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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我们的思考和设想 

作者：康晓光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添加日期：10年04月26日 

  我对时下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不敢抱过分乐观的态度。这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农村的困

境是由一系列非常强大的力量造成的，所以这些困境也是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的。其实，我

们一直在讨论的“三农问题”就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而“现代化”几乎就是人类——当然也包括

我们中国人——必须承受的“宿命”! 

  如何解决当下的农村问题呢?一种思路是“进一步现代化”。最典型的话语就是“只有消灭农

民，才能富裕农民”。在这类口号的背后，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更准确地说是把城市化和工业化

进行到底，借此彻底解决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农村问题。另一种思路就是“反现代化”

策略。我觉得温铁军的观点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目前的“新农村建设”有点中庸之道的味道。它承

认必须进一步现代化，但是同时也承诺要对“现代化的自然进程”进行更多的人为干预，特别是政

府干预，通过各种“非自发机制”改善农村的处境。实际上，这也是新一届政府“以人为本”国策

在农村的具体表现。 

  那么，现代化的含义是什么呢?从政治上看，现代化是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这个民族国家要承

担起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维护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空间和权利。从经济上看，要么是建立一种市场

的体制，要么是建立一种计划的体制，但无论如何追求的都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所以，现代化确立

了城市和工商业的支配地位。从文化上看，它表现为一种世俗化的东西。在现代化过程中，进步主

义、科学主义、消费主义逐渐摧毁和取代了传统的文化模式。在意识形态上，要么是自由主义，要

么是马克思主义。从全球层面来看，现代化也就是持续了五百多年的“全球化”。可以说，这些因

素、力量和过程，对于传统农村和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农村来说，负面的影响大于正面的贡献。例

如，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全球化”，它导致了一些发达国家的获得大量补贴的农产

品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打压。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在计划体制下，还是在市场体制下，都是城市

掠夺农村，工业掠夺农业。而且无论是科学主义、进步主义，还是消费主义，都在摧毁农民的自信

心，给他们一种自卑感，使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还有民族国家这样一种政治

体制，也为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提供了精神和制度上的保证。因此，可以说，正是这种现代化的力

量，造成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三农问题”。农村的困境是城市追求自身利益的后果。这种不平等

格局符合强者的利益。从国际上来看，它符合强国的利益。从国内来看，它符合强势集团的利益。

这里的强势集团，或是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官僚，或是掌握了财富的资本家，或是掌握了话语权的知

识分子，甚至还包括普通的市民集团。在这个世界上，一种格局只要符合强者的利益，那就很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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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解决“三农问题”，对“新农村建设”不敢过份乐观的根本原因。 

  让我举一个远一点的例子。我们知道“组织”是一种资源，而且我们常说“组织起来是保护弱

者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只想到弱者会利用组织资源保护自己，而没有想到强者同样

可以利用组织资源扩大自己的利益，而且强者会比弱者更好地利用这种资源。在结社权利有限开放

的社会里，结社权利的分布是高度不平衡的，与弱者相比，强者的结社权利得到了更好的保障，或

者说，强者更好地利用了“组织”这种稀缺资源。在这种情况下，“结社”实际上是在加剧不平

等，而不是在缩小不平等。实际上，即使在完全开放的背景下，强者也会比弱者更好地利用这些资

源。所以，不要简单地认为“让农民组织起来”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要忘了，让农民组织起来，也

得让别人组织起来!除非你说，只允许农民组织起来，不允许资本家组织起来。但是，你凭什么这么

说呢?在现实情况下，这可能吗?因此，“组织”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发挥什

么样的作用?在一个高度分化、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这样一种新资源的开放，到底是有利于促进公

平，还是加剧不公平?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刚才，有人谈到“东亚模式”，我觉得这个“东亚模式”的确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是不

一样的，而且和我们在南美、南亚、非洲等地看到的模式不一样。那么，“东亚模式”的根基是什

么呢?当“东亚模式”取得成功的时候，大家都来抢夺这个解释权。最先抢到手的还是西方的学者，

他们用新自由主义来解释“东亚模式”，也就是说是以市场经济、出口导向、比较优势等等这一系

列东西来解释东亚的成功，顶多再加上一个发展导向的、由一群负责任的精英来支配的“权威主

义”政府。但是，李光耀认为这样一种解释是非常肤浅的。实际上，很多南美国家、南亚国家、非

洲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世界银行总结的那种“东亚模式”，但是它们并没有获得东亚所取得

的成功。那么，使得东亚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李光耀提出了一种文化的解释，也就是所谓的

“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还是一个空间概念，还不是非常确切，后来人们把它进一步界定

为“儒家价值”。李光耀以及新加坡的一些理论家对此作了非常系统的阐述，这些阐述也都很成

熟。 

  那么，我们中国能不能比这些东亚邻居做得更好?能不能超越东亚模式?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其实，我们现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不清什么样的生活是一种好的生活，由谁来决定好生活

的标准。比如，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管理民主、乡风文明、村容整

洁，这样一些东西应该由谁来规定?规定的依据在哪里?再如，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什么?今天我们在

这里讨论新农村建设就一个农民也没有，都是我们在这里告诉农民应该怎么怎么生活，恰恰又是我

们这些人在强调要以农民为主体。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荒唐的局面。在这样一种格局下，能够真正以

农民为主体吗?甚至是以农民为主体就是合理的吗?以他们为主体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吗?不见得。我

本人还是比较主张精英主义的。我觉得如果有一批把家国天下担在肩上的社会精英，由他们和农民

一起来解决问题，可能最有希望。 

  在此我想多说一句。如何看待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在乡村发展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努力，如何

系统地总结像晏阳初先生、梁漱溟先生他们的探索，如何看待国民党搞的那样一些探索，还有共产

党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需要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还没有答案。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仅仅

需要一场科技革命，还是需要一场经济革命，还是需要一场社会革命，还是需要一场政治革命同样

没有答案。我本人对晏阳初、梁漱溟的那一套不是太感兴趣，我觉得靠他们那套东西，解决不了中

国农村的问题，三十年代解决不了，五十年代解决不了，七十年代解决不了，二十一世纪照样解决

不了。我们对他们还是需要有一种批判性的超越，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继承。在今天，最需要的还是

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时至今日，面对农村问题，一方面是现代化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是反现代化的方案，在这里，

我想应该警惕一种“逆向乌托邦陷阱”。“逆向乌托邦”这个概念是我在九十年代读一本小册子时

发现的。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有启发性。他说当人们对现实不满的时候会进行批判，然后提出一个乌

托邦理想来解决问题，但是他提出这个“乌托邦”的时候，完全是用“非此即彼”的对立方式考虑

问题。比如，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有很多弊端，他认为这个弊端是与不平等相联系的，而这种不平

等是由市场和私有制造成的，所以他就提出要用计划和公有制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完全是一种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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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逆向的思考方式。但实际上当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变成现实的时候，他又发现原来他所批判

的那些弊端，可能都以不同的形式又产生了，有的甚至更加严重。因此，当我们在批判现代化模式

带来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最好不是用一些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例如不要用现代化/反现代化、主

流/非主流这样一些概念来思考问题。而且，我希望，当我们在面临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能够在理

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否则的话，就总是在两极之间摇摆，总是找不到现实的出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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