

过程中追逐价值增值属性，通过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生产资本职能和商品资本职能从而

实现社会总产品问题。与农业资本化发展趋势相适应，该理论产生于英国工业化经济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393.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79-580.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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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体系中，但作为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同样可以适用于农业产业经济运动过程。

其一，农业资本化是农业发展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考察时，

认为农业资本化将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是农业领域内部结构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所重构。马克思指出，“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农业资本家所取代，土地耕种者变为

纯粹的雇佣工人，农业大规模经营，即以积聚的资本经营”
①
，表明了生产力落后的农

民，跟不上资本市场的发展步伐，最后被农业资本家所取代或者沦为雇佣工人，农业领

域将取代分散经营形式，成为规模化、资本化农业。二是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不适应新

的社会生产力要求，必将消失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马克思认为，分散经营、原始生

产农具及狭小土地规模等特点的小农生产方式，虽向社会各类部门提供初级产品和向社

会成员提供生存必须粮食，但不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的支配，最终“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
②
。

其二，货币资本是推动农业发展的第一动力。马克思认为，货币在其形成过程中造

成了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分离，激化了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资本的内在追求价值增

值的过程，是形成阶级对立的成因之一。但马克思也指出资本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却最终向相对剩余价值转移，造成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普遍

提高，这个过程包括农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指出，资本“同以前的奴隶制、农

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③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他认为，

货币资本既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起推动作用，又使保证了该过程的连续生产即成为

“持续推动力”。一是资本能促进农业再生产过程。农业资本家将获取的部分剩余价值

转化为资本，会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扩大再生，变革了传统农业的简单再生产的狭隘局

限，激活了土地、人力等生产要素，带来更多剩余农产品与更大经济收益。二是资本技

术构成的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跃升。农业进步“一方面取决于农业化学的发展，一

方面取决于农业机械的发展”
④
。农业资本家为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必然致力于农业

机械化、农业科技化，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变革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一切现

代方法……应当在农业中广泛采用”
⑤
，马克思强调“机器的改良”和“科技的进步”

提高了对生产原料的选择范围与利用率，“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
⑥
，推动了农业

领域现代化发展。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农业事业发展。“由于农业不能再在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中）[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116.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873.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927-928.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733.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231.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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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内部自然而然地找到它自己的生产条件，这些条件已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存在于农业

之外”
①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竞争的方式，将农业领域的各类生产要素和农产品纳

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中，使农业生产率在其过程中不断提高，产生剩余农产品在国内

国际中流通销售。四是资本促进了城乡、工农在生产要素及生产过程的融合。农业资本

在循环过程中，促进了农业与生产、流通、经营部门的融合，还运用工业化生产体系与

技术，实现了农业科技化、产业化发展趋势。

其三，产业资本运动的连续性是社会产品实现的核心。马克思认为，农业生产部门

与其他部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其生产总是关联其他产业。“经济的再生产过

程……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
②
，农业的再

生产同样是资本运动普遍性的体现形式。一是农业能否顺利再生产基本取决于自然因素。

“在有季节性的生产部门……连续性可能或多或少地发生中断”
③
。农业领域，特别是

有季节限制的农业行业，客观的自然因素会使该进程发生中断，是农业天然的弱质性之

一。二是农业生产、流通、经营的连续性是其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资本的再生产

过程，既包括这个直接生产过程，也包括真正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包括全

部循环。”
④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运动包含着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资本循环是生产过程

与流通过程的统一。农业资本化及其产品的实现，正是在这两种过程的运动中进而完成。

三是农产品的实现问题在于其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马克思指出，社会总产品价值运动

“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

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
⑤
农业部门的社会总产

品的实现，农产品在价值补偿上要实现销售，而同时在购买所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

需的生活资料方面则要进行实物补偿，这两个方面是同一运动过程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马克思指出，“再生产过程必须从 w 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观点来加

以考察。”
⑥
为使农业部门的产品实现，必须在价值与实物两方面对其生产过程提供相应

补贴，以保证其连续性，提供了相关前瞻性思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19.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399.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121.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389.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438.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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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产业组织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由简单劳动向工厂手工业最后向机器大工业发展是一个细化

分工、生产率进步、社会化生产的过程。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组织形态的演进。

其一，产业组织形态的演化。一是土地所有制变革是农村集体合作经营提供前提。

马克思通过分析英国、法国、德国农业现状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农业领域改造的相

关理论，认为英国的“圈地运动”间接造成了土地集中的趋势，为土地国有化创造了条

件；法国、德国的土地由于分散在农户手中，为农民合作化趋势创造了条件。土地作为

农业生产的首要基础，与农民的生活状态、农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活动紧密联系，马恩

认为，破除土地私有制、土地垄断经营，实行土地公有制，农业的生产方式才会由分散

向集中发展、农民由个体劳动向集体劳动发展，农民集体合作经营形式的前提条件才会

形成。在部分国家先后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相继确立，农民只有

将“土地本身从大农和更大的封建主的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转变为社会财产并由农业

工人的合作社共同耕种，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
①
，他们对俄国资本主义农业合作社分

析，指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

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
②
，“土地国有

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
③
。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发生促进了行业组织形式的形成。在

传统农业的简单劳作阶段，农业生产形式建立在个体与家庭形式之间，行业分工协作几

乎不存在于农业生产领域。工场手工业促进了生产部门内部与社会各部门的分工。机器

大工业使得分工细化，产业内部之间与产业之间运行协作走向成熟。三是国有农场和合

作社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产业组织形式。马恩对土地公有制条件下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进

行了进一步探究，主张农业合作形式以规模的国有农场和合作社形式经营，实行集体劳

动形式。关于国有农场方面，他们认为“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成工

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
④
；关于

合作社方面，他们基于欧洲农业合作运动的实践和继承的空想社会主义合作思想，对合

作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用事实证明了那种专制的、产生赤贫现象的、供劳动附属

于资本的现代制度将被共和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的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211.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574.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231.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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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
①
。恩格斯对未来农业发展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将土地等生产要素变为公有制

的基础上，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以合作社的形式进行集体劳动，可以避免分散与狭小的

局限性，以此释放规模经营形式的优势。

其二，企业产业组织形式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引起

资本集中与生产集中，农产品投入市场，在流通经营受市场竞争的支配。企业是资本及

其他部分协同组织形式基础单元，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

的论述，产业组织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最后是寡头垄断形式。正是在社会分工与社会

化大生产的客观条件下，各生产单元协同合作展现的生产效率强大，企业组织形式为其

发展提供了基本聚合平台，企业与企业的协同合作使个体分散的生产单元在市场竞争中

淘汰。

其三，产业组织形式发展趋势是股份制企业。随着企业规模经营的发展，股份公司

合作制度逐渐占主导地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
②
。马克思认为，由于不

同企业组织在生产过程所需要素的差别，持有生产要素部门会为其竞争，带来了多样化

企业组织形式，而股份制企业拥有高效率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适应市场外部竞争的特征，

从而成为各企业组织的发展趋势。一是股份制公司促进了资本集中。凭借社会资本与人

力资本两大优势，股份制公司扩大再生产进程持续，也由此促进更多的社会财富聚集与

劳动生产率跃升，实践证明，单个小资本无法完成如修建铁路的基础建设工程，“但是，

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③
可见股份制公司聚集资本与支配资本

具有强大的现实制造力，可以完成单个小资本无法完成的基建建设。二是股份制公司促

进资本技术构成。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股份制公司会将部分收入投入科技，促进资本

技术构成提高。工业技术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先进农机，促进以人力的传统劳动生产；化

学技术为农业带来的先进肥力，“在自然肥力相同的情况下，化肥和机械发达程度越高，

土地利用效率就越高”
④
，农产品产量越大；生物科技为农业带来了良种，提高了农业

抗灾害能力，农产品及畜牧业拥有更高的品质与产量。“精心选种，使羊的骨骼缩小到

它们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
⑤
，极大压缩畜牧业产品交付期。三是股份制公司拥有融

资功能。在市场规律支配下，股份制公司从生产者与消费者所拥有的货币再次融合，投

入新一轮社会生产中，促进了社会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进程。四是股份制公司拓宽金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219.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32.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724.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733.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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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领域，带来更多资本聚合与集中。“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

市场的形成”
①
。产业融资依托信用制度，促进了金融世界化，这种性质将为新的社会

生产形式奠定物质基础。因此，股份制对国民经济的提高作用被马克思评价为“发展社

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
②
。

2.2.4 产业部门理论

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要求，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第Ⅰ部类）、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第

Ⅱ部类）以及各产业部门之间，在规模上和结构上保持合理比例。农业生产领域也适用

于该理论，可以解决当代农业部门及其产业和其他产业部门协同运行与发展问题。

其一，关于产业部门理论的内涵。马克思将社会资本运动分为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

生产过程。在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将社会总产品从价值形式上分为 c（不变资本）、v（可

变资本）和 v（剩余价值），由此可知，Ⅰ=c+v+m 和Ⅱ=c+v+m。根据第Ⅰ部类和第Ⅱ部

类在社会总生产过程的联系，两大部类中的 c（不变资本）必须从第Ⅰ部类中获取，由

此：Ⅰ(c+v+m)=Ⅰc+Ⅱc
③
。资本家与工人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也必须由第Ⅱ部类提供，

由此：Ⅱ(c+v+m)=Ⅰ(v+m)+Ⅱ(v+m)。然而，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特性，要求资本主义

生产过程是扩大再生产，满足扩大再生产必须满足：

一是第Ⅰ部类的 v（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之和必须大于第Ⅱ部类的 c（不变

资本），即：Ⅰ(v+m)>Ⅱc；

二是第Ⅱ部类的 c（不变资本）、部分 v（剩余价值）之和必须大于第Ⅰ部类的 v（可

变资本）、供本部类资本家消费的 v（剩余价值）之和，即Ⅱ(c+m/x)>I(v+m/x)
④
。

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其实现还有赖于两大部类的平衡，第Ⅰ部类的 v（可变资本）

和追加的可变资本，以及本部类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 v（剩余价值）之和，必须等于

第Ⅱ部类 c（不变资本）与追加 c（不变资本）的之和，即两大部类之间必须保持一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500.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609-610.
③ 由于Ⅰc和Ⅱ（v+m）分别由各自产业部类内部满足，因而Ⅱc=Ⅰ（v+m）即可，如果Ⅰ（c+v+m）<Ⅰc+Ⅱc,则意味

着社会生产萎缩，第一部类产业部门不能提供充足的生产资料，原来的产业结构难以为继。同样，如果Ⅱ（c+v+m）

<Ⅰ（v+m）+Ⅱ（v+m），则意味着第二部类产业部门不能为社会生产提供充足的消费资料，社会生产和结构也会因此

发生萎缩。
④ 假设资本家没有完全消耗剩余价值，而是消耗了 m/x(x>1)，即第一部类产业部门在满足当前社会两部类产业部

门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后有剩余,这个剩余在使用价值供给上来源于Ⅰ（m-m/x）；社会消费资料的盈余表现为Ⅱ（c+v+

m）>Ⅰ（v+m）+Ⅱ（v+m），由于资本家只消耗了 m/x(x>1)，所以Ⅱ（c+v+m）>Ⅰ（v+m/x）+Ⅱ（v+m/x），则Ⅱ[c+

（m-m/x）]>Ⅰ（v+m/x）,这是第二部类产业部门生活资料没有完全用于消费，而是用于追加投资，这个剩余在使用

价值上来源于Ⅱ（m-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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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关系，由此：I（v+△v+m/x）=Ⅱ(c+△c)
①。

其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劳动与产业部门联动中，形成

了农业产业经济思想。一是农业是其他一切经济过程的前提与基础。“农业劳动是其他

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
②
，马克思认为农业生产粮食的劳动与工商

业劳动存在因果联系，并以前者为前提。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

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③
，说明

了人类社会存在及人的本质实现在于“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以这一前提为基础。二

是农业为其他一切部门提供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

产率，是全部社会的基础”
④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出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在

于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农业作为基础性部门在社会生产中为各类产业与社会成员提供

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为使社会生产进行，对农业部门产生了客观上要求高效的生产率，

只有这样，才能为非农业部门、工人提供必要的原料与食物。也就是说，只有缩短生存

必需品的生产时间，才能增加其他物质生产或精神生产的时间
⑤
。当农业领域劳动生产

率提升，间接也为其他产业部门带来了物质基础与劳动力，使得整个社会产业部门得以

有发展的空间和人力，因此，“土地耕种者的劳动生产率决定了不从事农业劳动而能生

活的人的相对数”
⑥
，但客观上由于工业领域的收入远远高于农业领域的收入，由此也

形成了农业劳动力和人才存量不足的现象。

其三，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造成了平均利润率，致使产业结

构升级快慢及其分化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社会总资本运动使各类部门利

润率趋于平均化。各类部门及产业，生产力水平、技术运用与经营管理程度的不同，使

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周转循环周期不尽相同；当等量资本投入不同产业获取的利润不同

时，高利润率产业必然吸引资本家投入，资本家之间为此形成竞争趋势，这正是平均利

润率的形成过程：“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高的其它部门。通过

① 在这两项条件满足后，将第一部类产业部门生产资料的盈余部分，即Ⅰ（v+m）>Ⅱc的部分，即Ⅰ（m-m/x）用于

对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进行追加投资，此时Ⅰ（c+v+m）=Ⅰ（c+△c）+Ⅱ（c+△c），简化为Ⅰ（v+m）=Ⅰ△c+Ⅱ（c

+△c）；将第二部类产业部门消费资料的盈余部分，即Ⅱ[c+（m-m/x）]>Ⅰ（v+m/x）的部分，即Ⅱ（m-m/x）用于对

消费资料即可变资本进行追加投资，此时Ⅱ（c+v+m）=Ⅰ（v+△v+m/x）+Ⅱ（v+△v+m/x），简化为Ⅱ[c+（m-m/x）]

=Ⅰ（v+△v+m/x）+Ⅱ△v，这样两大部类各自实现了追加投资，反应为产业结构的扩张和各产业的追加生产。从整

体社会产业结构来看，社会产业部门的扩大再生产需要两大产业部类的协调，在公式上表

现为Ⅰ（c+v+m）=Ⅱ（c+v+m），即Ⅰ（c+△c）+Ⅱ（c+△c）=Ⅰ（v+△v+m/x）+Ⅱ（v+△v+m/x），由于Ⅰ（c+△c）

和Ⅱ（v+△v+m/x）分别由各自产业部类内部满足，因而Ⅱ（c+△c）=Ⅰ（v+△v+m/x）即可。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28-29.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531.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888.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885.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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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断的流入和流出，……使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

化为生产价格。”
①
农业生产部门产品的生产周期与生产价格的客观规定，成为农业部门

弱质特性之一，在资本家要求等量资本换取等量利润的要求下，农业与其他产业部门往

往比例失衡。同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性的客观条件下，决定了拥有先进技术与人

才的资本家，相继也会关注此部门，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了的可能趋势。

2.2.5 级差地租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土地资本经营过程的研究，阐发了地租理论，以分析

不同土地生产效能，揭示了农业资本家为获取超额利润不仅与地主在利益上冲突不断，

同时在此过程中农业工人成了最终剥削的对象。

其一，资本主义地租的前提与本质。资本主义农业是以农业资本家通过经营地主土

地进行的生产活动。通过农业资本家一定量的货币购买一定的土地经营权，出现了“土

地所有者获得地租，资本家获得利润，工人获得工资”
②
，因此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发

生分离。地租出现后，资本投入农业生产过程，农业资本家不光要求得到等量补偿，而

且要求获取一定利润，而土地经营所得除了雇佣农业工人的工资外，其全部来源还是归

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其二，级差地租的成因及其本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土地因不同的地力

优势、资源优势、流通运输优势以及追加投资生产率，产生了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当然

这也是一个客观因素。正是在这样的因素下，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被赋予了特殊性，农业

资本运行产生了与其他产业不同的特点。显然，“上中下”三类等级土地中，地主提出

的租金不可能一致，这种与土地等级相联系产生的地租，马克思称现象为级差地租。当

拥有高生产率的土地产出农产品，在市场流通中必然拥有更高利润，反之劣等土地利润

相对较小。因此，这部分差额是农业生产领域的超额利润。由于优质土地数量是有限的，

当取得该土地的垄断权后，会长期保持获取超额利润的现象。但是，按照工商业以提高

生产效能方式追求超额利润，农业领域由于土地优劣条件不同，不可能如工业领域一样

可以让劣等地获得超额利润，则农业领域会出现农业资本家放弃劣等土地经营而投向其

他领域情况，粮食生产面临巨大危机，直到劣等地也可以获得平均利润，重新启用粮食

生产才会终止，因此，为避免危机发生，客观上要求上等地与中等地必须也要获得超额

利润，从而提供级差地租，并且生产价格必须由劣等地决定。在各类优势中，马克思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218.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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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规定为极差地租Ⅰ与极差地租Ⅱ
①
。

2.2.6 五大理论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关于级差地租理论揭示了超额利润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的资本主义经营垄

断，因此要求广大农民阶级以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地主的统治，以破除阻碍劳动生产力不

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关于产业演进理论揭示了大工业生产破坏了农业生态以及环境

资源，要求变革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实行生态化农业生产方式。马克思关于产业资本理论

揭示了传统农业的前进方向，要求以资本方式激活土地等生产要素，增加科技附加值，

建立农业市场化生产、现代化生产，以促进其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产业组织理论揭示了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局限性，要求组织广大农民联合经营土地，形成规模化生产方式。

马克思关于产业部门理论揭示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要求农业部门与其他产

业部门按合理的比例组织生产。

其中，极差地租理论是针对农村产业的生产资料的解放而言，以变革不适应生产关

系为宗旨；产业演进理论与产业资本理论是针对农村产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言，以激活

资本、土地、人力等生产要素为宗旨；产业组织理论与产业部门理论是针对农村产业在

国民经济中的部分与整体的组织形式而言，以形成合理的小组织与大部门为宗旨。

2.3 习近平关于农村产业经济观继承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稳步向前，

围绕农业生产方式、农业发展方向、农业生产要素、精准扶贫与农民收入问题提出了新

思想与新方案。

2.3.1 习近平关于农村产业经济发展观的渊源与继承

一是对经典作家关于产业思想与理论的继承。马恩在经典著作中，揭示了农业基础

地位论，同时也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前者通过揭示劳动的本质与意义，突出了

人类生存的前提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前提下的；后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整体进程中，农

① 极差地租Ⅰ是不同地块的土地肥力程度的差别。具有不同肥力的土地，首先是自然历史的产物，其面积又是有限

的。由于肥力的差异，在同等投资的情况下，其产量和收益也会出现差异，肥力较高的土地因其具有较高的劳动生

产率而获得超额利润。极差地租Ⅱ是不同地块的地理位置的差别。即指距市场远近的差别。即使土地肥力相同、产

量相同的地块，由于距市场远近不同，其运费和收益也会出现差异。由于距市场较近的地块运费较少，因而可获得

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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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是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环，为其他产业部门提供了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习近平总

书记充分吸收了这些思想精华，指出“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

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相应提出的产业资本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产业部门理论也

被积极运到我国治国理政的产业指导思想中，同时也包含着对农村产业的指导。

二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三农”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不断认

识与实践发展中的实现善治的问题，历来被领导人高度重视与不断探寻。立足国情与农

村基本实情，党对“三农”问题探索出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在革命抗战与社会主义改造

时期，毛泽东同志以农村为突破口，找出了民族解放的伟大道路；通过“一化三改”路

线，完成了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提出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与

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的思想
②
。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以农村

为经济改革试点，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了“两个飞跃”论断。江泽民同志强

调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理念，提出“积极发展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③
来探究农业产业发展。

胡锦涛同志提出农业发展目标，通过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健全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
④
现代农业。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告捷，“三农”发展已经拥有更厚

实的物质基础，较为健全的体制机制。习近平同志与历届领导人的农村产业发展观既一

脉相承，同时也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其一，继承与发展了农

业基础地位思想，不断巩固其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二，继承与发展了整体思维，

推进“四化”同步建设，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既坚持重点论，以“产业兴旺”为经济

核心基础，又提倡协同推进步伐。其三，继承与发展了农村产业经济的制度，深化农村

土地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三产融合”机制，提倡构建现代化农业生产

体系、经营体系、产业体系。其四，继承与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倡以绿色引领乡村

产业振兴。

三是对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继承。中国是建立在农业发展上的文明，农耕文明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及农村产业的发展观深深植根于中

华大地与中华文化上，从中华璀璨文明中继承人文精神、道德价值与前人智慧，成为其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主要来源之一。对三才观⑤的继承与创新上，指出了“绿水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4.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10.

③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4.

④
胡锦涛文选:第 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367.

⑤ 在三才理论中，人既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也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赞天地之化育的参与者和调控者，人和自然

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共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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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思想，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方式，要求以绿色发

展理念贯通到农村产业经济发展全过程。对农时观
①
的继承与创新上，习近平强调“全

力组织春耕生产，确保不误农时，保障夏粮丰收”
②
。每年关键农耕节气，习近平深深

牵挂着农业生产，反复强调抓好粮食播种与生产，不误农时。在物地观
③
的继承与创新

上，习近平强调“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
④
，解决地力透支、水土流失、农

业面源污染等问题。在循环观
⑤
的继承与发展上，提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实现农业生产整体系统良性循环体系。在节用观
⑥
的继承与发展上，提出“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的思想，同时提出“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深化了节俭发展的路径。

2.3.2 习近平关于农村产业经济发展观的发展与创新

一是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引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
⑦
，由此乡村振兴开启了新时代进程。经过 5 年来的实践探索，农村

发展实现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基于前期的发展成果上，党的二十大报告

一以贯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⑧
，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立为把握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任务之一。“要发

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全

要素生产率，提高农业质量、效益、整体素质。”
⑨
由确立战略目标、明晰意义，到发展

农村现代化产业多格局体系，体现了以问题为导向解决现实问题，以宏观视野与微观聚

焦破解农村产业发展。

二是以产业兴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全局，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共同富裕。乡村

振兴的在于经济基础，产业兴旺是其重要推手。“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

① 趋时避害的农时观。不误农时、不违农时是农民几千年来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指导思想。顺时的要求也被贯彻到

林木砍伐、水产捕捞和野生动物的捕猎等方面。
②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98.

③ 主观能动的物地观。关于地力，人们认识到种庄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不断得到恢复或补充，才能继续种

庄稼，若地力不能获得补充和恢复，就会出现衰竭。
④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124.

⑤ 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在传统农业中，施肥是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产系统内部物质良性循环的关键一环。

通过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实现无废物生产，是传统农业的一大特征和核心价值。
⑥ 御欲尚俭的节用观。古人提倡节用，主要目的之一是积粮以备荒。同时也是告诫统治者，对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

自然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否则就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
⑦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5.

⑧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

01).
⑨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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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以赴消除农村

贫困，推动乡村生活富裕”
①
，提出了农村产业体系以三产融合为依托，实现农村产业

的整体兴旺，同时，对农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提出了要求“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

游、庭院经济”
②
，“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③
，为农

村产业的基本平台指引了方向，不断丰富产业结构新业态。

三是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农村产业经济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

要求将巩固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略，同时也是农村

产业运行的基本轨道。以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经营为依托，打造新型生产关系，稳步推

动土地经营权流转，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构建新型经营体系，实现农业经营方式多样化。

通过“三权分置”，激活农村产业发展活力，提高土地生产、劳动就业和资源利用。以

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由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改革为集体建

设用地层面，逐步形成集体经济组织对宅基地使用权配置的双层模式。以清产核资，推

动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

四是以激活农村生产要素引领农村产业经济发展。其一，激活土地生产资料充分发

挥农业农村生产作用。通过完善土地扭转机制促进农村经营活力，引入多元主体盘活闲

置宅地基及非农业土地生产。其二，培育新型“三农”人才振兴乡村。“乡村振兴，人

才是关键”
④
，实现产业振兴离不开人才与科技“两翼”协助，以打造专业技术型、综

合管理型、经营型人才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其三，金融惠农政策实施。“要发挥政府投

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发挥金融资金的引导和协同作用。”
⑤
以政府主导融资，兼并社会

资本注入，增强农民参与投资意识，为农村产业连续经营不断提供强大资本支撑。

五是以绿色发展引领农村产业振兴全过程。其一，前置绿色驱动保障源头。实施退

耕还林形成有序耕地；推进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形成生态循环农业。中置绿色生产方

式保障过程。提倡耕地轮休作休制度，保障农业地力休养生息；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⑥
。其三，后置污染治理打下新一轮绿色基础。

推进畜禽养殖处理和资源化；开展土壤污染修复工作；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六是以传承发展农耕文明引领农村生产方式。“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
⑦
，因此，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149-150.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150.
③ 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勇争先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N]. 人民日报, 2019-09-19(001).
④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220.

⑤ 习近平.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93.
⑥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137.
⑦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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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提倡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的绿色发展生产方式，以寻根保根大视野，指导乡

村振兴的基本底线。“我们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
①
，激活物质文

化遗产的价值属性和观赏属性，成为乡村旅游的文化产业。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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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基础

中国是建立在中国农村发展基础上的历史，“大国小农”是其历史演进过程的本质

特征。中国古代，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农业发展的自然性，但在辛勤耕种的农民对农业

生产规律的摸索中形成了农业观，为中华人民烙上了深深的思想基因，是马克思主义的

实践土壤。中国近代，内忧外患、闭塞愚昧，让中国错过了工业文明发展，恢复农业发

展、谋求民族对立、解放农民土地是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历史任务。中国现代，确立了

社会主义农业制度，改革后在农业商品化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刺激下，经过四十年的发展，

农业生产力得到解放与发展，农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3.1 我国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

与社会形态演进相联系，我国农村产业发展也可定义为四个时期，即原始的农村产

业（包括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初级的农村产业（包括封建社会）、发展的农村产业（包

括近代中国）、完善的农村产业（包括当代中国）。

3.1.1 我国农业历史与农业观是农村发展的前提

中国从有历史记载起，经历了近 4100 年历史，其中原始社会占据了人类历史的九

成以上。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

农村占比极大，城市化低，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中国人民在农业生产问题上投入了大量

时间、人力，在先进生产力未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未完成前，中国即使有一定量的士、

工、商成分与县城存在，但还是未形成质的转变，可以将中国大部分历史直接看作中国

农村的演化与发展，中国大部分人民也一直脱离不了在粮食生产的束缚下生活。“中国

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
①
。从整个中国农村发展史看，农业产量、质量直接与自然

条件相联系，地理纬度、环境生态直接决定土壤肥力，进而决定农作物品种种植匹配度，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自然气候与灾害成为农业生产的最大威胁与客观因素。

中国农村经济演进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②
。从历史唯物主义考察这对矛盾是理解

我国农村产业演进中内部本质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键。原始社会，生产力落后，以石器

为改造自然为代表，生产组织形式以氏族为生产单元，产出的粮食基本处于自给自足，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37.

② 生产力包括生产劳动手段、劳动对象与劳动者，其中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合成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

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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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剩余产品流通，在部落族长的带领下发展种植与驯养牲畜有了原始的农村产业雏形，

农产品在协作形式下完成，满足部落成员的需要实现平均分配，也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

的关系，是历史上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原型。奴隶社会包括夏商周春秋时期，生产力有了

一定的发展，以使用铁器等金属为代表，剩余产品也随生产力发展而出现。“井田制”
①

出现，使农业生产力有所发展。自然灾害严重，未建立防范措施的农业，在山洪、河水

泛滥下，各部落组织治水，大禹治水的故事也诞生于此时期。历史表明，人与自然的关

系，只有在水利与河堤的建立上，才能在一定情况下克服自然灾害，是人类主动对抗自

然力量的形式之一，形成了后期注重水利工程的观念。初级的农村产业中，土地由封建

主占有；生产关系以地主与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为主；封建阶级通过地租、税赋、劳役

等形式瓜分农民的剩余产品。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成为单独的生

产部门，生产方式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同时，在初级的农村产业中，政治集团注重

水利工程的修建事业。当农业技术提升，农作物结构也出现了多样化。从整个农业古代

史来看，在生产力方面，生产工具从石器发展到铁器，同时配合牲畜的协同，迎来了劳

动生产率提升，劳动力的熟练程度与农业生产技术发展较高，“中国农业在园艺上的集

约性方面是有其高度水平的”
②
很好印证了这点；在生产关系方面，地租与封建土地所

有制是整个古代乃至近代中国的特征，劳动者能支配的自由时间量是决定劳动积极性高

低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农村经济演进中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传统农业以通过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

提高粮食产量来应对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与粮食产量直接相关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其决

定因素。人口增长的压力迫使中国农业开荒的步伐。“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农业”
③
，因此

在初级农村产业中，指导思想是“尽地力之教”
④
，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为指导，与之

相呼应的社会制度为轮作制。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农民认识到肥力较为优质的田是出

产量较高，因此也出现了土地肥力的争夺。政治集体也出现了“民以食为天”“重农固

本”的思想观念。在初级的农村产业中，出现了相应的商业性质的组织结构与行会。关

于产业资本，在《史记》十表中，司马迁对资金周转与盈利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他认为，

一定数量的本金，一般都可获得合理的利润，通过大量调查，得出了当时的合理利润为

平均年利 20%的论断。

可以看出，这段中国古代史，中国的发展史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发展史，有着以

①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出现于商朝，到西周时已发展很成熟。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出

现和牛耕的普及等诸多原因井田制逐渐瓦解。
② 西嶋定生. 中国经济史研究[M]. 冯佐哲等, 译.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4:1.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450.
④ 班固. 汉书·食货志[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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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特点：一是农业的自然性束缚农业发展。社会形态的演进表明，农业的产量决定农民

的生存状态，而自然条件与气候是农业顺利生产的前提。二是历朝历代君主对农业十分

看重，并致力于农业发展。对农业的重视由普通农民深化到各政治集团统治者中，政治

集团对农业的重视以及水利农田建设、农业政策的颁布、领导农民开荒建田，由此说明，

农业发展在原始生产力条件下，形成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意识、农业立法意识、设立专

门农业部门与机构意识、拨款赈灾意识等。四是有了一定产业组织形式与产业资本规律

的认识。三是农民对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的摸索。处于蒙昧状态下的农民，不了解科学

技术，但是正是如此，农业生长的内在自然规律被辛勤耕种的农民摸索了出来，并形成

了一系列农业发展观，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社会观念的价值取舍，如二十

四节气的发现、《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著作的出现，构建了协调和谐的三才观、趋

时避害的农时观、主观能动的物地观、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御欲尚俭的节用观
①
，这些

观念成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华大地进行实践的基本土壤。

3.1.2 中国共产党对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百年实践探索

（一）以变革与完善土地制度对地租理论的超越

革命战争时期（1921—1949 年）。清朝末期，清政府腐败无能、外国列强侵略、军

阀混战等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农业并没有在稳定轨道上运行。1921 年，中国

共产党成立，在摸索中逐步扭转了该局面。一是依靠农民取得政权。同年 4月，在《告

中国的农民》中，党中央向全体人民发出号召，希望广大农民在党的组织领导下实现自

身解放。期间，毛泽东对农村深入调查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

盟军”
②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基于湖南境内的农民运动，对“十四件大事”进行

了深入调查与总结。二是对农民土地问题进行探索。其间形成了《土地问题议决案》《井

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等。1937 年，在陕甘宁边区下发了“减租减息布告”
③
；1942

① 协调和谐的三才观：在三才理论中，人既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也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赞天地之化育的参与者

和调控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共生的关系；趋时避害的农时观。不误农时、不违农时是农民几千

年来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指导思想。顺时的要求也被贯彻到林木砍伐、水产捕捞和野生动物的捕猎等方面；主观能

动的物地观。关于地力，人们认识到种庄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不断得到恢复或补充，才能继续种庄稼，若

地力不能获得补充和恢复，就会出现衰竭；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在传统农业中，施肥是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

生产系统内部物质良性循环的关键一环。通过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实现无废物生产，是传统农业的一大特征和核心

价值；御欲尚俭的节用观。古人提倡节用，主要目的之一是积粮以备荒。同时也是告诫统治者，对物力的使用不能

超越自然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否则就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1: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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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①
，标志了党中央革命方略的转变，团结一

切力量抗战。三是形成了成熟的土地制度改革办法。1945 年，毛泽东提出“减租和生产

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946 年，《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主张“耕者有其田”，农

民从地主夺回了土地。1947 年，至《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发布，进一步推动了废除了封

建土地制的目标，以变革封建生产关系实现农民解放和农业生产力解放，《大纲》指出

“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和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实行耕者有其田”。
②

（二）以完善与发展农民互助合作运动对产业组织理论的探究

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初探时期（1949—1978 年）。一是推进土改，恢复生产的经济

恢复期。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党中央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而农

业生产问题是实现温饱的关键，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出台，推进

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成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历史任务，充分实现农民耕者有其

田的愿望，并且创办了学校对广大农民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二是推行农村合作社，

实行“一化三改”的三大改造时期。1951 年，在《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中提出了三种互助合作形式
③
，调动了个体经济与劳动互助积极性，促进了农业领域的

劳动与粮食生产。1953 年，《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下发，使农村合作社从

试办进入发展时期，该《决议》聚焦于改造传统农业生产经营形式与农业改造，以促进

农业发展、农业与工业互通互促原则，构建社会化大生产格局推动农业部门发展。三是

以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时期。从 1956 年起，我国聚焦于

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与摸索。《论十大关系》一文的指导意见，将农业与工业列为“十

大关系”的首要前提，不光理顺了工农业之间的关系，而且指出“农业、轻工业投资的

比例要加重一点”
④
。1957 年，《纲要（草案）》

⑤
要求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实施农业合

作社，让更多农民加入到互动合作运动中，同时发展国营农场，以确保农业进一步发展

和改善农村居民生活
⑥
。

（三）以壮大农村经济对产业资本理论的践行

改革开放时期（1978 年—2012 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

增长，究其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敢于创新、敢于实践。该时期的农业农村的实践主题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1:

19.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四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

11: 419.
③ 即：季节性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及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207.
⑤ 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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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命题，不断构建与完善新时期农村经济体制，以发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优势与产业资本优势，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最后向城乡经济一体化

建设稳步推进。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改革序幕篇。1978 年，安徽凤阳小岗村

农民“分田到户”的做法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最后作为试点的方式以供观察。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认为，“全党目前需集中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
①
，并以此为指导思想，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决议》要求“集中力量抓

好农业技术改造，发展农业生产力”
②
，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落实三中全会审议通

过相关农业文件，1980 年 9 月，中央为鼓励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要求“因地制宜地

发展多种经营”
③
模式。二是将改革试点向城市扩散，大力发展农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发

展道路的构建。1987 年中央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商

品经济”
④
，建立农业市场体系、产业结构等经营体系。三是不断完善农村经济体制。

1993 年，党中央在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提出坚持和完善“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

责任制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⑤
等十二项举措推动农业发展和农村产业变革。

1998 年，江泽民同志在农村改革二十年之际指出“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
⑥
。四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稳定增长。

中央针对城乡两域不平衡发展和巩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更多地关注农村”
⑦
。

不难看出，农村经济发展在这三个时期有如下逻辑：在革命抗战时期，土地改革与

农民互助合作是其中心议题。在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农

业农村农民的认识，并不断调整政策以适应实际情况。通过变革土地所有制，使农民拿

回土地，破除封建地制与地租，解放了农民，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既满

足了广大农民的愿望又找到了革命抗战的依靠力量，直接增加了农民的固定资产与流动

资产，农产品有所剩余。一系列“减租减息”政策的出台，促进了农民货币剩余，同时

指导农户之间互助合作，提供基础农业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加之部分地区实行补贴、

免税、信贷等政策，促进了生产环节的连续性，实现了要素与配置的优化与投入，使农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6.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58.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70.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69.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18.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64.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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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休养生息，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初探时期，改造传统农业生

产方式走集体农业道路其中心议题。受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合作化思想与参照苏联农业

改造实践的启发，生产资料由农民私有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路径

变为集体所有；实施计划经济，统一安排农业生产，对劳动实现“工分制”，最后统购

统销。虽这一时期束缚了农民的积极性，但这段历史证明废除私有制，消除剥削，实现

共同富裕是共产党人不懈的追求。在改革开放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心议题。经

过国际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党中央通过试验村的实践与对市场经济的深刻反思，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认识不断开辟新境界。总体上，农村集体农业制度发展为以家庭承包经营

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产权方面，发生了土地所有权与农业经营权的分

离。在农业经营方面，由国家统购统销发展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邓小平同志的“两个

飞跃”
①
理论认为，突破人民公社制度和发展农村规模经营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必由

之路，以此为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提供了指引和路径。

3.2 我国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新时代我国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经验

其一，健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机制，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早在 1984

年就已提出“必须摆脱‘小农业’思想的局限和束缚，充分发挥优势，逐步形成合理的

生产和经营结构”
②
，这些超前的农村产业发展思路，为新时代树立大农业发展导向、

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时代，针对农

业产品的部分产量过剩，而部分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国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

变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产品质量，满足人民对食品安全、绿色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发

展绿色生态农产品。

其二，实施精准扶贫，实现农民增收。“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

③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以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民为切入点，实施扶贫政策，经过不懈奋斗

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任务。同时，建立了长效机制，防范农民返贫。一是倡导

规模化经营模式，改粗放型为集约型经营，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二是通过职业培训与

教育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与素养，提高农民就业竞争力，以增加工资性收入作为考察该

① 两个飞跃指：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

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② 习近平. 知之深爱之切[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 122.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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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的实效问题；三是按照精准扶贫大政方针，提高精准补贴力度，提高农民转移性收

入；四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将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激活土地的

生产要素属性，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五是倡导农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①
。

其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是深化巩固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农村生产要素配

置效率。赋予农民在承包地权益方面更多的自主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及

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和担保等。同时，引导和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市场化进程。；

完善农村宅基地的管理制度，以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为前提，稳妥地推进农民住房

财产权的抵押、担保和转让。二是倡导农业现代化经营体系的建设，促进农业一、二、

三产业的融合发展。鼓励土地向农业大户、农业企业和家庭农村等方向转移，提倡适度

规模经营。。三是有力推进了传统农林牧渔的经营模式向休闲观光农业产业以及“互联

网+”等多种农村新产业业态专业升华。四是开拓了农村产业产品供给、文化传承、生

态维护等经济和非经济产业的功能格局。

（二）新时代我国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特征

一是工业化发展势头旺盛，农业相较发展缓慢。2013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53028.1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261951.6 亿元，第二产业是第一产业的约 4.9 倍，其中第一

产业占三大产业增加值 8.9%；2021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83085.5 亿元，第二产业增

加值为 450904.5 亿元，第二产业是第一产业的约 5.4 倍，其中第一产业占三大产业增

加值约 7.3%，第一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仅 6.7%。标志着先进制造业的迅速崛起，我国

由农业国向着先进工业国家转变的历史进程，且农业发展式微。二是城镇化进程不断加

快，农村务农人口不断缩减。2012 年至 2021 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由 25535 万人收缩

减至 17072 万人，随之相较的二、三产业就业人员由 2012 年的 50719 万人增长至 2021

年的 57580 万人；2021 年城镇就业人员 46773 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为 62.7%，比

上年末上升 1.1 个百分点，城镇新增就业 1269 万人，比上年多增 83 万人。
②
标志着中

国走向城市化中期阶段。三是农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攀升，农业农村潜能巨大。由以上数

据显示，十年来，从事第一产业人员减少，反而其产业增加值不断增加，足以证实“最

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③
的论断。标志着农业农村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其

蓬勃生机和强大后劲给予了农业现代化转变的必然性。

（三）新时代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①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46.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https://data.stats.gov.cn/index.htm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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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村面貌焕然一

新，面对十年来的“三农”发展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问题。习近平指出，“农

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非农产业的 25.3%；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

产品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国内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普遍超过国际市场”
①
，具体表现如

下：

结合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对于“三农”总体情况：2021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三大产

业增加值的 7.3%，一二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分别为 6.7%、38.4%、54.9%，可见农业

发展经济效益不高且发展缓慢。2021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 2.50，可以发

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大
②
。2021 年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11763 万公顷，而全国耕地面积

为 12786.19 万公顷
③
，其中有 1023.19 万公顷土地处于闲置；2019 年全国纳入统计的

55.4 万个村中，无经营收益和经营收益在 5万元以下的集体经济“空壳村”有 32.0 万

个，占比达 57.7%
④
，可见对于部分地区土地利用率及耕地面积偏低乃至闲置。2021 年，

我国农业受灾面积为 11739 千公顷
⑤
，约有 10%的农业毁于旱涝等自然灾害上，可见于个

体农户无力对抗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严重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表现出一定的生产

风险。

结合最新农情
⑥
关于农村产业问题：其一，农业产业产业化覆盖面窄。发展农业经

济，必须依托规模农业，但大多还是分散农户居多，经营盲目性、品牌不响、产业链不

全、国际国内市场占有率低。其二，忽视产业结构的内在规律，造成实际经济效率低。

许多农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大单一生产要素投入，使农产品供给效率低、产品单一的局

面。其三，农业产业链延展不足，三产融合普及率低。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化，纵向与横

向延展局限，缺少生态农业、休闲观光等功能，农业产业链经营供销链不健全。其四，

农业科技附加值低。未利用先进科技对关键性生产环节还处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其五，

农业人才库存与劳动力缺少。由于现代服务业、工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农村劳动力

转移，造成农村空心化、劳动力老龄化现象，而留在农村进行经营的人员又缺失相应农

业专业技能、现代化经营技能，直接导致土地闲置、资源浪费的情况，作为知识缺失的

① 习近平.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 求是, 2023(06): 4.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https://data.stats.gov.cn/index.htm
③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自然资源部, 国家统计局.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J].

2021.
④ 根据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编.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2019 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3-33.

计算而得。
⑤ 数据来源：应急管理部. 应急管理部发布 2021 年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EB/OL]. https://www.emerinfo.cn/202

2-01/23/c_1211540051.htm.
⑥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三农研究数据库[EB/OL]. https://www.ruralchina.cn/xcyj/sublibrary?SiteID=18&ID=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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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在大企业利益关系中处于劣势。其六，生态环保理念缺失，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现象

严重。农民缺乏生态环保思想，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加之农业企业配套环保机制不到

位、环保基建不健全，造成土壤、水源、空气污染严重。

通过历史梳理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产业探索，不难看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产业经济理论作为我国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基石，坚持农业历史观发展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纾解，面对如上问题必须结合习近平关于农村产业的重要论述和马克思恩格斯产

业经济理论指导我国农业及其产业振兴，推进农业强国在新时代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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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主义农村产业思想的现实启示

4.1 提倡生态化农业生产方式

遵循马克思产业演进理论，规避资本主义农村产业生产的桎梏，我国稳步向中国特

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战略前行。经过革命先烈 28 年

不懈抗战迎来了新中国成立，构建什么样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实际问题。随着时

代与经济社会发展，毛泽东提出建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

家
①
，邓小平也认为要把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的目标，社会主要矛盾

转变，对建成什么样的国家提出了新要求。我国为跟上西方先进工业的步伐，在工农互

补、市场经济制度下，完成了先进工业国的华丽蝶变，跻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

时发展生态产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是产业演进理论的内在要求。

一是固本重农，按照生态化发展农村产业。根据马克思的产业演进理论以及对中华

优秀农业观的继承，从毛泽东开始就对农业十分关注，农业的基础地位从未动摇，但是

农业面源污染值得关注，而工业污染也威胁到了食品安全。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为其

他部门提供初级产品和为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粮食，形成了农业产品内在固有生态属性，

其要求发展绿色农业、生态产品。二是改粗传统粗放型消耗方式为集约环保型。传统农

业往往依赖于农药化肥的促进农产品生长，由此带来过度使用化肥，同时造成农业污染、

资源浪费的情况。马克思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尊重自然、合乎

自然规律进行物质资料生产，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提供了指引，拓展养生、

休闲观光等多功能性农业产业延伸。三是进一步拓宽三产融合农业经济产业新业态。为

提高农村经济效益，必须走三产融合道路，激活生产要素的跨部门、行业的整合与融合，

实行集约化生产方式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更为符合当代农业发展方式，达到绿色

三产同步运行，防止第一产业的弱质性的风险高、周期长的缺陷，可以向第二产业、第

三产业要收入。

4.2 利用资本激活生产要素

马克思的产业资本理论主要的以资本主义工商业为考察对象，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

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结合农业经济发展的固有性质，要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与经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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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体系，必须正确看待资本在整个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

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
①
。

一是正视资本的推动力量。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属性，使得剥削劳动工人的力度不

断加深，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地引导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避免了

资本的剥削属性，维护农民和劳动人民的合法权益，为农业资本化开辟了道路。二是发

挥好资本的正面力量。资本的投入使先进的种植技术、设备、人才等生产要素聚集，农

业农村的生产力不断提升，土地收益越来越可观，在扩大再生产和市场经营中实现资本

的集中与增值。三是引导好资本的正面力量。资本下乡，容易引起“非农化”经营，而

农作物之间也存在的巨大的经济差异，资本必然会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前提条件投入，

从而侵害农民主体权益，农产品单一化生产，农业专项拨款侵吞的局面。因此，国家做

好监管人的角色，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指导应有作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维护好农

民主体权益。

4.3 发展合理的生产组织形式

中国农业合作性质的组织，在革命战争时就已有雏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组

织形式受苏联农业模式影响，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国营和人民公社组织形式，经过实

践该模式弊端显现。改革开放形式下，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建立了产权明晰、

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释放了强大动能，但未应用于农业领

域。改革开放后，农业产业组织形式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发展为以“公司（企

业）+合作社+农户”和“互联网+”等为主要特征的农业产业化组织体系和组织模式
②
，

最终基于“三权分置”基础上的股份合作组织形式，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

一是产业组织演变的物质技术基础要求重视科学技术的促进力量。发展壮大农村产

业经济除了需要资本推动扩大再生产进程，还是将资本投入到科技研发中，农业生产力

的提高需要先进农机设备、先进良种、先进管理经验的研发与投入。二是产业组织理论

要求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好适应市场经济环境要求。在土地“三权分置”的基础

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倡导农户与企业、农户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

形成成熟的合作经营模式，为个体农户与现代化农业有机衔接创造条件。三是产业组织

理论要求发展农业股份制企业。农业科技化为农民聚集了规模化土地与产业，企业通过

订货、聘用、土地入股等方式将分散的经营的农户、资金汇聚起来，将各个村庄变成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616.
② 黄祖辉.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农业产业组织的变革与前瞻[J]. 农业经济问题,2018,(11):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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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基地，在更大规模土地上走村庄与企业融合发展道路。通过龙头企业、种植大户、家

庭农村示范与合作，形成最优化的股份制企业，股权开放、治理体系完善、市场适应力

强、三产融合度高、与社会化的服务体系相互衔接、实行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这一切

的运作效果，需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取得，同时也离不开政府有形双手的科学支

撑，规避资本主义产业经济的无序竞争带来的恶果，因而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规模效益

和化解风险的有机统一。

4.4 产业部门按合理的比例组织生产

马克思的产业部门理论，指出了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必要条件，要求两大部类协及产

业部门之间协同发展。农业部门的基础性地位不言而喻，为了确保农业部门的社会再生

产顺利进行，就必须协调两个主要部门以及各个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价值补偿和实

物替代，并形成社会平均利润率。同时，需要注意到农业资本化是不可避免、正在发展

的趋势，资本也会最终向农业部门渗透。但资本追求价值增值过程始终具有盲目性，产

业部门之间的结构失衡也是该进程客观实际。

一是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农业基础性地位。二是以市场化资

源配置优势，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三产融合，将农业向产业转化，向二、

三产业并行发展。三是实现以企业主导，龙头企业引领和小农户补充格局，市场进化功

能与行业竞争内在压力下，农户之间抱团合作是发展趋势，以战胜市场适应不足和小农

户自身竞争缺陷，实现与市场有效衔接，有助于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强国战略要求。

4.5 坚持与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在我国，马克思关于地租理论揭示的土地资本主义经营垄断问题已然解决，取而代

之的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充分保障了农民依土地所享有的权益的合理分配，有力促

进了我国农村的改革和长足发展。但在实践中，还要面对当前我国土地生产分散、土地

流转制度不健全、交易市场有待进一步开发等局面，必须继续坚持与完善我国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实施广泛调查研究，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以农民集体利益诉求为最终导

向，落实农村承包权和宅基地的确权登记工作。坚持以土地公有制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这个基本点，继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与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格局。进一步提质增效土地

流转方式，适应城镇化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工作总基调，

保证推进工作时效性、精准性、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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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进一步明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土地集体

所有制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明确了以生产队为单位拥有土地所有制的基础

构架，但随着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改革，土地三权分置并行的格局已经形成，在三权

分置中，所有权承载的主体尚难更好践行，其原因是生产队随着责任田的到户，组织功

能无法充分履行。为此，明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承载功能至关重要，应在土地的组

织形式、规范章程、法人主体上使农村集体所有权的概念更为具体化。

二是进一步保障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关系的模糊容易导致对

农民承包权的侵害，这也是农民对土地流转积极性不高的根本原因。尽管“三权分置”

的政策稳定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但因土地流转不畅，更好地落实“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①
的

号召要进一步加强，以全方位解决好农户土地承包权的保障问题。

三是进一步落实好经营主体的土地经营权。土地的权益最终来自于土地经营权，土

地经营权能否激活是“三权分置”改革的要害所在，所以做好土地经营权的文章至关重

要。首先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稳定好土地流转市场，使土地经营有保障。

其次，要激活农民重农爱农的积极性，彻底解决“农民等着上级给政策，靠在墙角晒太

阳”的思想。最后，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既要发挥市场对农

村产业的拉动作用，又要形成政府这双有形双手的推动和驾驭作用，使农业板块真正步

入市场化轨道。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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