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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
对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一种解释

李国镇　 胡怀国

［摘　 要］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中， 工农产品剪刀差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改革

开放及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继续探索提供了物质基础。 英国通过工业化走出英国现代

化道路， 李嘉图对此作出理论回应， 揭示了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 李嘉图认为， 工业是经

济增长的主导部门， 工业增长需具备资本积累和工资调节两个条件， 这为中国工农产品剪刀

差提供了理论解释。 中英现代化实践共同表明， 农业积累和非市场化手段对工业起步是必要

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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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

产党的使命任务， 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并系统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

的深刻内涵。 如何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政策话语

转化为学术命题并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是摆在国内学界面前的重大研究课题。 党的二十

大报告进一步指出，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 经过十八大以

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 我们党成功推进

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上述论断表明， 中国

式现代化肇始于新中国成立之时， 迄今已走过 ７０

余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照搬西方

现代化的 “老路”， 而是党领导人民开辟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 “新路”， 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和实

践逻辑。 回顾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过程， 工农产

品剪刀差曾受到国内学界较大关注， 且不同学者

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 本文拟在现代化视域下重

新审视工农产品剪刀差， 为其提供一种新的理论

解释。

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产生有着特定的时代背

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中国更多地借鉴

苏联的发展经验， 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当时， 中国仍然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 如何筹集

重工业建设所需的大规模资金成为党和国家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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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难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式现

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西方主流经济

学以人口相对较少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 其本

质上是 “小国模型”， 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

现成的答案。 人口规模巨大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建

设资金应主要源于自我积累， 而不是从外部获

取， 工农产品剪刀差应运而生。 其具体做法是：

通过计划手段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 使农产品

收购价格低于其实际价值， 进而压低工人工资；

与此同时， 相对地抬高工业品价格， 工农产品剪

刀差随之产生， 工业企业由此获得更多的利润并

转为工业建设资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

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

特色。 英国于 １９ 世纪中叶完成工业革命并成为世

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 为世界各国推进现代化

提供了经验借鉴。 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 １７７２ － １８２３） 对英国现代化道路

作出了理论回应。 李嘉图以分配问题为研究主

题， 指出长期内经济将陷入停滞。 为延缓经济停

滞， 李嘉图认为英国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来获得廉

价农产品， 进而压低工资并获得工业利润， 即李

嘉图模型。 如果将李嘉图模型与李嘉图分配理论

结合起来看， 则它的重要政策含义在于， 一个落

后的农业国仅通过自由贸易出口农产品， 是不会

自动实现经济增长的， 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在经

济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 这表明李嘉图模型对工

业化进程中的英国具有增长效应， 对落后的农业

国则不然。 从这个逻辑上讲，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

期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促进工业发展， 与李嘉图

的经济理论相吻合， 后者对中国工农产品剪刀差

能够提供某种理论解释。

一、 文献综述

“剪刀差” 一词源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苏联。

十月革命后， 苏联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以低

价收购农产品， 将农民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工业

部门， 人们把这种从农业流入工业的 “超额税”

称作 “剪刀差”。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较多地借

鉴了苏联模式， 实施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剪刀差

政策， 中国国内学术界对该政策持有不完全相同

的观点。

第一， 充分肯定工农产品剪刀差的积极作

用。 韩振华指出， 工农产品剪刀差等制度安排从

农业汲取了大量剩余， 支撑了国家现代工业体系

的建立［１］。 马恒运等指出， 工农产品剪刀差是中

国农业支持工业的早期形式， 它实现了向工业部

门提供农产品剩余， 为中国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初

步基础［２］。 邢祖礼等在研究中国城乡关系时指

出，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年中国城乡形成 “二元分割” 格

局， 工农产品剪刀差等制度安排使农业农村为城

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３］。 郭跃文和邓智平指

出， 工农产品剪刀差是计划经济时期优先工业化

的政策工具， 它迅速实现了中国工业化的初始积

累， 保障了城镇工业经济的稳定［４］。 李文指出，

工农产品剪刀差是应对建国初期农产品供求矛盾

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历史产物， 是党领导人民

进行经济社会建设的创造性举措［５］。 何二龙和孙

蚌珠指出， 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将农村经济剩余

转移到国家工业化建设， 使中国初步建立起国家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工业化的发展和社会

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制度

基础［６］。

第二， 辩证看待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历史作

用。 吴理财结合部分学者对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测

算数据指出， 工农产品剪刀差在特定历史时期有

其现实合理性， 但是这一制度安排所形成的路径

依赖在改革开放以后衍生出土地价格 “剪刀差”

等汲取农村资金的新形式， 后者加剧了城乡发展

不平衡［７］。 赵康杰和景普秋指出， 工农产品剪刀

差旨在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保障计划经济

顺利实施， 同时他们也指出这一制度安排阻碍了

城乡要素流动、 拉大了城乡发展差距［８］。 公茂刚

和李汉瑾指出， 工农产品剪刀差为工业化建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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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资金支持， 同时， 该政策制约了农业发展并

拉大了城乡差距［９］。 杨春学肯定了工农产品剪刀

差政策对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 并指出这种制度

安排让农民、 农村、 农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该制

度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改革而退出历史

舞台［１０］。

上述文献肯定了中国工农产品剪刀差在推进

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上的积极作用， 同时也

从城乡关系等视角指出了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而较少从现代化的整体视角去考察这一特定历史

时期的制度安排。 为弥补现有文献的相对不足，

本文尝试从现代化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工农产品

剪刀差， 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次

逻辑。

二、 英国现代化道路及其理论回应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１９ 世纪中叶， 英国发生了

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 它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经

济发展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英国由传统农

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现代化国家。 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引起了

其他欧美国家的高度关注， 后者纷纷效仿英国模

式， 先后通过工业化实现了现代化。 与此同时，

古典经济学家对工业革命作出了积极的理论回

应， 其中， 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回应颇为引人注

目， 他构建起了比较系统的经济分析框架， 指出

经济在长期内将陷入停滞并提出了延缓增长停滞

的解决路径。 通过简要论述英国现代化道路及其

理论回应， 有助于深化对现代化道路一般规律的

认识， 从而更好地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历程。

（一） 英国现代化道路：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是英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重

大事件， 英国借助工业革命成功走出一条现代化

道路。 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 包括政治革命、 土地制度变迁以及海

外殖民扩张等。 其中， 海外殖民扩张为工业革命

提供了原材料产地和制成品市场， 比如， 北美的

棉花和木材供应成为英国棉纺织业和造船业发展

的基础［１１］３３。 工业革命是由机器取代手工劳动、

由工厂取代作坊和手工工场的过程， 这要求进行

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 海外殖民掠夺使英国积

累起大量的资本， 为工业革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

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 在七年战争 （１７５６—１７６３

年） 后的 ５５ 年间， 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从印度

掠夺了多达 ５５ 亿英镑的巨额财富［１１］３３。 除海外殖

民掠夺外， 英国农业的积累是工业革命的又一重

要资本来源。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 英国大约 ２０％ 的

非农业投资来自农业部门的节余［１２］１３８ － １３９。 尽管

海外殖民掠夺及本国农业积累为工业革命提供了

有力的物质支持， 但资本条件仍然是影响英国工

业化道路的重要因素。 从工业革命初期到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 英国轻工业比重一直大于重工业， 这与

资本条件限制不无关系［１１］３２５ － ３２６。

工业革命大大增强了英国的综合国力， 使英

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 １８２０ 年， 英

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高达 ５０％ ［１１］８。 英国

工业产量的卓越表现与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致的生

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密切相关。 据统计， １８２７ 年英

国的一家棉纺厂 ７５０ 个工人利用机器生产了相当

于 ２０ 万个手纺工所生产的棉纱［１３］１１２。 如上所述，

工业革命初期， 农业部门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

支持。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 工业部门为农业部

门创造了运输设施、 机械化装备以及销售市场等

有利条件， 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 不过， 从国民

生产总值的构成来看， 农业部门 （包括农业、 林

业、 渔业）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逐渐下

降， 从 １８０１ 年的 ３４％ 降至 １８５１ 年的 ２１％ ； 相

反， 工业部门 （包括制造业、 矿业、 建筑业） 的

比重则逐渐上升， 从 １８０１ 年的 ２８％升至 １８５１ 年

的 ４０％ ［１４］２２３。

综上， 英国现代化道路是通过工业革命走出

的， 并呈现出一些显著的特征。 第一， 工业革命

所需的大规模资金主要是通过海外殖民掠夺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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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同时， 农业积累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第

二， 受资本条件等限制， 工业革命初期轻工业比

重相对更高。 第三， 工农业关系在工业革命的不

同时期发生了渐进变化。 工业革命初期， 农业积

累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支持； 工业发展到一定阶

段， 反过来将促进农业发展， 实现工农业协调发

展。 不过， 工业化会改变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相对比重， 农业比重下降， 而工业比重上升， 工

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二） 李嘉图的理论回应

实践催生理论， 工业革命推动了古典经济学

的形成与发展， 后者贯穿于工业革命全过程， 并

对工业革命作出了积极的理论回应， 大卫·李嘉

图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尽管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是

英国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但是它通过详细阐

释英国现代化道路的内在逻辑而深刻揭示了现代

化道路的一般规律， 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具体

实践能够提供某种理论解释。

１. 增长停滞论

李嘉图生活于工业革命中期， 英国的机器大

工业正蓬勃发展， 这促使李嘉图将工业视为经济

增长的主导力量。 从思想渊源来看， 李嘉图较多

地传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１７２３ － １７９０） 的经济思想， 但二者的研究

侧重点有所不同， 斯密更加关注经济增长问题，

李嘉图则认为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１５］１。

不过， 李嘉图并不是孤立地分析收入分配问题，

而是以收入分配为切入点、 以经济增长为落脚

点， 将二者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 李嘉图借鉴

了斯密的商品要素分类法， 即商品价格由工资、

利润和地租三者或其中之一构成； 在此基础上，

李嘉图认为各要素按 “地租—工资—利润” 的次

序参与分配并提出了对应的要素分配理论， 其

中， 地租理论是李嘉图分配理论的核心。 李嘉图

从社会进步和人口增长的时间维度考察地租的产

生及其变化趋势。 在社会初始状态， 土地广袤无

垠， 不会产生地租； 随着社会进步和人口增长，

人类对土地的增长性需求与肥沃土地的相对有限

性孕育了地租， 而地租量取决于不同等级土地生

产力的差异， 即级差地租理论［１５］５４ － ５５。 需指出的

是， 李嘉图认为最劣等土地不用支付地租， 即否

定绝对地租的存在性［１５］５７。 长期来看， 劣等土地

不断投入耕种， 各等级土地之间的生产力差异逐

渐拉大， 地租趋于上涨。

李嘉图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假设———生

存工资， 即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劳动者维持自

身及其家庭所需的必需品数量［１５］７５。 那么， 货币

工资将随粮食等必需品价格的变化而变化。 基于

劳动价值论， 劣等土地投入耕种意味着生产粮食

所需的劳动量增加了， 粮食价格及货币工资将随

之增长。 与农产品价格趋于上涨不同， 工业品的

价格在长期内一般呈下降趋势， 这是因为技术进

步降低了生产工业品所需的劳动时间。 李嘉图从

工业品价格变化趋势出发， 认为工资与利润成反

比关系， 工资上涨， 则利润下降。 工业发展需要

资本积累， 而资本积累的动力在于获利预期， 利

润下 降 将 抑 制 资 本 积 累， 经 济 最 终 陷 入 停

滞［１５］１０１。 至此， 李嘉图完成了从收入分配到经济

增长的理论分析， 在理论上阐释了分配与增长之

间的内在机理。 同时， 针对增长停滞问题， 李嘉

图提出了农业改良及进口廉价农产品两条对策，

并强调指出这仅在短期内有效。

２. 李嘉图模型

李嘉图基于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比较优势理

论， 这是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的早期形式， 即 “李

嘉图模型”。 李嘉图模型假设只有两个国家、 两

种商品且劳动是唯一的投入要素， 如果两国生产

这两种商品的相对生产率存在差异， 则各国仅生

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并进行自由贸易， 两

国所得到的商品数量和种类都将增加。 值得一提

的是， 李嘉图模型与增长停滞论之间并不是孤立

的， 二者密切相关， 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进行的

延伸思考。

李嘉图模型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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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李嘉图模型。

工业革命以来， 英国谷物进口依存度不断加深。

当遭遇英法战争 （１７９３—１８１５ 年） 及国内坏收成

的冲击时， 英国谷物价格屡创新高， 这对英国工

业革命进程造成了一定干扰。 １８１５ 年前后， 英国

议会内外围绕谷物法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报刊上

接连发表了一系列小册子文章。 李嘉图与马尔萨

斯先后加入到这场争论之中， 但二人持有相反的

政策观点， 李嘉图主张废除谷物法， 而马尔萨斯

主张维持谷物法。 李嘉图早年从事证券经纪业

务， 有着很强的现实感， 他清楚认识到英国正向

机器大工业时代转型， 所以高度关注工商业的利

润问题。 如前所述， 李嘉图从要素收益比例的动

态变化中得出经济在长期内陷入停滞的悲观预

期。 李嘉图模型表明， 英国可以通过进口廉价农

产品以延缓工资的上升速度， 进而避免经济过快

陷入停滞状态。 李嘉图模型为李嘉图反对谷物法

提供了理论支持， 对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具有明

显的增长效应。

３. 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

工业革命使英国成功走出一条现代化道路。

李嘉图对英国现代化道路作出了积极的理论回

应， 从中揭示出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

第一， 工业化是向现代化进军的基本路径。

英国通过工业化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

业社会的转变， 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开创了英国

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要求生产力高度发达、 分工

更加细化， 机器大工业生产实现了机器对手工劳

动的替代， 促进了农业向机械化生产转型， 生产

力水平大幅提高。 在李嘉图的理论框架中， 工业

部门具有较大的效率进步空间， 是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 李嘉图明确指出： “除了农产品和劳动

以外， 一切商品的自然价格在财富和人口发展时

都有下降的趋势。” ［１５］７５这表明工业生产更易于受

到机器改良等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 从而比农业

生产更有效率优势， 更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其他后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不通过工业化走上

了现代化道路， 这进一步证明了工业化是通往现

代化的基本路径。

第二， 资本积累是实施工业化的物质基础。

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本来源是多方面的， 包括海外

殖民掠夺、 奴隶贸易、 农业部门的积累等， 它们

共同推动了工厂、 机器设备及道路等基础设施投

资。 李嘉图在论述经济增长时， 格外强调资本积

累的作用， 因为后者是工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基

础。 与英国类似， 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

程度地通过海外殖民掠夺为本国工业化积累了原

始资本。 古典经济学没有过多地探讨资本原始积

累问题， 马克思则对此严厉批判道： “资本来到

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

西。” ［１６］８２９那么， 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国家自然

不会通过野蛮的殖民掠夺方式来完成资本积累。

第三， 自由贸易不会自发地促使一个国家走

上现代化道路。 尽管在谷物法争论中， 李嘉图坚

持废除谷物法、 主张自由贸易， 但英国直到 １８４６

年废除谷物法时才成为一个完全的自由贸易国

家。 李嘉图的理论分析是基于英国的现实国情，

他所提出的李嘉图模型对英国具有增长效应， 但

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则不然。 其时， 英国已经开

启工业化进程， 通过进口廉价农产品有助于控制

工资水平， 避免工业利润下降和增长停滞。 相

反， 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仅通过出口农产品， 不会

产生较大的增长效应， 难以推动本国走上现代化

道路。 英国现代化道路及李嘉图经济理论表明，

农业部门发展的限制因素较多， 通常不会像工业

部门一样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部门。

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

近代以来， 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

殖民掠夺， 民族危机不断加深。 一批仁人志士开

始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 先后尝试了洋务运

动、 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等拯救行动。 同时， ２０

世纪初中国还兴起了一股实业救国思潮， 试图通

过发展民族工商业来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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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富强。 尽管这些尝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无一例外地都归于失败， 未能实现民族独立与

国家富强。 振兴中华民族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

中国共产党身上。 党自成立以来就开启了不屈不

挠的百年奋斗征程， 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如果说中华民族

“站起来” 更多地体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

结果， 那么中华民族从 “富起来” 到 “强起来”

则更多地体现为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以来社会主

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而这些成就与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早期探索密不可分。 简要回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的早期探索历程， 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演变逻辑， 增强理论自信和道路

自信。

（一） 重工业优先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以来外国

势力对中国的百年侵略史， “落后就要挨打” 的

惨痛教训唤醒了中华民族， 实现民族自立自强成

为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 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先后通过工业化成功走出一条现代化

道路， 这为中国实施工业强国战略提供了现实依

据。 不过， 前者主要采取轻工业优先的发展战

略； 与之相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 受国

内外环境综合影响， 中国制定了重工业优先的发

展战略， 这可以视为党领导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的早期探索。 新中国重工业发展战略的确立

经历了从重点发展到优先发展的演进过程， 这一

过程伴随着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矛盾交织及外部因

素对该矛盾的部分消解［１７］。 就必要性而言， 中国

重工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轻工业， 表明发展重

工业的必要性高于轻工业； 而抗美援朝战争反映

出中国严重欠发达的军事工业水平， 使重工业发

展的任务更为紧迫。 就可行性而言， 中国并不具

备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 技术和人才条件， 而

苏联提供的援助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其可行性问

题； 与此同时， 中国实行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

为重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不可能照搬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轻工业优先的发展模式， 而只能更多地

借鉴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模式。

中国部分学者认为，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所实行的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失败的［１８］。 也有学者认

为， 该战略总体上是正确的， 只是受到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 的巨大冲击， 使之超过了最佳持

续时间［１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领导人

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

后两个历史时期， 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

别的时期， 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２０］３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

略是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出的重大决

策， 它突出的贡献在于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

权并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为改革开放

以及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取得

的瞩目成就提供了物质基础。 如果没有重工业优

先发展等早期探索经验及物质基础的积累， 也很

难如此成功地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二） 工农产品剪刀差： 农产品统购统销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制定 “一五” 计划期

间正式出台， 客观上要求解决重工业建设所需的

大规模资金问题。 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

封锁， 除苏联提供少量贷款外， 大部分资金只能

通过国内工农业积累来解决。 据当时国家统计局

估计， １９５７ 年农业产值实际上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２ ／ ３； 在工业内部， １９５２ 年轻工业产值占整个工

业总产值的 ６４． ４％ ， 且 ８７． ５％的轻工业产值以

农产品为原料［２１］２０４。 这意味着重工业建设资金只

能主要地依靠农业部门积累来提供。 新中国成立

至 １９５２ 年底， 受到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逐步

恢复， １９５３ 年开始实施 “一五” 计划。 大规模工

业化建设对农产品产生了大量需求， 粮食供求矛

盾骤然升级。 为稳定物价水平并保障工业化顺利

推进， 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被

正式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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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之前， 粮食供应紧张导致

粮价大幅上涨， 它一方面抬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

成本， 另一方面导致涉农工业原料得不到有效供

给。 统购统销政策使农产品价格由市场调节转为

计划控制， 通过固定粮价以消除农民的看涨预

期， 从而满足了城市生活和工业原料的基本需

求。 与此同时， 工业品价格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而趋于上涨， 工农产品剪刀差 （ “比价剪刀差”）

不断扩大。 其结果是， 农业部门的剩余不断流向

工业部门并成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重要资金来

源。 据粗略估计， １９５３—１９８５ 年全国预算内固定

资产年均投资 ２４０ 亿元左右， 大体相当于每年工

农产品剪刀差的绝对数［２２］１１０。 有学者指出， 虽然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业税只占财政收入的 １０％ 以

下， 如果考虑工农产品剪刀差， 则农民所提供的

积累至少占财政收入的 １ ／ ３［２３］１４０。 除肯定工农产

品剪刀差在工业积累方面的积极作用外， 也应看

到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实践中， 中国工农产

品剪刀差幅度过大， 影响了农业正常发展和农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 制约了轻工业发展且强化了城

乡二元经济结构［２２］１１０ － １１３。 这些负面后果为改革

开放后逐步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以缩小工农

产品剪刀差提供了现实依据。

四、 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一种解释： 基于李嘉

图经济理论

英国通过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

国家， 李嘉图对英国现代化道路作出了理论回

应。 李嘉图将工业部门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导部

门，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工业利润主要依靠资本

积累和成本控制； 成本控制的关键在于避免工资

因农产品价格上升而过快上涨， 在工资得到适当

调节后， 工业部门将获得更多的利润。 因此， 李

嘉图认为资本积累与工资调节是经济增长应该具

备的两个基本条件。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为顺利

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

政策扩大了工农产品剪刀差， 后者产生了资本积

累效应和工资调节效应。 这表明中国工农产品剪

刀差满足了李嘉图经济理论关于增长应具备的基

本条件， 那么， 李嘉图经济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为中国工农产品剪刀差提供一种理论解释。

（一） 剪刀差的资本积累效应

李嘉图生活于英国机器工业蓬勃发展时期，

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 而推动工业发展

需要进行大量的资本投入， 因此， 李嘉图将资本

积累作为工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中国在建国初期

出于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 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

展战略， 这对资本条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工农

产品剪刀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棘手的资金

问题， 产生了明显的资本积累效应。 李嘉图在阐

述增长停滞论时指出， 一旦积累完全终止， 经济

就不会再有任何增长了［１５］１００。 这表明工农产品剪

刀差的资本积累效应对中国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发

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如果没有剪刀差所提供

的大量资本积累，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建成相对

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无从谈起，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也将难以开创。 从这个角度来

讲， 工农产品剪刀差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历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 由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英国现代化

道路存在质的不同， 且计划经济时期与李嘉图时

期分别对应于中英两国工业化的不同阶段， 因

此， 李嘉图理论与中国工农产品剪刀差在资本积

累方式及其主要来源方面存在一些不同。 英国是

资本主义国家， 在资本主义早期通过海外殖民掠

夺积累了大量资本， 为工业革命奠定了雄厚的物

质基础。 李嘉图生活于工业革命中期， 此时英国

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且工业革命正如火如

荼地进行， 因此在李嘉图经济理论中工业发展的

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工业利润。 与英国现代化不

同，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国

内积累几乎是工业发展资金的唯一来源。 从当时

工农业发展状况来看， 工业发展资金只能主要地

依靠农业部门积累。 如前所述， 英国在工业革命

８７



初期同样从农业节余中获得了一定的积累资金。

中英两国现代化道路的另一个重要不同之处

体现在轻重工业的发展顺序上， 英国实行的是轻

工业优先发展， 而中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 轻工

业积累资金的速度相对缓慢， 但投资所需资金较

少， 因此可以比较独立地满足工业发展的资金需

求。 重工业则具有投资周期长及资金规模大的特

点， 这决定了中国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需要更

多地从工业部门之外获得， 工农产品剪刀差正是

通过向工业部门转移农业积累而实现重工业优先

发展的战略目标的。

（二） 剪刀差的工资调节效应

李嘉图在得出长期内增长陷入停滞的悲观结

论后， 指出农业改良和进口廉价农产品有助于延

缓停滞， 并为进口廉价农产品提供了相应的理论

依据———李嘉图模型。 李嘉图模型是国际贸易理

论模型的早期形式， 也是李嘉图反对谷物法的理

论武器。 李嘉图从工业发展的整体目标出发， 认

为实行谷物自由贸易有助于降低国内粮食价格及

工资水平， 进而获得更多的工业利润。 因此， 李

嘉图模型在李嘉图理论体系中发挥着工资调节作

用。 中国工农产品剪刀差主要是通过粮食统购统

销政策来实现的， 后者的出发点是稳定物价水平

和保障工业化顺利推进。 统购统销政策通过控制

粮价使城市居民工资保持在较低水平， 为工业利

润预留了较大空间。 也就是说， 工农产品剪刀差

产生了显著的工资调节效应。 李嘉图指出， 工业

品价格在长期内呈下降趋势， 由此得出工资和利

润成反比关系。 那么， 保证工业利润及经济增长

的关键在于控制工资水平。 与之类似， 中国工农

产品剪刀差将农产品价格及工资控制在了较低水

平， 为获得工业利润创造了重要条件。

英国是在海外殖民掠夺及本国政治经济条件

比较成熟后自发地开启工业革命的， 遵循的是轻

工业优先发展的路子， 到李嘉图时期工业已经成

为英国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 工业发展所需的资

金积累主要来自工业部门内部而非农业部门。 因

此， 李嘉图主张通过自由贸易手段来获取廉价农

产品， 并未过多关注农业积累。 从这个角度来

看， 李嘉图模型对于工业革命进程中的英国具有

增长效应。 相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仍然

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为了尽快实现国家富强，

客观上要求集中全部社会资源来推动工业化。 出

于中国产业发展状况及内外部形势考虑， 工业发

展所需的资金需要更多地从农业部门汲取， 工业

利润需要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来实现。 因此， 农

业部门承担起资金积累及工资调节的双重任务。

这意味着中国不可能通过农产品自由贸易而自发

地走上现代化道路。 如果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

主要由农产品价格决定的工资水平将提高， 工业

建设成本必然上升， 工业利润将变得寥寥无几，

大规模工业建设也就无法进行。 而且， 建国初期

中国农民群体比较分散， 农产品贸易收益将为广

大农户所获得， 从而无法把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工

业化建设。 所以说， 李嘉图模型对于落后的农业

国没有直接的增长效应。 农产品统购统销相当于

让国家充当农产品贸易收益的重要获得者， 从而

可以将分散的农产品贸易收益集中起来用于重工

业发展。 与市场化手段相比， 具有计划经济色彩

的工农产品剪刀差恰好可以使农业部门发挥出资

本积累及工资调节的作用， 它在保持低工资水平

的同时为工业建设积累了大规模资金。

表面上看，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资本积累

与李嘉图时期类似， 均主要出自工业部门。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的资本积累实际上主要出自

农业部门， 它是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而将农业部

门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了， 是工农产品剪刀

差作用的结果。 剪刀差通过压低工资而使工业部

门获得了更多的积累资金， 换言之， 剪刀差的资

本积累效应是通过工资调节效应而实现的， 后者

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 前者是后者作用的结果。

英国现代化道路通过海外殖民掠夺获得了大量资

本和廉价原材料， 为工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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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过程中， 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为工业发展积

累资金并提供廉价农产品。 从资源配置手段来

看， 中英两国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均主要采用非市

场化手段， 不同之处在于， 中国主要通过国内

“以农促工” 的和平方式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 而英国则主要依靠海外殖民掠夺的暴力方式

来开启英国现代化道路。

综上， 尽管李嘉图经济理论是对英国现代化

道路的理论回应， 但是它深刻揭示了现代化道路

的一般规律， 具有很强的理论解释力。 李嘉图指

明，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 工业发展需要

同时具备资本积累和工资调节两个基本条件。 中

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同时产生了资

本积累及工资调节两种效应， 可以用李嘉图经济

理论对其提供一种解释。 工农产品剪刀差客观上

为中国重工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来源， 同时

将粮价及工资控制在较低水平， 为工业发展创造

了有利条件， 这与李嘉图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是

一致的。 中英两国的现代化实践共同表明， 在工

业化起始阶段， 农业积累和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

方式对于推动工业起步和发展是必要的， 也是行

之有效的。

结 语

当前， 中国已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艰

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奋斗成果。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伊始， 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人民开始探

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

略， 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保障该战略顺利推

进。 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实践逻辑不难理解， 但理

论界对剪刀差持有不同看法。 为更好地理解工农

产品剪刀差， 本文从现代化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重

要实践， 并对其进行理论解释。 英国率先开启工

业革命并成功走出英国现代化道路， 李嘉图对此

作出了理论回应， 并揭示出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

律。 李嘉图经济理论关于增长的基本条件与中国

工农产品剪刀差所产生的效应相吻合， 因此， 李

嘉图经济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工农产品

剪刀差提供一种理论解释。

工业革命初期， 海外殖民掠夺及本国农业积

累为英国工业化的顺利推进创造了有利的资本条

件。 李嘉图生活于英国工业革命中期， 工业已经

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 因此李嘉图把工业作

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李嘉图指出， 经济增长

需要满足资本积累及工资调节两个基本条件。 李

嘉图在系统论述分配理论后得出长期内增长将陷

入停滞的悲观结论， 并提出李嘉图模型作为调节

工资的重要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早

期探索。 受国内外环境的综合影响， 中国制定了

有别于英国模式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工农产

品剪刀差有力地配合了重工业建设。 基于李嘉图

经济理论， 工农产品剪刀差同时产生了资本积累

效应和工资调节效应， 较好地满足了工业发展的

两项基本条件。 从这个角度来讲， 李嘉图经济理

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工农产品剪刀差进行

解释， 为后者提供某种理论依据。

中英两国的现代化实践共同表明， 在工业化

初期， 农业积累和非市场化手段对于工业步入发

展正轨是必要而有效的。 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整个探索历程来看， 工农产品剪刀差对于中国在

计划经济时期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为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局面以及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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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ｓｃｉｓｓ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ｍｏｄ⁃

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ｎ －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ｅａｎｓ ａ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

ａｌ ｓｔａｒｔ － ｕ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ｓｓｏｒ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ｉｃａｒｄｏ’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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