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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工业化（全二册）》

前言

　　本书写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但思想上的酝酿，却早在三十年代初当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
学习时，以及毕业后参加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时，便已开始。
当时我经常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将如何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二十世
纪四十年代初，我考取清华公费留关，进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先学习工商管理，后又学习经济理论、
经济史和农业经济。通过这几年的学习，我除了具体了解到美国的一些现实情况外，更从历史文献和
统计资料中较多地阅读了有关英、法、德、美、日、苏联诸国从“产业革命”以来各自实行工业化的
书刊，从而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农业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带世界性的问题。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
即将结束的前两三年，我想到大战后的中国迟早必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一复杂而迫切的历史任务
。因此，以中国的工业化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来探讨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将
要遇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的问题，将是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的。但在我当时所阅读的书刊中，还没有看到一种专著对农业国工业化问题进行过全面系统
的研究。本书英文原稿以《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Industrialization）为题，作为博士论文完
稿于1945年冬，就是我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
的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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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工业化（全二册）》

内容概要

《农业与工业化(套装全2册)》共分上卷和中下合卷两册。上卷为作者1945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
农业与工业化》。该论文曾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并
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1951年在墨西哥出版西班牙文版，1984年修订后出版中文版
。该书以中国的工业化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来探讨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将要遇
到的种种问题，从历史文献、统计数据和经济理论等方面重点探讨了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的基本问题。
中下合卷为张培刚亲率弟子历经十余年辛勤探索的理论成果，结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实践，以及体制转型的经验教训，再次系统而深入地对农业国工业化问
题进行了考察和比较，可以说是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继承发展。《农业与工业化(套装全2册)》
使用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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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培刚（1913～ ），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本书
共分上卷和中下合卷两册。上卷为作者1945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该论文曾
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奖金”，并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
版英文版，1951年在墨西哥出版西班牙文版，1984年修订后出版中文版。该书以中国的工业化为中心
目标，从世界范围来探讨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将要遇到的种种问题，从历史文献、
统计数据和经济理论等方面重点探讨了农业国实现工监化的基本问题。中下合卷为张培刚亲率弟子历
经十余年辛勤探索的理论成果，结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实践，以及体制转型的经验教训，再次系统而深入地对农业国工业化问题进行了考察和比较，可以说
是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继承发展。本书使用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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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分析方法评论第二章 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第一节 联系因素之一：食粮一、人口与食粮
二、食粮与经济活动的区位化三、收入与对粮食的需要第二节 联系因素之二：原料一、加速原理与周
期变动二、原料成本与工业区位第三节 联系因素之三：劳动力一、人口与劳动力供给二、人口的职业
转移——劳动力自农村转入工商业以及自工商业转入农业第四节 农民作为买者与卖者一、农民作为买
者二、农民作为卖者第三章 工业化的理论第一节 工业化与产业革命第二节 工业演进中的发动因素与
限制因素一、发动因素：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及生产技术二、限制因素：资源及人口第三节 工业化的类
型一、工业化的开始二、工业化的程序和阶段三、工业化的速度第四章 工业化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第
一节 工业发展与农业改良第二节 当作生产单位的农场第三节 农业机械化一、机械化的方式二、机械
化的条件三、机械化对于生产的影响第四节 农作方式的重新定向第五节 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第
五章 工业化对于农场劳动的影响第一节 关于“补偿作用”的诸种学说第二节 劳动在农业收入中所得
的份额第三节 劳动力从农场到工厂的转移一、关于行业间及区域间劳动力转移的学说二、机器代替农
场劳动力三、工业对于农场劳动力的吸引和吸收第六章 农业国的工业化第一节 农业与中国的工业化
一、简释二、农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三、农业上的调整第二节 从工业国到农业国的资本移动第三节 
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贸易一、农业与工业之间贸易的特征和转变二、农业国与工业国的贸易条件三
、农业国工业化对于老工业国的影响结语附录(一)对“工业"概念的探讨附录(二)农业作为一种“工业"
与农业对等于工业参考书目英汉人名对照《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目录：第一章 总论第一节 
关于“工业化”的重新认识一、对“工业化”定义的重新表述和进一步探讨二、工业化的基本特征三
、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潮流的兴起及其基本内容五、工业化与现代化
的必然联系第二节 农业国工业化与发展经济学的主题一、发展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二、农
业国工业化理论与西方发展经济学三、农业国工业化仍然是发展经济学的主题第三节 新型发展经济学
的建立一、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由来二、农业国工业化仍然是新发展经济学的主题三、对传统发展经济
学的革新途径四、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首要地必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方面来考察，探根溯源五
、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还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本国国情出发，制定发展战略六、新型的发展经济学
应当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有关问题第四节 分析方法再论一、唯物论的观点与辩证法
的观点二、实证分析方法与规范分析方法三、数量分析方法附录1-1 关于工业化定义的思考附录1-2 理
解中国，需十分谨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附录1-3 懂得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中
国的发展附录1-4 从系统论看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第二章 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再论第一节 引论
第二节 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第三节 技术进步一、外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和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
型二、技术进步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三、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途径第四
节 制度创新一、制度及其功能二、经济发展中的几种重要的制度：产权、市场、国家与意识形态三、
从东亚经济看制度的作用四、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障碍与制度创新第五节 人口、资源与环境一、人口因
素二、自然资源与地理环境对工业化的影响三、环境退化问题⋯⋯第三章 农业与工业的互动关系第四
章 工业化过程的结构调整与变动第五章 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工业化第六章 计划、市场与经济体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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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件事是再过10年，即1950年到1951年间，当时正值我国奉行“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与之
相联系，在生物学界也大力介绍和宣传“米丘林学说”及其代表人物“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
的事迹。本来，在当今世界上，为了走向现代化，介绍和宣传现代科学上任何一种新学派都是完全必
要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李森科除了一方面把自己的论点和看法所形成的概念称作是“米丘林
遗传学”外，另一方面却把当时国际上广为流传的摩尔根学派“基因理论”说成是“反动的”、“唯
心的”，并且利用权势，排斥各个持不同观点的学派。影响所及，特别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
，造成了科学研究上的严重不良后果。我们知道，托马斯·亨特·摩尔根是美国及国际上著名的遗传
学家，早年曾在“孟德尔定律”的基础上创立了“基因学说”，著有《基因论》、《实验胚胎学》等
著作，1933年获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而李森科面对这种现实情况，却完全抛弃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反而把“基因理论”和摩尔根学派一概加以否定、排斥和打击。我国当时的生物学界，在极左路
线的指引下，亦随声附和，以致当时生物学界不少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素有造诣的老专家如谈家桢教授
等，横遭指责和批判，长期蒙受着不白之冤。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事实真相才逐渐大白于天下，是非曲直也才逐渐得到端正。可见，学海如战场，为了应
付随时飞来的袭击，做学问的人也必须具有承受各类事故的极大勇气和牺牲精神。　　以上培刚先生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花费了较大篇幅，追述他在武汉大学文预科和经济系本科一年级学习基础课的情景
，主要是依据先生本人的看法和要求。一方面，这一段打下基础的经历，是他日后考上出国留学并用
外文写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的直接和重要的渊源。首先，如前面所谈1940年暑期在昆明和重
庆同时举行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生考试，英语一个上午只考一篇作文，如果没有大学时期打下的较深
基础，那是得不到优秀成绩、从而难以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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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没读完，读不下去。
2、读罢上卷，感觉张老先生的博士论文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如果在那个基础上，能再有若干年的研
究，诺贝尔经济学奖说不定就归他老人家所有了。张老先生对此也感十分不爽，屡屡在前言中提到，
某某问题，我在几十年前早已说清。言语中虽是尽提当年勇，也是颇多无奈的。
中下卷嘛，部分是脱离学术研究若干年的张老先生对原书的修修补补，部分是他的学生或者同事所作
，虽然可能也具有相当的水平，但是读来总差那么点意思，于是也失了兴趣。待日后重提兴趣，可以
再去读。
3、农业经济研究，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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