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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农村形势和农村持续发展的前景

陆学艺

19 7 8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
,

整个农村率先进行
,

调动了农民积极性
,

农业产值大幅度

增 长
,

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与经济体制的改革
,

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
。

使

我们国家发生 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

一
、

背景

从 197 8 年至 19 93 年
,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3. 3 倍
,

每年增长 9 %
。

这 10 年是建国以后

44 年中发展最快
、

最好的时期
,

超过前 29 年所取得成绩的总和
。

而这些成绩正是在世界经

济不景气
,

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取得的
,

所以格外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

我

们的 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了
,

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了
。

19 78 年我国的进出 口总额为 206 亿美

元
,

19 93 年为 1957 亿美元
,

增长 9. 5 倍
,

平均每年递增 16 .2 %
。

从世界第 34 位上升到第

1 1 位
。

我们的综合国力也从第 9 位
、

第 10 位上升到第 6 位
。

对这样巨大深刻的发展和变化
,

我们怎样来认识和把握呢? 用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
,

可

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就是我们国际 目前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期
,

这就是

我们通常说的实现现代化的时期
。

具体表现:

1 由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转变
。

大家知道
,

实现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

建国

时
,

我国是个农业为主的国家
,

19 52 年开始
,

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

提出实现国家工

业化
。

到 19 56 年
,

全国工业产值为
、

50 .5 %
,

农业产值 49 .5 %
,

19 78 年工业产值 75
.

2 %
,

农

业产值 24 .8 %
,

1983 年工业产值 占 82 .8 5 %
,

农业产值为 17
.

2 %
。

按说
,

已经是实现工业

化 现代化了
。

但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看
,

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
、

现代化
,

必须有三个

条件 : 第一
,

工农业总产值中
,

工业产值要超过 50 % ; 第二
,

在劳动力就业结构中
,

非农

业的就业劳力要超过 50 % ; 第
,

城市人 口中城镇人 口要超过 50 %
。

后两条我们就不够了
。

19 7 8 年全国就业劳动者中农业 占70 .5 %
,

到 19 93 年仍有 57
.

4 %
,

其次
,

1978 年城市人 口

中
,

农村人口 占82
.

1%
,

19 93 年农村人口占71
.

86 %
。

从上述三方面看
,

我国正在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

而且速度是比较快的
。

2 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
。

城市化也是现代化的必备条件
。

1952 年
,

我国的城镇

人 l
一

J占总人 口的 12. 5 %
,

19 80 年提高到 19 .4 %
,

19 93 年城市人口 占 28 %
,

乡村人 口仍 占

7 2 %
。

这 方面同工业化比较起来是滞后了
,

由此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
。

十 四届三中全会
,

中央提出要改革户籍制度
,

容许农民到小城镇落户
、

务工经商
。

由此
,

城镇化进展更快了
。

3
.

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
。

我们国家在汉唐时代已不有少涉外活动
,

国力

也非常强盛
,

宋代以后
,

实行闭关锁政策
,

明清更盛
。

建国以后
,

一方面国防环境不好
,

开

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
,

我们向苏东实行半开放
。

五十年代中期后
,

中苏



关系恶化
,

迫使我国走上自给 自足
、

自力更生的道路
。

七十年代初国际形势变化 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
,

经过十几年努力
,

我们

已经逐步形成了比较全面
、

多层的开放格局
。

既向发达国家开放
,

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
,

国

内建设了经济特区
,

沿海沿江沿边城市还专门设立了经济开发区
,

积极引进外贸
、

引进技

术
、

引进人才
,

批准设立了 8 3423 家三资企业和外贸项目
,

引进外资 1 114 亿美元
。

外贸进

出口也大大发展了
。

4
.

从单一社会向多样化社会转化
。

1978 年前全国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

提倡越

公越好
,

越纯越好
,

实行统一分配
。

人民生 活基本上雷同
,

连穿衣服也是只有几种颜色
,

一
、

两种样式
。

改革开放以后
,

首先经济体制改革了
,

实行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成份
,

公有制本身

也发生 了变化
,

出现了个体
、

私营经济
、

三资经济和混合型
、

股份制的经济新格局
。

随着经

济的发展
,

社会分工发展了
,

出现了多种职业群体 越来越往多样化发展
。

这些年农民是变化最大
,

分化最快的阶层
,

19 78 年改革以前
,

全国 8 亿农民生产生活

的状况都差不多
,

收人也差不多
,

用
“

社员
”

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了
。

经过这 巧 年
,

原来意义

上的社员农民不存在了
,

据研究分化成以下 8 个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 农民工阶层 (19 93

年超过 l亿人); 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 雇工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 知识分子阶

层; 乡镇企业的管理者阶层 ; 农村管理者阶层
。

5
.

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
。

还可概括若干条
,

但主要是这些方面
。

总之
,

其核心有两条 : 即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转型
,

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
。

我们社会学称这个时期为社会结构转型时期
。

这个社会

转型是近代的现代化国家都经历过的
。

中国的特点是在实现这个转变时还要实现经济体制改

革
,

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

大家知道
,

我们原来实行的是高度集

中统一的计划体制
,

这是向苏联学习来的
。

这一套体制
,

曾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
。

实践

证明
,

对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不利的
。

就农村来说 从实行包产到户开始就采取市经济取向
,

乡镇企业已冲破计划束缚
,

靠社

会调节
,

改革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
。

这些都显示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苗头
。

直到

199 3 年党的
“

十四大
” ,

才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
。

这十五年的变化可以从社会结构转型
、

经济体制转轨
,

两个大的方面来总结
,

而且这两

种转变还在继续
,

直到我们国家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为止
。

中央预计
,

到 2000 年

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变
,

大的框架
,

宏观调控到微观改革估计还要 10 年乃至更多

的时间
。

笔者认为
,

实现社会结构转型
,

要经历工业化
、

城市化的过程
,

这中间会产生种种

经济和社会问题
。

目前
,

经济体制的转变难度更大
,

是要经过逐步的改革来实现
,

涉及利益

不合理
,

分配观念的更新等问题
。

农村的改革
、

发展
、

变化
,

正是在这样两个大的转变背景

下实现的
。

判断农村的形势要从这两个大的转变条件来考察
。

大家知道
,

农村改革是走在前

面的
,

农村取得的成就很大
,

农村发生的变化最深刻
。

就全国改革
、

发展的形势而言
,

好在

农村
,

难点在农村
,

希望也在农村
。

二
、

成就和问题

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是
,

是由农村突破的
。

几年功夫
,

全国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
,

改革了人民公社的体制
,

使农民成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

有了经营自主权
、

有了选择职

业的 自由
。

有人说
,

这实际上是生产力的解放
。

农村后来的一切变了!爪醉是 由此而来的
。

目

前
,

这种农村机制
,

家庭承包
,

统分结合
,

双层经营
,

是适合农村生产力水平
,

符合农民愿

望的
。

农民有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

农村发展没有大的逆转
,

证明目前的这套机制是符合生产

力发展要求的
。

其次
,

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

保证了城市和全国供给
,

满足 了国民经

济发展的需要
。

第三
,

农村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
,

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农林牧副渔
、

农工商

运建综合经济发展
。

1978 年
,

农村社会总产值中
,

农业为 68
.

6%
,

非农产业 占31
.

4 %
,

到

19 9 2 年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只 占35
.

4 %
,

非农产业占 64. 2 %
。

1978 年农业总产值中
,

种

植业占 76. 7 %
,

林牧副渔 占 23
.

3 %
。

199 2 年农业总产值中
,

种植业占 55
.

5 %
,

林牧副渔 占

科 .5 %
。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 乡镇企业
。

19 7 8 年乡镇企业只有 640 亿元
,

占农村社会总产值

的 31
.

4 %
,

到 19 9 2 年乡镇企业达到 17584 亿元
,

是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64
.

2 %
,

19 93 年已经

达到 29 02 2 亿元
,

大约为农村社会总值的 2 / 3
。

有的省
、

市已为 70 % 以上
。

第四
,

农民的

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

尽管上人水平不一
,

但确有 了很大的提高
。

197 8 年
,

农民人均纯收

人为 13 4 元
,

19 93 年跃为 9 21 元
。

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

自行车
、

手表
、

电视机
、

冰箱

等消费品逐步进人农村家庭
。

但农村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

其曲折崎岖波浪起伏
,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

农业基础地位不稳
,

特别是粮棉等必要农产品的生产不稳
。

历史上每当经济高速

度发展的时候
,

往往忽视农业
,

忽视精神文明建设
。

199 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
,

经济发

展很快
,

一些地区的领导把精力放到办工业
、

搞开发区
、

搞房 产上
。

19 92 年秋出现了严

重的打白条等问题
,

加重了农民负担
,

滥占乱占耕地
,

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
。

中央及时发现

了农村的问题
,

年底就在武汉开了会
。

19 93 年一年
,

中央
、

国务院共发了 38 个文件加强农

业
,

各级地方党政部门也动了起来
,

解决了一批问题
。

再加上老天帮忙
,

特别北方农村
,

风

调雨顺
。

所以 1993 年已获得丰收
。

第二
,

农民收人增加缓慢
,

城乡差别扩大
。

表面上看
,

农民的人年均收人每年在增加
,

199 3 年增到 921 元
,

但扣除物价因素后
,

农民的实际收人增长缓慢
,

19 7 9
es

一198 4 年农民人

均纯收人每年递增 巧
.

1% ; 19 85
ee ee 一

』988 年农民人均年纯收人每年递增 5 % ; 19 89
.

一1992 年

农民人均年纯收人每年递增 1
.

88 % ( 1989 年已是负增长 1% ); 1993 年名义增加 17
.

4 %
,

实

际只增长 3
.

2 %
,

而同年城市居民收入实际增加 10 .2 %
,

相差 7 个百分点
。

这几年农业劳动

生产率是提高的
。

农民收人的增长低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

更低于城市居民的增长
。

第三
,

城乡差别扩大
,

工农业产品的
“

剪刀差
” ,

这几年在逐步扩大
。

1994 年农村工作

会议后
,

各项投人为 17 5 亿元
,

由于外汇并轨
,

化肥价格放开和原材料如农机柴油等放开

后
,

农业要增加开支 300 亿元
。

这几年城市居 民实际收人是逐年增长的
。

19 7 8 年农民和居

民收人是 l : 2
.

3 7
,

1984 年缩小至 l : 1
.

7
。

这几年又逐年扩大
。

19 9 2 年为 l : 2 33
,

19 93 年

为 1: 2. 55
。

如果再加上城市居民的福利收人和隐收人
,

城乡居民的差距为 1: 3
.

9
。

农村每

个劳力所拥有的固定资产只有城市职工的 3
.

3 %
。

第四
,

农村剩余劳力逐年增加
,

形成了罕有的民工潮
。

我国是人多地少的国家 原来人

民公社吃大锅饭
,

几亿人种田
,

田还种不好
。

改革以后
,

农民们有积极性
,

田就不够种了
。

现在全国农民平均每户耕种 6
.

7 亩田
。

每个劳力只种 3 亩地
,

远低于解放初期每个劳力种 8

亩的水平
。

农民形容是三个月种田
,

一个月过年
,

八个月挣钱
。

农民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
。

专家估计现在有 1
.

2 亿一」
.

5 亿剩余劳力
,

而且每年还新增 ro 00 多万人
。

那些乡镇企业办得



好的地方
,

就容纳了
,

而乡镇企业发展不好的地方
,

特别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
, .

就有大量的

农村剩余劳力涌向城里和经济发达的乡镇
。

今年估计在 600 0 万人左右
。

第五
,

农村社会矛盾
、

社会问题增加
,

农村社会治安形势严峻
。

就总的来说
,

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不协调
,

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

特别是一些经济发展不快的地区
,

收人增加缓

慢
,

城乡之间
、

地区之间
、

普遍收人差距扩大
,

一部分低收人者心理不平衡
,

特别是青年人

经不起豪华奢侈生活的诱惑
,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

社会发展问题已经影响到农民的心理和经

济发展了
。

虽然还有其他种种的社会问题
。

笔者认为
,

在相当一部分地区
,

农村的社会问题

比经济间题还严重
。

但归根到底
,

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经济问题引起的
,

而这些都是在转型过

程中的问题
。

有些人是人家都经历过的
,

有些则是我们特有的
,

归纳起来最主要是两条 :

一是城市改革落后于农村
,

工业改革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远远落后于农业
。

搞活大中

型企业
,

这在 19 78 年就提出了
,

同样搞了 10 多年
,

又是放权让利
,

又是承包租赁
,

又是实

行股份制
,

但至今还是没有成效
。

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在先
,

政治改革
、

社会体制改革滞后
。

经济发展了
,

产业结构
、

社会

结构变了
,

但城乡结构还没有改
,

户 口政策还没有改
,

仍然是城市乡村分制的结构
,

城市发

展不起来
,

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
,

农民要进城不容易
,

进来也不准报户 口
,

有种种限制
。

三
、

建议

就我国特有的国情
,

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
,

要发展农业就要发展工业
、

抓乡镇企业的发展
、

抓劳动力的转移
。

我国的特点是

人多地少
,

人均 1
.

5一2 亩地
,

户均 7 es
书 亩地

,

一个劳力种 4一巧 亩地
,

靠这几亩地解决温

饱可以
,

要致富不可能
,

要达到小康也不容易
,

要实现现代化更不行
。

靠农产品涨价不行
,

靠城市工业支援农业不行
。

而
.

城市工业
,

第三产业也吸收不了
,

所以农 民创造了乡镇企

业
,

凡是发展了乡镇企业的地方
,

不仅解决了农民的负责问题
,

农民致富问题
,

也有钱支持

农业
,

有钱买农机
、

农药
、

农业也实现了现代化
。

第二
,

要解决农村问题
,

就要抓城市
、

城镇的发展
。

农村问题
,

最后的解决要靠城市
、

要靠工业
、

要实现工业化
、

城市化
、

要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
,

乡村社会向城镇社

会的转变
。

作为一个省
、

区
,

作为一个县
、

市
,

重要是城市
、

小集镇建设起来
,

要注意对城

市工业的改革
,

使之有效益
,

提高二
、

三产业的效率
,

把小集镇建立起来
,

把乡镇企业办起

来
,

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来
,

农村才能富裕起来
,

农村的问题才能解决
。

第三
,

要发展小城镇
,

就要抓好大中城市的发展
。

对于怎样实现城市化问题 国内学术

界有三派意见
,

一派主张发展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 一派主张发展中等城市
,

再有一派主张

小城镇
。

发展小城镇是八十年代初期提出的
,

冲破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
,

这种不让农民流

动
,

发展离土不离乡
,

进厂不进城的方针
,

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

但从这 巧 年的历史看
,

小

城镇的发展
,

乡镇企业的发展是要靠大中城市带动的
。

苏南
、

珠江三角洲的小需镇发展得很

好靠什么 ? 靠上海
、

苏州
、

无锡等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带动
。

为什么在延安
,

在甘肃
、

在鲁西

北小城镇就发展不起来或发展慢呢?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的大中城市 自身有很多问题未解

决
。

它起不了带动和辐射作用
。

从另一个方面也可 以这样说
,

目前农业的问题 不在农业本

身而在工业上
,

农村的问题不在农村本身而在城市
,

发展小
.

城镇的问题不在小城镇本身而

在大中城市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
。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
,

我们的困难是社会既要实现结构的转



变
,

又首先要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机制转变
。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
,

他们开始实现工业化的时候
,

也是从农业抓起
,

从农村取得

资金
、

原材料
,

把工业发展起来
。

这样
,

农村的劳力和人口 占有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就多了
,

经营规模可以扩大
。

另一方面
,

他们在工业化之后
,

城市和工业就反哺农业
,

给农业大量补

贴
,

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

给农村输送现代化的生产资料
,

建设农村的道路
、

水电等基础设

施
,

使农业和农村也实现现代化
。

我们建国四十五年了
,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也四十二年

了
,

我们进行了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

但有些工厂的计划经济体制经管不善
,

效益不

好
,

运转不灵
,

至今有 1 / 3 亏损
,

亏损额在数百亿元
。

至今不但不能反哺农业
,

还要靠农

业支持
,

靠低价的农产品来维持
。

其二
,

国外工业化过程中
,

同步实现城市化
,

农村的劳力

和人 口大量进城
。

我国特有的历史原因
,

当农村的资金
、

农产品进城的时候
,

劳动力却不许

进城
。

所以就出现了城市人往往滞后于工业化的问题
。

另外
,

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也十五年了
,

至今还没有找到象包产到户那样灵的办法
。

怎么

办呢? 农村只能等到大中型企业改好了
,

城市改好了
,

再解决现实的问题
。

八亿农民在党的

领导下
,

自己解放自己
,

自己创造历史
,

自己寻找解决经济问题的途径
,

实现小康
。

十五年来
,

农民在党的领导下
,

不断创造
,

不断改革
,

我们从比较发达的地区取得的经

验
,

可以看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 已经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
。

概括起来
,

发达地区农村富裕起

来实现现代化农村
,

经过了这样四个阶段 :

第一步 : 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建立党领导下农民的第一个伟大创造
,

一举解决了

全国的关键问题 为后来的多种发展奠定了基础
。

第二步: 乡镇企业
,

这是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
。

农民 自己集资
、

自己搞技术
,

自己购

是设备
,

自己经营
,

办工业
,

实现农村工业化
。

现在乡镇企业已有 11278 万职工
,

23 21 万

个企业
,

创造了 2. 9 万亿产值
,

工业产值 2
.

14 万亿元 (约占整个工业产值的 40 %
,

拥有固

定资产 6 439 亿元
,

流动资金 22052 亿元
,

创造利润 1965 亿元
,

上交国家税金 1059 亿元)
。

第三步: 建设小城镇按原来的户 口政策
,

农转非很困难
。

但乡镇企业的发展本身要求相

对集中
,

也要有规模经营
,

所以乡镇企业有一定规模后
,

必然使小城镇相对集中
,

现在各地

在搞工业小区
。

其次
,

由于有了乡镇企业
,

有了钱
,

城镇设施逐渐齐备
,

修了路
,

通了水

电
、

煤气
。

农民
,

特别是青年农民要求过现代生活
,

同时
,

镇上有学习交流的场所
,

有文化

娱乐设施
,

交通也方便
,

所以纷纷往镇上搬
。

当然
,

小垮 镇的建设反过来又促进乡镇企业

和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
。

中央已经决定改革城镇的户 口制度
,

允许农民到镇上落户
,

务工经

商
。

这个政策一实行
,

必将推动全国小城镇将的更大发展
。

第四步 : 实现城乡一体区域现代化
。

就一个国家来说 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看
,

不可能

只有几个大城市带几百个
、

上千个乡镇
。

而必然是特大城市
、

大中城市
、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的有机结合
。

从国际上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
,

现在是发展大城市群或叫大城市带
,

以三个

特大城市为中心
,

有若干个中等城市为纽带
,

周围有一批星罗棋布的小城市和小城镇
,

·

实现

区域现代化
。

我们国家将来也是这个趋势
。

用发展的眼光看
,

在不久的将来
,

60
~ 一刁O%

,

80 % 人口都集中到城市
,

从事二
、

三产业
,

剩下的 10 一佗。%
、

30 % 的人口在农村搞农业
,

农业也可以规模经营
,

农民也就富了
,

农业现代化就不再是一纸蓝图了
。

所以我们说 我们

国家的前景是很乐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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