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意义和途径问题
·

许经 勇
·

一
、

正确认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与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关系

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处于过剩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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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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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平均每人 占有耕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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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个农业 劳 动

力占有耕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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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这∃∋ 年来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 ! 亿马力左右
,

因而
,

使 得 目

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业总劳动力的∃∋ 肠一&∋ 帕
。

今后
,

随着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

完善
,

以及农业专业化
、

社会化
、

现代化程度的逐步提高
,

农村剩余农业劳动力 的 出 路 问

题
,

将会越来越突出
。

面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客观现实
,

有一种观点认为
,

发展我国农业生产
,

惟有

着力于提高土地生产率
,

不必强调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

甚至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看

成是一种消极的因素
。

因此
,

如何评价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
,

就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

现实意义
。

我们首先应当认识到
,

由于我国耕地面积只占世界耕地面积的十四分之一
,

而人 口却占世

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

因而
,

如何在极其有限的耕地面积上
,

提供 日益增多的农产品总产量
,
以

满足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求
,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

由于耕地面积是不

容易扩大的
,

因而
,

增加农产品总产量的主要途径
,

就是提高土地生产率
,

即提高单位面积产

量
。

目前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根食还不到 (∋∋ 斤
,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本世纪末
,

全国平均每

人占有的粮食达到 # ∋∋ 斤
。

但是
,

即使达到这样的水平
,

也只能满足人体对热量营养的需要
,

至于对蛋白质营养的需要
,

还感不足
。

要能比较充分地满足人类对热量营养和蛋自质营养的

需要
,

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至少要达到
,

∋ ∋∋ 斤左右
。

而在每人平均占有耕地 亩左右的

情况下
,

平均每亩耕地产量要达到
, 。∋∋ 斤左右

,

这在世界上那些巳经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 国

家中
,

都还没有先例
。

因此
,

如何千方百计地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出日益增多的粮食作物和

经济作物 , 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全面发展林
、

牧
、

副
、

渔各业
,

应当成为指导我国发展农业生

产的一项基本方针
。

忽视或贬低提高土地生产率
,

都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
·

但是
,

当我们强调提高士地生产率的必要性的时候
,

也切不可轻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的重要意义
。

换句话说
,

只有把提高土地生产率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机地结合起来
,

才

能充分发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 “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

是一切社

会的基础” 。

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
,

如果不是以本国的一定水平的农业劳动生产

率为基础
,

就只得依靠外国提供农产品为前提
。

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

这就说

呱 农 业劳动生产率
,

是一个综合性指标
,

它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农业发展的水平
,

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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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
。

特别是对于象我国这样一个 ∋ 亿人口
、

# 亿农民的国

家
,

更应当特别重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
。

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
,

作为农业生产率的有机组成部分
,

其运动变化的方向
,

客观上存在着相一致的一面
。

这是因为
,

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有三个方面
) 即耕地面

积
、

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消耗量
。

在这三个因素中
,

如果耕地面积和劳动消耗量不变
,

单位面

积产量增加了
,

表业劳动生产率就会相应提高
,

单位面积产 量减少了
,

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会相

应降低
)

如果耕地面积不变
,

劳动消耗量虽然增加了
,

但其增长的比例小于单位面积产量增

长的比例
,

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可以提高
。

这就说明
,

在上述条件下
,

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

必

然带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应提高
。

但是
,

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
,

由于所包含的具

体内容不同
,

即前者是着眼于节约劳动量来提高生产效率
,

后者是着眼于增强土地力来提高

生产效率
,

因而
,

其运动变化的方向
,

也会存在着不相一致的一面
,

这主要表现在
)

当耕地

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不变时
,

劳动消耗量减少了
,

农业劳动生产 串就会提高
,

劳动消耗量增

加了
,

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会降低 % 当劳 动消耗量和单位面积产量不变时
,

耕地面积扩大了
,

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
% 当耕地面积不变时

,

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了
,

但其增加的比例小于

劳动消耗量增加的比例
,

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会降低
% 当耕地面积不变时

,

单位面积产量减少

了
,

但其减少的比例小于劳动消耗量减少的比例
,

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可以提高
。

这就说明
,

在上述条件下
,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二

并不一定伴随着土地生产率的相应提高
,

甚至还可

以建立在土地生产率降低的基础上
。

当我们分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之间的相 互关系之后
,

就不难理解在我国农

业现代化过程中
,

应当如何处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

从总体上来说
,

要发展农业生产
,

增加农产品总产量
,

不外有两条途径
)

一是提高土地

利用率
,

即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资源
,

尽可能纳入农业生产
,

向农业的广度进军
%
一是提

高土地生产率
,

走集约经营的道路
,

力争在同量或更少的土地面积上
,

生产更多的农产品
,

向农业的深度进军
。

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
,

为了解决农产品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
,

当然

必须努力扩大农业用地面积
,

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
。

但是
,

要扩大耕地面积是不容易的
。

土

地的空间特性
,

决定了可供利用土地面积的有限性
。

我国现在每人平均只有 亩多耕地
,

是

世界上每人平均 占有耕地最少的国家之一
。

解放以来
,

由于工业
、

交通建设和城 乡 住 宅 建

设
,

占用了大量耕地
,

使我国的耕地面积日趋减少
。

这是我国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 不 利 因

素
。

我国发展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

不是农业劳动力欠缺
,

而是可供利用的耕地面积

十分有限
。

为了解决农产品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
,

从一开始就必须十分往意发挥农业劳

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

克服耕地不足的劣势
,

并通过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道路
,

努力提高

单位耕地面积的产量
,

方能在极其有限的耕地面积上提供越来越多的农产品
,

这就决定了我

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必须建立在土地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
。

诚然
,

在单位耕地面积产量

没有多大变化的前提下
,

通过减少每单位耕地面积的劳动消耗量
,

也有可能提高农业劳动生

产率
,

但这对于我国来说
,

是没有现实的经济意义的
。

土地有个很重要的特点
,

它不象机器等生产资料那样
,

在使用过程中会逐渐磨损直至报

废
,

只要经营得当
,

善于追加投 资
,

它会不断改 良
, 其永久性的增产潜力是很大的

。

我国主

要粮食作物的单产
,

如能达到 目前世界先进水平
,

既使种植面积不变
,
粮食总产量也可达到

,

∋∋ 。亿斤以上
。

诚然
,

在一般情况下
,

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就必须在同一块耕地上投



人更多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
,

但只要单位耕地面积的劳动消耗量增加的幅度小于单位耕地面

积产量增加的幅度
,

农业劳动绪产率仍然可以不断提高
。

在这个问题上
,

我们既不能忽视提高

土地生产率的必要性
,

也不能单纯为了追求提高土地生产率
,

把全部农村劳动力都集结在有

限的耕地上
。

建国 ∃∋ 多年来
,

虽然我国按播种面积计算的粮食单位面积产 量 从  !年的 (∗

斤提高到 #! 年的峨∋∋ 斤左右
,

但每个农业劳动力所提供的粮食长期徘徊在 ! ‘+。。斤左右
。

这

种依靠在农业中役入更多的劳动力
,

来达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增加总产量
,

终究是不可能

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
。

总之
,

我们既不能同意那种撇开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片面强调提高土地生 产 率 的 观

点
,

也不能同意那种撤开提高土地生产率而片面强调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观点
。

正确的态

度应当是
)

在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

只有这样
,

才能符合我国人口

众多
、

耕地少的具体国情
,

才能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
,

才能充分发挥农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
。

二
、

提 高 我 国 农 业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主 要 途 径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
,

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
。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曾经具体

地分析了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各方面因素
。

马克思指出
)

‘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

劳动生产率还

随同芳动的节约而增长
。

这种节约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节约
,

而且还包括一切无用劳动的免

除
。 , “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或者是由于增加了一定时间内劳动力的文出
,

也就是提高了劳

动强度
,

或者是由于减少了劳动力的非生产 耗费
。 ” # “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

艺 , 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
。 ” ∃ “

撒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
,

劳动生

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
。 , %此外

,

马克思还概括性地指出
& “

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

况决定的
,

其中包括
&
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

,

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
,

生

产过程的社会结合
,

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
,

以及自然条件
。 ” ∋ 根据马克思的上述论述

,

要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

就必须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
,

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

和其他现代化生产资料
,

因地制宜地开展农业基本建设
,

实行农业生产的合理布局
,

改进劳

动组织与管理
,

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等等
。

这些道理
,

一般人都很容易理解
,

就不拟多加阐

述
。

这里需要着熏指出的是
,

当前影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固然有多方面的 因素
,

但究其主要原 因
,

就是由于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
,
以及农业科学技木落后和缺乏现代化的生

产资料
。

如果我们能够积极创造条件
,

通过各种途径
,
有计划地把多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

的生产领域和新的生产部门
,

同时又能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
,

开辟现代化生产资料来源
,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一定会获得大幅度的提高
。

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和采用现代化农业生产资料
,

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意义
,

巳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重视
& 但是

,

如果不能把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的生产领域和生

产部门 ,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会受到限制
。

这是因为
,

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
,

农业劳动

生产率的高低
,

一方面取决于土地面积的大小和可供利用的其他生产资料的多少
。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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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劳动施用量的多少和劳动力利用率的高低
。

而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以及生产技术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
,

由于农业投资报酬递减率现象的存在
,

农业劳动生产争常因劳动投用量的

增加而递减
。

如果多余的农业劳动力未能转移到其他生产领城和生产部门 , 则必然造成潜在

待业农业劳动力的增加
% 如果把全部农业劳动力都投人在定量土地上

, 则必然造成农业劳动

生产率的下降
。

此种因农业劳动投用量过多而造成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的现象
,

实质上也

是属于不充分就业
。

这就说明
,

在农业生产部门中
,

仅仅节约劳动时间是不够的
, 还必须同

时把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到新的生产领域和生产部门
,

农业劳动生产率才有可能提高
。

这里
,

着重论述如何实现多余的农业劳动力向其他生产领域和生产部门转移的间题
。

为

了解决农村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出路 , 我们首先应当在农业领域中
,

探索如何容纳更多的劳动

就业数量
,

而不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 降低
,

甚至可以使之提高的途径
。

这就是实行集约耕作

制度
。

集约耕作制度的含义
,

是指单位耕地面积上投入大量劳动和资金
。

如果在单位耕地面

积上役入的劳动和资金较少
,

则称为粗放耕作制度
。

一般说来
,

采用有机技术措施
, 是一种

增大劳动受容力与提高土地生产率的经营方式
。

所谓有机技术措施
,

主要是指利用农业内部

有机物质 与能量循环
,
以发展农业生产的技术体系

,

它包括以人畜力为动力
、

农林枚结合
,

农作物科学轮作与合理密植
、

改良动植物品种
、

改善动植物的营养成分
、

改进各种肥料与饲

料的配合以及施用方法
、

间种套种
、

增施农家肥
、

病虫害生物防治及其他利用生 物 能 源 等

等
。

采用有机技术措施的生产经营方式
,

对化石能源和 资金比较缺乏
、

人多地少
、

劳动力资

源丰富的国家
,

是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

当然
,

采用有机技术措施
, 往往容易引雄农业生产总

成本 ,尤其是活劳动耗费 −的增加
。

这就必须认真研究投入产出的经济适合度
。

一般说来
,

当

农业生产处于较低水平时
,

相对容易实现以较小劳动耗费取得较大经济效果
% 当农业生产处

于较高水平时
,

相对难于实现以较小劳动耗费取得较大经济效果
。

因此有人提出
,

在目前生产

技术条件下
,

千斤以上的高产 田
,

今后所追加投入的劳动与资金
,

应适当加以控制
。

也就是

说
,

要继续增大农业生产对农业劳动力的受容力
,

首先应 当把追加的劳动力投放到占我国耕

地面积知帕左右的中
、

低产 田
。

这是因为
,

只有当采用劳动受容力大的集约经营方式
,

能够

使农业经营者获得较大的土地纯收益
,

则不仅有利于吸引农业经营者采用这种经营方式
,

也

有利于防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

此外
,

为了采用劳动受容力较大的集约经营方式
,

还应

当注意选择那些从本质上说
,

是属于劳动受容力较大的作物品种
,

以期在 单位土地面积上通

过投入较多劳动量而提高其经济效益
。

一般而言
,

蔬菜及其他园艺作物所需要投 放 的 劳 动

量
,

往往要比谷类作物多得多
)

而在谷类作物中
,

水田作物所需要投入的劳动量
,

又 比早地

作物多一些
。

还应 当指出
,

我国的实际情况是
)

人口 多
、

耕地少
,

但山 多
,

水面
、

草原大
,

自然资源

极为丰富
。

如果我们能改变过去那种只在 占国土十分之一的耕地上做文章
,

不在占国土十分

之九的山区
、

丘陵
、

江河
、

湖泊和滩涂打主意的状况
,

我国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前景是十分

广 阔的
,

农业劳动力的受容量是很大的
。

当然
,

为了尽可能地把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
,

都能

有计划地组织起来
,

向农村经济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

在组织经营形式上
,

既要积极发挥集体

经营的积极性
,

又要注意发挥个体经营的积极性
。

特别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

目前我国农

村蓬勃兴起的各种类型的专业户
、

重点户
,

对于广泛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

不断提高农业劳

动生产率
,

具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

各种类型的专业户
、

重点户
,

按其经营形式来说
,

可区分为承包专业户
、

重点户和自营专业户
、

重点户两种
。

前者是在实行农业生 产 责 任 制



中亨本集体经济草位把原来统一经营的种植业
,

养殖业
、

加工业
、

商业
,

等等
, 承包给社 员

里霎袭熟篡觉髯魏纂篡舞鼻氯默熬黔默馨霖霆显步鬓霆
箭翼默类翼霖霭氯黔篡户霭孟豁磊蒜繁喜咒靡黔囊篡鬓

攀聋霉馨篙霭集蔫黎拿扩黔粼默袭瓢卖募粼蕊翼翼霆
黯繁霏粼盆赢瓢幸默黔瓢簇粼裂默艾、

质量优食 , 适合我国农艺特点的各种配套农业机具
% 由于我国多数地区劳动 力 资 源 充

、

人均古有矫地较少
、

一

多种经食不发达
, 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的

足足

客观葬零如落就决定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 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何

,

只能从选择性机

械化汤一步一步地发展到全盘机械化
。 %

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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