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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 农村发展问题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思想得以发轫。 纵观当时问世的农业经济发展思想著述，

张培刚的 《农业与工业化》 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张培刚农业发展思想成为彰显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思想演进的典型事例， 《农业与工

业化》 也是目前学界探讨张培刚农业发展思想的重要研究对象。 本文从学术史角

度出发， 厘清了张培刚早期科研经历与 《农业与工业化》 之间的学术关联， 分析

了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演进路径， 概括了张培刚农业发展思想的当代

启示。 在推动中国经济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今天， 张培刚的学术形成路径是值得深

思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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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３ 年 ７ 月， 张培刚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 （原黄安县） 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

１９３４ 年６ 月， 张培刚毕业于武汉大学， 获法学学士学位。 同年７ 月， 张培刚因成绩

优异被选送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１９４１ 年， 张培刚留学美

国。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张培刚完成博士论文 《农业与工业化》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并于当年 １２ 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农业与工业化》 作为 “经济学上极有贡献之著作” 被授予 １９４６ 年

至１９４７ 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 “大卫·威尔士奖” （Ｄａｖｉｄ Ａ. Ｗｅｌ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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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ｚｅ）， 并被选入 《哈佛经济研究丛书》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第 ８５ 卷，
“凡列哈佛经济研究丛书， 咸称名著”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 １９４７）。 １９４９ 年，
《农业与工业化》 的英文版正式出版。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期， 《农业与工业化》 仅有三个章节相继在中文杂志上

刊载 （张培刚， １９４７ａ， １９４７ｂ， １９４８）。 与之境遇不同的是， 英文版的 《农业

与工业化》 多次再版， 并被翻译为多种文字。 这些充分说明了 《农业与工业

化》 的学术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农村经济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

的经济改革最先在农村地区取得突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随着 《农业与工业

化》 中文修订版的传播， 张培刚的经济思想得到了国内学者更为广泛的关注。
郭熙保 （２０１１） 在梳理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发展经济学演进脉络的基础上指出，
从张培刚对工业化定义、 性质与工业化演进历程的把握来看， 张培刚的工业

化理论是独树一帜的， 它科学系统地论述了工农业的相互关系。 邹进文

（２０２２） 的研究表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由海外留学生所完成的经济发展问题领

域的博士论文之中， 张培刚的 《农业与工业化》 是最为知名的成果。 孙大权

（２０１５） 则对 《农业与工业化》 中有没有提出 “农业对工业化四大贡献理

论”、 工业化定义有没有重视发展农业的思想等既有学说提出了商榷性的意

见。 叶世昌 （２０００） 以 《农业与工业化》 为引证， 梳理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４０ 年代中文著述中的经济发展思想。 在推动中国经济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今天，
“农业与工业化”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气派、 中国风格的标志性和标识性

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入选 《中国经济学手册》 条目 （张建华， ２０２２）。 可见， 围

绕 《农业与工业化》 的既有研究偏重于学理反思。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 有一大批学者， 如卜凯、① 陈翰笙、 董时进等， 也

曾对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提出见解。 卜凯 （１９３６） 在中国广泛开展了农村经济

调查、 土地利用调查等， 客观分析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和农民生活状况，
主张通过技术手段提高生产效率来发展农业。 陈翰笙 （１９８５） 则强调土地制

度改革在农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认为旧中国需要通过变革生产关系释放农

业生产力。 董时进 （１９３８） 更重视对农民的组织和教育， 致力于研究和解决

农村的实际问题， 并创办了 《现代农民》 杂志， 旨在传播农业知识和培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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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卜凯 （Ｊｏｈｎ Ｂｕｃｋ， １８９０—１９７５）， 美国人， 是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和教育家， 曾在中国

从事农业经济学的教学和调查研究工作近 ３０ 年。



民的经济意识。 与之相比， 张培刚的农业发展思路更侧重于探索农业国家的

工业化路径。
张培刚所主张的农业发展思想从何而来？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ａ： ９６３） 曾提到，

“诚然， 读书使我获得知识。 但是， 如果没有我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

和生活感受， 没有我大学毕业后走遍国内数省， 先后六年的实地调查， 特别

是如果没有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之心， 我是写不出这篇博士论文的”。 显而易

见， 《农业与工业化》 的基本素材源自张培刚早年生活、 学习以及科研经历。
陶孟和在负责社会科学研究所时， 主张青年研究人员先在国内从事几年的研

究工作， 等积累了研究经验和心得， 再去国外进修 （巫宝三， １９９５）。 当时，
包括张培刚在内的青年科研人员得益于此而取得了丰硕的学术业绩。 现有研

究主要围绕 《农业与工业化》 产生的后续影响展开， 鲜有分析 《农业与工业

化》 与张培刚早期科研经历之间的学术关联， 而该问题却是全面认识张培刚

经济思想、 系统理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思想形成与演进路径的关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 张培刚的著

述和建言从理论方面对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可以说， 基于

早年系统的经济理论学习和丰富的实地调查经验， 张培刚提供了关于如何在

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的理论思路。 进入 ２１ 世纪， 在推进农村改革、
发展现代农业的征途上， 耄耋之年的张培刚仍然笔耕不辍， 针对新农村建设、
发展现代农业有关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时至今日， 张培刚毕生所关注的农

业、 农村问题依然是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领域，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任务依然艰巨。 因此， 从学术史上爬梳张培刚的农业发展

思想， 并揭示其当代启示， 不仅具有理论价值， 也有现实意义。

一、 基于田野调查把握中国基本国情

张五常在结合自身生活经历评述 《农业与工业化》 时指出， “今天的同学

如果能找时间细读大哥的 《农业与工业化》， 会察觉到虽然这本书征引西方的

论著既广且博， 也处理得非常用心， 但字里行间大哥的思维是环绕着他早年

在中国农村的观察与体会”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ａ： ９４９）。 张培刚走上农业发展问

题的科学研究之路是从着手农村调查事宜起步的。 从事农村调查活动的亲身

经历及其相关研究对张培刚农业发展思想产生了奠基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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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理农村调研资料形成经验认识

１９ 世纪末， 农村调查在欧美国家兴起。 较之于欧美国家， 中国开展农村

调查活动的时间相对滞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在华旅居的西方人士对中国

农村生活状况有一些零散的记述， 这些资料刻画了他们对中国农村生活的印

象， 但不足以支撑农村经济问题领域的学术研究。 “中国社会调查与统计尚在

极幼稚时代， 研究社会学者苦无可靠可用之材料， ……目前急须从事中国审

核经济之调查与统计。”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 １９３０）
当时对中国农业农村问题展开研究的有以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代表的 “中

国农村派” （或称 “分配派”）， 以晏阳初、 梁漱溟为代表的 “乡村建设派”，
以 《中国经济》 杂志为代表的 “中国经济派”， 以卜凯为代表的 “技术派”，
以费孝通为代表的 “乡土派”， 以吴景超为代表的 “都市派” 等。 其中， 卜凯

于 １９３０ 年出版了 《中国农家经济》， 全书涵盖了从 １９２１ 年至 １９２５ 年在中国 ７
个省份的 １７ 个地区的详细调查数据。 《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 中不仅对农村

经济的组织和经营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 还分析了农村经济状况、 农

民生活程度、 租佃制度等问题。 尽管该书在度量衡一致性、 调查范围代表性

等方面存在一些争议， 但其丰富的原始材料和实用的分析方法仍使其成为研

究中国农村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２０ 世纪初期， 北洋政府农商部、 戴乐仁、 卜凯等机构与学者在中国农村

进行了调查， 尽管这些调查通常是非全域的， 但一时成为分析中国农业领域

有关问题的重要研究资料。 为了认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 从苏联回国后任职

于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陈翰笙先后组织开展了对江苏、 河北、
广东等地的农村调查。 １９２９ 年 ７ 月至 ９ 月， 陈翰笙率团对江苏无锡 ５５ 个村和

８ 个农村市场进行了调查， 对其中的 ２２ 个村进行了入户调查。 调查将村分为

普通村和特殊村， 调查内容涉及农户与生产状况， 租佃、 借贷、 典当、 税捐

负担、 商业买卖、 生活消费、 文化教育等 （Ｃｈｅｎ，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至 ８ 月， 社会科学研究所与社会调查所合作， 对河北清苑县

的 １１ 个村的 １７７３ 个农户以及 ６ 个农村市场、 ７８ 个村庄进行了调查。 这次调查

分为两种， 一是农家分户调查， 二是农村分村调查， 前者是主要调查方式，
旨在了解各个农户的详细情况， 后者是辅助调查， 目的在于概括地了解农村

的共同状况。 这次调查按照是否出租土地以及雇工为标准划分了地主、 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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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 贫农、 雇农。 后来， 又进行了几次补充调查。 虽然清苑农家经济调查

于 １９３０ 年 ８ 月即已告竣， 但所获取的资料长期未被利用。 １９３３ 年， 陈翰笙提

交给第五次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议论文——— 《当前中国的土地问题》 ———使

用到了清苑农村调查的少部分资料。 除此之外， 清苑农村调查资料被搁置

数年。
张培刚的妻子谭慧女士在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所 ９０ 周年国

际研讨会” 的贺信——— 《薪火相传， 勾画中国经济学发展蓝图》 中忆及，
１９３４ 年张培刚自武汉大学毕业并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 时任

该所所长的陶孟和分配给张培刚的第一个任务是整理由陈翰笙、 王寅生、 韩

德章等人在 １９３０ 年获取的清苑农村经济调查资料， 并撰写研究报告。 为了充

分了解调研事项、 便于资料整理， １９３４ 年冬张培刚和韩德章专门去保定城区

和清苑农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补充调查。
清苑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整理工作几经中断， 最终张培刚在 １９３５ 年底写成

《清苑的农家经济》 的长文， 后来分上、 中、 下三部分相继发表于 《社会科学

杂志》。 由于清苑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来自不同主持人， 《清苑的农家经济》 为

了明确调查内容起见并没有利用全部清苑调查资料， 而是选取了韩德章、 张

稼夫分别主持的 ５００ 户分户调查资料、 ２４ 村分村调查资料。 《清苑的农家经

济》 分别论述了一般的农业生产要素、 农家的农业经营以及农家的收支与借

贷情况 （张培刚， １９３６ａ， １９３６ｂ， １９３７ａ）。 在对这些微观经济现象的细致观

察中， 张培刚逐渐认识到， 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微观层面的改革， 还必

须从宏观视角探讨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清苑的农家经济》 中关于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及农户负债问题的分析使张

培刚洞悉到， 传统农业难以通过自身积累实现现代化转型， 必须依赖外部力

量， 尤其是工业化的推动。 这一认识在 《农业与工业化》 中得以深化， 他明

确提出， 工业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工业发展不仅能够显著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 还能缓解农户的经济压力， 从而为农业现代化奠定条件。 同时，
《清苑的农家经济》 揭示的农村金融困境与生产结构失衡问题使张培刚更加关

注政府在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在 《农业与工业化》 中， 他进

一步强调， 政府应在统筹规划中发挥主导作用， 以促进农业和工业的联动发

展。 不难发现， 《清苑的农家经济》 不仅是张培刚早期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
更是他探索农业与工业化关系的理论奠基石。 这项研究使得张培刚的学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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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扎根于中国农村的现实， 通过深入调研为其后续理论构建提供了第一手经

验与实证支持， 使张培刚的农业经济理论始终能够回应中国实际问题， 具有

高度的现实针对性。
为了估计与预测全国主要农作物产出、 探讨农村经济发展情况， １９３３ 年

中央农业试验所在南京创刊了 《农情报告》， 刊载农作物生产、 灾情调查、 农

民负担、 地价变动、 农村人口增减等信息 （张心一， １９３３）。 《农情报告》 创

刊后， 成为揭示中国农村经济状况的重要资料。 １９３４ 年， 巫宝三利用 《农情

报告》 等资料撰写了 《民国二十二年的中国农业经济》。 继 《民国二十二年的

中国农业经济》 后， 张培刚通过对 《农情报告》 登载农业信息的分析， 并结

合其他资料， 从农业生产利得与农民购买力变动角度撰写了 《民国二十三年

的中国农业经济》 《民国二十四年的中国农业经济》 《民国二十五年的中国农

业经济》 等系列文章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ｂ： ９—２７、 ２８—４２、 ４３—６４）。 这些文章

揭示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状况， 分析了制约农业发展的因素。
直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期， 虽然中国在农业领域的统计数据建设较此前有

了长足进步， 但制约农业统计完善的度量制度标准化、 全境的人口与土地调

查统计尚未开展等核心问题仍未解决。 《论我国食粮盈亏的估计方法》 等著述

表明， 张培刚不仅注意调研方法的总结， 还重视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因地制宜

地提炼农业问题分析方法。

（二） 从事调查研究了解农村实际情况

在中国开展农村调查风气之先的应该是葛学溥。 １９２１ 年， 葛学溥带领学

生在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了调查， 完成的调研报告 《华南的乡村生活： 广东

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ｓｍ （Ｐｈｅｎｉｘ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Ｋｗａｎｔｕｎｇ， Ｃｈｉｎａ）］ 于 １９２５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社出版。 嗣后， 越来越多的农村调查在中国陆续开展。 农村调查是科学分析

农村经济问题的前提， 然而在当时开展农村调查困难重重， 比如农民缺乏数

字记账的习惯， 调研对象对农村调查缺乏了解而敷衍， 乃至对有关调查心有

恐惧， 等等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ｂ）。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基于对农村调查资料整理与

调查工作的了解， 张培刚先后撰写了 《我国农村调查之困难及其补救》 《农村

调查的方法———拣样调查法的理论及其应用》 《论农家记账调查法》 等文章，
阐释农村调查困境、 介绍并普及农村调查方法。 除此之外， 张培刚赴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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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广西、 湖北等省份进行的农村实地调查为后来其由经验分析上升到理

性认识夯实了基础。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初， 张培刚利用回乡之便在湖北省原黄安县南乡的成庄村进

行了调查。 成庄村靠近当地的农产品集散地———八里湾， 同时临近棉花等经

济作物物流中心———岐亭， 这些区位优势使得该村成为当地最富裕的村落。
然而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由于社会变革， 农民的经济状况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

动。 张培刚历时 ５ 天， 从成庄村的 ３０ 余家农户中抽取了 ２４ 家进行了访谈。 根

据此次调查结果， 张培刚撰写了 《成庄村的农家经济调查》， 该文章主要阐述

了成庄村一般生产要素 （人口、 土地、 农具、 耕畜）、 农业经营状况 （农作物

经营、 畜养、 副业）、 农家收支分析 （农家收入、 农家支出、 收支结算、 借

贷） 等方面的情况。 调查揭示， 成庄村在土地分配上存在显著不公， 稻作是

当地农业生产的主体， 而家庭经济的收支存在较大失衡， 辅助性职业虽种类

繁多， 但收益甚微， 税务压力尤为沉重， 特别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经济悬殊，
从而映射出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等现象， 以及农民生计的困苦状况 （张
培刚， １９３５ａ）。

运销通过改变地点、 时间及拥有权而创造了三种效用。 运销研究起源于

美国， 大约始于 １９００ 年前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英国和德国等相继围绕运

销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 至此， 运销研究的重要性已为世人所共认。 中国学

者关于运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 应该始于 １９２７ 年社会调查所对河北省小麦

及棉花运销的调查， 此次调查标志着中国运销研究的开端。
１９３５ 年， 社会科学研究所与福建省政府合作对福建全省 ７ 个行政督察区、

６２ 个县市的粮食产量、 粮食消费、 粮食价格、 粮食市场等项进行了统计调查。
巫宝三在调查时曾致函杜俊东： “莆田、 仙游， 惠安诸县调查， 均极满意。 在

莆田抄得十年价格材料， 三年船运统计， 及在惠安抄得六年进口数量， 尤可

贵之收获。” （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 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 年夏， 资源委员会委托张之毅、 张培刚到浙江进行粮食物流、 重要

市场的粮食运输报告制度等情况的调查。 除了满足资源委员会的调研要求外，
为了便于学术研究， 张之毅、 张培刚还调查了粮食运销机构、 各市场历年粮

食价格、 重要粮食区域的农作物生产费用。 浙江全省粮食运销调查从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下旬到 ９ 月中旬， 涉及 ３２ 个县、 市， 共 ５６ 个市场。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初， 张培

刚、 张之毅合作完成调研报告 《浙江省食粮之运销》， 并于 １９４０ 年由商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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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出版， 该书主要分析了粮食的供需关系和运销机构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ｃ：
７５０—９３３）。 在这项研究中， 张培刚基于翔实的调查材料， 探讨了浙西地区

“土民” 与 “客民” 在谋生方法上的差异。 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稻米种类的生

产上， 还反映在当地居民的饮食习惯中。 具体来说， 张培刚发现， 尽管有

“南人食米， 北人食麦” 的传统观念， 但实际上饮食结构主要受经济状况的影

响， 即便是在南方， 贫困家庭也仅食用少量米谷， 而更多地依赖杂粮。 此外，
他还指出， 中国某些年份米粮进口量较大， 并不完全意味着国内粮食无法自

给， 而是受限于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 使得大米富裕地区如川、 湘等地的余

粮难以低成本运至其他地区， 从而无法与进口洋米竞争 （张培刚， １９３６ｃ）。
在巫宝三、 杜俊东等学者联合撰写的 《福建省粮食产销调查报告》 中，

杜俊东负责的运销费用分析部分已在其论文 《福建省粮食之生产及消费》 中

先行发表， 该论文收录于 《福建县政》 １９３７ 年第 ２ 卷第 １ 期 （杜俊东，
１９３７）。 粮食问题研究是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重要议题。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时值兼任广西大学校长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念及解决

该省战时粮食问题刻不容缓， 约请千家驹组建经济研究室调查研究粮食问题。
１９３７ 年秋， 张培刚受千家驹的邀请到该研究室短暂任职。 是年冬， 广西省政

府统计室计划调查全省的粮食和燃料的运输、 销售情况， 张培刚参与了粮食

调查表格的设计。 调查结束后， 张培刚利用此次调查资料， 并结合广西建设

厅统计研究室、 广西民政厅的有关资料撰写了 《广西粮食问题》。 《广西粮食

问题》 分析了该省粮食自给程度、 生产、 消费、 供需， 粮食运销机构、 成本，
粮食问题及解决途径。 该书深入地探讨了广西地区的粮食问题， 广泛涉及了

粮食的生产、 消费、 运输和销售等方面。 通过对数据的细致分析和实地考察，
张培刚揭示了广西在粮食自给能力、 供需平衡、 消费模式以及价格变化等方

面的核心问题。 在这份著作中， 张培刚不仅深入分析了提高粮食生产效率、
优化粮食分配、 减少运输成本和提升加工技术等解决方案， 而且以批判和建

设性的态度明确指出了广西粮食问题的具体表现和原因。 在该书附录的 《粮
食管理之任务及工作应如何使之适合战时之研究 （草案）》 中，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ｃ： ７４８—７４９） 指出， “战时粮食管理不仅在调剂盈虚， 平衡价格， 而增

加生产及节制消费”， “减轻抗战期间因征发壮丁而发生劳动力之缺乏问题”。
在广西期间， 张培刚还应邀为广西统计训练所的学生做了关于农村调查

的报告。 该报告经整理后以 《农村调查与资料整理》 为题发表于广西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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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处统计室主办的 《广西统计季报》 上。 在这次报告里， 张培刚分别介绍

了调查题目的选定、 调查方法、 样本选取、 调查人员素养、 调查表格编制、
实地调查的分类、 资料补充及整理等方面的问题 （张培刚， １９３７ｂ）。

二、 以国际化视野思考中国农业发展问题

《张培刚年谱》 显示， 为了完成 《农业与工业化》， 张培刚阅读了英、 法、
德、 美、 日等国与工业化有关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 《农业与工业化》 涉及

经济学者 １８０ 余人， 文献资料 ２００ 余种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ａ）。 实际上， 通过梳理

早期著述不难发现， 在撰写 《农业与工业化》 之前， 张培刚已经对农业发展

领域的著述有了一定的涉猎和累积。

（一） 关注国外农业发展态势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农业陷入长达十余年的大萧条， 挽救农村经济危

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议题。 无独有偶， 经济大萧条对欧美国家农业发展造成

了严重的负面冲击。 张培刚认识到，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问题的出现不

同于欧美国家。 美国农业经济的衰退是因为世界经济衰退、 农产品输出不畅造

成的， 较之而言， 中国农业技术落后、 农业经营不善、 农民生活水平低， 但长

期并未被视为一个问题， 直到外来势力进入中国， 又加之灾害频发导致了农村

经济崩溃。 因此， 美国面临的是剩余农产品如何处置的问题， 而中国需要解决

的则是如何通过农业机械化或生产技术增加农业产出问题， 二者境况并不相同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ｂ）。 当时美国是已经出现大量过剩的现代农业经济， 而中国是亟

待通过工业化和先进技术提高产出的传统落后农业经济。
调剂农村金融被视为促进农业生产、 改善农民生活的手段之一。 １９３４ 年，

张培刚翻译了乌克兰社会活动家诺亚·巴鲁 （Ｎｏａｈ Ｂａｒｏｕ） 于 １９３２ 年出版的

《合作银行》 一书中的 “农村合作银行” 一章。 文章从资金来源、 放款种类、
管理机构、 损益处置办法等领域分别介绍了农村信用和生产合作的混合银行、
雷发巽式合作银行以及政府扶持的农村合作银行的状况 （ Ｂａｒｏｕ， １９３４ａ，
１９３４ｂ）。 在此基础上， 张培刚分析了中国农村资金缺乏的窘迫状况， 梳理了

１９３４ 年农村金融调剂工作的进展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ｂ）。
大萧条对美国社会各个领域造成了负面影响， 这场危机不仅导致了大规模

３３

张培刚农业发展思想的当代启示： 学术史的考察 （１９３４—１９４９） ◎



的失业、 贫困和饥饿， 还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地区差异，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农业生产力下降， 农产品价格暴跌， 许多农民面临破产。 美国政府为此组织了

“总统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探讨相关对策。 这是一个跨学科的专家小组， 旨在研究大萧条对社会结构和

经济形势的影响，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该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包括了一

系列的研究报告， 这些报告涉及了教育、 健康、 就业、 农业和社会福利等多

个领域。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 １９３３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埃德蒙·布伦纳

（Ｅｄｍｕｎｄ Ｓ. ｄｅ Ｂｒｕｎｎｅｒ） 和威斯康星大学农村社会学教授约翰·布莱克 （Ｊｏｈｎ
Ｄ. Ｂｌａｃｋ） 共同完成的 《农村社会趋势》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是其中成果之

一。 《农村社会趋势》 不仅使用了已有的美国国势调查表册， 还在多个州郡做

了实地社会调查，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是以前农村社会的探讨工作不能

比拟的。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ｂ） 认为， 从 《农村社会趋势》 可以发现， 世界经济恐

慌是影响美国农村社会变动的最大因子； 大萧条加剧了美国原本农产品过剩

的局势， 进而造成工商业的不景气， 而当时仍无解决良策； 解决农业衰退需

要从生产领域着手， 而效率高的生产技术又会增加农业产出剩余， 美国农业

陷于 “二律背反” 的窘境。
张培刚对 《农村社会趋势》 一书进行了深入的评述， 强调了该书在研究

美国农村社会变动中的重要性和创新性。 他指出，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

工作， 相较于以往对农村社会的探讨， 具有无可比拟的深度和广度。 《农村社

会趋势》 不仅提供了对美国农村社会在大萧条时期所经历的深刻变化的实证

分析， 而且揭示了这些变化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动因。

（二） 独立探求中国社会发展道路

第一， 分析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因素， 因时制宜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改善

措施。 ２０ 世纪前期， 中国农民知识水平不足， 又加之灾害频仍、 农村经济破

产， 依靠农民自发形成组织改善生活难以实现。 在此情形下， 张培刚撰文

《农村建设的推动力》， 认为政府机关应当在农村建设中承担第一推动力的责

任， 社会各界也需要予以通力合作 （张培刚， １９３４）。 实际上， 张培刚此时已

经认识到， 作为一项先天性弱势产业的进步和发展， 农业的进步和发展须依

靠政府而非市场， 因为自由的市场竞争往往会导致 “强者愈强、 弱者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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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极化效应” 或 “马太效应”。 嗣后， 国民政府在复兴农村方面做了一些工

作。 张培刚在 《一年来之农村复兴工作》 中指出， 政府在复兴农村工作中，
不仅要通过征收进口税抵抗国际倾销， 还要兼顾增加本国农产品产量， 着重

降低中、 小农民负担， 改进农产品运销， 通过推广农村合作金融、 设立农民

银行活泼农村金融， 努力推进合作社发展 （张培刚， １９３５ｂ）。 抗日战争爆发

后， 粮食供给较战前更加捉襟见肘， 而粮食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为

了平抑粮价、 保障民生，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国民政府颁布了 《统制战时粮食管理条

例》， 但直到 １９４０ 年 ８ 月全国粮食管理局成立前， 粮食统制政策并未实行。 张培

刚先后发表 《论战时粮食统制》 《抗战时期中我国粮食问题的探讨》 等文章探讨

战时粮食问题， 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系列困境： （１） 农业的天生弱势；
（２） 以 “人多地少” 为特征的中国农业生产要素禀赋劣势明显； （３） 以 “一盘

散沙” 为特点的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缺乏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效组织架构；
（４） 当时政府对农业漠不关心， 对农业的投入、 支持和保护严重不足。

第二， 关注国外农村建设实践， 开拓国际视野。 除了农业经济发展思想

和农村社会学领域的相关著作外， 张培刚还留意与中国一样面临农业发展障

碍的国家的具体情形及对策实践。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印度农民普遍背负债务，
他们的借款很少投资于农场经营， 而是用在了非农场经营目的支出上， 而各

个地方缓解农村资金短缺的办法不尽一致 （张培刚， １９９２）。
第三， 立足本国国情， 思考农业国工业化路径。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起步

于 ２０ 世纪初， 较之于南非、 印度及东南亚地区， 中国工业化进程披挂了尤为

沉重的半殖民地经济政策枷锁。 从 ２０ 世纪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前， 中国沦为西

方列强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地， 本土农产品面临着比境外输入的农

产品更加严峻的流通障碍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ａ）。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 以戴乐仁

（１９３４） 为代表的人士认为， 中国应该通过提倡农村工业实现救济民生、 提高

生活水平的目的。 戴乐仁的观点影响了当时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 贺岳僧

（１９３５） 发表 《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应走的路》 指出， 关于中国经济建设道路形

成了两种观点： 一是以梁漱溟、 高践四为代表的主张复兴农村， 二是吴景超

等主张的开发工业。 前者是改良， 后者是改造， 挽救中国农村经济厄运应该

走改造的道路。 对于贺岳僧所归结的两种观点， 郑林庄在 《我们可走第三条

路》 中回应， 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期间， 应该有个过渡的时期来作引渡

工作， 这个过渡时期的引渡工作便是农村工业， 也就是在农村办工业， 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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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都市工业发展的基础， 当时中国应该致力于开办农村工业为中国经济谋

取出路 （郑林庄， １９３５ａ， １９３５ｂ）。 针对郑林庄的主张， 张培刚在 《第三条路

走得通吗？》 中指出， 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说， 农村工业未必能够成

功， 把农村工业当作中国经济建设的路径， 不但在理论上近乎开倒车， 在事

实上也是行不通的 （郑林庄， １９３５ｃ；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ａ）。 可见， 《农业与工业

化》 虽然完成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期， 但其中蕴含的思想可以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前期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ａ）。 在 《农业与中国的工业化》 中， 张培刚指

出， 农业既是工业原料的供给者， 也是工业产品的消费者， 农民对工业品的

消费能力取决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然而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农村劳动

力成本低廉、 农业生产规模小限制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ａ）。
基于对中国农业问题的长期关注， 张培刚发现， 中国农业的发展面临某种

“二律背反”： 在二战之前以 “人多地少” 为特征的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尚

未出现任何农业现代化国家， 因此以农业机械化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就

成了唯一可供借鉴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三、 立足中国实际创新农业发展理论

《农业与工业化》 论述了农业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和工业的地位和作

用， 阐释了农业与工业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从选题来看， 《农业与工业化》
是张培刚前期科研工作的延展。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农业经济是中央研究院社会

科学研究所的核心研究方向， 该所围绕中国农业经济设置了一系列研究课题。
张培刚在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工作期间， 主要从事中国农业经济领域问题的研

究。 《农业与工业化》 原本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中国农业经济的一

个系列研究项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处于博士论文撰写时期的张培刚

认识到， 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如何推进工业化进程， 应当作为世界性的问

题予以考察。 相较于国外学者的同类成果来说， 《农业与工业化》 是当时并不

常见的基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研究。 与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讨论

相比， 《农业与工业化》 综合采用了历史归纳、 理论演绎与世界范围的一般经

验分析， 在此基础上对农业国家工业化问题进行一般化解释， 不论理论、 方

法， 还是研究视野都更为国际化 （叶世昌、 孙大权、 丁孝智， ２０１７）。
张培刚早期关于 “工业化” 问题的认识在 《农业与工业化》 中得到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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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的理论界定。 在 《第三条路走得通吗？》 中， 张培刚不赞同 “以农立国” 论

或 “乡村建设派” 的主张， 认为农业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和发展必须实行

同时囊括城市和农村的工业化 （张培刚， １９３５ｃ）。 《农业与工业化》 延续了

《第三条路走得通吗？》 中对工业化的认识， 摒弃了国际学界大多秉持的 “工
业化” 观点， 即 “工业化” 就是单纯的发展工业， 尤其是重工业， 而不重视

发展农业， 甚至将工业与农业视为对立、 无法兼顾的看法， 而是将农业视为

许多工业的一种， 从而避免了单纯强调制造工业， 而不顾乃至牺牲农业的片

面性观点 （张培刚， １９８９， ２０１７ａ）。 “工业化” 是生产技术的变革， 从而把

“工业化” 界定为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生产的现代化和机械化， 也就是工农一体

化发展战略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ａ）。 张培刚认为， 政府的作用不仅局限于直接的

经济建设， 还包括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 为农业和工业的协同发展

提供支持和保障。
除了从理论上界定 “工业化” 外， 张培刚在 《农业与工业化》 中进一步凝

练了关于工业化具体实践方面的先期认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 为了缓解资金积

压、 挽救农村资金短缺的状况， 一些商业银行相继开展了农村贷款业务， 但仅

到 １９３５ 年商业银行的农村贷款业务就陷入了竞争失序的局面， 以致商业银行陆

续收缩农村贷款 （缪德刚， ２０１６）。 基于对金融领域问题的研究， 张培刚认识

到， 政府应当在经济解困过程中发挥其统筹调剂作用。 随着中央棉产改进所、
农本局、 实业部合作司的纷纷设置， 张培刚在 《民国二十五年的中国农业经济》
中分析了政府在农业技术、 产品运销、 农业金融、 农业合作各领域需要发挥的

作用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ｂ）。 在 《农业与工业化》 中， 张培刚从理论上将 “工业

化” 定义为 “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 并进一步指出， 在实践层面上，
工业化进程中的核心环节应包括交通运输、 动力工业、 机械工业和钢铁工业等

基础部门的发展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ａ）。 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应当在 “工业化” 进

程中发挥 “先行官” 作用， 为其他产业的成长提供支持和保障。
张培刚在早先调查与研究中获得了 ５ 个方面的认识： 一是 “南人食米， 北

人食麦” 的说法并不准确； 二是部分进口米粮多的年份并非完全由于中国粮食

不能自给， 而是洋米税收优惠、 物流费更为低廉所致； 三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村

市场不存在一般均衡分析中假定的 “完全竞争”； 四是粮食为农业国家重要的区

位决定因素； 五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农民家庭的每年劳动所得难以应付地租和

捐税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ａ）。 这 ５ 个认识几乎全部与张培刚之前对粮食问题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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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有关。 在 《农业与工业化》 中， 张培刚将粮食与原料、 劳动力、 市场、
资金等要素共同视为农业对工业化的五大贡献， 粮食问题得到了理论化升华。
第一， 将粮食视为农业国最重要的分析议题， 张培刚早年从事的调查研究成果

《广西粮食问题》 《中国粮食经济》 《浙江省食粮之运销》 等在 《农业与工业化》
中得到了利用。 第二， 在 《广西粮食问题》 等调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艾

伯特·厄谢尔 （Ａｂｂｏｔ Ｕｓｈｅｒ） 《经济活动区位理论的动态分析》 等著述， 把粮食

归结为经济欠发达国家的重要区位因素。 第三， 摒弃增加土地、 投入劳动力、
增进粮食贸易等解决粮食不足的既有成见， 提出增加粮食供应的根本途径是借

助于农业的改良和技术的进步， 与西奥多·舒尔茨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Ｗ. Ｓｃｈｕｌｔｚ） 等主

流经济学家观点形成共识。 第四， 粮食作为工业、 商业及其他各种经济活动确

定区位的主要因素限于产业革命发生之前， 工业化达到显著水平后， 粮食不再

是主要的定位因素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ａ）。
巫宝三 （１９３４） 在撰写 《民国二十二年的中国农业经济》 时着重采用了

两种分析手段： 一是将农民视为生产者， 核算生产收入减去生产成本得到的

生产利润， 据此判断农民财富增减； 二是将农民视为消费者， 通过消费价格

与生产价格的比较反映农民购买力变动， 以此呈现农民生活程度变化。 生产

利润、 农民购买力同样是 《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 论述的中心问题。
除此之外， 张培刚 （２０１７ｂ） 还通过农产品对外贸易波动揭示中国农业的国际

地位和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影响。 这三个分析视点后来被运用到 《民国二十四

年的中国农业经济》 《民国二十五年的中国农业经济》 中。 《广西粮食问题》
则在讨论生产、 消费、 对外贸易的基础上， 纳入了对农产品运销的分析。 农

产品运销在 《农业与工业化》 中被分解或抽象为农业与工业联动、 区位理论、
工业化先期实践路径等多个议题进行了呈现。 《农业与工业化》 的第六章探讨

了利用外资问题， 以及农业国的贸易条件和相对优势地位问题。 显然， 这些

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市场经济机制， 市场经济机制是 《农业与工业化》 一书分

析的理论基础。

四、 结语

２０ 世纪初， 农业经济发展问题的中文著述已经出现。 直到 ２０ 世纪二三十

年代， 农业经济发展问题的著述大量问世， 它们多为欧、 美、 日、 苏等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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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编译作品， 这些著述为中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案

例———它们不仅引入了国外的先进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 也带来了关于土地

改革、 农业生产组织、 农产品市场等方面的新思想。 由于当时中国农业生产

力严重滞后， 农业经济问题在当时受到了空前关注，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思想

由此发轫。
２０ 世纪前期围绕农业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中国后来的农业

政策制定和农村经济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不过， ２０ 世纪上半叶，
探讨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著述为数不少， 且随着时间演进呈现日益增长的态

势， 但这些著述大多数是针对农业领域具体问题的对策分析， 理论性著述相

对罕见。 《农业与工业化》 无疑是颇具代表性的农业经济发展思想理论著作之

一。 张培刚的 《农业与工业化》 是基于缜密的实际调查形成的深度理论探究，
这不仅使该书达到了一个时期的国际学术巅峰， 更引领中国的问题进入世界

学术殿堂， 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发。
张培刚的研究不仅关注农业经济问题的学理分析， 更强调理论的本土化

和国际化相结合， 这种研究方法为中国经济学者提供了一种将本土问题与国

际视野相结合的研究路径。 他的工作表明， 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需要根植于中国的具体实践， 同时吸收和借鉴国际学术的先进成果， 以形成

具有中国特色、 国际视野的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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