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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工农城乡关系战略重构的探索

郑 有 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０９）

　　摘　要：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主张经济发展以农业为战
略重点、首先解决农村问题、让农民富起来。这是基于中国生产力水平、产业结构、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和要实现

的战略目标的重大变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城市先行发展、产业发展目标重于增

收目标的突破演进。这是在国民经济由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为主后，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

走”战略全局对工农城乡关系的战略重构，形成的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方略，既成为工业化新进程中巩固

农业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基础地位的保障，又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和农业农村向现代化的演进，对如

何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二步战略相适应的工农城乡关系的时代之问作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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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时，面对的生产
力水平、产业结构、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和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实现战略目标的体制机制，与之前的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在生产力水平上，经过２０余年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中国建立
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二是在产业结构上，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１９５２年的
５０．９％下降至１９７８年的２７．９％，同期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１７．６％提高到４４．１％①，工业

在经济中的份额远超过农业，实现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三次产业以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结构

转换。三是，在面临的现实问题上，中国为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和

实行与之配套服务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相对应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工农产业链脱节导致城镇化

滞缓，城乡人口结构和工农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工农产业结构转换。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要

解决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不仅包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对经济总量增长需要的问

题，还包括要解决历史遗留的结构转换滞后问题。四是，在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较长时期内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进而让中国经济能够自立自强为战略目标不同，制定了以让中华民族富

起来、强起来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这些因素决定了改革开放初期要在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的基础上对工农城乡关系进行新的构建。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时代的

新情况和新要求出发，开启了对固化了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破冰改革，对工农城乡关系进行了战略重构，主张

经济发展以农业为战略重点、首先解决农村问题、让农民富起来，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行以重

工业为中心、城市先行发展、产业发展目标重于增收目标的突破演进，探索形成进入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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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主张经济发展以农业为战略重点

　　中国共产党面对经济发展的时代命题有变化，但完成经济发展的时代任务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
不变，并不断加以深化和丰富发展。邓小平为这一指导思想的丰富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以

工业为先导的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是根据国情及其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经济发展以工业为战略重

点，还是以农业为战略重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

独立的工业体系选择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和以重工业为中心①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则调整为经济发展以农业为战略重点。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８日，邓小平在阐述到２０世纪末的前十年打好
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两步走的经济发展目标时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

科学。”②这年１０月１４日，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
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③确定经济发展以农业为战略重点，是在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

历史条件下，对长期坚持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调整，内涵丰富和意义重大。

将农业明确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强调了工业要服务农业和发挥带动农业作用的发展方向。１９６２年
７月７日，邓小平在阐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时指出：“恢复农业的另一方面的政策是工业要加强支援农
业。”④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指出，工
业发展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

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

点纳入自己的计划。”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

干问题的决定》在阐述实施发展农业生产力的２５项政策和措施必要性时强调：“必须切实加强国家对农业
的物质支持和技术支持，使农业得到先进的技术装备，使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如果离开这种

支持，单纯依靠农民本身的物质力量和积极性，农业还是不可能高速发展，尤其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农民的

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国家的支持才能发挥更好的效果；国家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持，农民的积极性也就会

越来越高涨。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农业明确为经济发

展的战略重点，将工业向农业提供生产资料支持和促进农业现代化作为工业的重大任务，强调了在工业体系

建设中要注重农业机械、化肥等农用工业发展的问题。

将农业明确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强调了加快农业发展以增强农业为工业、城市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

的取向。邓小平对于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而是不断深化，并通

过战略布局予以保障。１９４３年７月２日，邓小平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夺取战争胜利的实践，在《太行区
的经济建设》一文中强调粮食的重要性，指出“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从实现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战略目标出发，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３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作报
告时强调：“中国是一个有六亿多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又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不发展农业，不

但影响最大多数人的生活，影响工农联盟和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不可能迅速地发展工业。”⑧１９６２年７月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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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邓小平在总结动员大量农业劳动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挫伤农民发展生产积极性等导致农产品大

幅度减产，进而不能支撑整个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这一困境的教训后强调：“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

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①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５日至１０月１９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
议开幕式上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拖国家建设的后腿。② 这

一时期中国集中力量办好工业化这一战略性大事，注重发展农业机械、电力、化肥、农药、科技等现代生产要

素，并将其在农业广泛应用，工业、农业都实现了发展，但也存在发展上工业快和农业相对慢的工农发展失衡

问题，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７８年，工业、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１１．４８％和２．０７％，两者比值为５．５５∶１③，高于
国际上工业化初中期的２．５～３．１∶１。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针对农业发展滞后于工
业发展的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农业作为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

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经过一年试行后，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经修改后的《中共中央关于

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农业发展速度不加快，工业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就上不去，四个现代

化就化不了。我国农业问题的这种严重性、紧迫性，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充分注意。”④邓小平于１９８２年５
月６日阐述经济建设历史经验时，强调要重视发展农业。邓小平指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
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⑤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２日，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二○○○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
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⑥改革开放初期，一系列搞活政策的实行，把农民发展农业

生产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充分释放出来，实现了粮食等农产品产

量的大幅度增加，改变了农产品供给长期短缺状况，为１９８４年起中共中央把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及促
进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和积累了经验。

将农业明确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强调了要始终把农业抓得很紧，增强了经济越发展越要加强农业的

定力。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指出：
“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⑦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把包括农
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明确为“伟大的历史使命”⑧。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推进，劳动

力、资金、土地等资源在市场机制下流向较高回报的非农产业部门。尽管国家在发展战略上强调农业的基础

地位，但受发展工业见效快的利益驱动，实践中对农业不够重视，对农业的资金投入不到位。针对实践中时

有发生忽视农业的现象，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始终把农业抓得很紧。１９８６年８月１０日，邓小平听取中央负责
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针对粮食产量大幅下滑问题强调：“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

三五年转不过来。”“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如果那样，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

度。”⑨１９９０年３月３日，尽管在国民经济治理整顿中农业得到发展，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依
然告诫：“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10邓小平

强调在战略上要坚定经济越发展越要加强农业发展的定力和始终把农业抓得很紧，回答了随着经济的发展，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较小，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要不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

将农业明确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强调了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目标导向及从政策、科技、投入方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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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农业的支持。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农业发展受弱质性困扰，加之中国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有

待提高，对农产品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有了更高要求，这必然要求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经过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
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后，１９８５年大幅度下降，之后陷于低位徘徊。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９日，邓小平针对农业发展后
劲不足的问题强调：“从长远看，粮食问题很重要，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题。”①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４
日，围绕提高农业发展能力问题，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

学”②，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注意对农业的投入。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２日，邓小平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
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指出：“农田基本建设要纳入规划。要搞个日程表出来，各方面都要注意有投资。”③

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０日，邓小平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指出：“粗略估计一下，到二○○○年，以十二
亿人口每人八百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九千六百亿斤。从现在起，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

目标。但是，现在粮食增长较慢。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

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④１９８８年９月５日、１２日，邓小平在两次谈话中强调，“农业方面的投入要
注意”⑤。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的思路，回

答了在经济发展以农业为战略重点下如何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问题。

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将农业明确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保障工农协调发展的考察可见，以邓小平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农业明确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后，

从产业体系建设重点的把握上促进工农协调发展的新方略。中国经济发展以农业为战略重点及实施与之对

应的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政策，是改革开放初期农产品产量增长、农产品供给长期短缺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

因素和宝贵经验。

二、基于“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

是不行的”的论断强调首先解决农村问题

　　处理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政策主张。１９６２年７月７日，邓小平阐述怎样恢复农业
生产时强调：“要解决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⑥１９８４年６月３０日，邓小平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
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⑦这既是对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改革发展历程的客观描述，也是基于城市

先行发展后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为改变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发展状况和实现共同富

裕的选择。首先解决好农村问题这一方略回答了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后如何实现城乡协

调发展和如何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农村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明确首先解决好农村问题，强化了对解决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后农村发展滞后于城

市发展的结构问题的保障。已有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问题的研究，没有考察与国际上的区别。通过对

长时段实践的考察可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

人民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致力于促进工业、农业共同发展，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也大幅度提升。⑧ 在取得这一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因为在受重工业资金密集而吸纳农业劳动力较

少的约束、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向工业提供剩余能力弱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把公共资源集中用于城

市发展，以及不得不实行把人口留在农村及城乡有别的二元政策，这导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乡差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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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另一方面，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其中的农机、化肥、农药等农用工业实现快速发

展，为农业农村提供了现代生产和生活资料①，使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改善。换言之，中国的农村问题，

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业化过程中“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②，以及资源向工业、城市转移

而发生农村边缘化和农村凋落的问题，而是在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中把大量人口留在农业农村、

农业养育工业政策下农业农村没有实现更快发展的问题。换言之，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首先解决农村问题，是在已具备物质技术条件的基础上，为解决追赶世界工业化进

程中遗留下的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发展问题所作出的选择。

明确首先解决好农村问题，强化了巩固农村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中基础地位的保障。１９８４年６月３０
日，邓小平在论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分析了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解决农村问题的原因。邓小平指

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

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③这年１０月６日，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
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④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５日，邓小平再次强调：“如
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⑤可见，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经济发展要以农村

发展为基础和社会稳定要以农村稳定为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和遵循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规

律之后，又认识和遵循农村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的规律，实现了农业农村基础地位的认识和把握由

产业向社会范畴的拓展。

明确首先解决好农村问题，强化了对根据农民占总人口八成的国情推进现代化的保障。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
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

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

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

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⑥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特点出发的论断，强调了要从农民占全国人口八

成的国情出发，解决好现代化生产对劳动力需求少与农村劳动力较多的矛盾。在搞活政策下，乡镇企业快速

发展，由于其以发展轻工业为主，又属于中小型企业，这两个方面的特性决定了其吸纳劳动力比重工业和大

企业相对多一些，因而成为农民向非农产业拓展发展空间，构建新的城乡关系，并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

代化迈进的可行路径。

明确首先解决好农村问题，强化了对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解决好农村问题的保障。１９８７年１０
月１３日，邓小平尖锐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
呢？”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呢？一改革就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然后我们又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⑦

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作出首先解决好农村问题以促进工农协调发展选择的考察可见，以邓小平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和反复强调农村发展和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明确以首先

解决好农村问题为方略，直接动因是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

越性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以首先解决好农村问题为方略推进改革发展，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民富裕、

农村繁荣，这又为城市改革发展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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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工业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农民贫困基础上的论断提出让农民富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进一步推进工农城乡发展和破解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于工业城市发展的结构问题，需

要在农民增收致富上实现破题。中国尽管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需

要继续加快工业化进程。然而，在长期偏向重工业运行下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于工业城市和城乡二元结构固

化，农民收入水平低，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农村为工业提供市场能力的提高。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的实践，为构建工农城乡关系并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启

示。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５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
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

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

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①邓小平在其中作出的工业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农民

贫困基础上的论断，道出了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后进一步推进工业发展要以农民富起来为

前提。

让农民富起来是基于农村人口规模巨大国情的选择，强调了在中华民族富起来的历史进程中要促进农

民摆脱贫困和向富裕迈进。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通过农业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

入，促进共同富裕，改善工农收入关系。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建立起新

中国、建立起以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此为坚实基础让中华

民族稳稳立起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致力于中华民族富起来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富起来的战略目标，既包括国家层次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农民层次的发展目标。在国家层面上，以

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实施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其中第一二步的

核心目标之一是到２０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在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形成和实现过程中，以
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首先要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１９８７年６月１２日，邓小平在论
述将农民摆脱贫困作为率先推进农村改革的动因时，也指明了让农民摆脱贫困在国家摆脱贫困中的方位。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

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

没有摆脱贫困。”②针对影响农民收入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较大的问题，邓小平主张理顺价格，缩小工农产

品价格剪刀差。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９日，邓小平指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
的。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例如粮食，还有各种副食品，收购价格长期定得很低，这些年提高了几次，还

是比较低，而城市销售价格又不能高了，购销价格倒挂，由国家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

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这

样，国家财政收入真正投入经济建设的就不多了，用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就更少了。所以，不解决

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③这一

论述表明，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这一国家新的发展战略目标，成为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后构建

工农城乡关系的内在规定性。

让农民富起来是基于为工业提供更大市场的生动实践，强调了社会主义要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

相互促进的实现。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发展促进工业化的功能，不仅表现在农业农村向工业提供资金

和农产品，还表现在向工业提供更大的市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业化在初期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

价，如发生圈地运动、小农被大资本挤出，这些都使农民陷入困境，农业农村为工业提供市场的能力较弱。在

这种情况下，在很长时期内工业化先发国家通过其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开拓国际市场，甚至实行殖民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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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将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作为战略目标，注重通过农村发展为工业发

展提供更大市场。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工业和农业相互促进的产

业发展规律，在实践中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少农产品征购基数让农民休养生息、实行大包干为主要

内容的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经商、鼓励农民亦工亦农（在就近的工厂上班和做农

活兼顾，当时形象称之为“两栖农民”）、促进农村多种经营特别是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等措施，大幅增加了农

民收入，提高了农业农村为工业提供市场的能力，形成了工农城乡相互促进态势。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至２月
２１日，邓小平南方谈话对这一生动实践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
年至一九八八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

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

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

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

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

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

过程。”①其中对改革开放初期基于“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实践的肯定，实

际上也作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镇与乡村相互促进的这一论断，也强调了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中要致力于实现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相互促进。

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致力于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工农城乡共同发展的考察可见，以邓小平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工业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农民贫困基础上的论断，主张让农民富起来，有两个层

次的因素：第一个层次的因素是让农民分享发展成果；另一个层次的因素是事关现代化全局层面的三个着眼

点：一是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强调要通过农民增收致富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更大市场，着眼于农业农村发展对

工业发展的市场拉动；二是从实现富起来这一国家新目标出发，强调要让农民富起来国家才能富起来，着眼

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三是基于中国人口众多特别是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八成的国情推进现代化，

着眼于统筹兼顾解决好现代化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少与农村劳动力多的矛盾。鉴于此，以邓小平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增加农民收入提升为与农业农村发展同一个层次的政策目标，所实施的与之对应

的政策措施促进了小康建设在农村的推进。

综上所述，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着眼于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对工农城乡关系进行了重构，实现三个战略转变：面对追赶世界工业化

进程中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发展的结构问题，基于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水平，

将长期坚持的以重工业为中心调整为经济发展以农业为战略重点，强化了从战略布局上对巩固农业基础地

位的保障，增强了经济越发展越要加强农业的战略定力，并强调通过政策、科技、投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继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论断之后，面对城乡人口结构和工农

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工农产业结构转换的问题，基于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水

平，基于“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的论断，强调首先解决农村问题，实现由国

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向社会稳定发展以农村为基础的拓展，也实现由城市先行发展转向改革首先解决农村

问题；从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目标出发，基于工业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农民贫困基础上的论断，提出让农民富

起来，进而把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到与产业发展同一层次的政策目标。②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把“三农”问题的解决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工农城乡关系的论断和战略重构，明确了破

解城乡二元结构和促进农业农村向现代化演进的路径，对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让中国在

经济上稳稳立起来后，如何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二步战略相适应的工农城乡关系的时代之问作

出了回答。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论断和战略重构，丰富和发展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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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７６页。
郑有贵：《目标与路径———中国共产党“三农”理论与实践６０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３０页。



克思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理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

于新时代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启示。

（责任编辑：张慧娟　责任校对：张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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