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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践行“三农”必须强、富、美 

—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起 

李毓堂 

习近平主席去年在安徽农村视察时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

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这一精辟论

断，言简意赅地明确了我国“三农”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把以往“三农”发展的抽象概念和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种种误识，拨

正为看得见、摸得着、接地气的务实行动，引导我国“三农”现代化

走向务必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历史的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农”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特别是经多年

研发积累的农业绿色科技（含管理，下同）创新成果已居国际一流，

足以解决农业现存各类问题，使之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然而，由于主

要受农业生产体制与传统产业结构的制约，科技成果难以全面普及转

化为生产力，致使“三农”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短板”，同世界

先进水平相比，整体处于不强、不富、不美的状态。主要表现为：1.

国人需求的十大农畜产品（粮、棉、油、糖、豆、肉、奶、毛、皮、

饲），自给率不断下降，进口率连年增长，还导致国内供给侧品种失

衡。2.农业资源、能源利用率普遍低于世界先进水平。如农田单位面

积化肥平均用量超世界平均水平 2.5倍，增产效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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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0%；灌溉用水利用率不到世界水平的 70%。农机全程使用单位面

积能耗，高出美、英 7倍。每年造成的资源浪费达：化肥 1000万吨，

农药 20万吨，农用水 900亿 m3，柴油 180万吨。此外，作为农付产

物年产 9亿吨的各种农作物秸秆和 38亿吨的畜禽养殖排泄物资源，

未能普及科学利用，很多反成为污染物。3.由于生产效率低和资源浪

费大，农业生产成本增高，导致许多农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失去竞争力，影响到国内农业稳定发展。4.由于农业仍处于传统的第

一产业，总产值只占到国民经济总产值 14%左右，农民人均年收入仅

相当城市人均收入的 1/3左右。5.由于过量使用化学肥、药、膜、添

加剂、抗生素等物质，加上秸秆焚烧、畜禽粪污、工业“三废”、生

活垃圾等污染，致使农村土地、河流和环境恶化。农田土壤中残留有

毒有害物质严重超标，全国十大水系中有 40%因地表水污染不能饮用。

由此带来农业产品污染国民食品安全问题。6.农民分散经营缺乏人力

财力物力，也难以全面开展新农村建设。 

依据国情现势，笔者认为：我国“三农”要达到必须强、富、美，

就必须深化改革农业生产体制和产业结构，为普及绿色科技创造必要

条件，为“三农”达到强富美开辟创新途径。 

邓小平在论农业体制改革时（1990）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

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

会化的需要，发展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文选》3 卷

355页）这一预见完全符合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应成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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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农业体制深化改革的指针。 

钱学森在论述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产业结构创新时

（1984-2000年期间）指出：随着世界信息、生物等新科技发展，我

国要迎接人类历史上第六次（大农业）产业革命，发展以现代生物技

术为主体，包括一切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在内的知识密集型农产业、

林产业、草（牧）产业、沙产业、海产业等新兴产业。并建议中央，

在发展新兴产业时，一开始就搞产业化，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条

龙，一二三产业相结合，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三产连锁增值，实现农

民达小康，农村由此发展为新型小城镇，逐步消除城乡差别。（李毓

堂编著：《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与实践》、农业出版社）。钱老

论述为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创新实现现代化指出了科学发展战略。 

笔者在农业部 1982 年后的十多年里，具体主持全国八省区十多

个县（旗）草地牧业综合发展现代化试点中，为探索适合国情的农（牧）

业现代化途径，就是从改革农业体制和产业结构入手，用系统工程方

式，发展以家庭农（牧）场为基础、企业为龙头、农（牧）、工、商

一体化的新经济联合体。运行中实行三个三结合（种植、养殖、加工

结合，生产、科研、培训结合，农（牧）、工、商结合）方针，采取

五项改革（体制、结构、技术、经营、管理）措施，以求达到发展专

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的现代经济目标。试点大都取得产值倍增、农

（牧）民致富、地区繁荣的成效，深受农牧民欢迎。得到来视察的中

央、各省区领导人普遍赞评和时任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的肯定。并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实践证明，以深化改革农业体制和产业结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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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农业现代化，是非常有效和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现时我国农业，正如邓小平预见和钱学森论述，正在

既面临着普及绿色科技的迫切需要，又面临着保障社会健康食品供

给、国土生态安全、农民增收致富、城乡平衡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增

长的生产社会化迫切需要，因此全面启动农业体制“第二次飞跃”和

产业结构改革，开展大农业产业革命的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应提上

国家重要议事日程，实现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 

 

怎使农业必须强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

农村发展新动能的主题。笔者认为，文件指出当前农业供给侧存在的

供求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大、农民持续增收乏力等

问题，以及增产量与升质量、成本升与价格低、库存高与销售滞、小

生产与大市场、国内外价格倒挂等矛盾，归结起来都在于农业体制和

产业结构制约着各生产要素的科学发展，特别是制约着作为生产主体

的农民新动能潜力的发挥，由此影响到绿色科技普及、资源优化利用、

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国品竞争力增强。因此农业要达到必须强，就需从

抓主要矛盾入手，突破重点，盤活全局。 

 1、“两跃”结合，践行农业体制“第二次飞跃”改革。这不是

废止第一次飞跃改革成果，而是在家庭联产承包基础上，发展由农户

自愿联合的、规模经营的新型集体经济。可采用土地权入股，统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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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分户包产包工、收益按劳按股分配等方式运作，为“三农”创新

发展创造必要条件与动能。这也是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根本途

径。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新

型农业经济主体和服务主体”。笔者认为，新型集体经济应成为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的主体。 

2、改革农业传统产业结构。发展农产、农工、农贸三产一体化

经营。把传统的三产由三家分割经营转变为由农民集体经济为主体的

连锁经营。通过三产融合 1:2:2 的增值效应，使新型大农业产值与收

益提高 4 倍以上，大幅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壮大新产业新生态，拓展农业产业链

价值链”。笔者认为，这不应是局部性的，应是整体改革农业产业结

构的全局性战略。 

    3、系统集成，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全面普及绿色科技和规范化

信息化管理，保障农业转型升级。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

展能力”和“优化产品结构，推进农业提质增效”中，提出了推行清

洁生产、节水灌溉、环境治理、生态建设等各项任务。笔者认为，关

键在于如何全面系统普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由于农业生产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由各要素（包括良种、土壤、肥料、灌溉、植

保、农机、信息管理、加工、销售等）组成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大

系统；各个要素又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小系统；因而在绿色科技普及



 6 

中，必须综合配套才能达到系统集成。任何单项分割式的运作，都难

取得整体效果。 

4、改革养殖方式。大力发展绿色蛋白质饲草料，从源头上推进

畜牧业转型升级。 

我国畜牧业一直是耗粮型养殖业，年饲用粮占到粮食总产的一半

以上。由于绿色蛋白质饲料十分短缺，虽进口量不断增加仍不敷需求，

以致养殖中大量添加化学元素和抗生素，造成畜产品安全隐患和家畜

排泄物污染加重，致使畜牧业难以达到世界优质高效水平。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扩大饲料作物种植面积”，“大力培育

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笔者认为，在实施这一任务中，应以发展绿

色蛋白质饲草料为主体，挖掘我国草、林、秸三大资源潜力，重点推

广近年来异军突起行之高效的饲料桑、籽粒苋和农作物秸秆经多功能

复合菌剂发酵变高蛋白饲草三大创新技术，发挥其优质、高产、高效、

抗逆、适应性强等优势，加上苜蓿等常规草业发展，推动畜牧业向绿

色优质高效节粮环保转型升级。由此保粮食和食品安全，增加农牧民

收入，加强国土生态修复，并增强国品竞争力。 

5、综合协调，改革农业生产运行和农业政体机制。 

农业生产运行中要改变各要素分割分散难以系统集成的现状，实

行种植、养殖、环保三结合，生产、科研、培训三结合，农产、农工、

农贸三结合，使农业生产流程达到高度综合、技术密集、科学管理、

物质循环、资源节约、生态优化、多功能高效益，确保全面实现现代

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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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农业全面改革创新发展需要，在农业政体管理机制上要改

变部门分割、各自为政、力量分散、难以综合集成的状况，要采取集

中领导、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机制，掌控“三农”间和农业各要素

间因果互动的规律，理顺各种矛盾的主次关系，从抓主要矛盾入手拉

动全局，保障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顺利运行。 

由于现时农民在财力物力人力上是弱势群体，因而在农业深化改

革创新发展中，国家需在资金投入、技术支撑、人才支援和组织领导

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怎使农民必须富 

 

新型集体经济+三产一体化+绿色科技管理普及，必然促进农业生

产力大发展，这就为农民致富提供了无限动能。 

1、农民加入新型集体经济，成为股东，就一个都不能少地进入

共同致富行列。通过发挥规模经营、三产一体化、科技现代化等优势，

不断增产增收，就使农民增收致富有了保障。 

2、新型集体经济通过发展农、工、贸一体化生产经营，使大农

业产值与效益提高 4倍以上。农民共享成果，就能达到增收致富。 

3、循环发展，持续增富。农民增产致富有了积累资金，反过来

就能自主投入扩大再生产，使农业向更高层次发展，也就获得更大增

产收入。如此循环往复，农民财富积累将不断增长。 

4、扩大内需，惠及全球。中国八亿农民富起来，将极大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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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力，不断扩大市场消费内需，确保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也惠及世

界经贸发展繁荣。 

 

怎使农村必须美 

 

由体制结构创新绿色科技普及引领的大农业产业革命，将拉动乡

村工交、商贸、科教、文卫、金融、服务、旅游等各行各业兴旺发达，

使乡村自然地发展为既保有传统优美乡村文化特色，又拥有现代设施

的新型小城镇。由此实现“三美”： 

1、生态美：农村通过普及农业绿色科技根治各类面源污染，再

加造林种草、水土生态建设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举措，将重现绿水青

山优美环境，成为离乡人难忘乡愁、城里人向往休闲旅游的胜地。 

2、生活美：农民致富增强了自主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设施的动

能，就使农村生活既享有乡村绿色生态环境，又享有同于城市的现代

化设施。使城乡差别逐步得到消除。 

3、人文美：新农村产业革命将聚集与培育各类人才队伍不断壮

大，将带来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大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发扬，

农村科学素质大提高。也使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间的差别逐步得到消

除。 

 

警惕步入“西方模式”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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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三农”必须强、富、美，就要从国情实际出发，一切举

措都要切合我国农民人口多、耕地资源少的基本特点。任何照搬“西

方模式”，就必然步入误区。当前有二个值得警惕的倾向： 

一是有权威机构的学者认为：将绝大多数农民引进大城市落户是

“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曾有部门规划，在 30年内将我国城市

落户人口比重由目前的 41.2%提高到 75%以上，即要新引 5亿多农民

进城落户。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各大城市已因人口密度超过资源环境承载力

普遍患了“大城市病”。同时，全国城市后备用地已近枯竭，农业后

备用地也由过去的 2亿亩降到 0.8亿亩，如果再引五亿农民进城扩大

城市，用地何来？並且，现已进城落户农民，大都面临居住、就业、

生活等困难，不少沦为城市贫民；如此再将绝大多数农民引城落户，

何能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 

二是欲通过土地流转，把多数农户经营的土地（权）流转集中到

少数大户手中搞规模经营，来解决“三农”发展问题。 

笔者认为，我国农村户均占有土地不到 10 亩，如果集中百亩土

地给一个大户就要流转九户农民的经营土地（权）。规模越大流转失

地（权）农户就越多。如此一来，就会导致多数失去土地经营（权）

的农户仅靠有限地租或加点其他营生维持生计，何能发展致富？而少

数大户既要负担地租的压力，又要投资生产建设，何有能力全面发展

现代化农业和开展新农村建设？又岂能达到“三农”强、富、美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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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照搬西方模式是难以行通的。惟有切合国情，走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改革发展之路，才能达到中国特色农业现

代化，实现“三农”必须强、富、美的目标。也由此实现大中小相结

合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作者简介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专委会名誉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

究院农业经济技术所特聘专家，获国务院农业技术突出贡献证书政府

特殊津贴，农业部原牧区办主任、农业政策研究会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