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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域工农业互动发展研究》

前言

　　村域是区域经济的最小单元，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载体。目前我国约64万个村域
，如果其中多数村域不能如期完成转型发展任务，那么“三农”现代化乃至国家富强都将成为一句空
话。从工农业互动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层面考虑，在村域经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既要依
靠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来加速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又必须保证农业经济持续增长。　　方湖柳博
士的专著《村域工农业互动发展研究——苏南泰西村的经济转型》，是以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村域经
济转型中的工农业互动发展——江苏省太仓市泰西村案例分析》为基础，通过再研究，部分内容和数
据经过进一步修改充实后形成的。全书通过对泰西村这一案例分析，构建了一个村域工农业互动发展
的研究框架。作者从一个前人尚未尝试过的、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以村域为单元，重点探讨经济转型
过程中的工农业互动发展关系。而且，作者在研究结论上也有新发现，其中突出的一点，是揭示了村
域工业与农业互动发展有着不同于宏观上城乡工农业关系的特殊规律。　　近年来，博士论文选题贪
大求全、抽象论证的多，但围绕具体问题从小处着眼进行深入研究的少。方湖柳博士以一个村为案例
，通过历史追踪与现实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并辅之以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
从旧中国、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到改革开放后的不同时段，分别论述了村域工业经济和农业
现代化的演进历程，并剖析了村域工农业互动发展的关系。这不仅对于构建新型的工农关系、城乡关
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农业经济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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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村域工农业互动发展研究:苏南泰西村的经济转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把工农业协调发展研究下沉
到村域层面。以苏南泰西村为例，通过历史追踪与现实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村域经济转型中的工
农业互动发展问题。这对于构建新型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有重
要的农业经济史意义。
目前我国的乡村工业化已达到相当程度。但与此同时，许多工业型村域的耕地甚至农业都消失了，乡
村工农业互动，协调发展研究刻不容缓地摆到了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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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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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中国工农业关系演进研究　　国内经济学界对工业化过程中工农业关系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的是李激（1993）的分析。其将工农业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化初始阶段，工业化
的推进主要依靠农业提供积累，农业支援工业，工业受到保护；第二阶段是工业化中级阶段，即农业
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工业与农业各自依靠自身积累发展，农业剩余不再外溢，政策导向既不倾斜于
工业，也不倾斜于农业，两大产业均衡发展；第三阶段是工业化高级阶段，经济发展以工业积累为主
，工业剩余回归和反哺农业，农业依靠工业支援实现了现代化，农民收入快速提高，城乡差别趋于缩
小并消除。　　对李激的观点，国内一些学者有不同看法。马晓河等人（2002）认为，从严格意义上
讲，不存在三个阶段的划分，工农业之间要么是工业支持农业，要么是农业支持工业，根本不存在工
农业平行发展这样一个阶段。蔡昉（1997）则认为，如果要划分三个阶段，应是一个农业支持工业、
工业反哺农业，再到工农业平行发展的演进过程。徐祥临（2003）甚至认为，工农业关系三个阶段理
论实际上起到了为计划经济时期剥夺农业的错误政策辩护的作用，没有也不可能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
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至于中国目前处于什么阶段，也有不同看法。蔡昉（2002）、杜鹰（2003
）、尹成杰（2005）、马晓河（2005）、柯炳生（2005）等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
经济发展阶段。他们得出这一判断的主要理由是：人均GDP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国家财政能
力不断增强；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业就业比重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
降；工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但是，以林毅夫（2003）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我国还没有达到工
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不应该增加农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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