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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大农业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核心观点是大农
业之“大”的主要意蕴，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农业观是对传统农学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从继承角

度看，首先是对农业的重视，一直强调农业的基础性、重要性，与历史上的农本思想有相合之

处，其次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再有就是对科技的重视。从创新角度看，首先是提出了

大食物观，其次是对质量的重视，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同等重视。另外，还包括农业主体多元

化的思想，产业链分工、工农城乡结合，国内外结合等卓见。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农业观体现了

我们对农业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突破了

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藩篱，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新时代的农学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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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强调大农业观。２０１５年 １２
月，他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树立大农

业、大食物观念”。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２８日，他又进一步
强调，“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后来，在湖南、

黑龙江、福建等地的考察中，他又多次讲到大农业观

对于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性。２０２５年中央一号文
件于 ２月 ２３日发布，明确指出“践行大农业观、大食
物观”。我们认为，大农业观是对农业的一个新的认

识，是新时代的农学思想，也是中国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甚至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纲领性理论。

一、大农业观中“大”字的三重意蕴

从字面上看，大农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大”

字。一般我们会认为，仅仅用于区别过去的小农业，

即种植业。大农业则包含农、林、牧、渔业。如果把

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农业的系列讲

话联系起来看，这个“大”字的内涵更为丰富和厚

重，笔者认为，可用三重意蕴加以概括：

第一，“大”字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习近平强

调：“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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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多次强调农业

安全、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

粮食问题，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

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他提醒我们：“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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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他还强调：“我国是

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

政的头等大事。”①他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

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解决 １３亿人吃饭问题，
要坚持立足国内。”②他强调：“农业基础稳固，农村

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

工作都会比较主动。”③

第二，“大”字体现了农业的多样性。从需求角

度看，多样性体现在农产品的多品类性以及农业的

多功能性。农产品的多样性与传统的大农业概念相

对应。２０２５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全方位多途径
开发食物资源”。农、林、牧、渔业协同发展，可以给

我们提供品类更为丰富的能量来源。因此，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

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由于农产品产量

的提高和人们需求的多样化，农业的多功能性也逐

渐凸显。农业多功能性是指农业具有经济、生态、社

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比如，农业与自然环境

息息相关，也是农耕文明的赓续载体。大农业观强

调最大限度统筹农业多种功能，实现不同功能相互

协调、相互促进。从供给视角看，多样性体现在产业

组织和产业形态的多元性和动态演化性。目前，我

们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组

成类别，即农业的直接经营主体与间接经营主体。

直接经营主体既有农户，也有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农户包括基本农户、兼业农户和农业大

户。有的农业大户已经转变为家庭农场，过渡到企

业化经营。间接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三个类别：社区

性服务组织、行业性服务组织以及农民自愿组成的

农民专业协会或合作组织。小农户在社会化服务组

织的加持下正在演化成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现

代小农户。而且，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业的规模化

程度也越来越高。当然，养殖等占有土地资源较少

的行业的规模化程度要大大高于占有土地资源较多

的行业，比如种植业。种植业的大规模演化需要我

们保持一定的历史耐心。产业形态也呈现了多元性

和动态演化性特点。过去我们把农业定位在第一产

业，而现在我们把附着在第一产业上的第二产业、第

三产业实际上也可包含进大农业的范畴，即是一个

全产业链的概念，涵盖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

如前端的农业科技研发与转化、良种繁育与推广、农

资供应与流通、农机制造与销售，以及后端的农产品

储藏、加工，农产品的流通、营销等，都可以视为大农

业的范畴。为了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与农业产业

相关的第三产业也蓬勃发展，比如，新兴的生态、文

旅、康养等产业。

第三，“大”字突出了农业的科技性。农业之所

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与农业科技密不可分的。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 ６３％，农作物良种
覆盖率达 ９６％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７４％。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展示出推动农业农村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潜力。因此，习近平指出：“农业现

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要加强农业与科技

融合”④，“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

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

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⑤。他说：“我国农业科

技创新整体迈进了世界第一方阵，但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

的资源就那么多，超大规模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又

不断增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视和

依靠农业科技创新，不仅要立志补上短板弱项，还要

立志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要紧盯世界

农业科技前沿，大力提升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加快实

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⑥“要以发展现代化

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

业、大产业，率先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化、科技现

代化、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信息化、资源利用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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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化。”①“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

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

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

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②“既要用物

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智慧农业，也要加快

补上烘干仓储、冷链保鲜、农业机械等现代农业物质装

备短板，特别是要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加

强动植物防疫检疫体系、防灾减灾体系等建设。”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

生产力，不仅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业、服务业

的发展，而且可以应用至农业、农村领域，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因

此，习近平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③ 对于农业农村来

说，“要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大核心技术攻

关力度，改革完善‘三农’工作体制机制，为农业现

代化增动力、添活力”。④

二、中国已然到了践行大农业观的时代

首先，从需求的层面看，我们已经到了可以消费

多种类农产品的时代，也到了需要发挥农业多功能性

的时代。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看，需求始终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力牵引。正是因为人类有自身繁

衍和向上发展的需求，才使得人类社会形态不断迭

代。在需求的刺激下，技术得以不断进步。人类也正

是学会了用火，并且能使用简单的生产工具之后，才

走到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马克思理论强调经济基

础的重要性，实际上也说明了需求的重要性。而且，

在吃穿住行的需求中，吃排在了第一位。人们对生活

的基本要求也是吃饱穿暖。吃的方式和水平不是一

成不变的。最早是茹毛饮血，后来，才吃熟食，或烤或

煮，这大大提高了生存水平。当然，需求能够得以满

足是因为农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粮食以及肉类的供给。

与之前狩猎采集相比，可获取更多的能量来源。

种植和养殖的种类以及相关技术在缓慢的历史

进程中也有着地区间的交流，从而让每一个地区都

会获得新的变化。比如，中国在历史早期曾经以稻

粟为主食，后来，小麦西来之后，北方的人们才逐渐

以面食为主。哥伦布大交换让食物的种类更进一步

地在各大洲之间交流。土豆原来只是美洲的作物，

后来传入欧洲，大大解决了欧洲的饥荒问题。红薯、

马铃薯、花生、玉米、南瓜、辣椒这些作物大致在同一

时间传入中国。随着地区间的传播以及耕作技术的

进步，土地生产率不断提高。在土地生产率有了进

一步提升之后，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在发生变化。

种类变得更加丰富，数量变得相对充裕，人类能够达

至温饱水平。中国今天的农业已然不是饿肚子年代

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我们的粮食已经连续十几年增

产。餐桌上的浪费已经明显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的

时期，我们主张光盘行动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

们农业生产的良好局面。主粮已经不是我们日常饮

食消费中的主要部分，我们更多地食用肉、蛋、奶以

及蔬果等产品。海鲜也不再是餐桌上的稀罕物。⑤

当然，中国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任意享用丰富的

肉蛋奶等产品。另外，吃饱之后还要吃好。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大

家更加倾向于选择绿色、有机、无公害的环保健康食

品。比如，有机蔬菜、无添加剂的食品、土鸡土蛋、绿

色牛羊肉等等，以满足健康饮食的需求。

需求是没有止境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

均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对于粮食、水果、蔬菜、畜禽

产品，富裕起来的消费者越来越关注产品的口感、新

鲜度以及营养价值，追求更高品质的农产品消费。

而高品质的牛羊肉、奶类、果菜等农产品生产与消费

需求尚有一定差距。人们对于农产品个性化、特色

化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一些消费者开始追求独特

的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高品质农产品，而不再满足

于传统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化农产品。相对而言，优

质化、多样化和专用化的农产品发展依然滞后。与

此同时，对于农业的文化休闲需求也日益增大。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等形式日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家

长们愿意与孩子们一起体验农业耕种过程，以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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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ＥＢ／Ｏ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ｘｗｄｔ／ｚｔｚｌ／ＮＥＷ＿ｓｒｘｘｇｃｊｊｐｊｊｓｘ／ｊｊｓｘｙｊｑｋ／ｓｘｌｔ／２０２４０４／ｔ２０２４０４１２＿１３６５６５３．ｈｔｍｌ．
夏明月，陈冬阳．以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Ｎ］．光明日报，２０２４－０７－２２（００７）．
黄宗智认为，食品消费转型会促进中国生产更多高品质的农产品，这一过程被其称为“隐性农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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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手来教育孩子、陶冶孩子的情操。农业不仅要提

供农产品，还要成为农耕文明和文化的传播载体。

这些都体现了需求对于农业发展的引导作用。

其次，从供给层面看，当下我们通过科学技术、

体制机制等手段也可以让农业生产的潜能发挥出

来。在技术的加持下，人们可以将林地、草地、江河

湖海等在内的全部国土资源，均成为获取能量的空

间。通过开发大资源，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

和蛋白，进而满足人们对大食物的需求。在科技条

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人们的分工可以更细，可以创

造很多新组织、新业态完成合作的使命，从而为人类

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从分工观察人类社会发展

的历史看，农业革命之后，社会发生了三次大分工，

分别是：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原始手工业与农业的

分离、商业与农业的分离。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发生

在原始社会末期新石器时代的三次重大社会变革。

专业化的分工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整个社会的生

产效率。分工的结果是阶级社会逐渐形成，社会组

织也进一步复杂化。

中国较早形成发达的农业文明。中国的农业生

产也具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农户是主要生产主体，

在从事种植业的同时，也会有一些兼业。农户在耕

作之余，也会通过劳动力市场出售自己的生产要

素———劳动，比如在外面做长工、做短工等。因此，

农户不是天然封闭的，而是一方面在家庭内部进行

分工，以获得最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参与到家

庭之外的市场当中去，以更大程度地换取生产生活

所需之能量。农户天然地不是专门以种植粮食作物

为唯一行动选择的主体。他们根据市场的需要，会

选择种植经济作物。同时，也会从事非农业的一些

活动。而且，在农业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可

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非农业方面的生产。

改革开放后，中国非农产业的发展让农户的行为

不再“内卷化”，并走出“马尔萨斯陷阱”。于是，农户

有了更多的外出务工行为和就近去工厂上班的行为。

从汉代就已经出现的兼业小农的含义有所变化。原

来以农业为主，现在是以非农业为主。由于农业的劳

动力不断流出，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涌现。农业的产业链、价值链也有了进一步

优化的可能。产前、产中、产后的劳动由专门的社会

化服务机构提供，有的农户甚至通过土地流转，让渡

自己的经营权，农户仅凭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的转

移就可以获得利益。为了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品牌

化、创意化和差异化都成为重要的手段。通过延伸产

业链、增厚价值链，可以让生产经营主体获得更多的

收益，从而也能创造出符合未来需求结构升级的农产

品和文化产品，农业的潜能得到进一步释放。

三、大农业观对传统农学

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是一个农学思想非常丰富的国家。大农业
观既有对传统农学思想的继承，也有结合新的时代

条件下的思想创新。

从继承角度看，首先是对农业的重视，一直强调

农业的基础性、重要性，与历史上的农本思想有相合

之处。民之大事在农。“农本”思想贯穿中华文明

的始终，构成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和农业社会的基

本底色。比如，《管子》认为，五谷是“万物之主”，是

“民之司命”，人离开五谷不能生存。因此，“粟者，

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①《齐民要术》序中则有

言：“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

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田，万国作■；殷周之

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②此序强调了

农业乃富国强国之根本以及劝课农桑之要义。西汉

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也称：“农，天下之本，务

莫大焉”③。正是由于对农业一直高度重视，才成就

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不间断历史，才成就了辉煌灿

烂的中华文明。为什么古代社会会持续重视农业之

发展呢？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农业是决定性的生

产部门，是人口繁衍和国家繁荣的基础，是维持人们

生产和生活的根本支撑。时至今日，虽然农业在

ＧＤＰ中的比重已经不断缩小，但其重要性没有丝毫
改变。人们如果要生存和发展，首要的需求便是农

产品的足量保质之供应，因此，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没

有改变。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多次强调发展农业的

重要性。他指出：“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根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０８

①
②
③

管仲．管子（下）［Ｍ］．谦德书院，译注．北京：团结出版社，２０２３：５１５．
贾思勰．齐民要术［Ｍ］．崔祝，郭庆，蒙长伦，杨云，贾蔓，邱慧，孙英姿，章健雄，编译．沈阳：沈阳出版社，１９９５：１．
司马迁．万卷楼国学经典：史记精华本［Ｍ］．夏华，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２０２３：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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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国家安全基础，都离不开农业发展。”①“农业强

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农业是基础，基

础不牢大厦不稳。无论社会现代化程度有多高，１４
亿多人口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始终是头等

大事。”②在笔者看来，这种对农业的高度重视与传

统社会的农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农业作为一

个高度依赖自然环境的产业，其生产过程有其独特

性。因此，《吕氏春秋》在《审时》篇中指出：“凡农之

道，厚（候）之为宝”，“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

也；养之者天也”。农业生产需要天、地、人三者紧密

结合，天给予良好的气候条件，地给予土壤，人付出

自己的劳动，合理利用天的因素，需要“不违农时”，

对于土壤需要“尽地利”，同时，也要维持好土地的

营养，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因此，中国古

代有“三宜说”，即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在农业生

产中要做到“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而成功多”。

《汜胜之书》把整个农作物栽培过程，都看成一个

天、地、人有机配合的实践，并提出“趣时”（及时耕

作）、“和土”（利用和改良土地）、“务粪”（施肥）、

“保泽”（保墒灌溉）、“早锄”（及时中耕除草）和“早

获”（及时收获）等促进农业发展的举措。正是农业

的实践让我们认识到天地等自然条件对于人类生产

生活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天人合一”“天时、地利、人和”这些富有哲理

的语言实质上正是我们的祖先在农业生产中总结出

来的哲学观和世界观。中国在实践中也体会到了这

一思想的益处。１９０９年，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Ｈ．
金（Ｆ．Ｈ．Ｋｉｎｇ），为了探究东方农业的发展秘密，曾经
用 ５个月时间到中国和日本、朝鲜考察，后来写成
《４０００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在
这本书里，他高度评价了中国和东亚的农业传统为

“永续农业”或“持续农业”。这一农耕体系实现了

天、地、人的良好耦合，并让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

利用。这些思想和实践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认识。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自然上

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③

最后是对科技的重视。中国古代在农业生产上

通过“精耕细作”，才养活了巨量人口。“精耕细作”

就是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从对

土地的利用上，隋唐宋元，水稻与麦类等水旱轮作一

年两熟的复种有了初步的发展；明
淸

，除了多熟种植

和间作套种继续发展以外，又出现了建立在综合利用

（多层次循环利用）水土、生物资源基础上的立体农业

（生态农业）雏形。从改良农作物品种上看，占城稻是

宋朝重点推广的优良稻种，在南方湿热地区，二月份

种植占城稻，两个月后就可收割，不影响下一季的种

植。这样南方就可以种两季稻，产量翻番。半个世纪

前，杂交水稻在中国率先成功研发并大面积推广，助

力中国用不足全球 ９％的耕地，解决世界近五分之一
人口吃饭问题，成为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和第三大

粮食出口国。农具在农业生产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龙骨车、秧马、连枷、筒车等农具都大大提高

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与传统农学思想一脉相承的是

对科技的持续重视。习近平指出，“解决吃饭问题，根

本出路在科技”。④ 他说：“设施农业大有可为，要发

展日光温室、植物工厂和集约化畜禽养殖，推进陆基

和深远海养殖渔场建设，拓宽农业生产空间领

域。”⑤习近平认为，“农业的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

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⑥ 因此要求我们：

“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大力提升我国农业科技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切实抓好农业农村工作［ＥＢ／ＯＬ］．新华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ｗｓ．ｃ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１２／２４／ｃ＿１１２９２３０３６８．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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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１８７．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推动社会

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ＥＢ／ＯＬ］．央广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ｎｒ．ｃｎ／ｎａｔｉｖｅ／ｇｄ／２０２２０３０６／ｔ２０２２０３０６＿５２５７５８３１４．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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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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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①

从创新角度看，第一，提出了大食物观。大食物

观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传统社会也想

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食物需求，但客观上难以实现。一

方面是技术条件上的限制；另一方面是资源禀赋条件

的限制。而现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们需求结

构的升级，我们一方面可以做到粮食安全，另一方面

也可以做到大食物观。正如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上所说：“现在讲粮食安全，实际上是大食物观。

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了，这就要求我们转变

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人民生活质量和水

平的新跨越，要求新时代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必须树立

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顺应

人民群众关于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提高食物产量、

提升食物质量、丰富食物种类，不断拓展获取食物的

途径，丰富城乡消费者的“菜篮子”和“餐桌子”，把更

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树立大食物观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多次强调：

“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

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

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

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②

第二，对质量的强调。农业安全不仅体现在数

量上，还要体现在质量上。没有质量的数量是没有

意义的。一方面是农产品的质量。如何保证进入市

场的农产品都是合格的，高标准的，甚至与日本的标

准来比较，也是不差的。另一方面是土地的质量。

中国在历史上很早就知道保养地力的重要性，通过

各种肥料的注入，让土地的资源不至于枯竭，因此，

可以为人们不断地长出粮食来，从而保证了这一地

区巨量人口的可持续存在。然而，在工业化的条件

下，耗时费力的循环农业逐渐被农人所抛弃，转而用

简单的化肥施用来代替农家肥的使用等，用各式各

样的农药来对抗害虫，而不是利用生物间的互补特

性等，这样做也是历史发展大势使然。其他工业化

国家也是如此。但中国的问题是，单位土地面积上

我们施用的化肥数量、农药数量都大大高于世界平

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对农产品的质

量有潜在影响，也大大不利于子孙后代使用我们脚

下的土地。而且，有些重金属污染是不可逆的。这

种农业耕作方式亟需改变或者优化。党的十九大以

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实际上就是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为了这一发展，党和政府要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

展，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的同时，必须牢固树立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建设环境友好

型农业，促进农业生态友好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是农业主体多元化的思路。中国是一个小

农户居多的国家。历史上如此，今天依然如此。目

前，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 ９８％以上，小农
户经营耕地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７０％。“大国小
农”的基本国情农情没有变。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中，小农户都

是在工业化大潮中要被淘汰的对象。比如，马克思

认为，小农生产方式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过时的

生产方式，必然会被资本主义大机器压得粉碎。解

决的办法只能是合作，通过合作壮大自己的力量，扬

弃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将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

建立在“自由联合的劳动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

基础之上。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大生产必

然会排挤小生产。“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中，

小农的自然经济只能混一天算一天，慢慢地被折磨

死，绝对不会有什么繁荣。”③列宁认为农民经济的

根本出路在于建立社会主义的、集体经营的大农业。

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看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

进，工业提供的工资会让农村的零值劳动力离开农

业进入到非农业，从理论上讲，这种迁移一直到非农

工资等于农业边际生产力为止。这个过程，就是小

农经济解体的过程，是农业规模经济生成的过程。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尝试过合作，先是互助

组，后来是初级社、高级社乃至于人民公社；在改革

开放时期，也经历了农民工的南北流动，农民持续到

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工作在城市，但并不意味着可

以长期地在城市生活。从城市化的结构上看，户籍

２８

①

②

③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切实抓好农业农村工作［ＥＢ／ＯＬ］．新华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ｗｓ．ｃ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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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 １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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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城市化比率要大大低于常住人口的城市化比

率。问题在于中国的农业人口数量非常巨大，消弭

城乡户口的二元制度，需要一定的时间，否则，城市

的管理成本也会有巨大的上升。因此，小农户在今

天依然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在这种局面下，如何发

挥他们的作用，如何让现代农业服务于他们，从而让

他们的现代化水平也有本质的提高，是中国农业农

村进一步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习近平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展有机衔接”的重要部署。这是立足我国国情农情

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后来，习近平又进一步强

调：“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发展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把小农户服务好、带动好。”①

第四，产业链和分工视角。农业产业链是指从

农田到餐桌的一系列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

环节的有机连接。它涵盖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

农产品流通和销售等多个环节。农业生产环节是农

业产业链的起点，包括农田耕种、农作物种植、养殖

等。为了打造农业产业链，需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推动农业现代化。

农产品加工环节是农业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包括农

产品的初加工和深加工。在这一环节中，需要加强

农产品加工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提高加工效率和产

品质量。同时，还需要建立健全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和加工技术服务体系，提供技术支持和市场导向，促

进农产品加工产业的发展。农产品流通环节是农业

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包括农产品的收购、储存、运输、

批发和零售等。在这一环节中，需要建立起完善的

农产品流通体系，提高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和市场竞

争力。农产品销售环节是农业产业链的终点，包括

农产品的市场销售和消费。在这一环节中，需要加

强农产品市场开发和品牌建设，提高农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和附加值。目前，尽量把农业产业链的大部

分都留在农村，这样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从而

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除此之外，还要发展三产融

合。“三产融合”的概念是在 ２０１５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首次正式提出，“十三五”规划建议亦强调要推动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一二三产融合，是以农

业为基本依托，通过产业联动、产业集聚、技术渗透、

体制创新等方式，将资本、技术以及资源要素进行跨

界集约化配置，使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餐

饮、休闲以及其他服务业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最终实

现农业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扩展和农民增加收入。

这些思想是传统农业社会所难以想到的。但在新时

代的条件下，却有了发展的舞台。习近平强调：“产

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落实产业帮扶政

策，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

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

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②

第五，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同等重视。在

２０１７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从农
业农村农民三个维度，强调要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

力，“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

展，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③ 习近平强

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④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党

和国家一直注重农村的扶贫和减贫工作，并且把乡

村振兴作为一个阶段性目标提出来，并且强调乡村

振兴的五方面内容，即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

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方面。由此可见，

新时代的农业需要重视，与此同时，也需要重视农民

和农村。传统的农学思想这方面强调得不足。当

然，这与不同的时代有关。我们把农业、农民和农村

进行统一看待，是因为工业革命后，随着工业化和城

市化的推进，农民的收入虽然也在增长，但相对较

慢，从绝对数字上看，与城市人口存在差距。农村也

是如此，存在破败衰落之可能。

第六，工农城乡关系视角。历史上，乡村是城市

的腹地。城市是连接众多乡村的节点。大农业观蕴

含辩证思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进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大农业观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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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非农产业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旨在构建融合

发展的大产业格局，实现农业上下游产业链整合，推

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２０１７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指出，逐步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

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

口在城市落户定居，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

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习

近平指出：“要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

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

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①这些重要论述

的核心是把城市和农村看成一个有机整体或者说发

展共同体，通过城乡要素、产业、居民、社会和生态等

的全面融合，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工农城乡

共建共享。这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

论，也不同于传统的农学思想。

第七，内外结合视角。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们一

直强调粮食安全和农业安全。党和政府要求坚决守住

１８亿亩耕地红线。我们的口粮自给率在１００％以上，谷
物自给率在９５％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约４８０公斤，高
于国际公认的４００公斤粮食安全线，做到了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但我们并没有封闭自己，在夯实农

业产量基本盘之后，也会利用国际市场。这对于经济

增长是有好处的，也是改变中国农业生产上的比较劣

势使然。因为中国是属于人口土地资源禀赋较少的国

家。从人均的可耕地面积来看，我们不如新大陆国家，

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我们也不如欧洲国家，包括法

国、德国、英国等，我们和东亚的韩国、日本处在一个量

级水平上。因此，我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借助于外部关

系，可以改善人地比例上的紧张局面。

四、践行大农业观的五个认识

第一，必须认识到农业是一个基础性行业。无

论何时，农业都不可能被取代，只有人类还存在的

话。因此，过去讲“洪范九政，农为政首”。说明古

代的封建君主已然认识到农业的重要。今天农业的

基础性地位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一个国家的农业不

能脱离国际贸易，但也不能完全指望国际贸易。因

为国际贸易具有不可预期的变动。因此，不能简单

地将农业定义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服务者和居于从

属地位的产业，需要重新界定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

用。应告别以农业占 ＧＤＰ的份额来看待农业重要
程度的传统，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应主要表现为：

一是农业产出品具有不可替代性，国家对农业的支

持就是对基本民生的基础保障；二是农业对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在相当长时期不会减弱，农业

提供食物安全的重要性将不断增强。

第二，必须认识到农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一个是自然风险。农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特点是农

业的主要活动都是在露天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农业

的生产、经营活动更直接和紧密地依赖于自然界的

力量，也最易受自然界的影响。如：干旱、地震、火

灾、暴风、暴雨、洪水、霜冻、冰雹、火灾、病虫害等都

给农业带来极大的影响。中国素有“三岁一饥、六岁

一衰、十二岁一荒”之说。近年来，由于温室效应而

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明显，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

地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的自然风险有日趋增强的趋

势。另一个是市场风险。一般是指在农业生产和农

产品销售过程中，由于市场供求失衡、农产品价格的

波动、经济贸易条件等因素变化等导致农户经济上

遭受损失的风险。其中，价格波动是影响农业生产

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既可能是农业生产所需的生

产资料价格上涨，有可能是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还可

能是农业所需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高于农产品价格上

涨。农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而使得农业市场

风险也具有十分明显的特殊性。如农产品需求弹性

小，可替代性低和不可缺性，决定了农产品价值的实

现较一般工业品的难度大，这使农产品的生产和经

营总是处在一种边际效应上。改革开放以来，伴随

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以及

价格管制的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和频率

都在增强。农业的市场风险的影响日趋上升。

第三，必须认识到农业是一个“高科技”的行

业。一般人认为，农业是一个简单的行业，无非就是

春种秋收，但事实上，尤其是对于很多非农人来讲，

他们低估了农业生产经营的科技含量。农业不像他

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农业生产与气候、水文、土壤、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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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等多种因素有关。气候不是地球本身所能决

定的，属于外生影响变量。人们只有通过累积的经

验来适应自然气候，尽量做到“不违农时”，抓住有

利时机进行春种秋收。对农作物生长有负面印象的

气候需要通过预测和预防来解决。但尽管如此，相

比于一般产业而言，农业还是一个更多受到不可控

因素影响的产业。农业生产还需要水文和土壤的支

持。没有营养的土地不能生产出作物，没有水的加

持，农作物的生长也受到很大约束。中国虽然很早

就发明了灌溉农业，但也并非所有的地形都适宜灌

溉。农业的循环还离不开微生物的帮助。总而言

之，与一般产业相比，农业所关联的因素更加不可

控，或者说更加不可替代。从对土壤和水文的利用

上看，农业需要注重循环，否则，会影响到人类的基

本生存。而要发展循环农业，或者说生态农业需要

更丰富的知识。从这个角度讲，农业也可以“高科

技”产业，绝不是我们通常所想的撒上种子、施加化

肥、喷洒农药、机械收割那么简单。如果要让农业环

境具有可持续性，那就不能把农业简单化，或者说把

农业科技等同于农业产量的提升。

第四，必须认识到农业是一个需要进行“机制设

计”的行业。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作为农业产业的基础性制度，已经没有什么优化的

空间。但实际上，农业不同于一般产业，其体制机制需

要有自己的特殊性。这是因为，农业的需求是与人口

规模和结构有很大关系的，而且几乎是一个线性的关

系，因此，其需求是有一个适度水平的。与此同时，农产

品是“生长”出来的，不是“制造”出来的，且储藏成本较

高，因此，其供给的弹性也比较小。供给如果大大超过

需求，则会产生巨大的资源浪费，而如果供给不足，则人

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影响。这也是大大不利的。为此，

我们认为，在农业市场机制上，不能过度追求市场通过

价格的自我平衡机制。而应该有一定的“机制设计”，

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要有一定的计划性。这

个计划不是左右微观主体的决策，而是在宏观上要尽

量追求供需的总量平衡。这样才能既不“谷贱伤农”，

也不“谷贵伤民”。正如 ２０２５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
“健全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并强调“落实稻谷、小

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

贴政策。”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可以有效降低农业的

风险，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保障农民的收入。

第五，必须认识到农业是一个“复杂”的行业。由

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解决农业问题或者说“三农”

问题不是一件易事，也绝非“产业化”“规模化”等简

单的工业化思路。目前，很多农业研究者提出的促进

中国农业发展的思路大多都是照搬西方的发展经济

学，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我们认为，随着中

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业的区域集中以及规模

化也是大势所趋，但一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附带结

果，而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政策。换句话说，如果中国

农业到了人少地多的时候，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都会进

行合理的选择，而不需要政府替我们的主体进行决

策。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三农支出占比是不大的，

即便如此，通过调研也会发现，这些有限的支出并没

有用在“刀刃”上，而是存在着巨大的浪费。在经济大

循环中，并没有发挥资本的作用，而仅仅成为了某些

官员的“政绩”。这些都与我们的简单认识有关。

五、小结：一个新时代的农学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农业观体现了我们对农业发

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突破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

藩篱，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

新时代的农学思想。作为新时代的农学思想，一定

会指引我们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历史性跨

越，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

兴，乡村必振兴；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也不可能有中

国整体现代化，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是整体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农业

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础，都

离不开农业发展。建设农业强国要体现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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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习近平所言：“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

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

（责任编辑：李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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