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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粮食是人民健康生存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21％，耕地却仅占世界的7％左右。
因此，中国的粮食安全不仅是世界关注的大事，更是事关中国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
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中国的粮食安全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地位。
它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的头上，是我们永远的隐忧。
由于耕地不仅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大的增量，而且会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
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不断递减。
而同时，人口却是一个持续扩大的增量。
所以，粮食安全工作一刻也不能大意，永远也不能放松。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为政之要，首在足食”。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粮食安全问题。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
”“粮食，吃饭问题是中国第一件大事”。
邓小平同志指出：“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
”“中国如果出问题，可能出在农业上。
”“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
陈云同志也曾说过：“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
”“粮食工作是一项关系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
江泽民同志则告诫全党同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都不能说粮食已经过多了，吃不完了，农业
已经过关了，不但九十年代不能说这个话，而且下个世纪（21世纪）的前50年，也不能说这个话。
”“粮食生产事关全局，同志们务必始终高度重视”。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更把粮食安全视为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胡锦涛同志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对保证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稳定
，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度里，农业发展水平和粮食生产能力如何，始终对国计民生具有
决定性影响。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解决好中国的农业问题，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而且对本
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也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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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别是从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层面上
，从历史变迁、资源约束、国际环境、政策选择等方面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可能做了
客观的分析，并提出了未来粮食安全可供选择的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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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布阿吉尔贝尔的农业基础论重视农业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
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1647-1714），他在其著作中猛烈地抨击了当时
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揭露了它所造成的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和农民生活困苦的情况，并自称为农业的
辩护人。
他曾因此而一度被放逐。
从此他把研究重心转向农业生产领域，极力阐明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
他认为，流通领域并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才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基础。
甚至认为，农业和畜牧业是国家的两个“乳头”，它们完全可以代替秘鲁的银矿。
他较为明确和系统地谈到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问题。
他在比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晚26-31年的《谷物论》中说：“法兰西的一切收益，如同其他国家
一样，而在分配上则比它们好些，一般地说来，包括两类，便是：土地的产物，这是世界诞生时期，
或者不如说幼年时期的唯一的收益和实业的收益。
而后者又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种：第一种是土地提供的自然食物；第二种是这些食物所产生的土地所有
权，它得把利在地主与佃农间加以分配；第三种是由城市房屋的出租，抵押利息，文武官员和财务人
员的官俸、货币和票据所构成；第四种包括体力劳动和批发零售商业。
后三种的产生和维持，最初是依靠土地的产物的，因为在不生产产物的地方，如在沙漠或岩石上，它
们是绝不会出现的。
”①因为，“一切的财富都是来源于土地的耕种”。
“而富裕通常不过是土地的产物，那么，随着土地产物的衰落，各行各业也一起衰落下去”②。
因此，“耕种者的繁荣昌盛是一切其他等级的财富的必要基础”③。
就是说，农业衰落决定国民经济的衰落。
因此，他严厉地批评了政府压低粮价政策，主张废除小麦出口税，奖励粮食输出，而禁止其输入。
他所提出的重农和“自然规律”的思想，为后来的重农学派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重农主义
理论体系。
马克思称“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
”④而这个体系的奠基人就是布阿吉尔见尔。
所以，他也被尊为重农学派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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