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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与挤压：小农能支撑农村现代化体系？ 

徐 勇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21】【字号：大 中 小】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悖论：一方面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村

问题，积极推进农村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却在不断加重，农民对现代化并不

感兴趣，甚至抵触和抗拒，以至于到新世纪初，国家不得不推行农村税费改革。 

      农民对现代化的抵触和抗拒，是否意味着农民的愚昧和无知？否！与其他人一样，

农民对现代化是由衷地欢迎的；问题是农村的现代化同时意味着农民要尽可能多的买

单。而对于脆弱的小农来说，实在是难以支撑得起一个成本日益提高的农村现代化体

系。 

      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最基本的方面却没有太大改变，这就是

有限的耕地和主要使用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这就决定了农业的剩余始终是有限的。由

此便会产生有限的农业剩余与无限的现代化需求之间的矛盾。 

      上世纪50年代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的基本考虑之一，就是能为工业化最大限度地向农

村汲取资源提供最为有效的组织便利。这就是“一平二调”和“先交公粮，再交余粮，

最后才是自己的口粮”的农村分配体制。只是政府通过这一体制拿得太多，农民的积极

性都跑到收获属于自己的“三分自留地”那里去了，才有了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说到

底，人民公社体制的坍塌实是脆弱的小农难以持久地为不断扩张的工业化体系买单。 

      尽管如此，毕竟中国还是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农民也因此

喘了一口气。但大规模的现代化又很快将农民卷进一个新的买单过程中。这一时期，看

起来农民为整个现代化作出的直接贡献愈来愈少，但小农却在为一个庞大的农村现代化

买单，而农村的现代化却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总不能将农村圈在现

代化的城市之外，隔绝起来吧！只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体系有两大特点：其一，它是依

靠外部行政力量强力推进的；其二，它需要农民自己为现代化支付成本。而实行分户经

营的农民更加脆弱，其产出仍然有限，实在是难以支付愈来愈高昂的农村现代化的成

本。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普适性、标准化。以此衡量，农村距现代化最远，对此

必须按照现代化的标准改造农村，农村的各种达标升级活动一浪高于一浪。最典型的是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按照现代化要求，“普九”是绝对正确的，发达国家甚至达到普

及大学教育。但是，中国特色的“普九”却是国家制定标准，主要由农民支付费用。而

小农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付“普九”成本，农民负担因此加重（农村部分孩子入学难

问题已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前不久，国务院已明确提出“到2007年，我国将不让农

村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据统计，农业地区乡镇财政负担的60％以上是教育费

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现代化对农村的改造，农村的发展有目共睹。但是农村的行政

化倾向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小小的乡镇不仅机构林立，还根据专业化分工的方式设立

了所谓“七站八所”，村官也不再是拿误工补贴，而是拿固定工资的准政府官员，民办

教育、合作医疗纷纷转制成了国家的事业性机构。所有这一切国家行为如果都是由国家

支付成本那是再好不过的事，问题在于这一切都需要农民买单，而脆弱的小农实在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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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承受高昂的行政成本。如一个公办教师的工资、福利等费用可能相当于5个民办教

师。 

      现代化与市场化总是相伴随的。中国农村很有意思，市场化不是首先发生于农村内

部，而是农村外部。这种行政性的外部市场化会迅速增加农民的负担。一是地方性政府

成为经营者，其主要职能就是收费，并形成一个怪圈：政府干什么？收费；收费干什

么？养人；养人干什么？收费。“七站八所”也是如此。教育、医疗的市场化更是大大

增加成本。当前农民的状况可以说是包产到户使他们“吃得饱饭”，而外部的市场化则

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读不起书，看不起病”。现代化与消费需求的无限扩张总是相联系

的。农村现代化不仅扩张着外部成本，而且扩张着农民的需求。各种广告每天都在告诉

农民追赶消费新潮流。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正常的。问题在

于有限的农业剩余实在难以跟上消费需求的扩张。表面上看，农民的收入在增长，但往

深层次看，农民的需求增长更快。作为理性的人，农民更愿意首先满足自己的需求，并

对各种政府收费的合法性产生质疑。 

      出于稳定的大局，中央决定推行税费改革。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但是从长

远看，我们要重新认识农村现代化，重新认识农民。 

      如果由国家确定标准的农村现代化由国家支付成本，农民肯定会举双手欢迎。如果

是由农民付费，则需要十分慎重。因为，当今的农民从本质上仍然是剩余十分有限的小

农。他们维持简单的再生活和再生产已不容易，更遑论还需要扩大再生活和再生产呢？

他们能够提供的贡献实在有限。如果国家难以支付农村现代化的成本，便需要根据农村

的实际情况，根据农民的支付能力来推进农村现代化。假如国家单方难以支付“普九”

成本，可否在农村选择普及三或六年义务教育？事实上，就当今大多数农村自身的实际

需求来说，小学毕业已基本够用，更多的学习和付费是满足农村外部的需求。在利益单

一化的纯农业地区，有必要建立一个功能齐全的政府体系吗？政府将计划生育、社会治

安维持好，其他事务尽管放手让农民自治，可能是成本低、收效好的选择。在国家无法

支付农村现代化成本的条件下，尽可能挖掘农村内部资源，根据实际能力自我满足其公

共产品需求，可能会更好。如低成本的民办教育、乡土医生、小型水利等。它们尽管难

以达到以城市为标准的现代化水平，但对农民实用。 

      总之，单靠脆弱的小农是难以支撑一个庞大的农村现代化体系的。在现代化浪潮方

兴未艾并成为强势话语的过程中，我们特别需要为农村现代化重新定位，特别需要从有

限的农业剩余这一基本的农村实际出发，重新构造农村现代化的理念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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