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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经济思想是陈云经济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陈云充分认识到农业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其

农业经济思想，立足于水利农田基本设施建设，落脚于粮食价格宏观调控和统一管理，注重农业、轻工业、

重工业的协调发展，同时重视环境保护，内容涉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市场管理、农产品调控供应、

农业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陈云根据国情制定的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不仅正确而且富有预

见性，对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发展、粮食宏观调控等在内的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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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un’s Agricultural Economic Thought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

MA Yim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Agricultural economic thought is the core content of Chen Yun’s economic thought system. Having 
fully recognize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Chen Yun  laid his agricultural economic thought  
on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farmland, and on macro regulation and unified 
management of grain prices, emphasize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light industry, and heavy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well, forming a mature agricultural economic system that includes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gricultural market manage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regulation and 
supply.Correct and foresighted, the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orm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bear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 including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macro foo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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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伟大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是新中

国财经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长达 70 年的革

命生涯中，陈云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

自 2005 年陈云诞辰 100 周年以来，学界对陈

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0 世纪末

的经济工作上，关于陈云的农业经济思想研究相

对比较薄弱。陈云作为中共中央第一、第二代领

导集体的领导人之一，为中国经济建设作出了突

出贡献，形成了陈云经济思想体系，其中农业经

济思想是其经济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农业是

国民经济的基础，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

已有过大量论述，陈云对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

的特殊重要地位，有着尤为深刻的见解。从政治

角度来看，陈云农业思想关系到新中国社会主义

革命胜利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从经济角度

看，其农业方面的举措是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一要吃饭，二要建设”[2]135，农业是新中

国重、轻工业诞生的根基和“敲门砖”；从社会

方面来看，新中国稳定与和谐的社会环境离不开

农业的稳定发展、粮食的稳定供应，离不开农业

市场的正常运转。笔者认为，陈云的农业思想在

其经济思想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离开了农

业 , 单纯的经济建设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陈云的经济论著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

同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陈云工作 70
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付出了代价才

得来的，“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把老一辈革命家

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陈云农业经济

思想，特别是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运动体系中的

基础地位、农业与国民经济的辩证关系以及重视

粮食问题的论述，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农业经济思想是我们应该矢志不渝继承的。

农业始终是产业驱动的火车头，不管是计划

经济时期陈云指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还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3]4，农业的基

础性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容置疑的。中共中央一号

文件历来都是围绕“三农”展开，从中可以发现，

一号文件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发展农业的初

心是不变的，巩固农业第一产业地位的使命是不

变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经济转型期，

对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产业比例需要统一规划

和部署。目前正处于改革开放深化期，农业、工业、

服务业一体化产业系统基本建设成熟，如何进一

步巩固农业的基础支撑地位至关重要。以铜为镜，

以史为鉴，新时代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学习陈云同

志农业经济思想，并将其应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现

代化农业之路上。

一、充分认识农业在我国的重要地位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还处在典型的农业社会

形态，物质基础薄弱，生产力十分落后，“我们

接过来的是一个破烂的旧中国，农业经济占主要

地位”[4]128，解决粮食问题、发展农业生产迫在眉

睫。正如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

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5]140。

计划经济时期，解决农业和粮食问题是陈云开展

经济研究和落实经济政策的首选路径，陈云对其

给予了高度重视，“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6]，

“改善生活，吃还是第一位”[7]125。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陈云提出，“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

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7]125。陈云晚

年正值改革开放后期，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增

长，大量农民放下手中的农业工具参加企业劳动

或直接合伙兴办企业，造成大片土地撂荒，无工

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在这种情况下，

陈云强调，“提醒你们一下，农业提出的问题无

敌于天下”[8]。

农业的基础性地位自古至今不容撼动，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中央一号文件给予“三农”问题的

首要位置，更体现了农业是民生之要、执政之基。

经过 40 年的不断努力，2020 年，我国终于实现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碗中有粮的目标

已经实现，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农业发展多样化、

农业现代化，这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在当下国

际关系紧张和国际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在以新冠

疫情为代表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下，农业的重

要性又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饭

碗主要装中国粮”[3]72，只有实现粮食自给才能更

好地掌握国际话语权，才能从容地应对复杂多变

的国际形势。今天，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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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发展好农业，建设好农村，保障好农民，

巩固国之根本。

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陈云指出：“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

大计。”[5]141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天灾接

踵而至，水灾尤其严重，长期战争使新中国成立前

修筑的水利设施基本销毁殆尽，极大减弱了抗击洪

涝灾害的能力，上千万公顷的农田受灾，无以计数

的灾民流离失所。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后，我国

开展了全方位修筑水利设施的工作，小型农田水

利设施修筑速度快且数量多，大型蓄水工程也陆

续开工。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次全国水利工作

会议确定了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即“防止水患，

兴修水利”[9]，以达到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陈云

指出：“要增加农业生产，必须做好防止水旱灾

害这件事。”[7]76 我国大型水利设施基本上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大跃进”时期“多、快、好、省”

背景下修筑完成的，质量不达标、防洪能力弱以

及功能单一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例如山东省第

一大水库峡山水库是在“大跃进”时期仓促开工

并完成，其后出现裂缝等质量问题，经过 10 年翻

修后其防洪能力才达到相应要求。

我国幅员辽阔，河流流域面积广，且近年来气

候变化加剧，水灾频次增加，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也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2021 年 4 月

进入汛期后，我国经历了多次洪涝灾害，内蒙古、

河南等地发生水灾，造成人员伤亡和农作物大面

积减产、绝产。2021 年 7 月，包括“全国小麦第

一县”滑县在内的豫北地区发生严重水灾，1000
多万亩（注：1 亩约等于 0.0667 公顷）农田受灾，

冬小麦大面积晚播，产量和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有效防范应对农

业重大灾害，加大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如今，全国水利设施的修筑工作已基本完成，人

们的水利观也由“以蓄为主，蓄泄兼顾”向“修

复管护，预警防控”转变 [10]。过去我们应对洪涝

灾害基本上是被动防守，新时代如何创新应用好

洪涝预警和防洪技术，真正实现从被动防守到主

动出击，提前预警，将灾害扼杀在摇篮里或者进

行提前预防，是完成陈云提出的水利“百年大计”

的最后一环。

三、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业专业化

农业在产业融合中处于根基的地位，在发展

创新的产业运动体系中也具有“发电机”的作用，

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一直以

来都是重要命题。陈云指出：“农业发展不起来，

工业就很难发展。”[4]143。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

我国形成了以农为主、以农促工的生产关系，工

业原料基本以农产品（棉花、小麦、玉米等）为主，

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与农业紧密相关，“农

业生产恢复的快慢，也直接关系到工业生产恢复

的快慢”[7]194。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国工业发

展速度严重滞后，这迫使陈云等“一五”计划制

定者检查计划的基本前提条件。出现这个问题的

原因是，在制定计划的前期，忽视了农业和工业

的关系：农业低增长直接或间接影响工业产量；

农业间接影响工业发展步伐。在工业起步阶段，

其与农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片面追求工

业产量而忽视农业的做法是错误的，事实证明，

工农业并驾齐驱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米

足炊多”才能确保人民群众吃饱喝足。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国家大力鼓励工业发展，

大炼钢铁，破坏了陈云领导布局的经济发展计划。

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结合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实

际情况，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提出“工业要拿出

一些力量支援农业”[2]305 的主张。1978 年到 1983
年，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农业机械

总动力从 15.975 万马力增长到 24.503 万马力（注：

1 马力约等于 735 瓦特），年均增长率达 8.9%[11]，

农业对重工业产品的大量需求，刺激了重工业的

发展。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业发展速度显著提高，

其为轻重工业部门提供了原料和产品销售市场，

促进了其他部门的生产发展，使国家财政收入不

断提高，逐渐形成了工农合作、互相促进的生产

局面，同时也提高了双方生产效率，促进了改革

开放的深入发展。

除了在宏观上对产业结构体系进行统筹调整

外，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微观条件下的农业专业化

也非常重要。陈云认为，要根据不同的土壤、气

候等自然条件，来种植不同的作物，在因地制宜

选择作物种类和进行地区间贸易的基础上，加强

农业生产专业化。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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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战略，云南省利用当地所处高原特色气候环境

适合大力发展高山种植业的优势，种植高山茶、“林

下三七”等，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生产模式，为云

南摆脱贫困和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同时，特色农作物的附加产品如三七粉和烟草生

产所形成的第二产业，以及带动云南观光旅游所

形成的第三产业，共同发展成以农业为基础的产

业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了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建设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要始终保证农业在社会经济体系

中的基础性地位。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我

们应“持续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形成

成熟的“全产业链”合作经济体系。第一产业和

第二产业的发展，能助推会展、旅游、餐饮等第

三产业的兴起，从而形成较为完整的全方位产业

发展体系。山东省寿光市借鉴陈云农业经济思想

中“工农协调发展”的观点，以农促工，一二三

产业实现融合发展，成为实践陈云“工农协调发

展”思想的典型案例。该市依靠农业的坚实基础，

促进了工业和服务业的迅速崛起。2022 年，寿光

市上市股票总数跃居全省县级市首位。从这些上

市公司的经营方向来看，第一产业以农业种植、

农业技术开发、畜牧养殖为代表，第二产业以造

纸、食品、防水制造业为代表，第三产业以会展

旅游、农村电商、观光旅游业为代表。其产业发

展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为辅，并结合第三

产业，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寿光市通

过进一步融合一二三产业，协调一二三产业关系，

促进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合理化配置，为农业

经济结构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全产业链”

发展新模式。

四、全国统筹农产品价格与供应量

“粮食工作极为重要”[7]73，粮食作物在我国

自古至今都占有重要地位，国家对其拥有统一的

调拨权。20 世纪 50 年代初，国家实行农业计划经

济，统一调度，将粮食市场的机动调拨权归于中

财委，“只要统一调度而又谨慎从事，则全国主

要地区的粮食市场，是可以稳定的”[5]159。几十年

间，陈云总是把解决粮食问题放在工作的首位。

在他看来，稳定粮食供应非常重要，同时稳定粮

食和蔬菜价格同样重要，在保证市场供给的同时，

确保粮食价格倾向于农民，从而满足国家的需要

和人民的需求。陈云于 1957 年召开十三省、市蔬

菜会议，研究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的问

题，提出“一定要把蔬菜的供应问题解决好”，“蔬

菜种植面积必须有‘安全系数’” [5]159。这就是说，

蔬菜种植面积要扩大一些，从而保证蔬菜供应能

够满足市场需求，同时还要保证农民能够获利，

要合理定价，不能“菜贱伤农”。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保障“菜篮子”

产品供给，稳定基础产能，防止生产大起大落。

蔬菜水果是合理膳食必不可少的部分，2020 年，

我国已实现全面脱贫，家家“碗中有粮”已成为

现实，家家“盘中有菜”成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目标。如何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使家家都能吃上新鲜蔬菜，是我们持续奋斗的目

标。蔬菜价格是菜农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2018
年和 2019 年蔬菜之乡寿光市经历了两次洪涝灾害，

蔬菜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国家实行统一管理和

调控，蔬菜平均价格基本趋于稳定，寿光菜农也

得到了相应的受灾补贴，从而最大程度地保证了

蔬菜的安全供应。

我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同时也存在着

工农业发展不均衡、产品分配不均匀的情况。西

部有些地区土壤肥沃，农产品产量较高。新中国

刚成立时，因为西部地处偏远，其农产品无法满

足东部人民的需求；而东部工业发达，轻工业和

重工业产品也难以支持西部发展。陈云指出：“西

南的粮食很贱，但是西南有的地方老百姓没有裤

子穿”[5]142，这是因产品分配不均和交通不便而导

致的。由此，陈云提出，“运输是全国的经济杠

杆”[4]17。如今，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和铁路网已经

基本建设完毕，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交

通不变而造成的蔬菜粮食分布不均的情况。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南菜北运”建设，

围绕以广西广东为代表的蔬菜水果产量大省，优

化“南菜北运”之路。我国南北跨 6 个积温带，

农产品品种各异且生长期不同，南方的蔬菜水果

生长期较短但产量较高，能够很好地解决北方蔬

菜和水果短缺的问题，满足北方大中城市的蔬菜

水果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谁来养活中国？中国要

靠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12] 新冠疫情暴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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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出口国家疫情严重，产量降低，出口量减少。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分类分品种加强调控

和应急保障”，由此，我国粮食作物产量稳步上

升。总的来看，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粮食应急保

障系统，能统筹做好重要农产品调控。当前我国

谷物进口依赖度较低，但大豆是我国进口需求量

较大的农产品。中国海关总署 2021 年 1 月 14 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 12 月我国大豆进口量为

752.4 万吨，为 2018 年以来同期最低，较去年同

期的 954 万吨下滑了 27%。正如陈云指出：“我

们这个国家，在粮食问题的立脚点，当然要摆在

自给上面。”[7]141 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日渐缺

乏的自然资源，我们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技术来

提高农产品产量，实现粮食作物自给、蔬菜大部

分自给。

陈云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长期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尤其是农业经济工作，

在领导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

建设及改革开放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建设实践中

作出了巨大贡献。陈云农业经济思想从中国实际

出发，坚持实事求是，自始至终把农业问题摆在

工作的首要位置。其农业经济思想，立足于农田

水利基本设施建设，落脚于粮食价格宏观调控和

统一管理，注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协调发展，

同时重视环境保护，形成了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农业市场管理、农产品调控供应、农业环境

保护等在内的成熟的农业经济思想体系。

纵观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历史，可以清楚地看

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陈云经济思想的

最大特点。陈云敢于“唯实”，敢于批评脱离实

际的错误做法，也因此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

他从未放弃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生产关系一定

要适应生产力，陈云的农业经济思想正是这一社

会基本矛盾规律的生动注解：他的农业发展举措

就是在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使之最大限度地与

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同

样是与中国农业发展现状相结合的产物，其不断

地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政策来适应农业生产力发

展水平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了

陈云同志重视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的正确性。总

的来看，当认识到农业的基础支撑作用时，农业

就能得到健康发展，社会就能稳定，国民经济就

能得到迅速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会出现失调、

下降局面，人民生活就会受到直接影响。陈云同

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农业发展的突出贡献是值得

肯定和学习的，其农业经济发展思想对巩固农业

基础支撑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增长，

学习陈云实事求是、立足于实际的农业经济发展

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化现代农业基

础支撑，开创、发展、优化全国性现代化农业生

产大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农业经济

正经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自给农业转变，

最新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关注于建设现代化农业、

建设现代化农村以及乡村治理现代化。陈云的农

业经济思想对新时代巩固农业基础支撑地位依然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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