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１２３
［作者简介］张勤（１９５９－），男，重庆人，中国科技大学毛泽东思想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府运行和历史

人物。

２００７年６月
第２３卷　第３期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ｕｎ．２００７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３

论江泽民“三农”思想的理论贡献

张　勤，柏　桦，李　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２７）

［摘　要］面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江泽民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
将三者综合考虑，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巩固农业基础、推进农村发展、保护农民利益的思想，为

“三农”问题的解决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江泽民的“三农”思想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

新农村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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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突出“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马克思曾指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

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１］这句话深刻表

明了农业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村包围

城市”的战略建立政权后，仍然十分重视农业、农

村、农民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在建国后不久就提醒

全党“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２］邓小平

同样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３］江泽民于

１９９１年考察河北省农村时更是首次把农业、农村、
农民三者综合考虑，明确指出：“没有农村的全面进

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

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

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

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４］他将“三农”问题摆到

如此战略性地位有着深刻的原因：

（一）“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是由中国国情决

定的

江泽民曾言简意赅地指出“我国最大的国情是

人多地少”［５］４０７，中国以仅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着
占世界２２％的人口。他一再强调：“农业在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战略作用，永远忽视不

得，只能加强，不能削弱。”［６］２５９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

中全会以来，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江泽民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提出了“农业是国民

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

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６］２５８

这一重要思想，并将其作为“三农”问题的指导思

想，要求各级领导要长期坚持。

（二）“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成败

中国农业地位重要、农村尚待发展、农民人口众

多，因此江泽民把“三农”问题放到中国现代化建设

全局中考虑，进而突出“三农”问题的战略地位：“完

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就不可能有我

国的自立；没有农业的积累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我国

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我国

社会的全面进步；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我国

整个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

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

民经济的现代化。”［６］２５９正是从全局上看“三农”问

题很重要，所以只要农业不断巩固，农村不断发展，

农民积极性不断提高，国家和社会的事情就好办得

多；反之，就会影响改革事业、延误小康社会的建成。

江泽民在世纪之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

下，从中国国情出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

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思想，创造性地把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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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农民三者综合考虑，突出“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提出了一系列“三农”思想。

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

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中国农业发展迅

速，很好地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令世界感到震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少

同志认为农业形势一片大好，对发展农业的思想有

所松懈。江泽民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倾向，阐述了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重要思想，要求各级党

委“必须把农业放在各项经济工作的首位”［６］２７３，并

指出领导班子可以换，但这个基本的指导思想要一

代一代传下去。

（一）农业产品特别是粮食关系国家稳定

农业产品直接关系着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解决不好会影响国家稳定；农业产品的自给与否关

系着国家能否真正独立于世界，解决不好会大大影

响中国的国家安全。“在我国，主要农产品特别是

粮食，始终是一种战略性的特殊商品，直接关系到人

民和国家的安危。”［６］２５９

农业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向人们提供最基本的

生活资料。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如果不重视农业的

基础地位，就不能解决人民的吃穿住行，更不可能干

好其他的事情。因此江泽民特别注重粮食安全，明

确指出：“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不能靠任何别的国

家来解决，一是靠人家靠不住，谁也解决不了这个大

问题；二是即使能够解决，也会受制于人。”［６］２５９他语

重心长地指出，就是２１世纪的前５０年也不能说粮
食已经多了、吃不完了、农业已经过关了，“要高度

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保护粮食生产能力。‘民以

食为天’。这个道理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５］４１０

（二）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

首先，加强第一产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

首要问题。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农

业在三大产业的比重逐步下降，有不少人忽视了农

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江泽民特别强调：“加强农

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我国农业不仅要为

十多亿人口提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而且要为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提供重要原料和广阔市场。加强农

业也就是支持工业和第三产业，为农业作贡献就是

为国民经济作贡献。”［７］４６４

其次，以第二、第三产业促进农业发展。因为中

国农业基础很薄弱，在强调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江

泽民要求“引导第二、第三产业加强对农业的支持，

形成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以工带农的机制”。［７］４６５面

对一些地方政府热衷搞开发区、搞房地产而减弱了

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他批评了这种做法，指出开发区

可以搞，但不能一哄而上，开发区搞得太多，建设资

金采用各种方式搞计划外集资，影响了银行存款的

增长，加剧了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筹集和供应的困

难。并指出房地产、开发区占用的都是交通、水源较

好的耕地，严重影响了耕地，势必严重削弱农业的根

本依托。［６］２６５２６６

最后，以科学技术促进现代化农业的尽快实现。

中国地少人多，并且由于土地沙漠化、建设用地增加

等原因，使得中国在人口平均每年以１６００万的速
度增长的同时，耕地却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递减。面

对如此压力，利用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农业、巩固农

业基础地位势在必行。江泽民明确指出：“我国农

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大农业经济的发展，最终取决科

学技术进步和实用技术的广泛应用。”［８］１２４只有加大

科技的支持，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最终加强农业的

基础地位。

江泽民在总结新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

础上，指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首要地位的思想必

须真正加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坚定

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要真正地而不

是口头地，全心全意地而不是半心半意地加强农业

的基础。”［８］１１９

三、推进农村持续发展

农村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

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农

村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邓小平曾指出：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的稳定

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９］江

泽民则系统地提出了推进农村持续发展的思想。

（一）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农村与城

市仍然有着很大的差距。江泽民把提高生产力当作

农村发展的动力，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１．长期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

为一项农村的基本制度，深入人心，得到了实践检

验。江泽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深化农村改革，首

先必须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

体制。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任何时候都不能

动摇。”［１０］２１２并指出稳定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核心

是稳定当前的土地承包关系，要长期不变，从而使广

大的农民吃了定心丸。

２．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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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支柱，产值占到国内生

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外贸出口的三分之一、农村社会

增加值的三分之二，为农村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小城镇建设是农村城市化的一个步骤，是从中国特

殊国情出发的，发展小城镇，从而逐步形成大中小城

市（镇）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结构协调的城市化格

局，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江泽民强调要把二

者加以结合，共同带动农村的发展。他指出：“发展

乡镇企业应该注意与建设新型集镇结合起来，适当

集中，上水平，上台阶，使新型集镇成为当地农村的

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并成为商品集散地。”［６］２７０从而

为中国农村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道路。

３．市场化是农村发展方向
中国农村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改革

开放以来虽然发生很大变化，但至今与中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江泽民指出：

“农民有了自主权，就要按照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

构，发展商品生产，这就必然带来分工分业，促进生

产要素合理流动。……坚持市场取向，不断深化改

革，对于加快农业现代化具有长远的根本性的意

义。”［１０］２１１从而明确了农村市场化的发展方向。

４．引外资为农村发展助力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资的引进，为中国现代化

建设提供了不少资金，对中国改革的成功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但外资大多投向了城市，农村引进外资

则较少。江泽民在会见全国外贸工作会议代表时指

出，中国已经掌握很多利用外资的经验，要想方设法

“积极引导外资投向农业”。他强调：“我们要注意

开发农村市场。要把吸引外资、开展对外贸易和调

整经济结构同广大农村市场的需求很好地结合起

来。”［１１］利用外资促进中国农村发展。

（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民主法制建设

中国农村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建国后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仍然

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

实现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协调发展。除了经济建设的继续深化改革外，农

村还需要继续完善村民自治，切实加强以基层党组

织为核心的组织配套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机制；

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注

重传播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和先进适用知识；重视对

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

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江泽民强调：“在领导农村工

作的过程中，既要大力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建设，又要重视和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经济犯

罪和刑事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努力消除各

种消极腐朽东西的影响，维护好农村社会治安，保障

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安全。”［６］２７６只有这样，才能既

促进农村的经济繁荣，又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和

稳定，最终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四、保障农民主体利益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问题解决得好

不好直接关系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江泽民重视

维护农民利益，保护农民积极性，一再要求干部要深

入农村进行调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映人

民的意愿，要重视调动农民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一）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江泽民指出：“什么时候农民有积极性，农业就

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就会

停滞甚至萎缩。”［１０］２０９改革开放后，农村出现了许多

新事物，例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都是农民创造的，

这些新事物“能够极大地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要

长期坚持不变”［１０］２１１。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损害农民利益和积极性的情况，造成

了严重后果。江泽民指出这些情况“不仅直接关系

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全局

能不能稳定、农民生产情绪能不能稳住”［６］２６６，一定

要加以解决，使农民满意。

（二）注意增加农民收入

只有农民的收入持续稳定增加，农民的积极性

才会高涨，农业生产才会得到增强，农村改革才会成

功。１９９７年以后，农民收入增加速度明显减缓，有
些地区还出现负增长的现象。江泽民高度重视这一

情况，他强调：“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

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实现小康，还直接关系到

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带动工业和整个国民

经济的增长，从长远看还可能影响农产品的供

给。”［１０］２１６因此要从多方面增加农民收入。

１．减轻农民负担
江泽民了解到不少地区出现了在农民身上乱集

资、乱摊派、乱罚款等情况后，立即强调：“……任何

单位都不得以任何名义增加农民负担，切实把村提

留、乡统筹控制在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

五以内。即使是兴办农村公益事业，凡是要农民出

资、投劳的，也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是量力而行，二

是群众自愿。”［６］２６４２６５从而严令杜绝了对农民的各

种乱收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与此同时，他还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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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投入持续稳定增加是关系农业发展后劲和农民

长远利益的重要问题，必须“保证农业投入持续稳

定增加”。［６］２６６

２．扶贫工作常抓不懈
中国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偏远山区的农村，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两亿两千万贫困人口解决了

温饱问题，贫困人口由原先的 ３０７％下降到 ２０００
年的３％。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区域经济发展
不平衡，还有三千万左右的贫困人口，贫困人口绝对

数字仍然很大，扶贫的难度也很大。江泽民高度重

视扶贫工作，提出党、国家、社会要共同合作解决贫

困问题。他认为：“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是

实现各地区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

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是逐步实现各族人民

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措施，也是维护国家改革发展

稳定大局的需要。”［１２］

（三）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由于中国地少人多，所以农村劳动力剩余很多。

江泽民从多方位思考，增加农民就业机会的途径，从

各个方面创造条件支持农民就业。

首先，发展乡镇企业、农村第三产业，就地吸纳

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纳了

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江泽民指出：“发展乡镇企

业……这是我国农民群众一个新的伟大创造，是解

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的一条重要途径，对于保持

农村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重大意义。”要“通过发

展乡镇企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

动力。这项原则要长期坚持，不能动摇。”［６］２７０

其次，积极引导农民有序地进城务工。随着中

国城市建设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农

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江泽民认为，农民进城务工是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要多创造机会有序地

合理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他指出：“国家增加

投入，搞基础设施建设，要多搞点以工代赈，多用点

农民工，让农民多得点劳务收入。”［１０］２１６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与时俱进，不断研究

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把农业、

农民、农村问题综合考虑，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

总是关系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大

局，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着国家的长治

久安”。［８］１２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农民、农村学

说，极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以此

为指导思想，制定了一系列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措施，促使中国农业地位得到巩固、农村改革不断发

展、农民生活不断改善。江泽民的“三农”思想是世

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新的理论成果，对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特别是新农村建设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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