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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接手的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不仅要面临着工业化的艰巨历
史任务，还面临着落后的农业生产状态对工业化的各种限制因素。这些限制性因素
主要体现在粮食生产对工业化的全面限制以及经济作物生产对轻工业原料的限制。
造成这些限制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支农工业发展滞后导致的农业
技术投入不足。这些农业限制性因素也解释了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中国若干政策的经济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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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后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殖民
体系随之解体，新独立的民族国家面临着从
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历史任务，农业国的
工业化问题重新被经济学界重视起来。这些
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可能有海外殖
民掠夺和资本原始积累，本国农业对工业化
的支撑就成为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张培刚是
较早提出相关理论的学者，其在１９４５年的
《农业与工业化》中就提出，农业对工业化
的贡献因素有四项：粮食、原料、劳动力和
市场，运输条件和国内市场融合度是实现农
业产品对工业供给的重要因素。［１］约翰斯顿

－米勒和库兹涅茨等学者也均提出农业的劳
动力、资本、外汇、粮食和市场要素贡献理
论。［２］［３］而对于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产
生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说的 “社会主义原
始积累”理论。［４］

对于融入开放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农业
国而言，如何进行工业化，张培刚初期的理
论认为，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作用虽然重
要但是被动，工业化的资金需要通过海外投
资、大规模技术引入和国际贸易分工的渠道
来获得。［５］但对于受到西方封锁，独立于世
界资本主义市场之外的苏联来说，如何从农
业国转向工业国时，托洛茨基的 “超工业
化”论［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 “社会主义
原始积累”论均主张用农业剩余来支持工业
化。保罗·巴兰１９５７年出版的 《增长的政
治经济学》［７］，拉尼斯－费景汉［８］和乔根
森［９］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也均提出农
业剩余是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２００２年，
张培刚根据中国五十余年的工业化实践，对
其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按照新中国成立之
初的内外环境，启动工业化的资金只能主要
依靠本国农业剩余的积累，方式是通过农业
税和工农业剪刀差。［１０］

农业国尤其是落后农业国，在实现工业

８１

·古今农业·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化过程中，会因农业发展落后而遇到种种限
制性因素。因为农业产量无法满足工业扩张
的需求，上述贡献要素就会成为工业化进程
中的限制性因素，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能否
满足工业需要的粮食和原料。

李嘉图最早提出了一国工业化初期，农
业尤其是粮食对工业扩张的明显限制。李嘉
图认为生存工资决定于粮食等食品价格，由
于受制于土地资源禀赋条件的限制，对农业
的技术投入不足会导致无法克服的报酬递减
规律，粮食供给受到土地的制约，导致粮食
价格上涨，影响工业化投资进一步扩张。［１１］

这被称为农业国工业化初期粮食问题的 “李
嘉图陷阱”，这种粮食制约的 “陷阱”，在人
口众多但耕地资源稀缺的落后农业国表现的
更为明显。

农业对工业的限制性因素，除了粮食外，
还有以棉花为代表的轻工业原料供给，也是工
业化初期的重要因素。原因在于，工业化初
期，以纺织工业为代表的、以农产品为原料的
工业，在工业结构中尤其是在轻工业结构中占
有重要地位。农业与工业产品不同，季节性生
产受外界尤其是自然条件影响大，农产品产量
在一定时期是较为固定的，不可能出现大幅度
增长。因此，当棉花等工业原料的产量增长无
法达到纺织等工业的产能扩张需求时，工业化
过程中的原料困境就会出现。

中国这种人口众多但耕地资源稀缺的落
后农业国，在开始工业化时，在有限耕地资
源约束下，必然会遇到吃饭和穿衣对农业资
源特别是耕地资源的占用比例问题，即粮食
作物与经济作物关系中的 “粮棉争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确立了用非常有限
和分散的农业剩余来支撑工业化的政策，即
通过农业税、工农剪刀差筹集资金［１２］，通
过统购统销解决棉花、粮食对工业化的供给
问题，以确保工业化高速推进和社会稳定。
这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有力地支撑了优先

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同时，也暴露出
了因农业发展的滞后给工业化扩张进程带来
的限制，即５０年代中期所普遍流行的 “农
业拖了工业化后腿”的观点。

　　二、粮食供给不足是中国工业化
最大的制约因素

　　粮食对工业化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中国
的粮食生产不仅要供应农村人口生活，更要
满足工业化进程中城市人口的需求，包括粮
食在内的农产品同时还要出口赚汇，以满足
工业化进程中的设备和技术引进的需求。

中国粮食产量和粮食商品率决定了城市
职工和人口的容量。建国初期，尤其是抗美
援朝战争爆发后，粮食成为稳定城市市场的
重要因素，陈云认为， “人心乱不乱，在城
市，中心是粮食。”［１３］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以粮
食为代表的食品类消费品占到了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的５０％以上［１４］，成为决定城市物价
水平的重要因素。

表１的数据，表现了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间
新中国粮食生产、城镇人口增长与工业化之
间的关系。

１９５３年以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
建设，粮食总产量和城镇粮食供应量成为制
约中国工业化速度的重要因素。工业化的推
进，必然带来工厂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增长，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中国城镇人口和职工人口的
增长速度，即使在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
情况下，仍然超过总人口的速度。１９７８年，
中国城镇人口达到了１．７３５亿人，比１９４９
年的５７６５万人增长了１４０．７５％。职工人数
从１９４９年的８０９万人增长至９４９９万人，增
长了１０７４．１７％，如果按照１９５２年１６０３万
人起算，增长率也达到了４９２．５８％。相比
之下，中国人口总量从５．４１７亿人增长至

９．６２６亿人，２９年间增长了６７．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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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中国人口与粮食总量增长情况

年份
总人口
（万人）

人口
增长率
（％）

城镇人口
（万人）

城镇人口
增长率
（％）

职工人数
（万人）

职工人数
增长率
（％）

粮食产量
（万吨）

粮食净
收购率
（％）

粮食产量
增长率
（％）

人均粮食
产量
（公斤）

粮食
进口量
（万吨）

１９４９　 ５４１６７　 １．６０　 ５７６５ ——— ８０９ ——— １１３１８ ——— ——— ２０８．９５ ———

１９５０　 ５５１９６　 １．９０　 ６１６９　 ７．０１ ——— ——— １３２１３ ——— １６．７４　 ２３９．３８　 ６．６９

１９５１　 ５６３００　 ２．００　 ６６３２　 ７．５１ ——— ——— １４３６９ ——— ８．７５　 ２５５．２２ ———

１９５２　 ５７４８２　 ２．００　 ７１６３　 ８．０１　 １６０３　 ９８．１５　 １６３９２　 １７．２　 １４．０８　 ２８５．１７　 ０．０１

１９５３　 ５８７９６　 ２．３０　 ７８２６　 ９．２６　 １８５６　 １５．７８　 １６６８３　 ２１．５　 １．７８　 ２８３．７４　 １．４６

１９５４　 ６０２６６　 ２．４８　 ８２４９　 ５．４１　 ２００２　 ７．８７　 １６９５２　 １８．６　 １．６１　 ２８１．２９　 ３

１９５５　 ６１４６５　 ２．０３　 ８２８５　 ０．４４　 ２１６２　 ７．９９　 １８３９４　 １９．７　 ８．５１　 ２９９．２６　 １８．２２

１９５６　 ６２８２８　 ２．０５　 ９１８５　 １０．８６　 ２９７７　 ３７．７０　 １９２７５　 １４．９　 ４．７９　 ３０６．７９　 １４．９２

１９５７　 ６４６５３　 ２．３２　 ９９４９　 ８．３２　 ３１０１　 ４．１７　 １９５０５　 １７．４　 １．１９　 ３０１．６９　 １６．６８

１９５８　 ６５９９４　 １．７２　 １０７２１　 ７．７６　 ５１９４　 ６７．４９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９　 ２．５４　 ３０３．０６　 ２２．３５

１９５９　 ６７２０７　 １．０２　 １２３７１　 １５．３９　 ５２７５　 １．５６　 １７０００　 ２８ －１５．００　 ２５２．９５　 ０．２

１９６０　 ６６２０７ －０．４６　 １３０７３　 ５．６７　 ５９６９　 １３．１６　 １４３５０　 ２１．５ －１５．５９　 ２１６．７４　 ６．６３

１９６１　 ６５８５９　 ０．３８　 １２７０７ －２．８０　 ５１７１ －１３．３７　 １４７５０　 １７．５　 ２．７９　 ２２３．９６　５８０．９７

１９６２　 ６７２９５　 ２．７０　 １１６５９ －８．２５　 ４３２１ －１６．４４　 １６０００　 １６．１　 ８．４７　 ２３７．７６　 ４９２．３

１９６３　 ６９１７２　 ３．３３　 １１６４６ －０．１１　 ４３７２　 １．１８　 １７０００　 １７　 ６．２５　 ２４５．７６　 ５９５．２

１９６４　 ７０４９９　 ２．７６　 １２９５０　 １１．２０　 ４６０１　 ５．２４　 １８７５０　 １７　 １０．２９　 ２６５．９６　６５７．０１

１９６５　 ７２５３８　 ２．８４　 １３０４５　 ０．７３　 ４９６５　 ７．９１　 １９４５３　 １７．３　 ３．７５　 ２６８．１８　６４０．５２

１９６６　 ７４５４２　 ２．６２　 １３３１３　 ２．０５　 ５１９８　 ４．６９　 ２１４００　 １７．９　 １０．０１　 ２８７．０９　６４３．７８

１９６７　 ７６３６８　 ２．５５　 １３５４８　 １．７７　 ５３０５　 ２．０６　 ２１７８２　 １７．３　 １．７９　 ２８５．２２　４７０．１９

１９６８　 ７８５３４　 ２．７４　 １３８３８　 ２．１４　 ５５０４　 ３．７５　 ２０９０６　 １８．１ －４．０２　 ２６６．２０　４５９．６４

１９６９　 ８０６７１　 ２．６１　 １４１１７　 ２．０２　 ５７１４　 ３．８２　 ２１０９７　 １６　 ０．９１　 ２６１．５２　３７８．６３

１９７０　 ８２９９２　 ２．５８　 １４４２４　 ２．１７　 ６２１６　 ８．７９　 ２３９９６　 １７．５　 １３．７４　 ２８９．１４　５３５．９６

１９７１　 ８５２２９　 ２．３３　 １４７１１　 １．９９　 ６７８７　 ９．１９　 ２５０１４　 １５．９　 ４．２４　 ２９３．４９　３１７．３２

１９７２　 ８７１７７　 ２．２２　 １４９３５　 １．５２　 ７１３４　 ５．１１　 ２４０４８　 １４．１ －３．８６　 ２７５．８５　４７５．６２

１９７３　 ８９２１１　 ２．０９　 １５３４５　 ２．７５　 ７３３７　 ２．８５　 ２６４９４　 １５．５　 １０．１７　 ２９６．９８　８１２．７９

１９７４　 ９０８５９　 １．７５　 １５５９５　 １．６３　 ７６５１　 ４．２８　 ２７５２７　 １６　 ３．９０　 ３０２．９６　８１２．１３

１９７５　 ９２４２０　 １．５７　 １６０３０　 ２．７９　 ８１９８　 ７．１５　 ２８４５２　 １５．４　 ３．３６　 ３０７．８６　 ３７３．５

１９７６　 ９３７１７　 １．２７　 １６３４１　 １．９４　 ８６７３　 ５．７９　 ２８６３１　 １４．２　 ０．６３　 ３０５．５０　２３６．６５

１９７７　 ９４９７４　 １．２１　 １６６６９　 ２．０１　 ９１１２　 ５．０６　 ２８２７３　 １３．３ －１．２５　 ２９７．６９　７３４．４８

１９７８　 ９６２５９　 １．２０　 １７２４５　 ３．４６　 ９４９９　 ４．２５　 ３０４７７　 １４　 ７．８０　 ３１６．６１　８８３．２５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 （１９８３）》，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３、１２３、１５８、４３５页。

　　快速的非农人口增长，是要以充足的粮
食剩余为前提的，当受灾年份粮食产量不足
或因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非农人口需求

过快增长时，粮食供给不足对工业化的限制
就会明显体现出来。第一种情况主要原因在
于，在对农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改造之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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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落后、基础设施薄弱，使得农业抵抗
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
粮食歉收，不足以形成足够的粮食剩余，以
支撑非农人口的扩张。第二种情况出现的主
要原因是对工业化追求高速度、高增长，急
于求成的心态刺激了超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
资，这种建设规模对于农产品来说，需求大
大超过了供给能力。上述两种情况在１９５３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前，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五”计划时期，是新中国工业和城
市人口第一次大规模扩张时期，粮食对工业
化扩张的制约作用开始凸显。１９５３、１９５４
和１９５６年，我国许多地区经历了较大的自
然灾害，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５６年，粮食
总产 量 的 增 长 率 为 １．７８％、１．６１％ 和

４．７９％，三 年 的 农 业 生 产 计 划 都 未 完
成［１５］［１６］［１７］，农业合作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抵御了自然灾害的风险，但是由于粮食供给
低于计划，还是延缓了第二年工业职工增长
的速度。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５５年，职工人数的增
长率 分 别 从 １９５３ 年 的 １５．７８％ 下 降 至

７．８７％和７．９９％，１９５７年则从１９５６年的

３７．７％下降至４．１７％。
“二五”计划时期，是粮食供给对中国

工业化的限制体现最为明显的时期。１９５８
年开始的三年 “大跃进”的失误，凸显了粮
食剩余对工业化人口扩张承载能力的制约。

１９５８年工业的全面跃进，直接忽略了１９５７
年自然灾害给粮食生产带来的影响，当年职
工人数从３１０１万人增加至５１９４万人，一年
内增加了６７．４９％，到１９６０年，职工人数
又增加至５９６９万人，比上年增长１３．１６％。
而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从

１９５８年的２亿吨下降至１９５９年的１．７亿
吨，到１９６０年再下降至１．４３５亿吨，分别
下降了１５％和１５．５９％。１９６１年的粮食产
量也没有明显增长，仅为１．４７５亿吨。直到

１９６５年，才勉强恢复至１９５７年的水平。

１９６２年周恩来就指出 “目前的城镇人口仍
然过多，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其他农
产品，供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有困难。”［１８］

１９６１年１月，八届九中全会后，大跃进时
期新增的城镇职工又大量重新回到农村，充
实到农业生产中。１９６３年，城市职工人数
下降至４３７２万人。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从
外部市场大量进口粮食，以支撑已有的城市
人口，上一年粮食的丰歉，也决定了下一年
粮食进口的多寡。

１９６４年后， “三线”建设大规模展开，
并在１９６４－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６９－１９７１年经历了
两个建设高潮。仅１９６４年一年，中国城镇
人口就增长了１１．２０％，达到１２９５０万人。
以 “备战”为目标的 “四五”计划，由于前

３年受 “文革”的破坏经济严重下滑和后三
年 “补课”，经济建设规模过大和地方工业
盲目发展，造成了１９７０年职工人数、工资
总额、粮食销售量都超过了计划数字，出现
“三个突破”。其中，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两
年，原计划全民所有制单位增加职工３０６万
人，实际增加了９８３万人，超过计划２倍
多，到１９７１年末，职工总数达到５３１８万
人。全国职工人数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８．７９％和９．１９％。职工数量的突破带动了
粮食销售量的突破，原计划１９７１年粮食销
售量为７９４亿斤，实际执行结果达到８５５亿
斤。［１９］短时间内非计划非农职工的增加，造
成了粮食供应紧张，国家粮食部门在粮食销
售上出现缺口，导致必须动用国家粮食战略
储备。［２０］１９７２年，粮食因遭遇重大自然灾
害而减产，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了３．８６％，
为弥补粮食缺口，１９７３和１９７４年的粮食进
口量均突破了８００万吨。

农村庞大的人口数量和过快的增长速
度，也是有限的粮食剩余被消耗的重要原
因。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８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从

１９４５３万吨增加至３０４７７万吨，粮食年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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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净收购率为１７％，１９７０年以后，粮食净
收购率低于１６％，新增粮食产量被农村人
口所消耗。十几年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徘
徊在３００公斤，始终没有解决吃饱问题。

１９７８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进展缓慢，甚至出
现大规模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主要原
因之一是当时的农业不足以支撑城市人口的
增长和就业的扩大。

为了抑制人口增长对粮食剩余的消耗，
控制城镇商品粮消费量，１９７１年７月，国
务院批准 《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
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
展计划。１９７３年１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
出精简职工，再动员计划外人口回乡的同

时，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又开始以 “上山
下乡”为主。

　　三、经济作物制约着轻工业的原
料供给

　　１９５２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
值在轻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８７．５％，
到１９７８年，这个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是
仍然占到６８．４％ （如表２所示）。从１９６５
年到１９７８年，以农业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
与以工业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之比，一直都
徘徊在７：３作右，使得农业原料的生产成
为制约轻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表２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轻工业总产值构成

年份
占轻工业总产值％

以农产品为原料 以工业品为原料

（按１９５２年不变价格计算）

１９５２　 ８７．５　 １２．５

（按１９５７年不变价格计算）

１９５７　 ８３．２　 １６．８

１９６２　 ７３．２　 ２６．８

１９６５　 ７１．７　 ２８．３

１９７０　 ７０　 ３０

（按１９７０年不变价格计算）

１９７５　 ７０．１　 ２９．９

１９７８　 ６８．４　 ３１．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物资统计司编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 （１９４９－１９８４）》，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新中国轻工业增产的
问题，主要不是产能问题，而是原料欠缺问
题。农业原料的供给要依靠经济作物的丰
产，但是棉花、油料、甜菜、甘蔗等经济作
物的产量长期不能满足轻工业产能的需求，
这就造成了棉纺织、制糖、榨油等行业长期
开工率不高、发展缓慢。

纺织工业是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轻工业产值

中比重最高的产业部门，占到轻工业总产值
的２９．５％－４５．３％，其中棉纺织工业又是
纺织工业中最大的产业部门，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年，棉纺织工业产值在纺织工业中的比重，
占到了６０％－７０％。棉花对棉纺织工业的
发展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业原料对
轻工业发展的限制。棉纺织工业中棉纺锭的
年末安装数量，从１９５２年的５６１万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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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至１９７８年的１５６１．９２万锭，增长了１．７８
倍，棉花产量从１３０．４万吨增长至２１６．７万
吨，仅增长了 ６６．２％，棉花产量还受到
“以粮为纲”政策及自然灾害的影响，波动
较大，其中有１８年未达到计划产量。１９４９
年棉纺锭设备的利用率为６１．１６％，１９５０年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西方对华禁运棉花、
羊毛等原料，加剧了这种原料的供需矛盾。
经过对棉花等生产的三年恢复，１９５２年的
棉纺锭设备利用率达到了８９．１５％，这还是
在限制农民家庭 “土纺”的条件下实现的。

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７年又因上年自然灾害造成棉
花减产，导致设备利用率始终不足。

１９５８年，由于 “以粮为纲”的农业大
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作物大量挤占棉
花等经济作物，导致棉花产量锐减，１９５８－
１９６２年，棉花总产量从１９６．９万吨下降至

７５万吨。棉花供给的严重不足，也拖累了
棉纺织工业的发展。１９６０年后棉纺锭设备
的开工率逐年下降，到 １９６２ 年下降 至

５０．４０％，直到１９６６年才恢复至９０％以上。
为了弥补棉花产量的不足，１９６０年后，新
中国在进行大规模粮食进口的同时，也在大
规模地进口棉花等轻工业原料，１９６３年的
棉花进口量突破了１０万吨，达到了１１．３６
万吨，１９７２年因自然灾害导致棉花减产，
为了弥补国内产量不足，进口量达到了

４７．６８万吨。随着１９６５年优质棉种改良和
推广不断取得成效，棉花产量显著上升，但
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均在２２０万吨和３０
公斤／亩的上下徘徊，二者均未出现重大突
破。（上述数据如表３所示）

棉花供给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
了这一时期棉纺织工业设备的扩张。１９６０－
１９６５年，棉纺锭的年末安装数量因原料供
给不足而被迫减少，从１９６０年的１００６．１万
锭减少至１９６５年的９５４．２万锭。纺织工业
发展受限，严重制约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到１９６６年，全国平均每人全年棉布消
费水平只有６米左右。［２１］

表３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中国棉纺织工业与棉花产量的供需矛盾

年份
棉纺锭年末安装数

（万锭）
棉纺锭设备利用率

（％）
棉花产量
（万吨）

棉花计划生产量
（万吨）

棉花进口量
（万吨）

１９４９　 ４９９．６　 ６１．１６　 ４４．４ ——— ———

１９５０　 ５２１．８ － ６９．２ 增产２４　 １３．３９

１９５１　 ５２８．４ － １０３．１ 增产３６．９％ ６．１３

１９５２　 ５６１　 ８９．１５　 １３０．４ 增产２０％ ７．６８

１９５３　 ５８９．１　 ９２．４２　 １１７．５　 １３９　 １．９９

１９５４　 ６３０．６　 ９３．７９　 １０６．５　 １３７．４　 ５．３６

１９５５　 ６６７．１　 ７８．０３　 １５１．８　 １３０．３　 ９．２４

１９５６　 ６８２　 ９４．２７　 １４４．５　 １７７．８　 ４．７９

１９５７　 ７５５．６　 ８２．７１　 １６４　 １５０　 ４．７７

１９５８　 ８４３．５ － １９６．９　 １７５　 ７．９１

１９５９　 ９４４．４　 ９５．３７　 １７０．９　 ５００　 ４．４６

１９６０　 １００６．１　 ７３．６５　 １０６．３　 ３００　 ９．３８

１９６１　 ９７７．９　 ５３．３３　 ８０　 １６０　 ５．２６

１９６２　 ９６９．６　 ５０．４０　 ７５　 ６６００万亩 ３．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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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棉纺锭年末安装数

（万锭）
棉纺锭设备利用率

（％）
棉花产量
（万吨）

棉花计划生产量
（万吨）

棉花进口量
（万吨）

１９６３　 ９５７．１　 ６０．２０　 １２０　 １００－１１０　 １１．３６

１９６４　 ９５４．２　 ７６．０５　 １６６．３　 １２２．１－１２７．７　 １６．５４

１９６５　 ９８０．１　 ８９．５１　 ２０９．８　 １５０－１６０　 １９．９４

１９６６　 １０５４．２　 ９１．６１　 ２３３．７　 １９５－２００　 １２．０１

１９６７ － － ２３５．４　 ２６０　 １０．７８

１９６８　 １１２２ － ２３５．４ － ７．５８

１９６９　 １２０３ － ２０７．９ 增产１０％ ７．９９

１９７０　 １２９４ － ２２７．７　 ２５０－２６０／２６２．５　 ８．１２

１９７１　 １３０８．４ － ２１０．５　 ２４０－２５０　 １２．１

１９７２　 １３２７．２　 ８４．１０　 １９５．８　 ２４０－２５０　 １９．５６

１９７３　 １３４２．２　 ９２．００　 ２５６．２　 ２２５－２４０　 ４７．６８

１９７４　 １３５８．６　 ８９．５０　 ２４６．１　 ２５５－２６５／２７５　 ３７．３１

１９７５　 １４０８．７　 ９６．６０　 ２３８．１　 ２６０　 １７．７

１９７６　 １４５１．０３　 ９３．００　 ２０５．５　 ２６０　 １８．８４

１９７７　 １４９９．１　 ９４．７０　 ２０４．９　 ２５０－２６０　 １８．１１

１９７８　 １５６１．９２　 ９５．２３　 ２１６．７　 ２６０－２６５　 ５０．９５

　　资料来源：纺织工业部编 ．《纺织统计资料四十年汇编 （１９４９－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第９３、１１５页；国家统计局编 ．
《中国统计年鉴 （１９８３）》，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５８、４３５页。

　　由于纺织工业涉及人民的穿衣问题，在
政策方面受到一定的支持，相比之下，其他
工业的开工率受到原料的限制则更为明显。

１９５４年自然灾害影响到农业原料供应，卷
烟、火柴工业的设备利用率不到１／３，油
脂、面粉工业约在５０％左右，皮革工业约
为６０％左右。［２２］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０年，油料
作物产量由４１９．６万吨降到１９４．１万吨，下
降了５４．８％。１９６１年，制糖、卷烟、罐头
等工业开工率只达２０％到３５％。从１９６０年
开始，农业原料短缺带来轻工业总产值连续
大幅度下降，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纺织工
业和食品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
别从 １９５９ 年的 １７．０％ 和 １２．９％ 下降至

１９６０年的 １２．３％ 和 １０．５％［２３］，１９６２ 年，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整体比１９５７
年下降了７％。轻工业内部比例也出现变

化，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工业品为原
料的轻工业，二者 的 比例 从 １９５９ 年的

７８．８：２１．２，下降至１９６０年的７４：２６，一
年下降了近５个百分点，因为农业原料的短
缺，才导致这种急剧的比例变化。 （如表２
所示）

轻工业生产开工不足造成消费品市场上
的严重短缺，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以农产品为
原料的消费品供应。１９６０年，以农产品为
原料的纱、布、糖、卷烟、罐头的产量分别
下 降 了 ２８．６％、２８％、６０％、１８．４％、

２６．３％，这些消费品因为农副产品供应的持
续短缺，在１９６２年未能将产量恢复至１９５７
年的水平［２４］，人民的吃穿问题受到严重影
响。 “文革”时期为了 “备战备荒”，重提
“以粮为纲”，导致大量经济作物种植耕地被
挤占，轻工业原料受到影响，制糖工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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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甜菜，罐头工业用的水果、蔬菜，造
纸工业用的芦苇长期供应不足。［２５］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轻工业未得到较快发展，
固然有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因素，但是原
料缺乏、原有产能和企业潜力不能充分发挥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要突破农业对轻工业发
展的原料制约，最终要依赖水利、能源、机
械、化肥等技术进步和现代要素投入，即改
造传统农业；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在上述投
入不足的情况下，还需要从调整生产关系和
国家政策方面入手，充分调动农民的积
极性。

四、制约工业化的温饱问题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还是一个
经过长期战乱、人多地少、生产力水平低下
的落后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资本严重短
缺，不仅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也迫在眉睫，这是最基本的国情。这些国情
成为新中国开展工业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落后农业对工业化的限制因素，首先在
于中国人多地少，可耕地资源与庞大的人口
相比是严重不足的。中国虽然领土面积广
大，但平原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１２％，耕
地资源紧缺。有限的可供使用的耕地资源与
众多的人口之间矛盾严峻，解决吃饭问题和
保证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是开展工业化
的前提，这就是为什么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
来解放农业生产力是新中国首先要完成的
任务。

在有限的耕地资源约束下，如何使粮食
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结构合理和符合 “一
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要求，又成为工业化
中要解决的农业问题。在工业化进程中，农
业种植既要保证提供粮食剩余支撑工业发
展，即保证城市人口吃饭，又要保证充足的
工业原料供给，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农业

的双重任务使得农业生产出现了粮棉种植结
构矛盾即粮棉争地的现象，实质上构成了工
业化进程中有关农业的一个重要问题：怎样
协调和兼顾人民的吃饭与穿衣。

为了保持粮食产量足够满足人口吃饭问
题和工业建设需要，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我国
粮食作物在农作物播种面积中所占的比例均
超过８０％，经济作物的种植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抑制，其播种面积比重不超过１０％，
在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的特殊年份，为了增加粮
食供给，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甚至降到了

８％ 以 下， 分 别 为 ６．５％、６．３％ 和

７．３％［２６］。在经济作物中，棉花的种植面积
也受到抑制，除１９５６年外，中国棉花种植
面积均在９０００万亩以下。１９６０年以后，重
点强调粮食生产，棉花的种植面积被控制在

８０００万亩以下［２７］，在棉花单位面积产量很
难提高的情况下，棉花产量及纺织工业原料
的国内供给必然受到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以后中国转而寻求通过发展化纤来解决穿衣
问题。这是解决穿衣与吃饭矛盾的必然，也
是正确的选择，因此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化
纤技术和设备就成为１９７８年之前坚定不移
的政策。

面对有限的耕地资源约束，农业生产抵
御自然灾害能力弱构成了制约农业增产的另
外一个短板。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除影响较大
的 “三年自然灾害”以外，１９５３、１９５４、

１９５６、１９７２年的农业生产均因为自然灾害
而受到影响，轻工业原料尤其是棉花产量受
到的影响要比粮食更严重。

为了弥补近代中国农业基础设施的严重
不足，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水平，新中
国成立后，国家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进行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
家投资的一个重点就是农田水利，１９５０－
１９５２年，国家对农林水利的投资为１０．３亿
元，占到全国基本建设投资７８亿元比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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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４％，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农林水利气象投
资共计６７５．７８亿元，占到这一时期全国全
部基本建设投资比重的１０．７４％。除 “一
五”和 “四五”时期，农林水利气象投资比

重均超过１０％， “四五”计划时期也接近

１０％。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这个比例达到了１７．６５％，是１９７８年前的
最高值。（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农林水利气象基础设施投资所占比重

时期
全国基本建设投资额

（亿元）

农林水利气象投资额 （亿元） 农林水利气象投资比重 （％）

小计 农业投资额 水利投资额 小计 农业、水利

恢复时期 ７８　 １０．３　 １３．１４

“一五”计划 ５８８．４７　 ４１．８３　 １５．３４　 ２５．５１　 ７．１１　 ６．９４

“二五”计划 １２０６．０９　 １３５．７１　 ３５．６７　 ９４．４５　 １１．２５　 １０．７９

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 ４２１．８９　 ７４．４６　 ２４．２７　 ４２．３５　 １７．６５　 １５．７９

“三五”计划 ９７６．０３　 １０４．２７　 ２９．７２　 ６７．８８　 １０．６８　 １０．００

“四五”计划 １７６３．９５　 １７３．０８　 ５０．３７　 １００．３８　 ９．８１　 ８．５５

１９７６年 ３７６．４４　 ４１．０４　 ８．７２　 ２８．１７　 １０．９０　 ９．８０

１９７７年 ３８２．３７　 ４１．７５　 ９．４２　 ２８．４７　 １０．９２　 ９．９１

１９７８年 ５００．９９　 ５３．３４　 １２．７９　 ３４．６８　 １０．６５　 ９．４８

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 １２５９．８　 １３６．１３　 ３０．９３　 ９１．３２　 １０．８１　 ９．７０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 ６２９４．２３　 ６７５．７８　 １８６．３　 ４２１．８９　 １０．７４　 ９．６６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 ６２１６．２３　 ６６５．４８　 １８６．３　 ４２１．８９　 １０．７１　 ９．７８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
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前言第７页；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资料 （１９５０－１９８５）》，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７３、７６－７７页。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通过大规模的农田水
利投资，中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从１９５２年
的 ２９９３８．５ 万 亩， 增 加 至 １９７８ 年 的

２２５１５６．１５万亩，有效灌溉面积所占耕地面
积的比重也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８．４９％增长至

１９７８年的４５．２４％。（如表５所示）
农林水利气象等投资农业生产的作用在

于改善传统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
传统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业灌
溉条件。但这并不是提高土壤肥力的技术措
施，当耕地的灌溉条件达到农作物对土壤的
水分要求时，土壤肥力的增加和品种改良就
成为另一项关键的因素。增加工业品化肥施
用量和进行种子革命，就成为提高农产品单
位面积产量的重要技术条件。

从农业的化肥投入来看，工业品化肥的

施用量代表了这一时期对土壤的化学技术投
入。１９５２年，中国耕地总面积和农作物播
种总面积分别达到了１６７７４５万亩和２１１８８４
万亩，化肥施用总量仅为７．８万吨，平均每
亩施用化肥量仅为０．０５ 公斤。１９６３年以
前，中国平均每亩化肥施用量不及０．５公
斤，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虽有大量增长，但也不
及２公斤，到１９７８年也未突破６公斤。

从世界的横向比较来看，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年中国化肥施用总量和施用强度与日本、美
国、法国相比都有很大差距。１９５２年，中
国化肥施用总量为７．８万吨，施用强度为每
公顷０．７公斤，同期日本、美国、法国的数
据分别为８６万吨、１７４．１公斤／公顷，５８３
万吨、２８．１公斤／公顷，１０９万吨、５７．７公
斤／公顷，分别是中国的１１倍、２４８．７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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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９７倍、４０．１４倍，１３．９７倍、８２．４３倍。

１９６１年后，随着中国化肥工业基本建设投
资的迅速增长，中国化肥生产量和化肥施用
量也逐年上升，１９６５年中国化肥施用量达
到１９４．２万吨，超过日本的１９３万吨，但施
用强度上，日本仍为中国的２０倍。同年美
国的使用总量和施用强度分别为中国的

５．８１和３．１５倍，法国是中国的 １．６０和

８．７８倍，苏联是中国的２．９２和１．３１倍。
到１９７８年，中国化肥施用量是日本的４倍，
施用强度日本则是中国的５．０６倍，美国的
使用总量和施用强度分别为中国的２．３倍和

１．１９倍，法国是中国的０．６４倍和３．３５倍，
苏联是中国的２．０８和０．８９倍。 （如表５、
表６所示）

化肥施用量的限制性因素是中国的化肥
工业生产能力不足。为了增加化肥的生产供

给，１９６５年后，中国的小氮肥厂迅速发展，
中国化肥产量大幅度增长，但是小氮肥厂的
生产规模、质量及效益远不能达到工业本身
要求和满足农业需要，且造成了大量的资源
浪费和环境污染。虽然中国农用化肥总产量
从１９４９年的０．６万吨增长至１９７８年的

８６９．３万吨，从质量上来说，国产化肥品种
结构不足，产品有效成分含量低，不能满足
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２８］因此，中国每年从
国外进口化肥的数量远超过国内的化肥生产
量。１９６５年，中国化肥进口量超过２００万
吨，达到２５３．２７万吨，１９６８年突破５００万
吨，１９７８年达到了７３３．３３万吨 （如表５所
示）。因此，１９７２年后，国外合成氨和化肥
成套设备的技术引进，成为突破中国化肥生
产的必要措施。

表５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中国化肥产量、施用量和施用强度

年份
耕地
总面积
（万亩）

农作物
播种总面积
（万亩）

有效
灌溉面积
（万亩）

有效
灌溉面积
比重①

化肥产量
（万吨）

化肥进口量
（万吨）

化肥施用量
（万吨）

每亩化肥
施用量②

（公斤）

１９５２　 １６１８７８．０５　 ２１１８８４　 ２９９３８．５　 １８．４９％ ３．９　 ２１．１７　 ７．８　 ０．０５

１９５７　 １６７７４５　 ２３５８６６　 ４１００８．５　 ２４．４５％ １５．１　 １２１．６５　 ３７．３　 ０．２２

１９６２　 １５４３５４．９５　 ２１０３４３．０５　 ４５８１７．５　 ２９．６８％ ４６．４　 １２４．０７　 ６３　 ０．４１

１９６５　 １５５３９１　 ２１４９３６．０５　 ４９５８２．５　 ３１．９１％ １７２．６　 ２７３．４９　 １９４．２　 １．２５

１９７０　 １５１７０２．０５　 ２１５２３０．９５　 ５４０００　 ３５．６０％ ２４３．５　 ６４１．８６　 ３５１．２　 ２．３２

１９７５　 １４９５６２　 ２２４３１７．９５　 ６４９２６　 ４３．４１％ ５２４．７　 ４９３．５２　 ５３６．９　 ３．５９

１９７８　 １４９０８３．９５　 ２２５１５６．１５　 ６７４４７．５　 ４５．２４％ ８６９．３　 ７３３．３３　 ８８４　 ５．９３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物资统计司编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 （１９４９－１９８４）》，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５页；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６页。

表６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中国化肥施用情况与主要国家比较③

施用量：万吨；施用强度：公斤／公顷

年份
中国 日本 美国 法国 原苏联

施用量 施用强度 施用量 施用强度 施用量 施用强度 施用量 施用强度 施用量 施用强度

１９５２　 ７．８　 ０．７　 ８６　 １７４．１　 ５３８　 ２８．１　 １０９　 ５７．７ ——— ———

１９５７　 ３７．３　 ３．３　 １２４　 ２５１　 ５９７　 ３１．２　 １９３　 １０２．２　 ２２８　 ９．８

１９６２　 ６３　 ６．１　 １６８　 ３４０．１　 ８７１　 ４５．５　 ２６３　 １３９．２　 ２７５　 １１．９

１９６５　 １９４．２　 １８．７　 １９３　 ３９０．７　 １，１２８　 ５８．９　 ３１０　 １６４．１　 ５６８　 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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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中国 日本 美国 法国 原苏联

施用量 施用强度 施用量 施用强度 施用量 施用强度 施用量 施用强度 施用量 施用强度

１９７０　 ３５１．２　 ３４．７　 ２１４　 ４３３．２　 １，５５３　 ８１．１　 ４６５　 ２４６．２　 １，０３１　 ４４．５

１９７５　 ５３６．９　 ５３．８　 １８０　 ３６４．４　 １，８９１　 ９８．７　 ４６９　 ２４８．３　 １，７２４　 ７４．４

１９７８　 ８８４　 ８８．９　 ２２２　 ４４９．４　 ２，０３２　 １０６．１　 ５６２　 ２９７．５　 １，８４１　 ７９．４

　　资料来源：《国外经济统计资料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２９、７５页。

五、结语

新中国开启工业化时面临的国情，要求
工业化必须要处理好农业与工业化之间的关
系，尤其是粮食供给与重工业发展、农业原
料供给与轻工业发展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九年中，农业生产的
波动成为扰动新中国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当
年农业的丰歉，会直接影响来年的工业发展尤
其是轻工业的投入，而轻工业投入的变化，也
会影响到重工业投入的变化，农业与轻工业、
重工业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２９］

将农业经济及价格波动对工业化的负面
影响控制到最小，就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将农
业生产和产品分配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在工
业化大规模扩张的同时，国家不断加强对农
业的控制，国家和集体也在加大对农业生产
的投入。这就很容易解释统购统销、农业合
作社及人民公社产生和不断升级的原因，也
能够解释１９６１年以后国家为解决农业这个工
业化的短板而不得不加大支农投资规模，以
及从国外引进大型化肥、化纤工业技术设备
的必然性。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来稳定主要农
产品价格和保证供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控
制物价总水平，降低工业化成本。农业合作
化及人民公社化需要用国家的力量强行提取
和分配农业剩余，以支撑工业化的粮食和原
料供给。６０年代以后，随着农业产品供需矛
盾越来越突出，国家不仅加大了对支农工业的
投入，而且在 “极左”的氛围下，仍然积极引

进国外的化肥与化纤工业技术设备，就是为了
解决我国农业不能满足温饱问题这个短板。而
后来，当技术进步仍然不能突破农业发展的瓶
颈时，就需要用制度创新来突破了，这就是

１９７８年农村改革率先突破的历史逻辑。
从世界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历史和中国自

己７０多年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来看，农业现
代化实际上是与工业化同步进行的，但是它
的实现，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在这
个过程中，农业现代化往往是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中的短板，根源还在于耕地资源有限
和现代生产要素不足约束下很难有更多的农
业产出来支撑工业的扩张，从而使得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典
型的供给约束型增长。

注释：

①有效灌溉面积比重为有效灌溉面积与耕地总面积

的比重；每亩化肥施用量为化肥施用总量与农作

物播种总面积的比重。

②每亩化肥施用量为化肥施用总量与耕地总面积的

比重。

③日本、美国、法国、苏联１９７８年的耕地面积分

别为４９４万公顷、１９１５２万公顷、１８８９万公顷、

２３１７６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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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的办刊宗旨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农业历史和现实问
题，努力搭建一个贯通古今、兼及域外的农业历史与未来的学术平台，服务于中国的农业现
代化事业。

本刊主要刊发三农问题研究、古代农业史研究、近现代农业史研究、世界农业史研究、
二十四节气研究、农业古籍研究、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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