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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实施农业工业化战略是农业深度转型的必由之路,制度创新是农业工业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文章讨论了工

业化战略下农业制度创新目标体系设置的系统一致性、系统稳定性和系统标准化原则;根据农业工业化发展之解决“三农冶问

题的本质,提出了由实现“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冶的主要目标、确保国家稳定和粮食安全等的次要目标和涉及资源、
要素、市场等环节的相关目标组成的农业制度创新目标体系,为农业制度创新实践提供了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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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工业化———农业深度转型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

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
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

体化新格局……。冶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农村经济

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

立冶及“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冶的明确目标。 这种城

乡协同带动转变的关键在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其
实质是对农业的现代化深度转型的要求。 随着工业化进程

的不断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向现代农业的深度转型相当

于一场农业产业革命,其特征是:农业增长速度慢于工业,农
业经济总量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逐步下降———农业生产

的小部门化。 在农业小部门化时期,需要依靠工业来武装农

业(即工业反哺农业),延伸农业的产业链条,减少纯粹的农

民,实现工农两大产业的融合。
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实施农业工业化战略(即在农业转

型中农业产业本身的工业化,或曰用工业化技术和思维谋划

农业经营模式),能够通过对农业进行工业化改造和经营,使
农村的工业以及服务于农、林、牧、渔的服务业得到大的发

展,从而优化和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化水平,解决农业

问题;能够通过强化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的紧密联系,推进

产业聚集,实现农村城市化,解决农村问题;能够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提高农

民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使农民问题也能迎刃而解[1] 。 因

此,农业工业化可以成为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

的有效途径,它也已经表现为当前我国农业经济深度转型的

必由之路。

二摇 制度创新———农业工业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制度创新两大因

素交替制约着农业工业化发展的节奏和速度。 由于农业是

一个制度偏好最强的产业,要系统性、强有力地推进农业工

业化,涵盖农业、农民和农村在内的相关制度创新就成为不

可避免的选择。 根据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随着工业化思维

方式在农产品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不断深入,与之适应的

制度框架的建立和运行就成为了农业产业进一步转型、优化

和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通过政治

活动驱动政策调整,乃至推动制度创新,甚至是农业经济增

长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最基本途径。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
业制度创新的经济学价值高低将左右农业工业化发展的速

度和成效。
建国以来很长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都是

优先发展工业,以财政收支为代表的制度安排上一贯对农业

抽得太多、补得太少。 近年来国家关注“三农冶问题,已经开

始了相应的制度调整。 但从目前我国的农业制度体系实际

来看,农地产权制度、农村户籍制度、农业金融制度等涉及农

业生产要素安排规则的农业基本制度已经形成了对农业工

业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农业经济组织结构、农产品价格等涉

及农业经营活动和市场交易规则的农业营运制度也面临着

变迁(创新)需求。 总之,农业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和推进,产



生了一系列的制度需求,根据这些需求,刺激或完成相应的

制度创新,是促进农业工业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三摇 农业制度创新的目标设置原则

所谓目标是个人、部门或整个组织所期望的成果;而体

系则指的是一定范围内或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

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 制度创新是人的主观能动行为,是
事先设定好目标的人类实践活动。 制度创新的目标必须与

农业工业化发展目标相一致,必须考虑与现实之间的平衡关

系。 农业工业化发展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目标体系,
是通过致力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及可持续发展等等子目标

的实现过程中来达到整体目标的。 同样,制度创新的目标也

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目标体系。
对于农业制度创新目标而言,由于制度创新不像自然科

学领域的实用技术创新那样可以用最小的物质消耗代价进

行高度模拟的反复试验,并由试验结果的比较来寻求最优的

技术创新成果,而是一旦推行制度创新(哪怕在一个很小的

范围试点),若创新决策失误,其损失都无法挽回。 换言之,
如果把制度创新试点看作是一种试验,由于它一旦失败就相

当于破坏性试验,对所试点对象的经济社会影响也是非常严

重的。 进一步讨论,即使制度创新试点在某一个对象上取得

成功,它能否在全局范围普遍推广,也仍是不确定的———因

为在对制度各要素的重新组合过程中,决策者的主观因素起

着巨大作用[3] 。 就是说,即使充分考虑试点区域和推广区域

在客观条件上的具体差异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由于不同区

域的制度创新决策者及其执行体系是由不同的人或组织去

完成的,而人们互不相同的主观判断、喜好和选择,均可能导

致不同的决策后果。 鉴于此,设置农业制度创新目标体系时

应遵循如下原则:
(一)系统一致性原则

根据合目的性平衡律与合规律性协调律的要求,设置农

业制度创新目标体系时必须确保系统的一致性,具体体现为

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构成目标系统的各子目标协调一致。 任何人都无

法同时完成一件既左且右的工作,同样,包含在一个目标系

统内的若干子目标之间也不允许存在既左且右的要求。 例

如,农业总产出水平不断提高的目标要求投入和占用在农业

生产经营领域的各生产要素的数量尽可能增加,而农业工业

化、机械化、化学化、标准化生产特征则要求农业活劳动(手
工劳动)占整个农业要素投入的比例尽可能下降。 这时,如
果把农业就业人口数作为一个子目标放到农业制度创新目

标系统中去,则会导致目标值设定时的无所适从和前后矛

盾。 解决这一矛盾的技巧在于:设置农业要素投入总量增长

目标时,将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如劳动与资本的配比

即技术系数)作为中间变量,折算出一个统一单位的要素总

量;而在设置活劳动(手工劳动)占全部要素投入的比例下降

目标时,取其比例值而非劳动人口的绝对值作为目标值。
第二,对完成目标承担责任的各利益主体的决策动机协

调一致。 在农业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农业的动态性、系统

性、复杂性和社会性特点越来越突出,农业产业内以及与农

业产业相关联的利益主体不断增加。 这些利益主体都既可

能充当农业制度创新的主体,也可能成为农业制度创新的客

体,还可能扮演农业制度创新的媒体。 由于它们都是利益主

体,从根本上要保障并增加自身的利益———不论是政治利

益、社会利益还是经济利益,如果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决策

动机导向机制,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就将干

扰农业制度创新的进程。 因此,制度创新目标系统的设置应

当形成这样一个机制,即以谋求农业产业全局长期利益最大

化为导向,驱动各方利益主体自觉做出有利于系统目标实现

的行为决策[4] 。 例如,可以将农业生态指标用数学方法整合

进农业产值指标中,让农业经济主体(组织或个人)在从事农

业生产以增长农业产值时不至于破坏农业生态。
(二)系统稳定性原则

根据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所固有的长期性和相对稳定性,
即用来规定、调节和约束人的个人行为使之符合集体目标的

制度规范不能由决策当局“朝令夕改冶而使人们无所适从,因
此农业制度创新的目标系统设置时也应做到尽量稳定,避免

对目标值的频繁调整。
第一,各子目标的构成内容应保持相对稳定。 就是说组

成农业制度创新目标系统的子目标项目集合应当是一个内

容稳定的集合。 由于农业工业化发展的动态性和阶段性,衡
量农业工业化发展水平的相应指标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动态

性和阶段性。 如果简单地把这些动态和阶段性的指标列为

制度创新的目标,则将因其时效性问题而失去稳定存在的条

件。 因此,应当尽可能遴选那些具有长期性、综合性、全局性

的指标作为农业制度创新的目标构成;即使某些阶段性发展

指标具有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应采用数学方法或

其它方法对其进行调整转换,使之具有稳定性。 例如,关于

“农业为其它产业提供原料的能力冶这一指标,就具有阶段性

特征。 在农业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许多农业附产品(甚至主

产品)的主要归宿是作为工业的原料(如麦秸就是造纸业等

的原料),农业从这些工业原料的规模化、公司化经营中创造

附加值的多少,反映了农业自身工业化发展的程度;但是,在
农业工业化发展到更高程度后,立体化农业企业自身将完成

这些以往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的深加工,从而将农业制成

品工业(农产品深加工工业)纳入到了农业的范畴,这样一

来,原来的“工业原料冶统计值就将不复存在[5] 。 对这一指

标,就必须考虑替换为更能反映农业工业化进展程度和水平

的其它指标。
第二,各子目标之间的比例结构应保持相对稳定。 这一

点比较容易理解也相对容易实现,即在设置各子目标时,将
用于计算系统目标综合指标值或计分值的各子目标权重给

予一个稳定合理的赋值。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发现

随着农业工业化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制度创新的某一个或

几个子目标的重要性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考虑到这种情况,
目标系统内子目标的选取同样要注意尽量避免那些动态性、
阶段性和时效性太强的指标对象。

第三,各子目标的指标赋值应保持相对稳定。 就是说要

尽量让目标指标值在更长时期内保持其对农业制度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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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和驱动作用。 例如农业金融资本投入量目标,在某一特

定时期(如:“十二五冶期间)某一地方政府根据地方财力和

农业的工业化改造客观实际,可能设计一个期望目标值,然
而金融资本与农业生产要素的结合运动,在现代资本市场与

信息市场高度发达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倍数变化

一旦类似于上文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发展迅速甚至重组为

上市公司,原有的金融资本投入指标的目标值就显得十分保

守。 为了避免这类问题,金融资本投入指标就应当设计为与

其它经济或农业产品规模指标相互关联的相对指标,如金融

资本投入占农业资本总量的比例等。 从而保证所设定的农

业制度创新目标系统的初始赋值具有长期的评价功能。
(三)系统标准化原则

所构建的农业制度创新目标系统,应是一个标准化系

统,它的每个子目标均应具有与其它社会经济评价系统中同

类指标的相同内涵;每个子目标对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均应具

有相同的导向或约束效力。 具体而言就是说,一方面要尽量

避免在农业制度创新目标系统中为了某种特定需要而自创

一个子目标或评价指标,使之无法用其它社会经济评价体系

中的指标来进行数学处理或统计分析,而应使该目标系统中

的所有指标都尽可能地与其它通用指标共享;另一方面,不
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相关利益主体,特别是农业制度的创新

主体,在以这个目标系统作为制度创新的目标时,他们的理

解和评价结论应当是一致的。 这就能够最大限度地用目标

系统的标准化来抑制制度创新主体的主观化和随意性。 只

有标准化的系统目标设置才可能会有一致性的制度创新实

践效果。

四摇 农业制度创新目标体系的构成及内容

农业制度创新,就是要通过制度层面的资源重新组合、
关系重新建构、利益重新分配、责任重新明确、产权重新界

定、路径重新选择,乃至法律重新规范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来
为农业工业化发展提供最适宜的制度环境,最大限度地解放

和发展农业生产力。 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农业制度创新的目

标可以分解为主要目标、次要目标和辅助目标三个层次。
(一)主要目标

农业制度创新的主要目标,是由有利于直接解决“三农冶
问题为主旨的相关子目标的集合。 由于“三农冶问题曾被表

述为“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冶,所以解决“三农冶
问题就必须要实现“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冶的状况。
鉴于此,农业制度创新的主要目标就包括促进农民增加收

入、脱贫致富的制度创新;促进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增强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创新;促进农业生产效

率提高、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农业产值增长的制度创新;
等等。

(二)次要目标

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它的发展状况决定着

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因此,中国农业还具

有很强的政治性与社会性。 无论农业工业化发展到什么阶

段,它为人类提供生存繁衍的粮食和维护国家最基本层次的

安全与稳定的功能始终存在。 反过来的说法就是,如果农业

工业化发展到某一天农民(或农业企业)都不去生产粮食了,
那是在任何农业制度下都不允许发生的。 因此,农业制度创

新的次要目标则是用来确保生活资料的供给能满足人类生

存繁衍需要的制度构成和确保国家粮食和食品安全的制度

构成。
(三)相关目标

要实现前两类目标,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时还必须重

视那些影响农业产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因素。
包括:农业产业所赖以发展的森林、水、洁净空气、自然生态

等资源基础必须有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证;农业生产环境、
农村居住环境和农民生活环境的循环改善方面的制度保证;
协调农民生活方式的自由与农村城镇化社区化集中居住的

矛盾的制度安排;协调农业生产立体化、多样化发展趋势与

农业生产高度精细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之间矛盾的制度安

排;协调农业人口提高短期致富能力与长期发展潜力之间矛

盾的制度安排;等等。 这些问题,是在农业制度创新过程中

必须给予相应重视和对待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制度创新的关

联目标,也是农业制度创新目标系统的有机构成。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将农业制度创新的目标归纳为下表

所示。

农业制度创新目标一览表

目标层次 目标定位 目标内容

主
摇
要
摇
目
摇
标

农民增收

农产品价格保护得力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

政府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增加

农民的收入渠道多样化

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收入差距缩小

农村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收效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健全

农民素质提高

农村精神文化生活丰富

城乡差距缩小

农业增收

新技术、新工艺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
应用
农业产业链条有效延伸

农业生产要素的产出率提高

农业资本化经营程度提高

农业总产值快速增长

次
要
目
标

人类生存繁衍
农产品总产量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

农产品质量符合人类健康标准

国家粮食安全
农产品产量与结构保证国内供给

粮食及食品的安全事故有效控制

相
摇
关
摇
目
摇
标

土地与劳动
农业用地的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
流转
农业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与流动

资本与技术
农业投融资体系及农业资本市场发展

农业技术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

分工与协作
农业产业组织的创立与管理

专门化农业生产人才与设施发展

资源与环境

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保护
机制
可再生及循环资源与能源的开发与
应用
环境友好型生产及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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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unavoidable way for the in - depth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郾 System innovation is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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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proposed a comprehensive target system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with the major objective of increasing farmer爷s income, de鄄
veloping rural areas, and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which provides a guide for the agricultural system innova鄄
tion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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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Psychology of Rejecters to the Building Demolition

LIU Jian鄄xiang,LUO Cheng鄄yi,ZHAO We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摇 Rejecters to the building demolition as one of the relocated households are vulnerable groups during the distributing
interest games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real estate developers. The reasons that they have become “nail households冶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ir moral cognition is weak, and they have comparison psychology, watching psychology and seeking benefit psychology. Sec鄄
ondly, their moral feelings, such as those of vulnerable position, fairness and justice, outlet of piled鄄up grievances are bewildered. The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kind of moral cognition and moral emotion representation of rejecters to the building demolition from the per鄄
spective of moral psychology. Then it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ir ethical behavior, and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way to harmonious
demolition.

Key words:摇 rejecters to the building demolition;摇 Moral cognition;摇 Moral 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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