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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E_BA_E7_83_AD_E7_c26_21676.htm （一）、什么是“三农

”问题 什么是“三农”问题。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

、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 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

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

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

国家富强。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从现在看

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 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

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

入世挑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

改革。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 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

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

但需要前 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

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

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

消解城乡二元 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农民问

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

指文化素质。提高 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农民问

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

管事的人不多，吃饭 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

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 增收放

在第一位。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五个关键 一是要全



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坚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依法

维护农民的土地承 包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 二是要大力推进

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利用水土光热资

源，依靠科 技，突出特色，积极推进建设农业优势产业带和

优势特色产品基地，壮大支柱产业。三是要全力以赴打好扶

贫攻坚战。 四是要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增加农

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减少农民。要把 劳务输出作为调整农

村经济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战

略措施，增强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根据市场需求，

有针对性地搞好农民外出务工应用技术和基 本技能的培训，

扩大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效益。 五是要加强农业和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 （三）小农经济与“三农”问题 1、解决“

三农问题”就是要“消灭小农经济” 解决“三农问题”，就

是要解决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从理论上讲，解决这

个矛盾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1)消灭市场经济，重新回到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这是开历史倒车，既不可取也不可

能。 (2)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和平共处、共存共荣。这种良好

愿望几近空想，即使权宜之计可以短期维持市场经济下的“

田园风光”，但长期的内在矛盾发展则是无法调和的。 (3)消

灭小农经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大农业相比，

小农经济 是一种落后的 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农

经济按其性质来说就是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 动的

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

大的应用。”(《资本论》 第三卷，第910页，人民出版

社1975年版)因此，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必然的，只有“消灭小 

农经济”才能解决“三农问题”。 2、“怎样消灭小农经济



”才是真问题 “三农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标本兼治。在指向

“治本”的大方向时，治标的目的是缓和矛盾 并为“治本”

创造条件。中国的国情和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在消灭小农

经济从而解决“三 农问题”的选择中，或许并没有最优解，

而只有次优解。于是在政策上，消灭小农经济的努力便不得

不修正为缓解“三农问题”的种种权宜之举。于是我们也就

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有关“三农问题”的政策不得不在“

促进小农解体”和“保护小农经济”之间游离(比如： 农产品

收购保护价、鼓励农民进城的各项措施、加入WTO对农业的

让步、取消户籍制度的动 议、粮食直接补贴、稳定承包制不

变等等)。这是明智的，但是在推行权宜之举的过程中，我们

应当始终把握住“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使得缓解“

三农问题”的权宜之计最 终指向“消灭小农经济”这个正确

的大方向。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正是对这个方 向

的确认和引导。说它是“确认”，就在于“消灭小农经济”

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依据， 离开了城乡的统筹发展，小农

不可能自己消灭自己，小农经济不会自动消亡；说它是“引

导 ”，就在于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城乡统筹发展、共同努力的

必然结果。当然，十六大提出的“ 统筹城乡发展”还只是“

破题”，如何“解题”尚有待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探索。我

对此的初步认识是： (1)尽管“跨越式发展”的主张用心良苦

，但“劳动密集型”很可能是中国产业结构今后相当长一个

时期内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落脚点所

在，也是“统筹城乡 发展”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违背了这

个规律，破产小农的消融就无法与城市化的展开良性互动，

“二元社会”的差距就会演变为越来越严重的断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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