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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以后,国内外环境和要素支撑

条件均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既为农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

间和动力，又给农业持续发展带来新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工

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将推动农产品需求总量扩大、结构

升级，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另一方面，转型期农业发展也

面临成本上升，要素制约增强，环境保护要求提高和农业的生产

职能与社会职能矛盾更趋突出等诸多挑战。从未来发展趋势看，

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工业反哺农业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农业

发展前景依然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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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后国内外环境和要素支撑条件的变

化，既为农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又给农业持续发展带

来新的困难和问题。

一、经济转型期农业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大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力度

加大，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措施不断完善，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

显著提高，将推动农产品需求进一步扩张，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加快。

（一）工业化继续推进将扩大农产品需求

根据钱纳里的划分标准以及相关研究，当前我国已进入工

业化的中后期。随着农产品工业化用途的不断拓展，农业作为

重要原料供应产业的属性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近年

来，农业产出中用于第二、三产业中间使用的比例持续上升。根

据投入产出表测算，农业产出用于中间使用的部分从 2002 年的

57.2%上涨到 2010 年的 77.8%，提高了 20.6 个百分点。其中，用于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投入增加到 38.6%，提高 21.6 个百分

表 1 我国农产品中间投入占比情况（单位：%）

行业
农业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纺织业

住宿和餐饮业
化学工业
其他行业

中间使用合计

2002
16.2
17.0
4.2
3.6
2.3
13.8
57.2

2007
14.1
32.6
7.4
3.6
3.4
9.1
70.2

2010
13.3
38.6
7.5
3.6
4.3
10.5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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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用于纺织业的投入增加到 7.5%，提高 3.3 个百分点；用于化学

工业的投入增加到 4.3%，提高 2.0 个百分点，占比都超过原来 1
倍或者接近 1 倍。未来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将进一步增加对农

产品的需求。

（二）城镇化加快推进将推动农产品需求进一步扩张

经济进入转型期后，随着城市工业、服务业的持续快速发

展，在比较利益驱动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进程仍将持

续，城镇化水平尤其是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将从总量和结构上改

变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2012 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为 52.6%，

仍然远低于高收入国家 70%~80%的水平，与国际相同发展阶段

国家的差距依然明显。目前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水平和结构存

在很大差异。2011 年，农村居民蔬菜、植物油、猪肉、牛羊肉、蛋、

奶、水产品消费仅为城镇消费水平的 78%、71%、70%、48%、53%、

38%和 37%左右，而粮食消费为城镇的 2.1 倍。因此，随着城市人

口比重的进一步提高和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农产品需求在总

量和结构上都将发生新的变化。2000~2012 年，我国城镇化率年

均提高 1.37 个百分点，假定到 2020 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接近

60%，也就是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从

农村向城市转移 1400 万人口。如果按 2011 年城市居民食品消

费模式进行测算，农村转移人口年增加消费水产品 13 万吨，意味

着在原有水产品消费总量基础上增加 0.95%；年增加猪牛羊肉消

费 11.6 万吨，意味着增加消费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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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将加速农业结构调整

按平均汇率折算，2012 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 6086 美元，已

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阶段是食品消

费结构显著变化的阶段，人们对食品的消费逐渐由“吃饱”向“吃

好”转变，对高质量绿色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从居民住户调

查数据来看，2000 年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的粮食消费持续下

降，而食用植物油、肉类、牛奶等产品消费不断提高。2000~2011
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粮食消费量稳中有落，从 82.3 公斤下

降到 80.7 公斤，而人均鲜奶消费量则从 9.9 公斤上升到 13.7 公斤，

增长 37.8%；人均水产品消费量从 11.7 公斤上升到 14.6 公斤，增长

24.5%；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主要食品消费呈现出相似的特点。

从饮食习惯与我国较为接近的韩国情况来看，随着 1976~

表 2 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食品消费差异

品种

粮食*

鲜菜

食用植物油

猪肉

牛羊肉

禽类

鲜蛋

鲜奶

水产品

酒

鲜瓜果

城镇（千克）

80.7
114.6
9.3
20.6
4.0
10.6
10.1
13.7
14.6
6.8
52.0

农村（千克）

170.7
89.4
6.6
14.4
1.9
4.5
5.4
5.2
5.4
10.2
21.3

农村/城市（%）

211.5
78.0
71.3
69.9
48.0
42.8
53.3
37.7
36.6
150.2
40.9

注：*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购买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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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人均 GDP 从 2824 美元增长到 6895 美元，韩国人均食品消

费转型加快。1961~1975 年韩国人均谷物消费年均增加 2.1%，而

1976~1990 年均下降 2.3%，1991~2005 年均下降 1.0%；从绝对量来

看，也是 1976~1990 年变化最大，人均谷物消费每年下降 4.6 公

斤。在人均谷物消费下降的同时，人均肉类、植物油、水果消费

则明显提高，年均提高 9.1%、10.9%和 8.1%，远高于 1961~1975 年

表 3 我国城乡居民人均食品消费结构

城镇居民

家庭

粮食(商品粮)
鲜菜

食用植物油

猪肉

牛羊肉

禽类

鲜蛋

鲜奶

水产品

鲜瓜果

2000
（千克）

82.3
114.7
8.2

16.7
3.3
5.4

11.2
9.9

11.7
57.5

2011
（千克）

80.7
114.6
9.3

20.6
4.0

10.6
10.1
13.7
14.6
52.0

年均增速

（%）

-0.2
0.0
1.2
1.9
1.6
6.2

-0.9
3.0
2.0

-0.9

农村居民

家庭

粮食(原粮)
蔬菜

食用植物油

猪肉

牛羊肉

禽类

蛋及制品

奶及制品

水产品

瓜果及制品

2000
（千克）

250.2
106.7
5.5

13.3
1.1
2.8
4.8
1.1
3.9

18.3

2011
（千克）

170.7
89.4
6.6

14.4
1.9
4.5
5.4
5.2
5.4

21.3

年均增速

（%）

-3.4
-1.6
1.8
0.8
4.8
4.5
1.1
15.5
2.9
1.4

表 4 韩国部分农产品人均消费增长情况

1961~
1975

1976~
1990

1991~
2005

绝对量变化（千克）

增速(%)
绝对量变化（千克）

增速(%)
绝对量变化（千克）

增速(%)

谷物

4.2
2.1

-4.6
-2.3
-1.5
-1.0

蔬菜

5.1
4.9
1.5
0.8
1.6
0.8

肉类

0.2
4.0
1.3
9.1
1.5
4.1

牛奶

0.3
14.9
1.0
10.0
0.4
1.7

蛋类

0.2
9.0
0.3
4.1
0.1
0.9

水产品

1.8
8.0
0.1
0.3
0.8
1.7

水果

0.7
7.7
2.2
8.1
1.4
2.1

植物油

0.1
7.5
0.5
10.9
0.4
2.8

数据来源：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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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991~2005 年间的增速；虽然 1976~1990 年间人均牛奶、蛋类消

费增速略低于 1961~1975 年，但从绝对量来看，仍然是变化最快

的阶段。

（四）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加大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总量大幅增长，工业发展

水平明显提高，财政整体实力增强，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已

经具备。近年来，我国对农业投入和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取

消“农业四税”，实行“农业四补贴”，出台粮食最低收购价、重要

农产品临时收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措施。2006~2010 年，中

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从 3397 亿元增加到 8183 亿元，“三农”

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 14.5%提高到 17.5%，总量持续增加、比

例稳步提高。农村交通、水电、住房、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都取

得了重大进展。10 年来，全国新建改建 290 万公里农村公路，解

决 3.96 亿人饮水安全问题，新增沼气用户 3180 万户。随着我国

工业反哺农业力度的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将不断完善，科技水平

和机械化水平将不断提高，有利于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

提升。

（五）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增强

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认为，工业发展从技术和组织

两方面成为农业改良的必要条件，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科技进步

推动农业土地产出率和绝对产量不断扩大。近年来，我国农业科

技在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提升综合生产能力方面的作用也

-- 6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12 年，全国农用机械总动力 102559 万千

瓦，比 2000 年增长 95.1%，年均增长 5.7%。2011 年，全国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54.5%，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5%以上，

良种对粮食作物增产的贡献率超过 40%，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

53.5%。农业科技的巨大进步使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跃升发展

中国家前列，一些重大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领先水平。

但也必须看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与国际先

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未来农业科技推动农业发展还有相当

大的潜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科技进步对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将进一步显现。

（六）市场化、国际化将为农业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历程表明，现代农业是发达的市场农

业。我国的农业市场化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对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农业生

产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加强。根据商务部和

农业部的不完全统计，2009 年，全国有城乡集贸市场约 6 万多

个，经营品种千余种；农产品批发市场 4000 多个，其中交易额过

亿元的有 1884 家，占总数量的比例达到 70%，交易总额近 1.5 万

亿元。

市场化与国际化密不可分。国际化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方面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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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适当进口农产品弥补国内农产品供需缺

口，缓解了我国农业资源紧张的压力，为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开

放水平大幅提高，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农业与世界市场

的关联程度日益增强。2011 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达 489 亿美

元，与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相比，增长 203.6% ，年均增长

13.1%。

未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业经营体

制的不断创新，我国农业市场化、国际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农

业生产的活力有望得到进一步释放。

二、经济转型期农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经济转型期资源要素制约的增强，不但作用于国民经济整

体，也对农业持续发展带来众多挑战。

（一）土地、淡水等资源制约日益突出

一是耕地资源紧缺，质量下降。国土资源部公报显示，2008
年我国耕地面积为 12171.6 万公顷，比 2000 年明显减少，已经接

近 18 亿亩耕地面积保护红线。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持续推

进，用地需求不断扩大。2012 年，全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同比

增长 17.5%，连续 4 年保持增长，其中住宅用地和基础设施等其

他用地同比增长 43.4%。随着经济进入转型期，工业生产、进城

农民居住等因素导致的土地需求将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长

期以来化肥的过量施用造成土壤养分失衡,土壤板结等问题，严

-- 8



重影响耕地质量。国土资源部 2009 年发布的《中国耕地质量等

级调查与评定》显示，我国耕地质量总体偏低。优等地、高等地、

中等地、低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2.67%、29.98%、50.64%和 16.71%。全国耕地低于平均等别的 10~
15 等地占调查与评定总面积的 57%以上；全国生产能力大于

1000 公斤/亩的耕地仅占 6.09%。由于受农业生产方式、农业投

入等因素影响，未来耕地质量下降的问题难以有效改变，将严重

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二是水资源趋紧，污染严重。2009 年，我国人均可再生淡水

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3.7%。目前，中国每年农业灌

溉用水缺口 300 亿立方米。有关部门预测，到 2020 年，农业灌溉

饮用水每年缺大概 1000 亿立方米。与此同时，农业用水方式依

然粗放，水资源利用效率效益不高。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远低于 0.7~0.8 的世界先进水平；单位用水的粮食产量远低

于世界先进水平。同时，水污染问题突出，部分地区农业发展面

临严重的污染性缺水。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耕地、水等资源短缺的约

束将进一步增强。

（二）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素质堪忧

在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的背景下，经济转型期工业化和城

镇化的快速推进将进一步加剧农村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

“谁来种地”的问题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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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青壮年劳动力比重下降，老龄化严重。2011 年，我国乡

村人口中，20~39 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28.92%，城市中该

年龄段人口比重为 39.17%，镇区为 33.22%，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比

重比城市低了 10 多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乡村人口中 65 岁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为 10.37%，明显高于全部人口中 9.1%的比例和

城镇 8%的比例。

二是受教育程度偏低。在全部就业人员中，从事农林牧渔

业的劳动力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 6.9%，远低于全部

就业人员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29.6%的水平。文化程度较

高的农民外出打工比例较高。根据农民工监测报告，2012 年，在

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 23.7%，而非农民工中，比重仅

为 10.9%；农民工中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占 15.8%，而非农民工中

的比例高达 42.1%。

在城乡生活水平差距较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水平依然

较高的条件下，未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仍会持续，农

业劳动力素质下降趋势继续显现，与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的矛

盾将更趋突出。

（三）农业综合生产成本提高，所需投入增加

由于经济转型期价格上涨的动力已逐渐从需求拉动向成本

推动、需求拉动、输入性通胀并存格局转变，农业生产成本也呈

现复合型推动特点。

一是土地成本大幅上升。在土地资源稀缺性进一步显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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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农业生产的土地成本大幅上升。2007~2011 年，我国稻

谷、小麦、玉米 3 种主要粮食品种的土地成本年均增长 17%；花

生、油菜籽两种油料品种的土地成本年均增长 18%；苹果种植的

土地成本年均增长 20.2%。

二是农业生产劳动力价格上涨的趋势比较明显。2007~2011
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 3 种主要粮食品种的雇工工价年均增

长 21%；规模化生猪养殖的雇工工价年均增长 18.8%。在劳动力

资源供求矛盾突出的条件下，未来转型期农业生产用工成本仍

将持续上升。

三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

对农业生产资料需求持续上升，市场供求矛盾加剧。从种植业

产品来看，稻谷、小麦、玉米 3 种主要粮食品种的种子费由 2006
年的 26.29 元/亩上升至 2011 年的 46.45 元/亩，提高了 76.7%；化肥

费由 2006 年的 86.81 元/亩上升至 2011 年的 128.27 元/亩，提高了

47.8% ；机械作业费由 2006 年的 46.73 元/亩上升至 2011 年的

98.53 元/亩，提高了 1.1 倍。从饲养业产品来看，规模化生猪养殖

的仔畜费由 2006 年的 169.15 元/头上升至 2011 年的 472.88 元/头，

提高了 1.8 倍；精饲料费由 2006 年的 428.27 元/头上升至 2011 年

的 804.71 元/头，提高了 87.9%，而散养生猪相应的费用上升幅度

更大。

未来随着农产品需求总量刚性增长、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提

升农业综合生产力意味着更多投入，农业中间投入成本上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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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将进一步加大。

（四）农业的生产职能与社会职能的矛盾更趋突出，协调难

度加大

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农业不仅承担着增加农产品供给、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职能，还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社会职能，而在经济转型期两种职能间的矛盾和

冲突加大，对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一是农业增产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加剧。经济转型期农产品

需求的刚性增长对农业增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我国农业

现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下，农业增产仍要靠资源要素的大量投

入，需要继续加大农药、化肥等施用量。由于缺少相应的污染处

理设施等，对生态环境保护将产生较多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

畜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畜禽粪便的排放量大幅增长，甚至大于

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畜禽养殖业已经成为农村水体的重

要污染源，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湖泊、河流等都出现了严重的富营

养化问题且呈加重趋势。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问题重视程度的

提高，特别是考虑到对食品安全关注度的提高，农业增产与环境

保护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二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稳定就业的协调难度加大。转型

期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这意味着必须突破农业生产分散化经营模式，扩

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促进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标准化、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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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重要条件

之一是减少农业人口，在我国非农产业就业需求结构性变化、城

市承载能力不足的条件下，难以完全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

问题，仍然需要依靠农业保障就业的稳定，特别是面对转型期不

同群体利益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更需要发挥农业的就业稳

定功能。

三是农民增收与保持物价稳定的平衡难度增大。转型期随

着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考虑到农民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

较高，要保证农民持续增收，需要农产品价格保持一定幅度的上

涨。由于农业生产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大，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在

需求稳定的条件下，容易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不利于市场物价

稳定，如果采用行政性手段限制农产品价格上涨，又会影响农民

收入增长。农民增收与市场物价稳定间的平衡难度在转型期将

进一步加大。

四是农业生产经营制度改革与社会稳定矛盾凸显。推动农

业现代化加快发展需要积极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制度改革，而在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容易影响社

会稳定。例如，加快推动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转和集中，一

方面有利于推动土地集约化经营，提高效率，但另一方面，可能

会造成失地农民失去生活保障，影响社会的抗风险能力。经济

转型期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进行土地制度的创新改革，如何平衡

农业改革和社会稳定的关系，是转型期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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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转型期进一步巩固农业基础地位，需要加大政府对农

业扶持力度，增加农业补贴，但在补贴规模不断扩大，政府收入

在转型期增速放缓的条件下，将使财政支出压力不断加大，也需

要创新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形式和途径。

三、小结

通过上述对转型期国民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农业面临的新

机遇新挑战的分析，可以得出：

一是转型期农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需求潜力巨大，决定了

农业的地位更加重要。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大发展

将推动农产品需求进一步扩张，特别是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升级

加快，将增加对生态农产品等高端农业的需求，带动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加快。与此同时，转型期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反哺农

业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措施不断完善，科技进

步对农业的贡献显著提高，将有效带动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

二是转型期农业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供给约束增强。农

业发展所依赖的劳动力、土地、水等资源要素在转型期进一步趋

紧，务农劳动力总量减少、素质不高，耕地保护困难加大，环境保

护要求提高，综合成本上升等问题严重制约农业产出的增长。

三是综合来看，农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发展前景广

阔。尽管转型期农业发展面临的制约要素增多，成本上升，但农

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将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降低对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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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等资源的大量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尽管转型期农村劳动力不

断流出，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将有效抵消务农劳动力年龄

偏大素质偏低的影响；尽管转型期农业生产职能与社会职能冲

突明显，但工业反哺农业力度加大、农业科技贡献提高、社会制

度进一步完善将有利于破解难题，农业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的

关系将更趋协调。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盛来运 刘爱华 周 平

（盛来运为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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