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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深度观察

文｜《农经》特约观察员  李国祥   

从供给侧解决我国农业发展难题，关键是结构调整、方式转变和深化改革。

供给侧改革
与我国农业发展转型升级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农产品供求

关系由偏紧向偏松转变也越来越明显。粮食

面临产量高、库存高和进口规模大等供给偏

多的新难题，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市场价格开

始下跌。如何认识农业形势的变化？国家下一

步可能会对农业政策措施的思路作出怎样的

调整？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如何调整战略策略

及其行为以求生存和发展？本人结合国家提

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谈谈对我国农

业发展转型升级及其结构性改革的看法。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针对经济增长缓慢、就业困难和企业销

售困难等经济不景气状况，宏观经济学家有

两种极端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是社会有效

需求不足，以凯恩斯为代表，主张通过扩大财

政支出等手段刺激需求，实现经济繁荣；另一

种认为供给无效，有效的供给自然会创造需

求，早期的供应学派代表是萨伊，后来在美国

由里根总统应用并形成政策体系。

避开学术争论不说，在实践中有效需求不

足理论及其应用，确实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

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通过扩张财政政策，曾让

美国经济摆脱了停滞的困境。尔后美国还曾多

次使用货币扩张政策，目的都是刺激需求。不

过，连续多年的扩张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曾使

美国经济长期陷入滞胀境地，通货膨胀明显且

经济增长停滞。在这种情况下，20 世纪 80 年

代美国供给学派应运而生，通过减轻企业税负

和其他社会负担，企业轻装上阵，创新发展，又

使得美国经济充满活力。可见，无论是凯恩斯

主义，还是供给主义，都是面对企业经营困难

提出来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又有其局限性。

我国经济增长正处于由高速向中低速换

档的典型时期，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盈利困

难，都困扰着我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解决这

一难题，要求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

单来说，就是要采取政策和改革措施催生新供

给，既可能是替代传统的供给，也可能是全新

的供给。为了让新生供给力量在市场上出现，需

要降低创新主体的税负、社会保障负担、要素

配置成本、企业兼并重组难度等。

农业须加快转型升级
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可能会面临农产

品供给充裕与市场价格下行压力。我国农业总

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随着对外开放力度不断

加大，实施自由贸易战略，国外竞争力强的农

产品还可能更大规模地进入到国内市场。经

过多年国内农业生产能力建设，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培育，我国多数农产品人均占有量明显

高于人均消费量。我国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

已经形成的高库存需要市场出清刻不容缓。

农产品供给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居民

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食物消费结构升级，都

要求我国农业必须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过去，当面对国际农产品市场过度竞争的

时候，我们往往会强调国内农产品供给自给率，

希望通过包括关税的和非关税的边境措施来

限制进口。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已经调

整为“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和谷物基本自给”，

这意味着除稻米、小麦和玉米等主粮外，国家

不再对国内农产品自给率设限，并且把适度进

口作为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之

一。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农业发展必须面对国际

激烈竞争，无论是国内农业生产能力提高，还

是农业走出去，或者利用国际市场，如果没有

国际竞争力将难以生存和发展。

过去，我国农业发展比较注重数量增长，

只有农业增产才认为农业形势好。目前看来片

面地追求农业增产已经不合时宜。过度消耗

土壤肥力和地下淡水资源、滥用化肥、农药、

兽药来追求增产的做法得不偿失，不具有可

持续性，必须尽快改变。

过去，农民生产农产品的销售和收益，政

府承担很大的责任。托市收购政策已经实施

多年，弊端日益显现。目前，我国已经用目标价

格改革试点取代了棉花和大豆托市收购政策，

榨糖甘蔗、油菜籽托市收购政策已经放弃。未

来玉米、稻米和小麦的托市收购政策都有可

能会进一步调整和改革。从我国越来越强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仍然指望政府更大

规模、更大范围地收储粮食等农产品的可能

性越来越小。

政府不再对农产品市场运行进行直接干

预，农产品供给主要由市场力量来决定，由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创新在国际竞争、资源环境

压力和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背景下走出我国农

业发展的新路子。

主要任务
从供给侧解决我国农业发展难题，关键

是结构调整、方式转变和深化改革，这要求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其他涉农主体要能够围绕

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任不断创新，改变

习惯性做法，共同推动我国农业转型升级。

面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我国

农业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国外国内

两种资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尽可能地选

择错位竞争战略，克服我国农业成本价格竞

争劣势。国内农产品生产，不仅要在质量安全

保障性等方面优于进口，而且在蕴含的乡土等

文化内涵方面要明显地胜过进口。客观地说，

目前我国多数消费者对国产农产品质量安全

的信心还不是很足，农产品蕴含的本土文化尚

未发掘，即使同等质量下国外农产品价格高，

国内消费者都可能选择国外农产品，更何况

国际上竞争力强的农产品国外价格比国内生

产的低，国产农产品遭遇冲击不难想象。从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更

高层次需求为目的，就必须改变单纯地局限于

农业生产的传统做法，将一、二、三产业融合，

注重电子商务和物联网发展，延长农产品供

给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针对我国农业过度消耗资源和滥用现代

化学投入物等问题，一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

力度，加快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力度，不追求

稀缺的农业资源任何时候都发挥农产品供给

保障功能，只求有限的农业资源在关键的时

候发挥最重要的功能；二要紧紧地依靠科技

创新和组织创新，科学地利用农业稀缺资源

和有效地配置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特别要强

化社会化服务，加快节水技术、测土配方施肥

以及病虫害和疫病统防统治等的应用步伐，

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上实现新的突破。

针对我国农村改革对现代农业发展所可

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审慎对待。一些地方

的农用地流转租金过高，导致农业成本上升，

农业风险加大，这对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是极其不利的。我国很多地方生产粮食的耕

地流转租金每亩都超过 600 元，不仅高于粮

食的每亩纯收益，甚至也高于粮食的每亩物

化成本。之所以出现农村土地流转租金过高，

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争抢流转土地和国内托

市收购政策及国内农产品价格持续多年上涨

等因素有关。从农业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

要求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必须更加冷静、深刻

地理解农村改革，更加注重选择土地股份合

作制等组织形式发展现代农业。 

李国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研究员

农产品供给者必须改变单纯地局限于农业生产的传统

做法，将一、二、三产业融合，注重电子商务和物联

网发展，延长农产品供给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VISION/



024 Agriculture Economics 025January 2016

视野·深度观察

文｜《农经》特约观察员  李国祥   

从供给侧解决我国农业发展难题，关键是结构调整、方式转变和深化改革。

供给侧改革
与我国农业发展转型升级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农产品供求

关系由偏紧向偏松转变也越来越明显。粮食

面临产量高、库存高和进口规模大等供给偏

多的新难题，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市场价格开

始下跌。如何认识农业形势的变化？国家下一

步可能会对农业政策措施的思路作出怎样的

调整？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如何调整战略策略

及其行为以求生存和发展？本人结合国家提

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谈谈对我国农

业发展转型升级及其结构性改革的看法。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针对经济增长缓慢、就业困难和企业销

售困难等经济不景气状况，宏观经济学家有

两种极端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是社会有效

需求不足，以凯恩斯为代表，主张通过扩大财

政支出等手段刺激需求，实现经济繁荣；另一

种认为供给无效，有效的供给自然会创造需

求，早期的供应学派代表是萨伊，后来在美国

由里根总统应用并形成政策体系。

避开学术争论不说，在实践中有效需求不

足理论及其应用，确实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

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通过扩张财政政策，曾让

美国经济摆脱了停滞的困境。尔后美国还曾多

次使用货币扩张政策，目的都是刺激需求。不

过，连续多年的扩张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曾使

美国经济长期陷入滞胀境地，通货膨胀明显且

经济增长停滞。在这种情况下，20 世纪 80 年

代美国供给学派应运而生，通过减轻企业税负

和其他社会负担，企业轻装上阵，创新发展，又

使得美国经济充满活力。可见，无论是凯恩斯

主义，还是供给主义，都是面对企业经营困难

提出来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又有其局限性。

我国经济增长正处于由高速向中低速换

档的典型时期，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盈利困

难，都困扰着我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解决这

一难题，要求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

单来说，就是要采取政策和改革措施催生新供

给，既可能是替代传统的供给，也可能是全新

的供给。为了让新生供给力量在市场上出现，需

要降低创新主体的税负、社会保障负担、要素

配置成本、企业兼并重组难度等。

农业须加快转型升级
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可能会面临农产

品供给充裕与市场价格下行压力。我国农业总

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随着对外开放力度不断

加大，实施自由贸易战略，国外竞争力强的农

产品还可能更大规模地进入到国内市场。经

过多年国内农业生产能力建设，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培育，我国多数农产品人均占有量明显

高于人均消费量。我国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

已经形成的高库存需要市场出清刻不容缓。

农产品供给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居民

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食物消费结构升级，都

要求我国农业必须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过去，当面对国际农产品市场过度竞争的

时候，我们往往会强调国内农产品供给自给率，

希望通过包括关税的和非关税的边境措施来

限制进口。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已经调

整为“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和谷物基本自给”，

这意味着除稻米、小麦和玉米等主粮外，国家

不再对国内农产品自给率设限，并且把适度进

口作为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之

一。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农业发展必须面对国际

激烈竞争，无论是国内农业生产能力提高，还

是农业走出去，或者利用国际市场，如果没有

国际竞争力将难以生存和发展。

过去，我国农业发展比较注重数量增长，

只有农业增产才认为农业形势好。目前看来片

面地追求农业增产已经不合时宜。过度消耗

土壤肥力和地下淡水资源、滥用化肥、农药、

兽药来追求增产的做法得不偿失，不具有可

持续性，必须尽快改变。

过去，农民生产农产品的销售和收益，政

府承担很大的责任。托市收购政策已经实施

多年，弊端日益显现。目前，我国已经用目标价

格改革试点取代了棉花和大豆托市收购政策，

榨糖甘蔗、油菜籽托市收购政策已经放弃。未

来玉米、稻米和小麦的托市收购政策都有可

能会进一步调整和改革。从我国越来越强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仍然指望政府更大

规模、更大范围地收储粮食等农产品的可能

性越来越小。

政府不再对农产品市场运行进行直接干

预，农产品供给主要由市场力量来决定，由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创新在国际竞争、资源环境

压力和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背景下走出我国农

业发展的新路子。

主要任务
从供给侧解决我国农业发展难题，关键

是结构调整、方式转变和深化改革，这要求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其他涉农主体要能够围绕

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任不断创新，改变

习惯性做法，共同推动我国农业转型升级。

面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我国

农业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国外国内

两种资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尽可能地选

择错位竞争战略，克服我国农业成本价格竞

争劣势。国内农产品生产，不仅要在质量安全

保障性等方面优于进口，而且在蕴含的乡土等

文化内涵方面要明显地胜过进口。客观地说，

目前我国多数消费者对国产农产品质量安全

的信心还不是很足，农产品蕴含的本土文化尚

未发掘，即使同等质量下国外农产品价格高，

国内消费者都可能选择国外农产品，更何况

国际上竞争力强的农产品国外价格比国内生

产的低，国产农产品遭遇冲击不难想象。从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更

高层次需求为目的，就必须改变单纯地局限于

农业生产的传统做法，将一、二、三产业融合，

注重电子商务和物联网发展，延长农产品供

给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针对我国农业过度消耗资源和滥用现代

化学投入物等问题，一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

力度，加快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力度，不追求

稀缺的农业资源任何时候都发挥农产品供给

保障功能，只求有限的农业资源在关键的时

候发挥最重要的功能；二要紧紧地依靠科技

创新和组织创新，科学地利用农业稀缺资源

和有效地配置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特别要强

化社会化服务，加快节水技术、测土配方施肥

以及病虫害和疫病统防统治等的应用步伐，

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上实现新的突破。

针对我国农村改革对现代农业发展所可

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审慎对待。一些地方

的农用地流转租金过高，导致农业成本上升，

农业风险加大，这对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是极其不利的。我国很多地方生产粮食的耕

地流转租金每亩都超过 600 元，不仅高于粮

食的每亩纯收益，甚至也高于粮食的每亩物

化成本。之所以出现农村土地流转租金过高，

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争抢流转土地和国内托

市收购政策及国内农产品价格持续多年上涨

等因素有关。从农业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

要求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必须更加冷静、深刻

地理解农村改革，更加注重选择土地股份合

作制等组织形式发展现代农业。 

李国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研究员

农产品供给者必须改变单纯地局限于农业生产的传统

做法，将一、二、三产业融合，注重电子商务和物联

网发展，延长农产品供给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V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