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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劳动的内涵及面临的困境

生产劳动可分为两种院 一种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进
行的生产活动曰 另一种是能够通过市场关系转化为社会劳
动配置生产要素的生产经营活动遥 这里所讲的社会化劳动
就是指后一种生产劳动遥 传统农业生产发展的空间十分狭
窄袁 如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提高 8亿多农民的
收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遥 现今的农业生产方式已
不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袁 如何转换现有的农业生
产方式袁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袁
如扩大城镇建设袁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曰发展野 企业+农
户冶或者野 企业+中介+农户冶新模式型经济等等遥面临的困境
有以下几点院 一是在目前已经形成的人数庞大的进城打工
农民与本身已经存在就业压力的城市和所带来的社会稳定

等问题曰二是进行人口向城市转移需要基础经济建设支撑袁
而目前的城市面临人口承载的巨大压力曰 三是农村新型经
济发展在中国不具有普遍性袁只出现在沿海发达地区袁从目
前来看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演进是由内在因素引发的遥
笔者以安徽省郎溪县的一个小村庄要要要中华村的发展变化

来分析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演进的路径袁 并提出一种新的农
村经济模式遥
2 社会化劳动与商品形成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袁 并提出
了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这一伟大理论袁 他把商品中的劳动
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又叫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遥 具
体劳动具有自然属性袁 即有人类出现的生产或者生活活动
就有具体劳动袁而抽象劳动具有历史性袁即在一定历史条件
下产生的袁 抽象劳动的提出很好地阐述和解释了人类历史
发展过程袁特别是对商品的出现以及商品经济的产生遥马克
思提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袁 商品价值的
大小是由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袁 在社会平均劳动
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该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

的袁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遥 在这里又提出了两个概念院
个人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袁 个人劳动时间是指个人生
产某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袁 要想把个人生产的产品变
成商品交换出去袁 则花在该产品上的个人劳动时间必须得
到社会的承认也就是说个人劳动时间小于或者等于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遥 这里所说的农村社会化的劳动就是使个人的
劳动通过价值规律得到社会的承认遥 我国农村施行家庭联
产承包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袁 农村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半
自足自给经济状况袁除了不能自己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外袁粮
食作物尧主副食尧瓜果蔬菜尧家禽牲口尧畜力等最大限度地实

现自我生产袁 农村经济是一种大而全袁 内部没有明确的分
工袁大家做着同样的生产遥 20世纪 80年代后农村经济中已
经存在了卖日用小商品的小店袁 但农村经济内部分工的趋
势还没有形成袁大而全的生产方式也没有改变遥农民土地抛
荒现象的出现袁说明了农村经济变革时代的到来袁也促使了
农村经济内部的劳动分工遥 这一经济现象的存在以及随后
的发展都是历史的必然袁笔者将通过分析中华村 20多年的
发展变化来阐述农村劳动社会化分工的演进遥
3 村域经济发展变化的历程

中华村地处安徽省最东部长江的南边袁 这里的传统农
业是种植水稻尧油菜和山芋袁在水田一年一季水稻袁一季油
菜交替种植袁 在山地一年一季山芋袁 一季油菜也是交替种
植袁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这三种作物遥 全村 100多户袁人
均占有水田 0.9 hm2袁可耕地不到 0.07 hm2遥 在包产到户的头
10年里农民的收入有很大的提高袁其中一方面是由于包产
到户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曰 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
农村经济非常薄弱袁生产效率低遥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国家
经得到全面发展袁 而这时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已
经发展到一个很难再突破和提高的水平袁 经济的高速增长
与农业发展的停止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袁8尧9亿农民被
困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袁 农业生产效率由于大量农村劳动
力的闲置而再次下降遥改革开放十几年来袁人们的思想也在
不断地受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袁 开始有个别年青人由农
村走向城市去闯荡遥 中华村最早出去的几个年青人起着两
方面的示范效应袁 一方面是他们在外面获得了比在农村更
高的收入曰另一方面是他们从外面带来了新的视角和理念袁
从服装食品到语言文化遥 随后陆续不断的年青人涌入到城
市袁 这种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农
业与非农之间的生产效率袁 这时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
力人数开始下降袁 中华村的农业生产出现了机械化或者半
机械化袁但农业生产的内容没有多大的改变遥公平平等地享
受教育的权利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基础袁 我国历来就有
尊师重教的传统袁在农村也不例外遥中华村第一个上大学的
是在 20世纪 80年代末袁 大学毕业后由国家分配成了国家
干部袁在中华村的村民看来她身份的转变是一瞬间的事袁她
从农村走向城市袁由农民变为干部袁为全村读书的孩子树立
了好的榜样曰20世纪 90年代中华村有 6个孩子考上了大
学袁 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又进一步加强袁 呈现出马太效
应遥由于生产农产品的成本上升的速度快于农产品的价格袁
农民耕种的积极性开始下降袁中华村的山地开始抛荒袁刚好
赶上国家推行退耕还林政策袁 对退出的耕地进行 10年补
贴袁村里绝大部分的山地都种植了树木遥村里的水田呈现出
小集中的趋势袁 由一开始的有偿转让给别人种到无偿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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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我国农村社会化劳动的第 3个阶段即农村劳动分工社会化,在对中华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袁提出了村域经济发展的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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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亲戚朋友种袁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有 3点院第 1袁种植稻
田的相对收入逐年下降袁20世纪 70年代以后出生的村民
组建小家庭袁赶上市场经济的思潮和城市发展建设的需要袁
大多都以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或绝对收入来源袁 而且这群
人在村里的收入是最多的袁生活水平也是最高的曰第 2袁在
父辈里没有儿子的家庭袁由于女儿出嫁袁父母年龄偏大而没
有能力再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曰第 3袁子女走出农村收入比较
好的开始赡养父母袁这样的家庭往往只种少量的口粮田袁有
的家庭则完全不种了遥 20世纪 70年代后出生的村民组建
的家庭不再从事他们父辈那种大而全的农业生产方式袁很
多家庭连菜园都不去种了袁 于是中华村出现了以单个家庭
为单位的少数家庭式菜市场袁这些蔬菜尧瓜果尧蛋鱼肉一部
分来自城里袁一部分由本村的农民提供遥中华村离最近的城
镇十字镇有 4 km左右的路程袁由于村民上街次数的增多出
现了对载人车辆的需要袁因此促进了村镇交通业的发展遥其
他的服务业也在村里开始出现袁像小型的超市综合买卖部尧
出售农药化肥种子尧专门的建房施工队等等遥目前的农村经
济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袁 从事传统农业的人数在村民
中的比例下降袁农村内部出现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袁
劳动社会化分工开始出现了袁 这为进行城镇化建设和转移
农村人口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袁 是否可以在农村当地有条
件的地区进行规划未来的小集镇遥
4 农村社会化分工促进农村小集镇建设

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如何分流因农业机械化生产而剩余

的农村劳动力袁 中华村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
路遥当前农村大量劳动力以外出打工为主袁这部分群体定居
下来的成本非常大袁 在城市生活他们所面对的压力也非常
大袁 而这部分群体回到家乡对本村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巨大

的初级消费群体袁并且他们有很强的初级消费需求袁主要在
食品尧服装尧娱乐等服务业中袁而在农村本地又有满足这个
群体所需的人力尧物力袁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新
农村遥当前两者结合的力度和深度不够袁主要有 3个方面的
原因院第 1袁农村市场的空间不大袁服务群体的范围不大曰第
2袁农村的道路尧自来水尧卫生医疗等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备曰
第 3袁支撑村域服务业的工农经济条件不具备袁完全依靠村
民外出务工和本地务农来带动村域服务业的发展有些薄

弱袁农村小集镇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遥
5 未来村域经济发展展望

在城市的人口承载量不断加大袁城市的交通不断拥挤袁
环境不断恶化袁 市民的生活质量不断下降而成本却不断上
升的今天袁经营村域经济发展农村第三产业袁缩短城市与农
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袁 是建设新农村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发展的新趋势袁 是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农民收入的新
途径袁也是建设节约型尧环保型尧健康型社会的新方式遥我国
农村地域广阔袁农村人口多袁发展小集镇式的农村经济模式
是劳动社会化分工发展的必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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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省政府的政策袁一方面是各市政府的政策遥江苏省政府在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袁重点进行苏南建设袁使苏南的经
济迅速发展袁为旅游业的发展开辟了条件遥另外各市政府意
识到旅游产业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产业袁 只要本市有一
些旅游资源的都把旅游行业作为重点行业进行发展遥因此袁
出现了苏州尧无锡尧南京的高速发展袁而相对落后的苏北地
区发展过慢遥 目前江苏省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苏北地区建设
的现状袁应该说这是苏北地区的一个契机遥
4 结论与对策

为了缩小各城市的旅游经济差距袁 促进江苏省的旅游
经济得到均衡发展袁使发展快速的地区继续增长袁也使旅游
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有所突破袁笔者提出一些建议遥

渊 1冤利用梯度推进原理袁在完成第 1梯度充分发展的情
况下袁政策上向第 2梯度和第 3梯度转移袁加强第 3梯度的
基础设施建设袁同时注重对第 2梯度的政策扶持遥

渊 2冤苏州尧南京尧无锡应发挥地区的区位优势尧资源优
势袁起到省内的龙头作用袁带动周边地区遥打造品牌袁做好市
场营销和宣传袁加强管理袁提高旅游服务质量遥同时袁要整合
资源袁改变各自发展的观念袁发展省区大旅游遥

渊 3冤镇江尧扬州尧常州尧徐州等地区旅游资源相对丰富袁
要抓住地方特色袁 发展本地的特色旅游遥 做好广告宣传工
作袁提高城市形象袁使镇江的金山寺袁扬州的瘦西湖袁常州的
恐龙园等形成一个品牌遥

渊 4冤南通尧盐城尧连云港尧泰州尧淮安尧宿迁为江苏省的旅
游经济薄弱区袁加快这些区域的旅游经济发展是当务之急遥
首先要在政策上对这些地方进行扶持袁 加强这些城市的基
础设施建设袁改善城市形象袁发展地区经济遥 同时大力开发
地区的旅游产品袁 抓好市场定位袁 做好切实可行的旅游规
划袁发展这些经济落后地区的旅游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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