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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政策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无论这种体制的推行者们的主
观愿望是多么的良好，客观上，这种体制在实施中是只分不统，逐步瓦解了农村的集体经济，使广大的中国农
村重新回到了小农经济的状态。  

  小农经济的特点包括生产资料个人占有，在生产流通交换各领域都以劳动者个体为主，这正是目前我国农

村最为普遍的状况。这种经济是不可避免的要走向灭亡的。1894年，法国社会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

个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受到了恩格斯的批评①。这个纲领的绪论中，第一句话就是："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确

切涵义，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这个观点与改革初期大力宣传包田到户的观点极为相像，

恩格斯的评价是："个体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
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经全然绝迹，起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
产维持生活的可怜生意人。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靠的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自己以及他
的房屋、他的院子、他的少量土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的生存比无产者的生存更无保障。……即使依法保证
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你们也仍旧无法将他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它

为了暂时延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他本人连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②
这里引用这一段似乎过于危言耸听，毕竟时间和地点都有了变化，情况也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改革开放二十
年来的农村经济发展说明了恩格斯的论述是深刻的，当前的许多农村问题，都与这种小农经济路线有密切的关
系。  

  农民有双重身份，一是劳动者，一是小私有者。把田地承包到个人，无形中突出了农民的小私有者的身
份，势必损害集体经济。的确，承包制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但积极性对于农村经济的改善的作用并不起决定
性作用，这一点下文将通过小岗村的事例进行论述。  
  下面本文将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提出几点质疑。  

  一、如何看待文革后期经济的"崩溃"？  

  从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18户农民签订全国第一份包干到户合同起，以包产到户、包干到

户等为主的责任制迅速在中国得以推广。1987年，全国有1.8亿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占全
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  
  是什么原因促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推广呢？  

  现在一般认为，文革后期中国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民的收入极低，生活改善不大，广大农民主观
上要求改变生活状况，农村的经济现状要求出现一种新的生产经营体制。  

  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确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首先，是大串连、"停产闹革命"、武斗、造反、打砸抢等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巨

大物质损失。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现象主要在66年到69年间比较严重，进入全面整顿之后，这方面的损
失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其次，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这一时期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

但速度和"文革"之前的14年（1953年至1966年）和之后的6年（1977年至1982年）平均速度相比，是比较缓

慢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6．8％分别低于前者的8.2％和后者的8．9％，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9％分别低于

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  
  再次，是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十年中，国民经济总量虽然有增加，但是生产管理制度的破坏也使经济效
益降低，消耗增大，浪费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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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问题是，以上是否是农村经济不景气的全部原因？并且，经济不景气是否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呢？  

  首先，我们认为，以下因素是我们正确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一)、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
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
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

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

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

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即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

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

75.2:24.8③，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也有人认为1975年即已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目标④。）因

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
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

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如前面所说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

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实际上，即使在人口失控、增长很快的"文
革"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至于人均消费量

降低，主要是当时"备战备荒"政策的需要，和经济无直接关系。  

  (二)、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美国继续对中

国进行"半月形"封锁，1961年至1968年在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三次核战争演习，而

且在越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北部的苏联也陈兵百万，把核导弹瞄准中国。1964年和

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使用核打击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
设是必须的，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至今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

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建设和发展国防建设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评当时只发展核武器，不发展核电站，
这是脱离历史条件的不负责任的指责。事实上，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
如江泽民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
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  

  (三)、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
沿海地区，中西部内地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

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
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

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

的。"⑤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

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江泽民同志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说：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
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因此，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则不能简单归结为是文革对经济的破坏。  

  其次，当时的经济也并没有达到崩溃的边缘。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旁观毛泽东时代》一书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

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

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

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

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

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

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

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
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

／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
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

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

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



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
了。"  

  可见，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经济完全没有达到崩溃的程度，所以，把"经济处  
  于崩溃边缘"作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二、"积极性高涨"是改革初期农村经济发展的唯一原因吗？  

  毫无疑问，包产到户、个体生产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84年时
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是也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

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中去了吗？事实上，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八十年代农业的丰收
至少还有以下四个重大因素：  

  第一，种子革命。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各种农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油料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
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引发的水稻产量的革命性大

增长。1979年5月，著名的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访问中国，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正在种植一种前所未

有的杂交水稻。该公司当年就把3个组合的杂交稻种子播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农业实验站的稻田里。到收获

时，跟美国原有高产常规水稻良种Starbonnet一比，产量还要高出165．4％—180．3％，也就是说其中产量

最低的一个组合也比美国水稻高出1．65倍。美国人不禁被惊得目瞪口呆，一齐把它们惊呼为"东方魔稻"。这

项技术于１９７３年１０月"三系杂交稻"研制成功，１９７５年多点示范５６００多亩，亩产比常规品种增产

２０％以上；１９７６年示范推广迅速扩大到２０８万亩，１９９０年全国推广２.４亿亩，占水稻面积的５

０％，而总产量占６１.６％。以杂交水稻为首的种子革命，作为农业生产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对八十年代初
农业产量的大幅增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第二，化肥革命。1970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新建了一大批化肥厂。72年1月13日 ，从国外引进化肥等

成套设备8套，以后又提出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1973年，我国化肥产量比

1965年增加一倍以上。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13套
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
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第三，是改革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显示了成效。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

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

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

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⑥。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

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⑦。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

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

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至今我们的水利设施

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⑧。  

  第四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

不可忽视的作用。从1979年3月开始，陆续提高 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从夏粮上市起全国粮

食统购价平均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从新棉收购之日起，全国统购价格平均提

高15%，北方另加5%的补贴，超购部分再加价30%；食用植物油统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27%，超购部分加价

50%；生猪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6%,其他产品也分别提高20%-50%。79年11月开始，又对猪肉、牛肉、羊

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八种主要副食品提高销售价格⑨。1980年又先后提高了棉花、羊皮、黄

红麻、木材、生漆、桐油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全国农副产品价格总指数，1979年提高了22.1%,1980年又提

高了7.1%。同时，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有计划的下降了10%-15%。这样1979、1980年两年国家

每年用于调价的开支达80-90亿元，国家财政收入可以正常增长的部分基本都用于农业了，这是国民收入和国

家财政分配的一个大调整。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整，极大的激发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79年农业生产即

取得了少有的大丰收，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⑩。  

  由以上四点可见，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改革前的各项准备和积累有密切联系，而农民收
入的大幅提高，还和当时国家对工农结构的调整及农产品提价等政策因素有很大关系。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
高，自然是不可忽略的条件，但是如果说单单包产到户提高了积极性就立马能起到如此粮食大增产和农业增收

的效果的话，实在是显得片面了。事实上，在这种"积极性决定一切"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农业主要是"劳动在

质和量上投入不足"的前提条件。实际上这个条件是完全不能成立的。1977年，中国农村人口就已经突破了8
亿大关，人地矛盾突出，已经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过剩。而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含义，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解
释，就是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为零，农业的增产和收益增长与劳动投入增加无关。在七十年代的实践中，华国
锋推行机械化，受到农民的坚决抵制。除了当时拖拉机质量不好的原因以外，更为关键的是劳动力已经出现大

量过剩，这样的话机械耕作产生的成本，对人均福利而言是一种"净损失"。毫无疑问，农民是喜欢分田的，这
和城里人喜欢自己当老板没有什么不同。接受管理措施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情。包产到
户，很大程度上也正反映了农民的这种心态。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负面作用  
  农村经济在改革前发展慢，改革后发展快，似乎是一旦把地分到个人，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就搞上去
了，而上文的分析说明，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的唯一原因，也不是发展农村经济的
恒古不变的法宝。至少在当下，农村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已经遇到了很多问题，小农经济的许多缺点不断地暴



露了出来。这方面的材料，近几年来开始有零散的报道，但一直没有官方的统计资料，我们调查了内蒙古、苏
北一些农村的状况，并调查了校园内来自安徽、河北、湖南、四川、河南、山东等各地的民工，得到以下一些
概况。  

  (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荒废  

  前文已经提到，至今我们的水利设施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为什么现在农村的水利设施没人

修了呢？农民们的回答很简单："没人管。"承包到户之后，每人都只顾忙自己的一块地，自然没有人再愿意修
集体的基础设施建设了。  
  (二)、科技水平降低  

  我们在内蒙古一个牧场调查时，发现一种现象，分产到户前，大队有兽医，给全大队的牲畜看病，还带几
个青年学习兽医技术，承包到户后，牲畜全都分到了各家，兽医也就只管自己家的牲畜，结果不懂技术、文化
素质低的人家，一旦牲畜生病，就大批大批的传染、死亡。我调查的苏北农村也有类似情况，以前种子、化
肥、农药都是大队里内行的人为大家集体购买，现在各买各的，很容易上当受骗，价格也比集体购买要贵。  

  (三)、农村基层腐败严重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农村小农经济的普及，导致了在思想意识上广大农民小农思想的复苏，每个人都
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自然以前的集体的领导现在就不再受集体的监督。这不能不说是农村基层产生腐败的一个
重要原因，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农民们普遍反映，改革前当官的大家都看着，现在没人管当官的，只管自己
的一亩三分田了。  

  (四)、收入降低，甚至大多数地方种地亏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科技水平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的小农经济在生产、流通、交换各个领域都不具备
优势。一方面粮价降低，一方面农药化肥价格上涨，再加上乱收费、提留款越收越多，不管是没有离开土地的
农民还是进城打工的民工都反映种地基本上不赚钱，遇上年景不好，还要亏本。在调查中，我们深深地体会
到，中国的农民是非常留恋土地的，除非万不得已，他们是不愿意离开土地的。因此民工潮的出现事实上宣告

了农村经济已经陷入很严重的困境。民工对土地的占有情况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恩格斯的论述，即"个人占有生

产资料已经不能保证小生产者的自由。"土地对于民工来说，有正反两面的意义：首先，土地是民工的后路，
如果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那么至少还可以回家种田，不至于走投无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持承包制的稳定
性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其次，土地是民工的负担，民工虽然不种地，但属于他的那一小块土地的提留款还是
要他缴的。民工对土地的使用权也只表现为此！（见附录调查报告）  

  出路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中国实行了20年，如果说改革初农民们自发地选择了分田，那么，从我们
的调查来看，各地的农村已经出现了自发的土地联合的趋势。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南街村式的集体所有制，
另一种则是伴随着民工潮的出现而出现的：外出打工的农民将属于它的那一块土地让给别人耕种。如果当地种
地亏钱，则每亩地还要给耕种者补贴，否则则免费或收取一定的租金。  

  十五计划提出"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建设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商品生产及加工基

地。"?恩格斯认为："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
能做到。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么他们就

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
规模经营，一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我们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出路就在于集体经济。规模经营是大势所趋，

现在农民们都已经认识到了，"把地分了种"不再能够为他们继续带来改革初曾经带来的利益了，只有规模经
营，才符合市场的需求，才能够赚钱。但是规模经营既有资本家的、私人的规模经营，也有集体的、公有制下
的规模经营，后者才是我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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