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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注“三农”问题，与我的成长经历相伴；研究“三农”问题，与我的知识积累和工作历程同行。
（一）我最早接触经济学原理，始于毛泽东同志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句至理名言在
社会上的传颂。
当时，我并不十分明白社会运行中的产业分工问题，只是崇拜毛泽东的朴素感情，让我意识到农业是
个了不起的产业。
后来，系统地读了书，才得知在18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就说过：“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
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如果说初步理解毛泽东的话，使我懵懵懂懂地认识到农业与工业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关系，那么，
当我读完《资本论》时，才深刻地认识到：农业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生的原始产业；
工业以及后发展的建筑、运输、金融等行业，都脱胎于农业，都是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一般性掌握，又引起了我对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渊源的追问。
一些经济学说史书，又告诉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形成之前的封建社会早期，就已经形成
了以“家庭生产与土地关系”为“蓝本”的经济学说。
从法国查理大帝的“关于领地的敕令”，到基辅罗斯王公的“斯美而得”土地村社分类，都是围绕农
地、农耕、农奴问题而展开讨论的。
从封建社会再上溯到原始社会，从古罗马到古希腊，从基督教的产生到斯巴达克起义，整个社会变革
的导火索都是所有制与经济利益的抗争，期间的经济学说或政治经济学的萌芽，都是以家庭生产、庄
园经济、奴隶主占有奴隶的劳动为基本因由而孕育和发展的。
古罗马时代的考鲁迈拉，曾著有12卷的《论农业》，其经典名句：“城市如果没有演员或律师，则过
去和将来都是幸福的；而人们如果离开农夫，不用说，便不能生存、不能吃饭。
”沿着这样的史迹上溯，可以在公元前4世纪发现最古老的农业经济学善本。
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斯诺芬对其思想的记述，由此而产生的人类第一部经济学著作——《
家庭经济学》，被后人称为组织和管理奴隶主经济的指南。
所有这些成形的或不成形的、古典的或现代的、单一的或系统的农经思想，占领着我的头脑，左右着
我的研究，统治着我的思维方式，成就了我对现代“三农”问题的判断、比较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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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时鲜思考篇、系列时评篇、理论升华篇、乡村调查篇和专题研究篇五篇，主要收录了《中国
农村五十年》、《善待我们的衣食父母》、《发展是健康的基石》、《农业对“和谐”有作为》、《
农村能源之忧》、《扬起跨世纪的风帆》、《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论的演进》、《关于粮食债长的问
题》、《建设美丽富饶的浑江》、《中国“三农”问题论纲》、《农业现代化》等文章，供读者朋友
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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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中国实现了靠自己的力量解决12亿人口吃饭穿衣闯题的关键所在。
——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不断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
农村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取向，面向市场调整政策和产业结构，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体制和生产组织形式。
市场是农村改革的切入点。
试想，如果不是以市场为取向，就不可能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就不可能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形势。
因此我们说，“市场”是农村改革的功臣。
——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
毛泽东曾经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农村的主体是农民，只有尊重绝大多数农民的意见，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让他们去自我判断和选
择，才能把农村的事情办好。
尊重农民的意见，就可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强大合力，有利于克服困难，攻克难点，解决好
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坚持两手抓。
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
农村是个社会区域的概念。
这个区域包罗万象，既有经济，又有政治和文化。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如果只注重抓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农村就可能走向反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不会
取得成功。
这些年，农村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改善了
农村社会环境，更新了人们的观念，为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赢得
了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正像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两个文明都搞好，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才是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新农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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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农政系论(全3卷)》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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