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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欺議偏魁将蔀嚥嶄忽滴匍議恠㏍1

高橋五郎

〈TAKAHASHI Goro, 愛知大学〉

遅到的市場経済総是伴随着双重結構而成長發展，這在経済史上已是通則。中國也不例

外，不僅如此， 中國的市場経済不僅僅是遅到的，還是世界上独一無二的巨大的市場経済，

這也会使双重結構変得更大更復雑。

農業是中國経済中形成双重結構的典型部門，2 相対于其他産業部門它正処在逐漸掉隊的

過程中。現在的谷物3年生産量比1996年的５億噸減少了5000萬噸， 但従其潜在能力上看可

以維持在５億噸的水准;畜産品的年供給量超過6000萬噸，比５年前増加了40％，僅僅従糧

食供給部門看，可以認為農業部門正在履行其社会使命。峇外不僅従量上，従質上也證明了

農業部門的成長。比如労動生産率和土地産出率的上昇，還有谷物的労動生産率 （平均毎人

毎年的生産量） 進入本世紀后達到了1400公斤的水准，比上世紀80年代的1200公斤、 90年

代前半段的1300公斤都有了提高。谷物 （含薯類植物） 的土地産出率 （一公頃的年生産量）

従上世紀90年代起迅速増長，1993年達到了4500公斤，98年更是創紀録地達到了4945公斤。

増産不僅為農村提供了基本的糧食消費量，還産生了農産品銷售増加的效菓。従農民年

均銷售量上看，谷物1996年開始劇増，従1990年的180公斤上昇到2001年的268公斤，同期

蔬菜也従65公斤上昇到133公斤，菓品従13公斤上昇到48公斤。蔬菜和菓品的激増説明商品

作物的整体性増加，換句話説，表明主要食用谷物正従自給転向過剰和農業全面性的市場経

済化。尽管今后為了適応畜産品和飼料作物需求増加的傾向， 生産項目会向這些行業転移，

但可以認為中國農業已経在原則上完成了它的使命。出口的増加也證明了這一点。而且出口

决不是所謂的 “飢餓出口”， 尽管中國的 “谷物” 由于没有采用國際標准無法進行単純的比

較，但是可以認為土地産出率已経基本上達到了日本的大米的生産水平。就是説中國農業暦

史上第一次完善了可以安定地向國民提供譲他們安心的糧食 （供給） 体制。今后尽管人口還

会持続増長，但是，由于以下１少子高齢化的發展 （９歳以下的人口比例従1991年的20％下

降到了2000年的13％， 40歳以上的人口比例則従26％上昇到了33％，人口的重心明顕地向

高年齢層偏移） ; ２可替代体力労動的技術的普及導致労動所必要的熱量需求的下降等等原

因，糧食需求的増長将会変緩。

但是我們能不能据此就認為中國的農業部門已経取得了與其自身承擔的任務相称的経済

回報廢 ？ 答案是否定的。 這是因為 （農業産出的） 15％的國内生産総値必須被３億2400萬

的農業労動者平均，這様一來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 （2001年為人均300美元） 就只有城市居

民的三分之一了。恩格尓係数尽管従上個世紀的55％改善到了2001年的48％，但這還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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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城市居民的高出10個百分点，並且還有再度拡大的可能。

基本上可以達到満足糧食供給的農業部門却無法保證可以得到相応的経済回報，其中有

幾点原因。第一，従事農業生産的労動力過剰。如菓 （従事農業生産的人口） 降至三分之一，

農村居民的個人所得就能翻両倍， 和城市居民持平。 為此，必須減少両億農村人口。 当然，

生産力就必須再提高両倍。第二，目前的情况下，農産品価格保障制度的弱化和包括基層行

政機関在内的各種税收制度給農民帯來了劔重的負擔，這些負擔圧低了農村居民実際可使用

的收入所得。農村部門和工業部門之間在生産率上的差距随着市場経済的深化会出現拡大的

傾向，為此， 日本、美國和欧盟都是靠進行巨額的農業補貼來支持農業部門的。

農業部門要想擁有和工業部門同等的生産率，就必須将農業経営産業化並開發出可以対

自然規律進行揚棄的技術。但是，后者是長期性的，其解决也極為困難。而減軽農民負擔因

為要與対地方行政官僚機構進行合理化相挂鈎，也不是容易解决的。

入世之后中國将有義務降低農産品的進口関税，因此可以預見中國将会継続増加進口。

峇外在世貿組織迷失方向的今天4，中國将很有可能以其易發揮影響力的東南亜為基点転而進

行自由貿易区 （FTA） 談判。中國與東盟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已経開始，比如已経

和泰國簽訂了200種以上農産品的免税協定。

如菓和農産品為主要産品的這個地区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中國的農業部門将不可避免地

蒙受巨大犠牲。如菓這個進程継続下去，農業部門将發生什麼様的変化，這種変化又会対日

本和東南亜産生什麼様的影響廢 ？

中國和亜洲的農業部門正在経暦無法預測的暦史性変化，為了預測中國農業部門的結構

変化，筆者認為有必要以資源分配的公正性為中心、対生産要素進行詳細的分析，因為只有

這様才可以対双重結構的緩和與解决進行理論性的論證。

1 本文僅為討論稿，並非評論文章。

2 谷物中包含薯類植物。

3 這個概念綜合了以下三個概念 : 作為生産概念的農業，作為生活空間概念的農村，作為人力資源

概念的農民。

4 筆者認為世界貿易組織原來的作用在于調節國際間的産業結構。但是通過分析坎昆会議的决裂形

勢，筆者認為世界貿易組織現在已経蛻変為単純的南北対立的構造了。

（劉星 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