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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nne a essay6 de promouvoir la capitalisation de l’agriculture．Nous pr6sentons dans 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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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t pour r6soudre des probl色mes concernant agriculture，campagnes et paysans．

关键词l重农学派农业经济思想三农问题

法国重农学派关于净产品的生产、财富的流通、赋税、国家的经济职能、自然秩序等

经济思想涉及到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他们的经济思想不是狭隘地关于某个或者某类经
济实体，而是关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建言，是对要求个人和政府了解和遵守的经济规律
的揭示。

一、法国重农学派农业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

1．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的生产价值
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是直接生产价值的。其关于农业是“生产的”的观点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农学派认为，农业能够生产和再生产对人类有用和生活必需的真实财富。

他们对真实财富的理解“就是不断的更新的财富，为了满足生活上的欲望，取得方便，获
得享乐，是人们经常需要，经常能够以一定代价取得的财富”。山人们为了生活和生存，

首先必须从事农业劳动，耕种土地，来取得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人们要继续生活

和继续消费，也就必须继续农业的再生产，以取得农业不断更新的农产品。正是因为土地

能生产和再生产人们生活经常需要的和不断更新的土地生产物，使土地本身成为财富，并

成为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必须重视真实的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即必须非常重视农业。

第二，重农学派认为。农业能增加财富的总量并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他们除了认

识到农业在人类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之外，还同样意识到农业的增收作用。农业

不仅能再生产财富，而且能再生产更多新的财富，即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正如一碗豌豆

被厨师烹调之后仍然只是一碗豌豆，而交给种菜人之后获得的至少要多三倍。种植业和畜
牧业等具有这种重大意义。增加的财富，通过农业对外贸易使得国民和国家获得源源不断

的收入，这些收入可以用来满足国民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

①魁奈：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第9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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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农学派认为，农业能够为经营它的人们创造丰厚的收入。他们认为： “土

地不仅能养活耕作者，而且能提供大部分国家所需要的费用，僧侣的十分之一税，土地所

有者的收入，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租地耕种者的利得。君主、僧侣、土地所有者的收入，
租地农场主和他雇佣来耕种土地的工人的利得等，通过它们的支出，而分配于其他阶级和
职业的人们之间”。∞也就是说只有土地的产品才是原始的、纯粹得到的、经常更新的财

富。农业不仅能再生产财富，而且能再生产纯产品。农业在再生产过程中，除补偿消耗的

财富和费用外，还能再生产更多的财富，这种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财富或纯产品，是农业
生产的纯利润，构成土地的收入。这种从土地取得的财富和收入是一国真实的原始的财富
和收入。

2．必须认识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第一，重农学派认为，农业在一国的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为“君主和人民

绝不能忘记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因为财富的增加能保证人口

的增加，有了人和财富，就能使农业繁荣，商业扩大，工业活跃，财富永久持续地增加。

国家行政的成功，都依靠这个丰富的源泉。”②其思想很明确：农业部门明显地区别于仅

仅将已有的使用价值进行重新组合的其他部门，它是真正创造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部
门。

第二，社会上的其它行业都有赖于农业的发展。“实际上，如果没有土地生产物，没

有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收入和支付，哪里还有商业的利润和手工业者的工资呢?如果把
商业和农业分离开来，认为它能够独立存在则不过是一个抽象”。@即农业在国民经济中
处于决定性的位置，而商业同工业都只是农业派生出来的分支。农业为其它部门的生产提

供原材料，为社会各个阶层提供他们所需的社会财富，商业和工业都必须依靠农业才能存

续和发展，这两种职业所需的原材料和生活材料都必须依靠农业来提供。他们认为商业只
是互有相对价值的物品之间的交换。必须有交换的物品，还有交换的需求才产生交换和商

业，商业既只是在先已存在的物品之间进行交换，就不能使交换的物品有所增加。工业劳

动也不会增加财富，在工业制造品的生产中，并没有财富的增加，因为制造工业品所增加

的价值，只等于劳动着所消费掉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即工人的工资。

3．必须对农业税实行土地单一税制
重农学派认为：国家为了政府的开支向国民征收的租税，是以每年再生产的财富为基

础的。租税虽以货币来支付，真正提供租税的，并不是货币，而是由土地生产出来的财富。
只有土地是生产的，只有耕种土地才能生产纯产品，因此他们主张只对土地的纯产品或土
地的收入征税的土地单一税制。

值得一提的是对农业税的征收对象，重农学派将其分为土地所有者和土地耕作者。土

地所有者从纯产品所分配的这一部分土地的收入，是由土地耕作者以地租或租借费的形式
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国家应当对土地所有者征税，但是不能对耕作者的财富征税，对耕作
者的财富征税，也就是对农业者的预付征税。如果以农业者的耕作预付作为征税对象，那

就不是征税，而是强夺。基于对农业再生产的分析，魁奈指出不能以农业者的预付、劳动

的人们以及商品的贩卖为对象而课赋，如果这样将是破坏性的。

4．必须扩大农业的自由贸易
重农学派认为：扩大农业的对外贸易不仅可以把本国的剩余农产品在国外出售，换回

本国需要而缺少的财富，而且把本国的剩余农产品运往国外，按好价出售，可以获得更多

①魁奈：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第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魁奈：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第332—3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魁奈：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第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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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因此，农业对外贸易自由是维持农产品价格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而不可或缺的
手段。通过农业对外贸易的发展，扩大农产品的销售，可以使农产品的价格得到稳定和提
高，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最终促使国家财富和收入增加。如果农业和商业同时并进，
相互促进，就可以很快地使国家达到繁荣的状态和具有高度的实力。

重农学派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出卖最必需的和最有用的商品的国家，比出卖奢侈品
的国家有利。为了尽可能地保持本国的独立性，和相互贸易的优越性，只从外国购买奢侈
品，而把生活必需用品出卖给外国。一个国家如果能够以土地为基础，来保证本国的农产

品贸易，就可能从事工业品的贸易，那么就能完全不依赖其它国家而独立。

二、对重农学派农业经济思想的简短评价

重农学派的经济主张相对于当时以“重金主义”、“重工主义”、“货币主义”为

特征，不惜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和外贸，将工业品对外贸易视为唯一获得国家财富的经
济政策，无疑是一个重大冲击。它的提出不仅有利于挽救法国当时财政危机和经济困难，
恢复国民经济繁荣，更为重要的是它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移易的一般规律，并在一

定程度上将它体现在各项具体的经济政策中。

1．其关于大力发展农业的思想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重农学派十分重视自然秩序，并把它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他们的眼中，社会经济

过程同样是一个自然生产过程，是受物质生产的自然法则的支配的。由此他们对社会经济
所要考察的对象由流通过程转移到作为根本的生产领域，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农业也随之
成为重农学派考察的重点对象。而法国是一个农业国的历史背景，也决定了振兴农业是解
决国家财政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的突破口。重视农业，大力发展农业的政策最大程

度地体现了经济规律与国情的统一。
2．其高度重视农民的思想是法国农业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
法国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即农民)的高度重视集中体现在关于税收的政策中，即

强调应对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征税，而不应对创造这些收入的耕作者(农民)的盈利征税，

也不应对耕作者的预付和耕作者用于生产的财富征税，而应使这种财富保持在耕作者手
中，使其能够继续用于耕种土地和农业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如果对耕作者的财富征税，
将损害耕作者的利益，影响土地耕种和农业生产，破坏财富和收入的再生产。此外，他们

还在将农业与工商业做比较的过程中，揭示农业生产的营利性，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农业生

产。这些都对法国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3．其在关于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问题上有所偏颇
17世纪末由于重商主义政策的影响，国家以不惜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和外贸，依靠

外贸出超获得金银钱币，视金银钱币为一国真正的财富。“金钱至上”的经济政策使得农

业进一步衰落、农民进一步贫困，进而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社会动荡不安，这种轻视
农业的经济政策理所当然地受到重农学派的强烈反对。为此，他们才极度重视农业的基础

地位，才强调工业和商业必须为农业服务。虽然这些思想对法国的农业发展中起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然而，他们将工商业视为农业的派生部门，甚至认为工商业不生产价值、不创

造财富，这却是一种狭隘的经济发展观，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

综上所述，尽管重农学派的农业经济思想当中包含一些不合理的论断，但其中关于如
何重视农业，如何发展农业，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扶植农业发展，如何使农业在社会经
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思想，在当时是有着积极和进步意义的。

98

  万方数据



三、法国重农学派农业经济思想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启示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了工业不再”剥夺”农业、而使农业真正独立自主发展的

新时期了。国家的农业政策已开始由“工业优先、城市倾斜”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
支持农村”，并确定了以“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指导解决“三农”问题。

1．我国。三农”问题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
第一，政策支持不力。进入新阶段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致力于实现工业化，

由于受财力的限制，国家采取“重生产，轻生活”、“先生产，后生活”等“牺牲”、“延

期”农业发展的策略，优先发展重工业。长期以来，政策倾向造成的负面影响巨大。至今，

我国农业发展依然相当落后，处于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状态；农民收入低，生活还未达

Nd,康水平：农村城镇化进程缓慢，各项设施建设无法满足需求。导致这种工农、城乡差

别的根本原因还是政策不力所致。如果不加强政策的支持，资金、技术、人才、资源等就

无法实现从城市和工业转移到农村和农业， “三农”问题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第二、农村的各项制度、体制、机制无法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求。对农村资源配置起
基础性作用的完善的市场体制还未形成。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还无法在以乡镇为单位的

乡村地区合理流动，专门的农业经济组织的发展受到阻碍。相应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土地制度、投资体制、价格机制、税收制度等都还没有建立和完善起来。
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到”三农”问题的解决。

2．解决。三农”问题的若干思考
重农学派农业经济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才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根本出路。为此：

第一、必须对我国农业发展的认识有新的见解。依靠“剥夺”农业来发展工业的现代

化道路是不健康的发展道路。国民经济系统中，工业和农业是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而

农业又是工业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从当今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农业的发展状况极大地
制约着一国现代化进程的实现度。历史证明，只有农业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
水平，出现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工业及其他部门才能相对独立发展，才能进一步实现现

代化。再则，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是：13亿人口中的70％在农村，农村具有巨大的市场

潜力和发展空间。只有把农业搞好，农民收入增加了，广大农民产生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农

村这个大市场才会在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的过程中，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有力

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

第二、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的工业，以加快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状况。农村工业的发展
过程就是把现代城市与落后农村联系起来，把现代技术、人才以及部分资金向农村扩散的
过程。

发展农村工业，可以使农村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相适应，改变原来农村单一的经济结构；
可以有助于更多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可以打破农村由于贫穷，投资
不足，生产力水平低下，而又回到贫穷的恶性循环，使得农村经济活跃起来；可以减少初
级农产品原料生产，从而提高农产品价值，促使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商品化；可以有力地改

造传统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

第三、必须加快改革农村现有相关体制和制度。长期以来农民在农业生产当中获得的收
益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被抵消；农产品流通的发展由于农村市场基础薄弱、信息闭塞

不灵、流通渠道不畅等受到阻碍；资源优势未能v,很z好地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这些

不仅延缓了农业市场化的进程而且影响了农民的增收致富。因此需要继续完善农业的基本
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各项改革，消除制约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体制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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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要改变“三农”现状，就必须从根本上牢牢抓住农业生产的发展。只有充分
发挥了农业拉动社会需求，挖掘出增加农民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潜力，农民的生活水平
才能切实地提高，社会经济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才能真正地彻底地解决“三农”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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