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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村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中共上海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郭聪聪 潘培坤

1988 年上海农村改革在探索中向纵深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从而推动家庭
和集体双层经营体制不断完善，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到 1988 年底，承包土地面积
在 15 亩以上的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的单位有 3，900 多个，承包粮田 14 万亩，占市郊商品粮田面
积的 11 %。乡镇工业在外部环境有所改善的同时，内部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已普遍推行，并积极
探索了招标承包、优势企业承包或兼并劣势企业以及企业股份化试点等改革的新路子。与人民生
活息息相关的“菜篮子工程”正在顺利实施，市、县、乡三级副食品产销管理体制改革按照有利
于协调产销矛盾、更好地促进生产、保证供应的要求也在稳步推进。

改革促进上海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1988 年市郊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281.3 亿元
（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31.6 % ，粮食全年总产量 23.75 亿公斤，比上年增
长 2.1 % ，超计划 15%，副食品生产除生猪外全面增长，蔬菜基本做到淡季不淡；乡镇工业持续
增长，全年工业总产值达 255.85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3 % ，外向型经济发展步伐加快，郊区
出口商品收购额达 42 亿元，比上年增长 40 %以上，县级地方财政收入为 24.86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0 % ；农民生活水平继续改善，全郊区农民人均年收入超过一千元，比上年增长 10 %左右。

在当前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市郊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
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有：

（一）要保持市郊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争取今年粮棉油在较高水平上稳中有增，任务十分艰
巨。近年来，市郊粮食在土地面积逐年减少、复种指数有所下降的情况下，总产量基本保持在
40 多亿斤的水平上，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实绩。但要在这个水平上再上一个台阶，面临的困难
不小。这是因为：( 1 ）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民种堆积极性不高。
近二年，化肥、农药、薄膜等农用生产资料提价幅度均高达 40 %以上，而农副产品提价幅度却
十分有限。这样，前几年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已所剩无几了。（2 ）由于市
郊耕地逐年递减，在农业科学技术未取得大的突破之前，市郊粮食总产量水平的提高受到了很大
制约。（3 ）由于近几年农业的投入跟不上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市
郊农业的抗灾能力不强，生产缺乏后劲。

（二）乡镇工业要在治理盛顿中稳步发展，继续保持 20 %左右的增长速度，面临严睦形势。
市郊乡镇工业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发展较快，已成为上海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当前突出的
向题是在国家实行紧缩政策之后，乡镇企业普遍存在原材料、燃料、资金严重紧缺的困难，尤其
是资金紧缺使得部分乡镇企业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据了解，一方面由于国家银根抽紧之后，农
业银行周转资金严重不足，再加上市各类银行去年向郊区投放的资金也陆续被抽回；另一方面，
已形成生产能力的新的工业项目以及今年继续实施的“菜篮子工程”配套项目等需要大量流动资
金，从而造成资金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三）要继续推进“菜篮子工程”碗设，力争主要副食品的生产与供应好干去年，缓解饲料、
资金紧缺的矛盾成了当务之急。一是由于全国粮食减产，造成饲料缺口较大，严重影响了市郊副
食品生产。据了解，市郊副食品生产每年约需 45 亿斤饲料。郊区自身只能提供 10 亿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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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 35 亿斤饲料需要从外省调进。据一些县、乡反映，去年与外省市签订的饲料合同，覆约率
一般只有 40 %。二是建设“菜蓝子工程”资金紧缺。根据初步测算，基地建设需要投资 7 - 8 亿
元，配套体系也需要 7 — 8 亿元，必须千方百计地多渠道筹措。此外，在当，前养猪、养鸡、
养鸭和种菜的比较效益低，价格没有理顺的情况下，需要从政策上研究如何提高农民发展副食品
生产的积极性。

鉴于上述情况，今年上海农村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治理整顿、全面深化改
革的方针，进一步以改革总揽全局，在前两年农村改革不断深入的基础上，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
今年上海农村改革应在以下三方面深化：

1 ．深化乡镇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首先，要进一步搞好乡镇企业经营承包制的配套和完善，
重点是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招标承包和抵押承包等，打破地区和所有制界限，使人才脱颖而出，
在竞争中产生合格的经营者。同时为了使企业的经营者真正成为有自主决策权的商品经营者，必
须进一步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实行真正的政企分开。县、乡政府不应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要
切实取消对企业的种种限制和名目繁多的摊派。其次，要有领导、有步骤地积极推行股份制。这
样可以将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以部分缓解资金不足的矛盾，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向效
益好的方面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把企业的兴衰与职工利益紧密捆在一起，从根本上调动
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市郊乡镇企业推行股份制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做法：一是新办企业可以由集体
和个人共同参股，组成股份制企业；二是现有企业可以把原有财产全部折成公般，另外再向社会
和职工招收新股，也可以把原有财产清帐后折成若干股，一部分作公股，一部分卖给本企业职工，
三是企业之间可以相互参股，组成较大规模的股份制企业。企业实行股份制，要通过清产核资，
财产登记，把交给企业占有和使用的财产确定下来，建立资产的保资、增资制度，并进行法人登
记，使企业正规化。企业成为法人后，乡村合作经济组织仍然是企业的所有者，有权确定企业的
经营方向、重大投资项目、利润分配原则等。乡一级管理乡镇企业的机构，应该转变职能，成为
企业资产管理机构，代表乡合作经济组织行使职权。再次，鼓励优势企业兼并和承包劣势企业。
目前市郊乡镇企业中，一部分管理水平高、产品适销对路、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因受资金场地的
制约而不能扩大再生产，而另一些企业则因种种原因而濒临倒闭，生产设备闲置。由优势企业兼
并和承包劣势企业，可以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实现优化组合，有利于产品结构调整和企业上等
级、上水平。因此要以积极的态度引导优势企业兼并和承包劣势企业。企业之间的兼并或承包，
一般应先在同行业或相近行业中进行，可以自愿合并，也可以有组织地引导促成。兼并，是企业
产权的转移，被兼并企业法人资格不再存在；承包，只是企业经营权的转移，被承包企业的法人
地位和财产所有权不变。

2 ．改革副食品产销管理体制，要从上海的实际出发，建立起能够提离自给比盆、促进规
模经营、理顺产销关系、加强统一领导的新体制。这种新体制要求进一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经
营管理体制和生产管理体制，实行农商联合经营，产销密切联系，从而更好地促进生产，保征供
给。首先，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下放权力。要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使管理职能和手段相
对集中，以解决政府包揽一切、管理层次不清、管理职能交叉的问题。当前要重点解决好三个问
题：一是要把市对副食品产供销的有关调控手段，适当下放给县掌握，并制定政策措施，保证郊
县副食品调市任务的完成。二是副食品中自给率高的蔬菜和禽蛋，可先实行产供销“一条龙”管
理体制，由农口统一管理。三是蔬菜和禽蛋公司划归农口后，由市农委对全市蔬菜、禽蛋的产供
销进行统一规划、协调、指导、服务，并进一步理顺市级蔬菜、禽蛋的产销管理体制。有关蔬菜、
禽蛋生产和供应上的资金、物资和财政补贴，应全部切块给市农委统一平衡使用，并在价格等方
面给予必要的调控手段。其次，改革经营管理体制，搞活流通，减少产品流转环节，以解决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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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因产销脱节而反复出现的“多了砍、少了赶”的恶性循环。从一些单位的经验看，对蔬菜
和猪禽蛋等副食品的流通，应大力推广农商联购联销，批零结合，产销直挂，购销联营和扶持农
民进城办菜场等形式，以促进产销联合。此外还应发展批发市场和交易市场，为产销见面提供场
所。再次，改革生产管理体制，积极发展产供销联合体。要以种猪和种禽饲养场、饲料加工厂、
副食品加工厂为依托，通过提供良种、饲料、防疫、购销等系列服务，以合同形式把生产、加工、
销售、储运等环节联合起来，形成产供销、农工商、种养加多种形式的联合体。除了农民自己发
展的多种联合体外，要特别重视发挥城市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的作用。要积极推动有关国营企业、
外贸、供销等单位和农民建立各种形式的联合，利用企业的资金、技术、设施等方面的优势来支
持发展专业化的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变成规模经营。

3 ．完善土地承包制，稳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符合目
前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也符合市郊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应保持
稳定，使之进一步完善。当前重点要进一步发展和加强社会化服务，通过不断改善服务手段，制
定鼓励政策，逐步建立和键全多层次、多形式、多种经济成份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真正能在信息、
技术、资金、植保、机械、仓储、流通、管理等方面，为农民提供第一流的服务。同时，上海农
村经济比较发达，乡村集体经济具有一定实力，适度规模经营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只要具备了
农业机械配套、劳动力能稳定转移、农民自愿等三个主要条件，就应该因势利导，积极推进适度
规模经营。市郊实行规模经营，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集体农场或合作农场，可以是专业队，
也可以是家庭农场或专业大户。规模经营一定要适度，要走集约经营的路子，这样才能提高土地
产出率。推进规模经营不能搞行政命令，不能操之过急，要坚持积极引导，稳步发展，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在步骤上宜先商品粮田后口粮田，并从强化服务体系、提高机械化程度、建立土地有
偿使用制度等方面促进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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