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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次世界大战后 ,法国农业获得飞速发展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 1979 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农

业生产国和全球头号食品加工出口国。这虽与其客观地理条件分不开 ,但更与其积极有效的农业政策有关 ,如

鼓励农庄兼并 ,成立农业合作社 ,实施农业补贴政策 ,提高农场经营者素质等。这些政策和举措启示我们 :加大

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形成中国特色的农业补贴政策 ,不断调整农业结构 ,逐步引导农业实现现代化 ;随着城镇化

建设的展开 ,农业劳动人口减少 ,应采取相应的政策 ,鼓励土地逐步集中 ,扩大农业经营规模 ;加大对农业科研投

入 ,强化职业培训 ,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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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30 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迅猛。农业总产

值从 1978 年的 1 397. 0 亿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58 002. 2亿元 ,增加了 40 倍 ;2008 年粮食又获得空

前大丰收 ,产量达 52 870. 9 万吨 ;农用机械总动力

由 1978 年的 11 749. 9 万千瓦增加到 2008 年的

82 190. 4万千瓦 ,增加了近 7 倍 ;农村家庭人均纯收

入从 1990 年的686. 31元到 2008 年的 4 760. 62 元 ,

增加了近 6 倍 ;农村住房投资从 1985 年的 478. 4 亿

元到 2008 年的5 951. 8亿元 ,增加了 11 倍[1 ] ,然而

要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这些成绩仍然不够。我

们应清醒地看到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与资源的

紧约束 ,目前我国农产品在质和量上都无法满足社

会需求 ;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成为社会稳定的潜在

危机 ;资源环境的压力与农业投资不足 ,制约了我们

的母亲产业的后续发展。

法国政府历来重视农业的发展 ,其农业政策的

总目标可以归结为在保障农产品市场供应基础上 ,

追求农场主收入的最大化。在二战后短短 40 多年

的时间里 ,法国就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

变 ,成为世界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这其中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 ,但政府的宏观指导与扶持是核心。其

中 ,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发展农业合作组织、优化农

业补贴结构、推广农业科技、提高农业从业者素质等

方针政策值得我们借鉴。

　　一、法国农业跨越式发展的历程及
成就

　　二战后 ,法国农业得到了飞速发展。1946 年法

国农业劳动人口为 748 万人 ,占全国劳动人口的

40 % ,到 1978 年已降到 200 万人 ,不到总人口的

10 % ,目前为 82. 2 万人 ,不到总人口的 4 %。但相

反 ,法国的农业生产力却成倍增长 ,1960 年 ,一个农

民能养活 11 个人 ,法国农产品基本保证了全国的需

要 ;1978 年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 ,除可供 25 人消费

外 ,还有三分之一的剩余粮食可供出口 ,粮食自给率

为 151 % ,大部分畜产品自给有余 ;2008 年则更是创

造了惊人的 329 %的粮食自给率 。全国粮食产量

1946 年为 1 238 万吨 , 1960 年为 2 288 万吨 ,而

2008 更是较 2007 年增产了 1 060 万吨 ,达到 7 007

万吨。各种肉类产量 1946 年为 125 万吨 ,1978 年

达到 312 万吨。目前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

国 ,也是世界主要农产品和农业食品出口国。法国

的牛肉、小麦、甜菜产量名列世界前茅 ,而且葡萄种

植、酿酒和奶制品均享誉全球 ,法国农业食品在国际

市场上占据 11 %的份额。2004 年 ,法国农业生产总

值达 650 亿欧元 ,农业食品外贸盈余 82 亿欧元。法

国农业食品外贸盈余曾被法国人称为“绿色石油”。

因为 70 年代石油危机时 ,法国用农业食品外贸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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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了其所需的石油。

　　二、法国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原
因

　　法国农业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 ,笔者认为有客

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客观因素 :法国西濒大西洋 ,南临地中海 ,

气候温和 ,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 ,雨量适中。农业基

本上不用灌溉设施 ,笔者只是在西南部濒临地中海

的地区见到一些水利灌溉工程 ,温和多雨的气候既

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和果木蔬菜的栽培 ,又保证了

牧草的丰茂 ,从而推动了畜牧业和农畜业产品加工

业的发展。

二是主观因素 :主观方面是成就法国农业快速

发展更为重要的原因。二次大战后 ,法国历届政府 ,

特别是戴高乐当政时期 ,制定并执行了一整套促使

农业稳步迅速发展的政策。法国政府发展农业的基

本政策 ,是保证农业生产者收入不低于其他部门人

员的收入。为此 ,在财政经济、生产组织、行政管理、

科学技术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

策和措施。

1. 鼓励农庄兼并 ,实施集约化经营

帮助那些收入较差的农户放弃经营农业 ,转入

城市就业 ;对愿意留在农村经营农业的农户和愿意

从城市前往农村的人员、特别是从农学院毕业的青

年 ,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向老年农民发放终

身养老金 ,鼓励提前退休 ,奖励小农户到乡村工业、

服务业投资或就业。对实施并购的大农场主实行税

收减免 ,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 ,鼓励通过租地扩大经

营规模。1955 年 ,法国拥有 230 万农户 ,1977 年下

降至 110 万户 ,目前已降到 59 万户。1955 年平均

每个农户经营 14 公顷土地 ,到 1997 年增至 41. 7 公

顷。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十年中 ,拥有 50 公顷以上

土地的大农户比例由 8 %上升到 13 %。到 90 年代

中 ,每个农场平均拥有土地 35 公顷、劳动力 1. 9 人。

这为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铺平了道路 ,生产率随之

显著提高。谷物生产由 1949 年的每公顷平均产量

1 802 公斤 ,提高到 1999 年的 7 248 公斤 ,居全球谷

物单产水平之首 ,高于美国。

2. 成立农业合作社 ,应对市场竞争

帮助农业生产者成立农业合作社和其他经营联

合体 ,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目前家庭农场虽仍

是法国农业经营主体 ,但数量和产量呈下降趋势 ,而

农业合作社等经营联合体和农业资本公司则发展较

快。农业经营联合体参加者多为家庭农场 ,目前全

国共有 43 万个。近年来 ,农业开发公司发展势头良

好 ,到 1998 年法国农业共同经营组合已发展到 4. 3

万个 ,占法国全部农业经营单位总数的 6. 31 % ;农

业资本公司达到 5. 6 万个 ,占法国全部农业经营单

位的 8. 3 %[225 ] 。这些公司一般由工业、金融财团直

接投资 ,开办养鸡场、养猪场等。以合作社为主体的

服务体系 ,促进了农工商一体化农业的迅速发展。

生产作业已经实现专业化和社会化 ,一个农庄、一户

农民之所以能种几十公顷地或饲养几百头牛、几万

只鸡 ,均是因为农业生产者只需从事主要作业 ,而其

它作业和物资供应 ,均由有关单位来完成 ,如将耕

种、浇灌、收割、贮存、运输等农活交给企业承包 ;农

业生产需要的良种化肥、农药、饲料 ,都由专业公司

随时送货上门 ,这促进了法国农业向产业化转移。

3. 实行农业补贴政策 ,引导农业结构调整

法国农业补贴数额巨大 ,主要有农业生产补贴、

农村发展补贴、林业补贴等[6 ] 。法国政府给予农业

人口享受城市人口同样的社会保险。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 ,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每年都保持在 1 000 亿

法郎以上 ,占财政预算的 13 %左右。法国作为欧盟

共同农业政策的最大受益国 ,每年从欧盟获得 100

亿欧元的补贴 ,占法国各项补贴的三分之一。以

1996 年为例 ,法国政府和欧盟对法国农业提供的财

政支持为 l 730 亿法郎 ,每个家庭农场享受的补贴

超过 9 万法郎 ;2003 年法国农业得到的公共财政支

持总额超过 280 亿欧元。另外 ,20 世纪 60 年代欧

盟农业补贴主要用于对农产品实行价格保护促进粮

食生产。1992 年欧盟对其政策进行改革 ,实行强制

休耕制度 ,降低农产品价格 ,将由此造成的损失直

接补贴农户。1999 年 ,欧盟决定再次改革 ,将补贴

主要用于持续发展 ,鼓励绿色粗放经营与有机农

业 ,开展农村建设和生态保护。据此 ,法国出台

《2000 - 2006 年农村发展规划》,强调发展多功能

和生态农业。

4. 重视科学研究 ,努力提高经营者素质

法国政府对培养农业科研力量十分重视。全国

有直属农业部的法国农业科学院和国家农业研究

院 ,有 6 所农业大学和 38 所高等农校 ,有近千所中

等农业技校 ,还有各种专业研究所 (如养牛、养羊、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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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等) 。农业科研主要靠国家投入 ,分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和普及推广。农业科研主要依靠农科院 ,普

及推广由各地 116 个农业协会负责。农户必须参加

农业协会 ,接受新技术培训[ 7 ] 。农技师必须是 5 年

大学本科毕业。昂杰高等农学院是法国十大名校之

一 ,入学者均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农场经营者必

须取得农业专科学校毕业证书 ,然后经过专门资格

考评委员会考试合格后 ,才能获取经营资格 ,否则即

使拥有土地 ,也须雇佣具有资格证书的人来经营。

农业经营者每年还须接受两周的培训。他们已不再

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而是有文化、懂科学、善管理

的农业经营者。

法国农业虽然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 ,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和矛盾。例如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如何

维持原有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 ;农庄兼并和破产 ,增

加了城市失业问题的压力。同时 ,美国在贸易谈判

中一直要求欧盟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 ,使得法国农

业也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压力。

　　三、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1. 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要形成中国特色的农业补贴政策 ,不断调整农

业结构 ,逐步引导农业实现现代化。目前 ,我国已实

行退耕还林 ,全面取消农业税 ,对农民种植粮食给予

补贴 ,购买农机给予补贴等 ,减轻了农民负担 ,提高

了他们生产积极性。但是城乡差别拉大 ,农民购买

力低 ,还需加大补贴力度。2004 年 ,法国农民共获

得超过 100 亿欧元的补贴 ,如果再把国家负责的土

地整治、森林整治等算在内 ,这一数额会更高。我国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虽远不如法国 ,但经过多年高速

发展 ,综合国力日益增强 ,进一步加大工业反哺农

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 ,将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 扩大农业经营规模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展开 ,农业劳动人口减少 ,应

采取相应的政策 ,鼓励土地逐步集中 ,扩大农业经营

规模。这既可实行现代化管理 ,使农产品的研发、生

产、加工和销售形成一条产业链 ,同时可以从根本上

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必须采取措施 ,使农民既是初

级农畜产品的生产者 ,又是农畜产品深加工所产生

高附加值的受益者。这样才能使我国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进程在城市和农村齐头并进。

3. 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

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 ,强化职业培训 ,大力推

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人多、耕地少 ,而且随着

经济不断发展 ,耕地面积还在减少。因此 ,应通过科

研大力培育高产优良品种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这对

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具有战略意义。国家应进一

步加强农业科学研究体系建设 ,加大科研成果普及

推广力度 ,完善信息服务网络。注重农业职业培训 ,

把送科技下乡常态化 ,在全国形成众多的专业培训

中心 ,为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技术困难和问题。

另外 ,要增加对农业的智力投资 ,提高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技能和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

　　四、结　语

发展现代化、可持续性农业只靠农业内部的自

身积累是永远不够的 ,借鉴法国农业现代化的成功

经验 ,我国的农业需要在政府的引导下进一步做好

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1)作为具有天然弱势的农业 ,在工业的起步阶

段提供原始积累 ;在工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不但要满

足城乡食品需求 ,还要为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而努

力 ,因此加大农业扶持力度、优化补贴结构应该是现

代农业建设中值得十分注意的一个方面。

(2)推进城镇化 ,逐步给与农民城市居民身份

和待遇。

(3)提高农业科技投入与劳动者素质 ,是可持续

农业的必然选择。

(4)加速推进土地规模经营 ,提倡农外就业 ,稳

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缩小城乡差距 ,是和谐社会与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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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Great2leap2for ward Development

of French Agriculture to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A I Fang2bai

( T he Pol icy A dvisory Com mittee of t he M i nist ry of Forei gn A f f ai rs , B ei j i ng ,100701)

Abstract 　After t he World War II , t he French agriculture had achieved a swif t develop ment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 s. In 1979 ,France became t he second largest agricult ural p roducer and t he

top exporter of p rocessed food in the world. This achievement depends on t he objective geograp hical con2
ditions of t he count ry as well as t he positive and effective agricult ural policy , such as encouraging t he

farm annexation ,founding agricult ur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implementing t he policy of agricult ural

subsidie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arm operators ,etc. These policies and actions give great enlight2
enment to China’s agricult ural develop ment and t he analysis of these policies and actions suggest t hat

China may take t he following measures : giving more support to agricult ure , developing special subsidy

policies wit h Chinese feat ures ,adjusting t he st ruct ure of agricult ure indust ry ,gradually modernize agri2
cult ure. Besides , with urbanization and the diminishing of agricult ural labor2force , counter2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encourage t he cent ralization of farm land ,expand the scale of agribusiness ,p ut more

money in agricult 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t rengthen farmer t raining so as to develop agricult ural p ro2
ductive force.

Key words 　French agricult ure ; t he great2leap2forward develop ment ;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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