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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他
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是一个基于实践的完
整而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中，农业现代化思想是其首要一维。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基于他领导的
土地改革运动，这是近现代中国农村的“第一个革命”。在此基础上，通过改造农村分散的个体经营方
式，完成中国“三农”问题的第二个重大变革。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一
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268两年后，毛泽东又进一
步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
化。”［3］116这是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农业现代化”的概念。毛泽东关于农业现代化思想是一个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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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及其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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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完成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第一个农村社会革命之后，毛泽东积极领导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着眼于农业现代化的伟大目标，通过推行农业合作化、农

业机械化、农业水利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民知识化，实现由个体农业经济向集体农业经济的转变、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

转变。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无论从根基于制度上的“顶层设计”，立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还是强化农民是“第一资源”，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都给予我们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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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s Thought 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Its Important Insights
Kong Xianfeng

Abstract: After completing the land reform and achieving the first rural social revolution of "and for the tillers", Mao Ze-
dong actively led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handicrafts, and capitalist industry and commerce. Of these, the so-
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focused on the great goa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chieving a shift from individual a-
gricultural economy to collective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from private ownership to public ownership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mechanization, water conservancy,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ducation of farmers. Mao Zedong's
thought 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provides us with significant insights, whether in aspects of
"top-level design" rooted in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basi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primary productive force", or em-
phasis of farmers as the "primary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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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体系，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为解决当下“三农”问题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启示。
一、毛泽东关于农业现代化思想的理论体系
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源于毛泽东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刻洞察，源于毛泽东对农业、农村和

农民的深厚情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以“一化三改”为主线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全国展开。其中，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着眼于实行农业合作化，实现农村的第二次变革，为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后推进农业现代化奠定基础。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
体系，农业合作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农业水利化是农
业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农村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农民知识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一）农业合作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最初没有直接谈及农业合作化、更没有论及农业现代化，而是先从农业社会化发端，把农

业社会化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1949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到“农业社会化”的问题，他指
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
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4］14771951年12月，毛泽东提出将用20年时间完成国家工业化，而完成国
家工业化的条件就是要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5］207。1953年1月，毛泽东指出：“农村工作部任务，是在十
年至十五年或更长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6］357就其实质而言，农业社会化是对农
业合作化的抽象概括，农业合作化是对农业社会化的具体操作。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农
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
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7］141。毛泽东认为，唯有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把分散的小农经
济纳入集体经济范畴，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农业才能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毛泽东领导的农业社
会主义改造，是以推进农业合作化为手段，以引导其向集体化、现代化发展为方向，为实现农业现代化
打下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

各地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并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展开，很快在
农村掀起了大办合作社的高潮。到1956年底，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3%，其中加入
高级社的农户占87.8%。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使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粮食连年增
产，实现了农业丰收、农民受益、农村稳定；二是在走合作化道路的基础上，办了许多个体农户办不了
的事情，彰显了集体经济的规模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就充分说明，农业合作化促进了农业生产规模的
扩大，推动了生产经营的集约化和公有制经济制度的确立，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8］156 。

（二）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认为，在农村，不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而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只有实行了农业合

作化，才能为农业机械化提供现实可能。农业机械化是为更好地适应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提出
的治本之策，没有农业合作化，将无从推进农业机械化。1959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
于机械化”的重要论断，确立了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也促进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的
发展。1959年下半年，农业机械部成立，力推农业技术革新和生产农具的改良。这一重大举措，充分反
映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农业机械化的重视。1959年10月，毛泽东强调：“用机械装备农业，是
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3］101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
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部署了“加强工业支援农业”的具体措施，并提出：再经过20—
25年的努力， 就一定能够在基本上实现党中央所预见的、 农民和全国人民所盼望的农业现代化的目
标。1966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中强调：“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
等品种，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3］427-428

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是重要环节，这就使农业和工业必然地联系起来，也使中央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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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并举”成为当时的重要战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仅强调了“工农
并举”的战略思想，而且主张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明确了农业与工业的“交集”就是农业
机械化，这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毛泽东认为：“这是个伟大的革命，是个技术革命的萌芽，它有伟大
的意义，它带着伟大革命的性质。”［10］推进农业机械化必须以改良农具为基础，这是农业机械化中的过
渡环节。为此，毛泽东还提出了各地要组建农具研究所、集中科技人员改良新式农具的一系列具体可
行的策略。

（三）农业水利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农业现代

化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11］132在为《中国农村的
社会主义高潮》写的按语中，毛泽东提出：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十分需要制定一个若干年
内实行的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5］451。1956年1月，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兴修水利的极端重要
性。随即，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该“纲要（草稿）”，并将“兴修水利”列在了农业增产的十二项措施之首。
可以说，毛泽东对兴修水利的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从宏观规划到微观指导，也反映了农业水利化在
农业现代化中的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兴修水利设施。20世纪50年代，全国
各地挖河修堤、建造梯田，投入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建设之中。其间，根治了淮河和永定河连续多年的
水患问题。此后，毛泽东研究了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建设规划，批准兴建了三门峡水库、葛洲坝水利
工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6年，全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万座，总
库容4000亿立方米。这些水利设施的修建，为防止自然灾害、保障农业生产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
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创造了积极有利的物质条件。

（四）农村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村工业化，农村工业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1958年3月，毛泽东在

成都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社办工业”和“乡办工业”的概念，认为社办工业不仅能够加快国家工业化进
程，而且也有助于缩短城乡差距、推进农村全民所有制的实现。1958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地方
工业的意见》中第一次提出发展“农村工业”的重要理念。1958年11月，在《对十五年社会主义纲要四十
条（1958—1972）初稿的批语和修改》一文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人民公社在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
业化、农业工业化中的保障作用。1959年，毛泽东科学预见了我国实行工业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农业
人口涌向城市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深刻指出：“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
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12］197这既是一种事先对农业人口无序流动的担忧，也提出了解决这一矛
盾和问题的具体策略。可见，推行农村工业化是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可行途径，也是实现农业
现代化的有力措施。

农村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农村工业化必须与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同时并举”。正是
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在农村大力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转化成为工人，群众性的农村工业化开始诉
诸实践。1966年5月，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强调：人民公社“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
厂”［13］860。农村工业化思想为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农村指明了一条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之路。“无工不富”
的理念也逐渐为人民公社全体成员所认同，并成为后来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引领和经验先导。

（五）农民知识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农业现代化依靠社会化、机械化、水利化和

工业化的推动，才能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而其前提是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也就是要积极推
进农民的知识化。可以说，“没有农民的知识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8］169。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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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就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人力保证和前置条件。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召开，提出“推
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使扫盲教育工作成为全国工作的重点。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
府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群众性的扫盲运动［14］11。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为
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上海局、各省委和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中提出，要在七年内基本扫除文盲，要求每位
农民识字数在1500字到2000字。按照《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规定：从
1956年开始，各地分别在12年内，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并且要求一般的社要有小学和
业余文化学校、一般的乡要有农业中学，以此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可见，
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是实现农民知识化的首要一步，是广大农民学习、掌握农业技术的先决
条件。为此，毛泽东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对农民实施文化知识教育的举措，如编写识字课本、创办农民夜
校、办农村小学和中学、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等等。

农民能够识文断字，有了基本的文化基础，才能逐步学习和掌握新的农业技术，这是一个自上而
下的系统工程，首先需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从实践上要真抓实干。1956年1月，毛泽东指出：“加强农
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系统地建立、充实和提高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
构。”［15］5这就强化了一个基本共识，即农业是一门科学，科学就要讲技术。毛泽东强调：“我们要摸农业
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2］309重视农业科学技术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
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了懂得农业及
其相关学科、分业部门以及农林牧结合的重要意义。掌握农业的门类、践行农林牧三结合的理念，必然
有利于推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也是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策略。

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是一个科学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其中，
农业合作化是“根”，农业机械化是“干”，农业水利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民知识化是“枝”，共同支撑着农
业现代化这棵“参天大树”。

二、毛泽东关于农业现代化思想的重要启示
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

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5］431-432这
不仅揭示了农业合作化的根本目的和本质要求， 而且也蕴含着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形式以及生产力中
的科学技术和劳动者等实质性要素。无论从根基于制度上的“顶层设计”、立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还是强化农民是“第一资源”，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都给予我们重要启示。

（一）农业现代化必须根基于制度上的“顶层设计”
制度是建设现代化的基本保证，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就是一个从顶层上设计制度、完善制度的过程。

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源于他的道路自信和对制度的“顶层设计”。从认识到实践，毛泽东所选择的
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他所“顶层设计”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贯穿于毛泽东整个社会主
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的一条主线。与此相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就是对农业所有制的
根本改造，这是由私变公的“根基”所在。将个体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使农业生产关系发生伟
大而深刻的变革，这本身就是一个所有制结构的重大改造，既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的
客观需要，也推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通过“私变公”，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而建立社会
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并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
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6］421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从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两个层面论述所有制关系的
范畴，其中，经济关系层面的所有制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经济主体对客观生产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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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关系。毛泽东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实现从生产到消费的全程性社会主义公有制。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从根本上改变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就是对所有制的彻底改造。可以说，
没有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根本经济制度，这是一个从实践到认
识、再到新的实践的“顶层设计”。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我们党始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强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我们的制度之基石、发
展之命脉。

（二）农业现代化必须立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956年1月，毛泽东正式把技术方面的改革称之为“技术革命”，并贯彻落实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中。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等同志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讲到：“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
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3］351在此，毛泽东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相提并论，深
刻阐明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毛泽东开创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对于推进农
业现代化乃至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毛泽东看来，没有科学技术，就
没有生产力，意味着科学技术就是极其重要的生产力。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毛泽东以对农业的
技术改造为突破口，主张对农业技术的改造，将农业机械化、农业水利化和农村工业化作为发展农业
现代化的重要策略。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进行农业技术的改造，不断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将传统农
业发展成为现代农业，并成为现代化强国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维。

当然，这种农业技术改造又不是单一的、独立进行的，而是寓于社会变革之中。毛泽东认为，整个
社会变革包括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制度革命和由手工业生产到现代化机器生产的技术革命，而农村
的社会变革也将是制度革命与技术改革同时并进。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就是要将农业的技术改造与生
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体推进，这样才能完成农业现代化的社会理想。也就是说，推进农业
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始终发挥着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党的二十大提出“强化农
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依然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本理念，以农业科技推进乡村振兴、建设
农业强国。

（三）农业现代化必须强化农民是“第一资源”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领导了两次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旨在实现“耕

者有其田”的社会理想，这既是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也是农民当家作主的开端。可以说，农村、农业和农
民问题始终是毛泽东“打天下”和“坐天下”的社会基础，也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
要目标。农村依靠农业，农业依靠农民。农村的社会改革与技术改革，既是为了农民、也要依靠农民。因
为，农民是农业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第一资源”。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路走来靠的是农民阶级这
一可靠的同盟军。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无一例外地要依靠农民阶
级。毛泽东始终认为，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
题。让农民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是毛泽东坚定而崇高的革命理想之一。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转
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农民有了阶级地位是前提，而提升农民的素质是基础。

毛泽东一向重视对人的改造，既包括对人的客观世界的改造，也包括对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而对
人的素质的改造是重中之重。毛泽东在领导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高度关注对农民素质的提升，明
确提出“农民知识化”，并将其作为农业现代化之“本”。从农村扫盲开始，通过提高农民的知识文化水
平，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真正实现农民知识化。从根本上讲，让农民知识化，是适应农业机械化、农业水
利化和农村工业化的现实要求，也是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对人的素质的改造。这一理论也符合马克思主
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观点。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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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56人既是具体的、社会的，又是历史的、发展的，人的个体发展是由社会关系决
定的。因此，对人的素质的改造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毛泽东从农业现代
化的目标着眼，通过提升广大农民的素质，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使农民真正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
“第一资源”。这一理念，对于今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毛泽东科学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
图，并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我们将在21世纪中叶围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农业
现代化是强国目标的重要一维。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所积累的宝贵政治财富，必将为我们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十分重
要的思想资源和价值遵循。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12-27(02).
［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毛泽东传：1949—1976 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百年大事记：1921-2021年［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8］刘金田.毛泽东与新中国［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
［9］贾章旺.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
［10］毛泽东.改良农具运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J］.党的文献，1991(6).
［1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
［13］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1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李丽娜

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及其重要启示

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