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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多元化产业发展的思考
[1]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95班  赵凌
 

在这次对长征村村民进行的抽样调查对象都是汪家所熟悉交好的乡邻。在日常的交往中，这58人可能受汪家
消费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以调查结果比较的集中，都对子女的教育问题非常重视。至于这58人的观念是否能
代表全村村民的观念是值得商榷的。这次调查的重点集中在两个大问题上面：第一是发展的路程﹑模式，第二是
村民们的消费行为。下面会对这两部分内容作一些讨论。
 
网络的作用

这里笔者提到的网络并不是英特网，而是指的对汪家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网络”，它包括：陈光荣
在开办自选商场后，建立起来的进货销售的网络；还有汪家的“江湖菜”餐馆开张后自成体系的禽肉蔬菜及调料供
给的网络。为何网络能起到这样大的作用？笔者个人认为这是由于充分调动了各种有利条件，将各种资源进行有
效分类、组合后达到的效果。网络需要善于发现有利因素的人从日常生活中将有利的东西挖掘出来，并进行合理
的搭配，才能发挥强大的效果。在上面的大标题中间所谓的“多元化”也就是网络的另一种描述。

在长征村，汪久福一家自成体系的发展是非常成成功的一个例子。其关键在于陈光荣充分利用了自家的各种
有利条件，使得经营的风险程度降到了最低的程度。笔者在这里对这种非农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模式的支持并不表
示重商轻农的观点。农村的发展当然是以农为本的，但是笔者想在这里想阐述一下自己对以农为本含义的理解：
所谓以农为本，是以农业的发展兴旺作为农村最终的目标，而不是以农业的发展兴旺作为农村发展的基础。各地
区农业的基础不同，所以采取的发展方式都应该因地制宜。就长征村来说，在地理位置上交通不便，信息阻塞，
要想通过农业技术的提高普及，来增加产量，最终达到发展似乎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其不利因素包括：
1）  长征村地理位置偏僻，土壤质地不佳，酸化现象较为严重；
2）  村民本身的平均文化程度极低，外请农业科技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的效果较差，而且资金严重不足；
3）  信息闭塞，没有建立起成规模的运输销售网络，使得有优势的经济作物没有得到很好利用。

综上所述，要想以农业作为发展的基底，在长征村是行不通的。那到底村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汪家指出了
一条高效率的致富路。但是笔者在这里又需要强调：虽然汪家的发展模式是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是高效的，但是
笔者绝对不主张在经济上没有基础的村民急起效仿。汪家大女婿陈光荣的独特经历和已经积累下来的经济基础是
他可以用这样多元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村民们可以作的是在汪家已经建立起的发展网络中发现自身特有的优
势，使这个多元化发展网络的规模逐渐扩大，最终达到以非农产业产生于农业的最初积累，又反哺农业，服务于
农业，使得农民最终摆脱了土地的束缚的目的。

而笔者从乡民口中了解到的另一户经济基础较好的农户的情况：该农户家开办了一家冷饮店，主要的产品是
近年来在重庆市区非常流行的一类冷饮----刨冰，其用于制作刨冰的各种水果均来自于自家产出。同时由于经营冷
饮店有比较强的季节性，经营者在寒冷的冬季经营火锅店，主要商品则是重庆传统的小吃----麻辣烫。该农户自家
的田地主要用于水果的种植，所以经营火锅店的原料菜蔬主要来自于收购同村其他农户所种植的蔬菜。这样看
来，在村内兴办非农业的经营项目不仅仅是给自家带来了实惠，给村民带来了方便，更重要的是这位农户建立起
来的经营体系已经起到了带动整个长征村发展的作用。真正是以非农产业带动农业，并且在逐步的扩大网络的规
模。不过很可惜的是，笔者没有直接对这户农户本人进行交谈。

从众村民的口中，笔者还了解到一些更让人欣慰的情况：在长征村筹款重新整修入村公路的时候，汪家自愿
捐款1.4万元，一来这样有利于自家进货的方便，二来也给村民们带来了方便。可喜的是，这两户农户自家的发展
网络已经在对全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了。
 
关于无经济基础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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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讨论的是关于发展模式的讨论，在这部分将对消费行为对那些无经济基础的村民们带来的影响作一些讨
论。

问题的讨论从对村民们的调查开始，如果，在我们的案例里面提到的被调查到的村民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在
全村范围内都是一样的，那么对于没有经济基础的村民们已经有一条可供采取的非农产业之路了-----运输业。设
想一下，全村的初中学龄的儿童都能够有机会到重庆市区的一流重点中学去接受高质量的教育的话，接送这些孩
子上学放学的客运市场应该具有相当潜力。但是遗憾的是，长征村村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事实上是比我们的调查
结果要低得多的。造成我们调查结果出入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汪家对与其交好的村民的消费观念上的影响。但在长
征村两户已经颇成规模的农户建立起来的网络仍然可以帮助村民们发展非农产业的。随着餐馆与超市规模的不断
扩大，货运市场的潜力也是非常大的。同时借助餐饮业、零售业、运输业等一系列非农产业可以促进长征村较有
优势的经济作物的种植，最大限度的利用现有的有限的土地资源，而且也可以逐渐建立自身农产品的有效销售渠
道与网络，并且大量的吸收先进的农业科技，以科技兴农发展农业。

至于为什么笔者在强调不需要以农业为基础的同时，又重申最终要以非农产业带动农业？其实在上一部分笔
者阐述自己对以农为本的理解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农业的发展兴旺是最终目标。如果单发展多元化的非
农产业，似乎是资金的运转速度提高了，但是所有的村民们经济状况都能得到改善嘛？其实只发展非农产业造成
的结果和股票市场上出现泡沫的道理是一样的。所有的村民都依靠非农产业发展，那将造成死循环：试问如果都
寄希望于消费来产生利润，消费者的角色由谁来扮演？在地理优势不大的长征村，扮演消费者的只能是村民，没
有产出是不可能有消费的。那为什么笔者又说非农产业发展模式是有效的呢？事实上，这里的有效是指的能够有
限的资源做出合理的总和、与配置，并不是指的有效的产出！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农业是间接的推动作用，而不是
直接的！

上述两个关键缺一不可，不过笔者也觉得要能真正做到这两点，的确很困难。在很多地区的农民都没有清楚
的认识到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笔者在这里要明确的指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就
是农产业本身！而是非农产业只是间接原因！非农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模式是起到调整资金流向，充分提高资金的
利用率，但它并没有产生出新的东西！在非农产业的促进下，使得农业本身的结构、技术及网络得到优化，得到
改善，最终农村地区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结语及问题

以农为本的含义：农业的发展兴旺不是农村地区发展的先决条件，所以可以用非农产业多元化的发展筹集、
调动资金，使得资金的流向更有效率，以快速改善本身不足的先决条件，提高技术，扩大规模，建立网络，最终
农业本身得到发展兴旺，推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农村地区的发展离不开以先富起来的农户们建立的多元化体系，但是对于大多数后富起来的农民，最理智的
态度是什么？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回答会有千千万万种，笔者是不可能一一列出的，但是笔者能够指出的
是：“效仿抢蛋糕”是绝对不可行的。

所以，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一个长长的，但是需要慎重回答的问题：在经济基础较强的农户建立起了非农产
业的多元化发展模式的时候，没有经济基础的农户到底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决策？政府对于先富起来的农户的态度
和政策是很肯定的，但是政府对于大多数后富的农民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态度，才不会误导他们走
上“争抢蛋糕”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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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作者参加清华大学小林实经济学研究基金“转轨时期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此处发表的是作者在案例调研成果之外的当

地调研报告，反映了案例主人公所处当地农村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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