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 新 认 识 农 民 问 题

—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

陆 学 艺

“
不 了解中国农 民

,

就不了解中国社会
” 。

这句话有几位政治家
、

思想家讲过
。

实践证

明
,

他们是对的
。

那么现在还适用不适用 ? 我认为
,

现在还适用
。

因为直到现在
,

n 亿中国人

口中
,

农业人 口还占79 %
,

另外的21 %非农业人 口 中
,

有相当一部分的工人
、

职员和干部
,

他们有的本人就是从农村来的
,

有的父辈还是农民
,

所以都同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在国民

经济中
,

从统计表上看
,

农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已从50 年代的70 %
,

降到现在的

30 %
,

但这里有价格间题和统计上的问题
,

我国目前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比较大
,

相当多的

农产品价值转到工业上实现了
。

在国民收入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在 40 %以上
,

轻工业 的 原 料

70 %来自农业
,

在出口产品中
,

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 品占60 %以上
,

农业仍然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

所以
,

农村的情况怎样 ? 农 民

的生产生活怎样 ? 农民在做什么 ? 想什么 ? 农 民意愿的向背
,

仍然直接间接地决定着我们国

家政治
、

经济
、

社会形势
,

这是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
。

建国初期
,

由于实行土地改革
,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
,

农业发展很快
,

农民生活也有

了很大改善
,

但是由于1 9 5 8年以后
,

农村实行了很多左的政策
,

加上天灾
, 1 9 5 9年至 1 9 6 1年农

-

业连续减产
,

出现了三年困难
,

农村经济退到了解放初的水平
,

有的地方倒退到解放前
,

大

伤元气
。

经过调整
,

农村经济略有恢复
,

又遇上文化大革命
,

十年动乱
,

农业长期徘徊
,

少

数地区有所发展也是很缓慢的
。

1 9 7 8年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农村率先进行改革
,

实行

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
。

10 年来
,

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

可以说
,

建国40 年
,

这个 1。

年农村的变化是最大的
。

10 年来
, 8 亿中国农民这个世界最大的社会群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而且还正在继续发生着更大的变化
,

对此
,

我们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

重新认识农民
,

正确引

导农民
,

使 8 亿农民这支伟大的力量
,

在我们的四化建 设 中
,

充 分发 挥 其 主 力 军 的 作

用
,

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
。

1 0年来
,

中国农民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

第一
,

农民的经济地位变了
,

同土地的关系变了
,

农 民的身份变了
。

原来 8亿农民都是人民公社社员
,

名义上是集体经济的成员
,

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主人
,

但实际上
,

生产
、

经营
、

分配都是由集体的领导作主
,

社员连赶个集
、

走一次亲戚都要向队
_

长请假
,

获准之后才能去
。

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农民成了上地的主人
,

虽然所有权

是集体的
,

但农民有长期的经营权
,

可以支配土地和自有的农机
、

农具
、

料畜等生产资料
,

其次
,

农 民可以自主支配 自身和家庭的劳力去从事各种生产
、

经营活动
,

可以从事农业和农

业以外的各种行业
,

可以去乡镇企业当工人
,

也可以做小买卖
,

甚至可以从事长途贩运
,

可以自

主生产
、

自主交换
、

自主分配和消费
。

农民成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

现在全国2 0 8 5牙万 个 农
_



户
,

实际成了 2 亿多个小小企业
。

要说变化
,

这是最本质的变化
,

农村的一切变化
,

都是由

此流筋出来
。

农 民 不秒奥吟两品钱产
村 自给半自给的 自然 解体

,

向有计

氰彝会与市场发生越半越密切的联系
,

就会加速农

戈步的商品经挤转化
。

农民作为商品生产者
,

就会 i身觉

不 自觉地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
,

调整 自己的产业和经营形式
,

什么作物利益比较大
,

他们就会

种什么 ;
什么产业利益比较大

,

他们就会经营什么产业
。·

再不会像以前人民公社那样
, _

lt. 级

规定种什么就种什么
,

上级指示经营什么就经营什么
。

对 8 亿农民这个本质的变化
,

我们许

多同志认识不足
,

估计不足
,

常常还用老的行政办法去领导
,

结果常常引起决策的失误
。

这

儿年全国各地出现了粮食大战
、

棉花大战
、

蚕茧大战
、

茶叶大战
、

生猪大战
,

农产品 一会几

多了
,

一 会儿少了
,

有许多同志把握不住 自己管了多年的行业商品
,

感到迷惘
,

不知所措
,

这都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
、

没有适应这个变化了的情况引起的
。

第二
,

农民的职业结构变了
。

按常识
,

‘

农民是长期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

农 民的职业就是从事农业
,

怎么说农 民的

职业结构变了呢 ? 当今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农民
,

正在从事工业
、

商业
、

运输
、

服务等各种职

业
,

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

从 19 5 3年开始
,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
,

把全国居民分为非农业户

口 (国家供应平价商品粮食) 和农业户口
。

1 9 6。年以后
,

加强了非农业户口的管理
,

严格限

制
“
农转非

, ,

政策规定
,

每年各地
“农转非

” 的指标
,

不得超过 1
.

5喻
。

这样
,

就人为强化

了城乡界 限
,

把农民限制在农村
。

在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前
,

农民只能务农
,

不准务工经商
,

农民成为单纯的农业劳动者
,

务工经商被视为是搞资本主义的越轨行为
。

农村改 革 开 放 以

后
,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

随着农村的产业结构变化
,

虽然农民的农业户口没有变
,

但很多

农民已从农 田里走出去
,

从事工业
、

商业
、

运输
、

服务等等行业活动了
。

据 《中国统计年鉴》统计结果
, 1 9 8 8年全国有农民2 0 8 5 9万户

,

农业人 口 8 6 7 2 5万人
,

农

村劳动力 4 0 0 6 7万人
。

实际上这只是说
,

我国现在有8 6 7 2 5万农业户 口不能买国家供应的平价

商品粮
,

而不是还有8
.

6亿多农民和 4 亿多农村劳力在从事农业劳动
。

另一方面的统计表 明
,

1 9 8 8年
,

全国 4亿多农村劳动力中
,

有9 54 5万乡镇企业职工
, ¹ 有17 27万个体工商户

,

从事商

业
、

饮食
、

交通运输等服务行业
,

有30 9万民办教师和文艺工作者从事农村教育文化 事 业
,

有 129 万农村医生和从事农村社会福利的工作者
,

有100 多万农民在县乡两级政府或各种机关

当千部或作其它工作
,

他们的身份叫半脱产干部或曰合同制干部
、

合同制工人
,

现在全国约

有30 。多万农村妇女在城市里当家庭保姆
。

À这 1 . 2亿多农村劳力已经从事或已多年从事非农

产业的劳动并从该产业取得大部或全部收入
。

他们有的 已经离开农村
,

长期在城市中生活
,

大部分是在乡镇企业比较集中的集镇里工作和劳动
。

可是
,

国家认定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
,

是农业户 口
。

他们中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农村的责任田经营权和农村住房
。

他们耽心现在从事

的职业不保险
,

一旦国家政策变了
,

他们可以有一个退路
。

当然
,

这方面国家至今也还没有

关于责任田转让等方面的明确政策
。

这 1 .

2亿已经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
,

大约为70 00 多万户
,

约占全国总农户的35 % (在商品

经济发达地区约占70 % ,

有的占50 % ,

大部分中等发达地区占20 一30 % ,

不发达地区约为10 % )
。

他们全家或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已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和工作
,

从那里取得收入
,

成为家庭生

活的全部或主要来源
。

存在决定意识
,

这些占总农户35 %的家庭的成份或个人身份实际上己

¹ 据农业部统计
.

º 198 9年 《中国统计摘要》第1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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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不是农 民了(我国土地改革法有兰
、

五年改变成份的规定 )
。 他们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和要

这样就会产生好的经求
,

国家理应采取相应的政策
,

同继续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区别开来
,

这样就公广王灯

济和社会效益
,

目前
,

这种简单笼统地只区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作法是很不利的

第三
,

农民分化了
,

分成8个有不同利益要求的阶层
。

解放初期
,

我国农村人 口中
,

贫雇农占70 %
,

中农占25 %
, 地主富农约占 5 %

。

经过土

所发展
。

但没多久
,

、

1 9 5 5年

合作化高潮
,

’

农民带着主施
、

一

较
。

、

农具入社成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
, 1”5 8年又呼

成为天良公社枉员
。 ’

亘燕茬名交上社员仍保留原来的阶级成份
,

人 民公社严格执行着阶级政

策
,

但实际上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内部
,

实行统一领导
、

统一
泊

经营
、

统一分配
,

社员个人在

劳动生产
、

交换分配
一

L没有 自主权
,

在同一基本核算单位中
,

按工分分配
,

农民收入差别很

小
。

吃了20 多年的人民公社大锅饭
,

社员之间的差别逐渐拉平了
。

只有地区之间
、

队与队之

间的差别
,

在同一地区
,

同一生产队内部
,

社员之间的经济生活状 况基本上是相同的
。

所 以

到1 9 7 8年
,

中国 7
.

9亿农民用社员这个名称基本上就可以概括了
。

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之后
,

中国 8 亿多农民这

个 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群体分化了
,

不仅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分开 了
,

他们各自拥有的财产也

不同了
,

贫富之间的差距拉开 了
,

而且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多元

化
,

农民还在进一步分化
。

19 和年前后
,

农村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那时农村几乎都是
“
家家分田

、

户户

种地
” ,

经过一二年
,

农民的温饱间题基本解决之后
,

就逐渐向兼业户
、

专业户和非农产业

转化了
。

据我们在山东陵县一个镇办村的典型调查
, 1 9 8 8 年

,

纯农户占 25 %
,

以农 为 主兼

事工商业的占 50 %
,

以非农产业为主兼事农业的占 20 %
,

从事工商等非农产业而不再 搞 农

业的 占 s %
,

这是一个经济上属中等偏下地区的情况
。

据上海大学庞树奇等同志的调查
,

上

海嘉定县 1 9 8 7年
,

纯农户只占9
.

54 %
,

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占5
.

25 吓
,

以非农为主的兼业农

户占 9
.

38 %
,

纯非农户占 7 5
.

8 3 %
,

这是上海郊区商品经济很发达地区的情况
。

在经济不发

达地区
,

纯农户的数量还在80 % 以上
。

这种划分主要是从农民收入来源这个角度来分析的
,

可以看到农户从纯农业户到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到以非农业为主的兼业户到非农业户这样一个

发展趋势
。

但要作为分析 8 亿农民这个大的社会群体目前正在分化的状况
,

作为我们进一步

认识农民
,

考察农村发展趋势及其规律是很不够的
。

因为 目前中国的农民实际上已经分化成

若干个利益不同
、

愿望不同的阶层
,

而且正在进一步分化之中
。

根据我们的农村调查和其他兄弟单位的调查
,

进行分析
,

笔者认为
,

目前的中国农民已

经分化为以 下 8 个阶层
:

一
、

农业劳动 者阶层
。

他们承包集体的耕地
,

从事种植业
、

养殖业劳动
,

全部或大部分

依靠农业取得收入作为 自己家庭的生活来源
。

农业劳动者阶层在目前是我国大部分农村的主

体劳动者
。

他们对国家的农业政策反映最敏感
,

诸如农产品的价格双轨制
,

化肥
、

柴油和贷

款同交售定购粮棉挂钩的政策
,

化肥
、

农药等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政策
,

减轻农民负担政策

等等
,

都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有直接影响
,

所 以他们是最关心的
。

近儿年他们对粮食棉花等主

要农产品收对价格太低
,

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多
,

三挂钩政策兑现不好等意见很大
。

目前
,

除经济发达地区外
,
这个农业劳动者阶层人数是最多的

,

大体可以分 成 4 个 部
·

分
:

一是农业专业户或承包大户
。

人数是很少的
,

他们 由于各种原因承包集体的大片耕地
、

, 3



也林
、

果园
、

水面
,

有较强的劳动经营能力
,

有比较多的农机
、

农具和运输机械
,

有相当的

资金
,

有国家贷款
,

能 向社会提供较多的商品粮和其他农剧产品
,

收入比较多
,

一般生活都

很富裕
。

这些专业户
,

除 自己及家庭成员外
,

一般都雇请一些帮工或农忙时请一些临时工 ,

二是比较富裕的农业劳动者
,

他们的劳动力比较强
,

有一定的文化技术和经营能力
,

农用生

产资料齐全
,

耕种承包集体的耕地产量都比较高
,

除了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外
,

还能向市场出

卖一部分议价粮和其它农产品
,

主要是从农业取得收入
,

农闲时还能兼干一些非农产业取得

收入
,

所以生活比较富裕
,

比较安定 , 三是温饱型农业劳动者
,

他们只是耕种集体耕地
,

只

有牲 口和简单的农具
,

生产资金也不足
,

年成好
,

国家政策好
,

他们完成国家任务外
,

还能

向市场出售一小部份农产品
,

生活略有节余
,

如遇天灾人祸
,

则连温饱也难维持
; 四是贫困

农户
,

这有两类
,

一类是在我国西北西南等部分贫困地区
,

这里 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特别恶

劣
,

大部分农户虽然终年劳动也得不到温饱 , 另一类则在非贫困地区
,

由于这些农民家庭缺

少劳动力或主要劳力有病或呆傻
,

资金严重不足
,

农具不全
,

承包土地种不熟
,

收成很少
,

要靠本地社会的救济和帮助
, 一

才能勉强度 日
。-

- -

—
一

-

一
-
一一

- -

一一 -

一
-

—

—
农业劳动者阶层 目前人数最多

,

但分化和减少也最快
,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

许多农民

向非农产业转化
,

特别是上述第二类农民
,

他们一有机会和条件就会从农业上转出去
。

二
、

农民工
。

这是中国特有的一个阶层
。

产生于70 年代和80 年代
,

一方面城乡的第二第

三产业需要发展
、

需要劳动力
,

而且农业上劳动力也有较多剩余
,

需要寻找出路
,

但另一方

面
,

国家的户籍管理制度又严格限制
“
农转非

” ,

于是就产生了
“农民工” 这样一个阶层

。

他们常年 (有的是十几年 ) 在厂矿或商店等第二第三产业劳动
,

从那里取得个人 及 其 家 庭

的全部或大部分收入
,

但户籍还在农村
,

他们的身份是农民
,

在农村实行责任制时
,

还分有

承包田
,

拥有自己的农村住房
。

他们同城市的正式职工相比
,

不吃国家的平价商品粮
,

不享

受城镇居 民的各种补贴 ; 他们是临时合同工
,

不是铁饭 碗
,

不享受公费医疗等 劳 保 待遇
。

农民工有两类
,

一类是离土离乡的
。

他们在城市的厂矿
。
机关

、

商业
、

服务行业劳动
,

现在全国的很多大煤矿下井的大部分是农民土
,

大中城市的建筑工人大部分也是农民工
,

据

调查
,

仅北京市就有40 多万
。

另有一些农民工流动到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里去劳动
,

在

广东
、

苏南
、

浙南
、

辽南及大中城市郊区
、

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
,

外地来的农民 工 是 很 多

的
。

今年春天我到南方调查了解到
,

仅广东一省
,

外地农民工就有40 0万
。

这些在城市国营企

业或集体
、

乡镇企业劳动的农民工
,

类似于欧州的外籍工人
,

本地人不愿干
、

不肯干的脏活
、

累

活
、

险活和污染严重的活由他们干
,

待遇又低
,

而且因为他们是临时工
,

遇有经济紧缩
,

企业不

景气时
,

首先解雇的是外地农民工
,

挥之即去
。

当然
,

因为我国目前城乡差别
、

工农差别较大
,

这些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待遇虽低
,

但比起在农村里种田
,

无论是收入和生活
,

还是比农村好
,

而且到城市还可以学点技术
,

见见世面
,

所以他们只要一有机会
,

就闻风而动
,

召之即来
。

还有一类农民工是离土不离乡的
。

他们在本乡本村的乡镇企业里劳动
,

或者在附近城镇

的工厂
、

商店
、

机关等单位里劳动
,

‘

早出晚归
,

住在农村的家里
。

他们中的多数还耕种着原

集体经济的口粮田
,

不过
,

他们主要的精力已经放在工厂里
,

主要收入也是来自工厂
,

务农

只是副业而 已
。

农民工这个阶层的人数已经很多
,

在农村中仅次于农业劳动者阶层
。 1 9 8 7年

,

全国有乡

镇企业职工 8 7 7 6万人
,

¹ 其中除少数经理
、

厂长等管理人员外
,

·

其余都是农民工
。

农民工中

¹ 扮韶年 《中国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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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是离土不离乡的
,

离土离乡的在全国约有近20 。。万人
。

随着经济继续发展
,

城乡进一

一步开放搞活
,

这两部分农 民工还会继续增加
。

三
、

。

雇工阶层
。

这是现阶段农村的工人阶级
,

他们在很多方面同农民工柑似
,

不过
,

农民

工是受雇于乡镇集体企业或国营企业
,

而雇工则受雇于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

农民工为集

体
、

为国家劳动
,

而雇工则直接为私人雇主干活
。

当然
,

雇工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雇于资本

家的工人也是不同的
。

他们在农村仍还拥有足 以谋生的承包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

他们之所

以愿意受雇于私人
,

多数不是因为生活无出路
,

而主要是因为当雇工的收入要比在家种田高
。

雇工的收入
,

一般说不会比农民工低
,

但他们的劳动强度要比一般乡镇企业 的 农 民 工

高
,

他们的社会地位
、

所忍受的心理压力要比农民工严重得多
。

农民工至少在名义上是和乡

镇企业的管理者是平等的
,

有些确也有参加民主管理的机会
,

而雇工则明确是私人雇主的伙

计
,

在企业里一切要听从雇主的
,

经营决策当然无权过 问
,

至于收入
,

则相差非常悬殊
。

《解

放 日报》在今年 2 月 9 日曾报导过上海市个体户雇工的情况
,

称之为
“
雇工的三无

_

世界 ” ,

一是工作无 日夜
,

日平均劳动的时间在10 小时 以上
, 二是医疗无保障

,

雇工伤病
,

雇主概不

负责
; 三是雇工进退无手续

,

约有半数摊店的雇工是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的
。

《北

京晚报》 报导过北京市妇联调查的女雇工情况
,

大多数女雇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

有78 %

的雇工劳动在 1 0小时以上
,

95 %没有休息 日
,

雇主随意打骂处罚女雇工的现象几 乎 是 普 遍

的
,

有的还受到雇主的侮辱
。

虽然如此
,

大量的青年农民还是在 向城市和集镇移动
,

他们希

望在那里找到一个能挣工资的地方
,

今年春天数百万民工大流动就是证明
,

中国农村现在剩

余的劳动力实在太多了
,

面对农村的就业门路又是如此狭窄 !

现在全国的雇工有多少 ? 据统计
, 1 9 8 7年受雇于私营企业的雇工有 360 万人

, ¹ 而受雇

于个体工商户的雇工要多于此数
。
所 以全国的雇工约有7 0 0一 9 0 0万人 。

四
、

农 民知识分子阶层
。

在农村从事教育
、

科技
、

医药
、

文化
、

艺术等智力型职业的知
一

识分子
。

有两类
,

二类是具有非农业户 口 ,

属于国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干部和职工
,

他们的政治
、

生活待遇同其他干部职工一样
,

只是在农村工作
。

而另一类同他们做尸样的工

作
,

但因为是农业户 口 ,

身份是农民
,

其政治和生活的待遇
,

就很不一样
。

如在农村 的中小

学里
,

同样教课
,

‘

同样 当班主任
,

但一部分教员是国家正式职工
,

而另一部分则是 民 办 教

师
。

民办教员的职业是教员 (有的已从教20 多年 ) ,

但其身份还是农民
,

家里 还 种 着 承
.

包

田
。

在乡镇医院里
,

有农业户 口 的医护人员
。

在村里的乡村医生
,

一度曾叫赤脚 医生
,

虽然

有些是数代行医
,

医术高明
,

但身份还是农民
。

在乡镇的农业技术推广站
,

在乡文化馆也有

一 部分农
一

民身份的农业技术员和文化艺术工作者
。

据国家统计
, 19 8 8年从事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农民知识分子有30 9 . 3万人

,

从事卫生
、

福

利事业的有12 9 , 1万人
,

从事农村科学技术事业的有17 .

1万人
。

º 虽然我国农村的文教
、

科技
、

卫生
、

福利事业巫需发展
,

现在的机构和人员远远满足不 了农民群众生产
、

生活的需要
,

而且

农村这样的人才也是有的
,

初步估算
,

现在全国在农村的具有高 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约有20 0。

多万
。

但是近几年
,

农村的这种智力型劳动的事业发展得很缓慢
,

有很多地区还处于徘徊和萎

缩之中
。

如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农民知识分子
, 19 8 2年是358 万人

, 19 8 6年是315万人
, 19 8 8年只

有30 9万人
。

À 其中减少的一个原因
,

是因为按 国家规定有一部分民办教师转为国家的正式职

¹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估计数
。

º
‘

198 9年 《中国统计年鉴》
。

,

» 19 8 入 19 89 年 《中国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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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了
。

但从总的来说
,

是因为我们对农村智力型事业的政策不完善
,

从事农村智力型事业的知

识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政治
、

经济
、

社会待遇或保障
,

所以农村的科技
、

文化
、

教育
、

医药等

事业发展不起来
,

一部分从事这些事业的农民知识分子转去从事工业
、

商业等经济活动了
。

五
、

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
。

这个阶层是农村里拥有某项专门技术或经营能力
,

自有生产资料或资金
,

从事某项专业劳动或经营小型的工
、

商
、

服务行业的劳动 者 和 经营

者
。

他们是农村里的木匠
、

瓦匠
、

石匠
、

铁匠
、

弹花匠
、

裁缝
、

理发匠以及前些年才有的司

机
、

钟表
、

无线电修理等个体劳动者以及个体商贩和小商店
、

小饭铺
、

小工厂的经营者
。

农

村里的能人有两大类
,

一类向政治方面发展
,

当了乡村的干部
; 另一类向经济方面发展

,

成

了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
,

这类人原来大多是农村里的能工巧匠
。

实行联产承 包 责 任 制

时
,

他们同样承包村里的责任田
,

但二三年后他们就把主要精力转到专业技术劳动或个体经

营上去了
。

特别是国家的农村政策进一步开放
,

他们就把兼业变为主业
,

正式成为农村的个

体工商户
。

个体工商户这几年发展是很快的
。

(见下表) 1 9 81 年还只有 96 万户
, 1 9 8 6 年 就

有 9 20 万户
, 1 9 8 8为 1 0 7 0万户

。

而实际上还远不止此数
。

因为有一部分农村的木匠
、

瓦匠
、

裁

缝等劳动者
,

他们如果不开木匠店
、

裁缝铺
,

不搞经营活动
,

一般是不 申请个体工商业户执

照的
。

农村个体工商户发晨情况 (单位 :
万户

、

万人)

时 { 个体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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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汇编

。

现在各省
、

地
、

县都成立
一

r 个体劳动者协会
。

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一般都参加这个

协会
。

但二者还是有一点区别
。

个体劳动者一般都散居在农村里
,

而个体工商户多数集中在

集镇和交通
.

道 r1
、

码头等适于营业的地方
。

个体劳动者主要是靠 自己劳动
,

而个体工商户

除了自己参加劳动经营外
,

还雇有不超过 7 个人的帮工
。

在这一点上
,

个体工商户间私营企

业主有相同之处
。

六
、

私营企业主 阶层
。

私营企业主是指企业的生产资料私有
,

有 自主经营
,
以营利为目

标
,

且雇工在 8 人以上的企业主
。

私营企业主在 1 9 7 8年前是完全没有的
。

农村改革后的头凡

年也还没有
, 那时只有个体工商户和专业户

。

1 9 8 0年广东出了个养鱼专业大户
,

雇 了 几 个

工
,

在人民日报上展开了一场大讨论
,

争论雇工是不是剥削等问题
。

从那以后
,
雇工经营就

逐渐多起来
。

1 9 8 4年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
,

明确规定
: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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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土商户
,

一般是一人经营或家庭经营
,

必要时
,

’

经县
、

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
,

可以

请一二个帮手
,

技术性强和有特殊技术要求的
,

可以带二三个
,

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
。 ”

就

是在作这个规定的时候
,

由于个体经营的发展很快
,

所以实际上已经有了不少雇工人数超过

8 个人的企业
。

对此
,

初时
,

国家采取了不提倡
、

不宣传也不取缔的方针
。

直到 1 9 8 6年私营

企业 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
,

有关方面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

在19 87 年中央 5 号文件 《把农村

改革引向深入》 中明确提出了对私人企业实行
“
允许存在

,

加强管理
,

兴利抑弊
,

逐步引导
”

的方针
,

还指出
: “几年来

,

农村私人企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

事实表明
,

它作为社会主

义经济结构的一种补充形式
,

对于实现资金
、

技术
、

劳力的结合
,

尽快形成丰上会生产力
,

对

于多方面提供就业机会
,

对于促进经营人才的成长
,

都是有利的
。

私人企业有同 公 有 制 经

济矛盾的一面
,

本身也存在一些固有的弊端
,

主要是收入分配上的过分悬殊
。 ” 争论了多年

的私人企业雇工问题
,

至此有了一个结论
。

文件发布之后
,

私人企业迅速发展起来
,

有的本

来就 已存在
,

只是国家承认了合法之后公开而 已
。

1 9 8 8年
,

国务院发布了 《私营企业暂行条

例》
,

正式确立了私营企业的法律地位
。

据 1 9 8 7年统计
,

全国已有 1 2
.

5万户私营企业
,

而且

还有 10 万户名为集体挂靠企业实为私营企业
,

所以
, 1 9 8 7年的私营企业为2 2

.

5万家
。

¹ 其中
,

大部份在农村
,

按80 %计 ,

则农村有私营企业 18 万家
。

因为国家对私营企业管得严
,

征税多
,

对个体工商户管得松
,

征税少
,

再加上一般人仍有怕冒尖露富
、

怕当老板的顾虑
,

所以
,

各

地出现了
“七不上八要下

” 的状 况
。

有些个体企业可以扩大生产能力
,

但怕成为私营企业
,

所 以满 8 个就不再增加了
。

有的是事实上 已超过 8 个雇工了
,

也用各种办法只报 7 个
。

私营企业有三种类型
,

大多数是独资经营
,

也有联户经营和合股经营的
。

按上述18 万户

计
,

私营企业主约有20 多万人
。

这些人是近几年随着农村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风云人物
, 他

们有的原来就是乡村干部
,

有的是原来乡镇企业的负责人或乡镇企业 中跑供销的业务人员
,

有的是专业大户
,

有的则是一些 曾被判过刑
、

坐过牢的特殊人物
,

其中有部份是在非正常时

期被错捕
、

错判的
,

也有是确有劣迹而改造后浪子回头的
。

上述这些人都有很强的商品经济

经营意识
,

有冒险创业精神
,

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
。

他们在各自有利的条件和机遇下办成了

企业
,

经过艰苦的努力
,

几年功夫
,

就积聚了数十万
、

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元的财富
,

雇佣数十

数百人乃至超过千人
。

他们都是本村本乡本县的新闻人物
。

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就对很多人有

吸引力
,

激励很多人去效仿
、

开创
。

他们为了巩固已取得的经济地位并获得进 一步的发展
,

也在向政治方面发展
,

他们有的向县区主管科局挂靠
,

或者是聘请地方的觉政领导到企业担

任荣誉职务
,

或者是吸收这些干部的子女进厂就业
,

或者是投资办地方公益事业
,

资助文教

福利机构
。

他们中有的已当上各级人民代表
、

政协委员
,

有的还在竞选当地的行政职务
。

总

之
,

私营企业主这个阶层正在农村崛起
,

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支力量
,

我们要以正确的政

策
,

把他们的活动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
。

七
、

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
。

乡镇企业管理者是指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理
、

」

厂 长及主

要科室领导和供销人员
,

他们虽然没有名义上的所有权
,

但有集体企业的经若权
、

决策权
,

他们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
,

同农民工的关系是管理者
一

与被管理者的关系
。

乡镇企业的供销人

员有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
,

乡镇企业经营产品的供销
,

都不列入国家计划
。

乡镇企业需要的

原材料
,

要通过供销人员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采殉来
,

乡镇企业的产 品要靠供销人员通过各

种渠道和手段推销出去
,
供销人员的采购和推销对乡镇企业起着生死成败的重要作用

,

一个

¹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估计数
,

由1988 年拐月中新社报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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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几个供销人员掌握着整个乡
、

村办工厂的命脉
,

在相当多的乡镇企业里
,

供销人员的收入也

往往高于厂长和经理
。

因此
,

供销人员也应是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
。

乡镇企业的管理者有两类
,

‘

一类乡镇企业采取传统的经营
,

这类企业直接隶属于乡或村

的行政领导 ;
·

其管理干部向乡或村的干部有密切的联系
,

直接受他们的领导和指挥
,

这类企业

的管理者的地位与国省企业的领导相类似
,

他们的工资水平只略高于本企业的职工
。

另一类

乡镇企业采取粗赁
、

承包的方式
,

这类企业的领导干部有较大的 自主权
、

决策权和灵活性
,

所担负的贪任和风险也大
,

经济收入也多
,

这类乡镇企业的厂长和经理有不少方面同私营企

业主有相似之处
,

当然前者在名义上是没有所有权的
。

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有多少人 ? 这是个很复杂的间题
。

因为目前乡镇企业这个概念很庞

杂
,

界限不浩
,

因而调查统计很困难
,

据 19 8 7年国家乡镇企业局统计
, 1 9 8 6年全国有各类乡

镇企业 1 5 15
.

31 万个
。

其中包括
:

乡办企业4 2
。

5 5万个
,

村办 10 9
.

11 万个
,

村民小组 办 2 1
.

能

万个
,

联户办10 9
.

3 4万个
,

个体办 12 3 3
.

2万个
。

一共有五种形式
,

所谓五个轮 r 一起转
。

其

中联户办
、

干体办两种同个体工商户
、

私营企业互有交叉
,

有重复计算的部分
。

乡村两级办

的企业共有 lt5 立
.

74 万个
,

每个企业的管理干部平均按 5 至 6 人计
,

全国乡镇企业管理者当有

80 0万人
。

就全国范围来说
,

分布很不均匀
,

在珠江三角洲
、

长江三角洲
、

胶东
、

辽 南和大

中城市郊区等商品经济发达地区
,

乡镇企业多
,

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也多
,

厂长
、

经理
、

供销

人 员成群
,

也就是通常称之为农民企业家群
。

他们在当地的经济上
、

政治上 都 很 有 地位
,

很有影响
。

随着农村乡镇企业的继续发展
,

这个阶层的人数和势力正在迅速发展之中
。

八
、

农村管理者阶层
。

主要是指乡
、

村两级的农村基层干部
。

农村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

广大农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
,

党的方针政策要通过他们宣传贯彻
,

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各项任

务需要通过他们组织农民来完成
,

农民群众的意见和愿望需要通过他们反映上来
,

农村干部

是农村政治
、

经济
、

社会生活的组织者
、

管理者
。

1 9 8 8年全国有2 0 8 5 9万农户
, 8 6 7 2 5 万农业

人 口
,

组织成5 6 00 2个乡镇
,
7 4 0 3 7 5个村

。 ¹ 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

政治的安定
,

经济的发

展
,

社会秩序和
.

治安的维护
,

靠着这儿十万个农村基层党政组织
,

靠着几百万农村干部的工作
。

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是随着我们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

废除了地主
,

国民党的旧政权而逐

步建立起来的
,

历经战争
、

土改
、

合作化
、

公社化
、

农村改革等政治经济运动
,

目前的基层

组织则是由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组织直接演变而来
。

我们的农村干部也是在农村历次政治经

济运动中遂渐成长起来的
。

现在
,

故争年代的干部已经极少了
,

土改
、

合作化时期的干部还

有一些
,

大多数是人民公社化时的干部
,

农村改革之后
,

强调干部要年青化
、

革命化
、

知识

化
、

专业化
, ‘

又
、

有一大批有文化的年青农民充实到农村干部队伍里来
。

农村干韶有四类
。

一类是脱产干部
,

他们是乡镇党政经机构里的主要领导和专业干部
,

例如乡镇党委的书记
、

委员
、

乡镇长和各专业助理员
,

以及粮站站长
、

供销社主任等
,

他们

属国家编制 , 领国家工资
,

有非农业户 口
,

本人已不是农民
,

但他们的任务就是 做 农村 工

作
,

领导农民实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任务
,

他们是农村各项工作的决策者
,

起承上启下

的关键作用奋这部分干部的总数
,

大约是当地农民总数的 1 %左右 。

第二类是半脱产干部
:

,

他们是乡镇党政经机构里的业务干部和工作人员
,

例如乡镇党政

办公室的办事员
,

助理员的助手
,

以及粮站供销社等机构的工作人员等等
,

有少数突出的也

有担任领导土作的必但他们都是农业户口
,

身份是农民
,

由乡镇政府参照干部工资和本地的

¹ 198 9年 《中国统计年鉴》
。



经济发展情况发给补助工资
、

.

他们都是本地人
,

·

是辅助乡镇党政机碱
导午部工作的可鱼然

不属于决策层
,

但在当地是很有影响的
。

这类干部人数大致相当于第一类干部
,

在经济发达

乡镇
,

由于各项事业发展
,

这类干部的人数则大大超过第一类干部
。

第三类干部是享受常年固定补贴的干部
,

他们是村党支部书记
、

村 民委员会主任奋
·

副主

任和会计等村级组织的主要领导干部
。

他们是不脱产干部
,

农业户 口
,

‘

本人身份是农民犷家

里承包有土地
,
但他们是村里各项工作的承担者

、

决策者
,

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基层组织的负

责人
。

他们同时也是发展集体经济集体财产的组织者
、

管理者
,

他们的工作如何
,

对当地对

全局的影响是很大的
。

所以
,

他们是农村管理者阶层的中坚力量
。

按国家规定村级主要干部

一般是 3 至 4 人
,

大村和经济发达的村也有 5 至 6 人的
,

全国当有30 0一40 。万人
。

‘

第四类干部是村里享受误工补贴的干部
。

这是指村团支部书记
、

妇联主任
、

民兵连长
、

治保
、

调解委员会主任以及村民小组长 (原来的生产 队长) 等村干部
,

他们都是农村里各群

众团体的负责人
,

协助村党支部
、

村委会开展各项工作
。

这类干部的人数是不固定的
,

各地

区差别很大
,

就在同一地 区
,

由于各村开展工作的水平不同
,

这类干部的人数和作用也不相

同
。

但这类干部往往是村级主要干部的后备力量
,

所 以
,

这 类 干 部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
。

这四类干部组成农村管理者阶层
,

他们是党和国家同农民之间的 中介
,

党和 国 家 的政

策
、

任务靠这批干部去贯彻实现
,

农村的各项建设和各种工作靠这些干部去组织和领导
。

他

们既代表国家利益
,

也反映农民的意愿
。

因为我们的干部
,

特别是党的干部 (包 括 村党 支

书 ) 基本上都是由上级任命的
,

所以现任的农村主要干部更多的是代表 国家利益
。

农村改革

的头几年
,

农民得到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

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

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

格
,

那几年农民对 国家的政策很满意
,

农村的干群关系也很好
。

近几年
,

由于工农业产品剪

刀差扩大
,

定购农产品价格太低
,

农用生产资料供应紧张
,

价格猛涨
,

农民有意见
,

农村里

特别是以农为主的地 区
,

干群关系有些紧张
,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

我国农村经过改革
,

8 亿农民逐渐分化成上述 8 个阶层
,

就 目前来说
,

他们之间的组成

大致如下表
:

中国当今农民阶层结构 (% )

农农民知识识 个 体 劳 动者者 私 营营 乡镇企业业
、

农 村村

分分 子子 和个体工商户户 企业主主 管 理 者者 管理者者

该该阶 仁
’’’

{ {{{ 555 0
。

1一0
。

222 333 ‘‘

层层在 “一577777 {
,

.

, 一22222222222

农农 民 }}}}}}}}}}}}}}}

总总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中中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 {{{{{{{{{{{{{{{

此表是根据我们的典型调查和国家统计资料推算而编制成的
,

只是反映 目前我国农民的

概况
。

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不 同
,

各个阶层的组成情况就很不相同
。

在经济发达地区
, ”

农业

劳动者的人数就少
,

而农民工
、

雇工
、

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
、

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管

理者就多
。

在经济落后地区
,

农业劳动者就多
,

上述五个阶层就少
。

从整个国家来说训随着

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入
,

农村产业结构继续调整
,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农业劳动者这个阶层

、
勺



会继续减少
。

而农民工
、

农民知识分子
、

个体劳动者
、

个体工商户和乡镇企业管理者等浑层

会继续增多
,

而且还会分化出新的阶层
一

,

雇工和私营全业主这两个阶层则要看我们国家对私

营经济的政策
,

如容许继续发展
,

则会增长得很快 ; 如加以限制
,

则会相应减少
。

从总体来说
,

中国的传统农民
,

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
,

正在向兼业农民和非农

民方向转化
,

其转化的速度
,

决定于当地城乡商命经济发展的水平
。

在 目前的农村
,

农业劳

动者和农民工是两个主要的社会阶层
,

他们的人数约占农 民总数的80 %
。

因此
,

我们的农村

政策应该较多地考虑这两个主要社会阶层的利益和要求
,

他们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

量
。

他们安定了
,

农村社会就安定了
,

他们积极 了
,

农的政治经济形势就好了
。

第四
,

农民收入J. 加了
,

农民的生活 . 泊得到改普
,

一部分农民已经先 , 起来
,

农民之

间收入班跪拉大
,

仍有一小部分农民还没有解决组饱向班
。

解放以后
,

农民收入增加
,

生活改善较快的时期主要是两次
,

一是解放初和第一个五年

计划时期
,

那 8 年农业生产连年增长
,

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

第二个时期就是农村 改 革 这 10

年
。

因为从1 9 5 8年以后
,

由于左的路线错误和自然灾害
,

出现了三年困难
,

许多农村伤了元

气
,

农民生活很困难
,

有的甚至倒退到解放初的水平
。 1 9 6 2年后经过调整

,

生产恢复
,

生活

略有改善
,

但1 9 6 6年后又折腾 10 年
,

农业生产长期排徊
,

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停滞不前
。

直到

1 9 7 8年全国农民的年纯收入才 1 34 元
。

有 3 3
.

3 %的农民在10 0元以下
,

连基本温饱都得不到
。

农村改革10 年
,

随着农业生产的增长
,

农村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

农

民收入增长很快
, 1 9 8 8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 5 45 元

,

比 1 9 7 8年增长三倍多
。

平均每 年 递

增 1 5
.

6 %
,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

实际每年增长 1 1
.

8 %
,

超过 了
“一五

”

期间平均每年递增 4 %

的速度
。

经过这10 年
,

农民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吃饭间题
,

这是我们各级人民政府经常为之操劳的大问题
。

我国只有占全世界 7 %的拚

地
,

要养活占世界22 %的人口
,

这确是个困难的问题
。

直到1 9 7 8年
,

我国 8 亿多农民的平均

口粮才达到每人 2 4 8公斤
。

按说
,

是能吃饱了
,

但这是平均数
。

当年有3 3
.

3 %的农民年均纯收八

在 1 00 元以下
,

其中有20 %还在70 元以下
,

这部份农民就是在当时的物价条件下
,

吃饭问题也

还解决不 了
。

到 19 8 8年
,

农 民平均 口粮达到2 60 公斤
, 人均收入达到5 15元

,

人均2 00 元以下的

占5
.

3 %
, 1 5 0元以下的占2 %

。

所 以我们说
,

经过改革
,

农民的吃饭问题是解决 了
,

或者说
,

基本解决了
。

农民不仅是吃饱了
,

而且吃的质量也提高了
。

1 9 7 8年人均 2 4 8公斤 口粮中
,

细粮

只 占49
.

6 %
,

而 1 9 8 8年人均 2 60 公斤口粮中
,

细粮占8 1
.

2 %
。

1 9 7 8年农民人均消费的肉禽蛋鱼

只有 7
.

6 5公斤
, 19 8 8年增加到 1 6

.

15 公斤
,

增加一倍多
。

食油从1
.

96 公斤增加到 4
.

76 公斤
,

酒

从 1
.

2 2公斤增加到5
.

9 3公斤
。

住房改善
。

1 9份8年
,

全国农民每户平均居住3
.

64 间
,

人均居住 8
.

1平方米
,

其中63 %是土

房和草房
。

农村改革以后
,

农民收入增加
,

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
,

农民把精力放到改善居住

条件上
,

全国掀起建房热
,

10 年来
,

全国农村共新建住房盯亿平方米
,

有7 5 % 的农民住进 了

新房
。

户均住房 5
.

45 间
,

人均住房提高到 1 6
.

58 平方米
,

比1 9 7 8年增长一倍
,

在住房而积中
,

大

多数是砖木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
,

砖瓦房所占比重由1 9 7 8年的37 %上升到 19 8 6年的58 %
。

1 9 7 8时
,

农村很少有住楼房的
, 1 9 8 3年 已占13 写

, 1 9 8 8年增加到23 %
。

¹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

区和大城市郊区农民住房基本上已实现 了楼房化
,

少数富裕农民已建造了别墅式洋房
,

堪与

城市的高级住宅媲美
。

¹ 注 :
本页数字来源

: 198 9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 《奋进的四 卜年》 (中国统计出版让)



,

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1 9 8 7年时

,

农 民的收入很少
,

消费的重点是满足生存的墓

本需要
,

吃占的 比重最大
。

农村改革后
,

农民收入增加
,

不仅吃饱吃好了
,

而且吃在整个消

费支出中的比重下降
,

增加了住房和耐用消费品以及文化生活
、

生活服务等方面的支出
,

详

见下表
。

农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年年 份份 生活消费总支出出 吃 ⋯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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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1 98 9年 《中国统计年鉴

、 和 《奋进的 四十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
。

农民的消费结构的排列原来是吃
、

穿
、

烧
、

用
、

住
、

文化
,

现在是吃
、

住
、

用
、

穿
、

文

化
、

烧
。

这 10 年吃穿烧所 占比重是逐年 卜降
,

而住
,

用
、

文化三项则是逐年增加的
,

这表明

农民的生活质量确实提高了
,

农民的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

上表反映的是全国的平均情况
,

总体表现了我国农民经过 10 年改革
,

生活得到了改善
,

但也不能忽视另一方面的情况
,

这就是地 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
,

同一地 区内部
、

农户之

间收入差距也拉大了
,

有的甚至相当悬殊
。

由于 自然条件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

我国农

民的纯收入 自西 向东呈阶梯形增长
。

东部沿海诸省农民的收入多
,

增长快
,

中部次之
; 西部

诸省农民收入少
,

增 长慢
。

以全国收入最高的上海市农民与收入最低的甘肃农民相比
, 1 9 8 8

年上
_

海农民纯收入 1 3 0 1元
,

比 1 9 7 8年的29 0元增长3
.

5倍
, 1 9 8 8年甘肃农民纯收入 3 40 元

,

比

1 9 7 5年的 9 5元增长 2
.

5倍
。

收入差距从 1 9 7 8年的2
.

9 6 : z 扩大到 1 9 8 8年的3
.

8 3 : 1
。

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地区
、

同一县
、

同一乡
、

同一村内
,

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

大 了
。

开始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时
,

农户间分得的承包土地和生产资料是基本相同的
,

但由

于农户间的劳动力多少
、

强弱不同
,

主要劳力的文化素质
、

经营能力不同和社会关系不同等

原因
,

经过几年之后
,

农户间的收入差距拉开 了
,

特别是一部分兼营或专营第二
、

第三产业

的农民
,

诸如私营企业主
、

个体工商户和乡镇企业的一些厂长
、

经理
、

供销人员等
,

率先富

裕起来
,

成了万元户
、

几十万元户
、

几百万元户
;
而那些家庭劳力弱小

,

单一经营农业
,

缺

乏资金和门路的农民
,

则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维持
。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
,

农民中各个

阶层的收入差距拉开有一定的必然性
,

改变了原来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状况
,

有利于开展竞

争和提高效率
。

但 目前有一部分人并不是靠正当经营
、

勤劳致富
,

而是靠非法经营
、

偷税漏

税而暴富起来的
,

这就应该加强市场和税收等方面的管理
,

对他们加以限制
。

而且
,

农户间

收入差距过分悬殊
,

也会造成农民心理上的不平衡
,

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

不利于整个

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

第五
,

农民的文化案质提离了
,

农民的价值观念有了很大变化
。

解放初
,

我国农业劳动力7 0 一8 0 %是文盲半文盲
,

在农村里
,

识文断字的人很少
。

合作化

时
,

生产队找个会计都很困难
,

那时一个高小毕业生
,

回乡就被称为知识青年
。

经过30 多年

。的努力
,

特别是改革10 年来的发展
,

农民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了
。

据全国农村抽样调查总队的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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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

,

1 , 盯年
,

每百个农村劳力的文化程度如下
:

大专程度0
.

“人
,

中专 0
.

37 人
,

高中6
.

79

人
,

初中29
. ,

39 人
,

小学38
.

40 人
,

文盲半文盲汉
.

99 人
。

按 19 8 7年全国农村劳动 力 3 9 000 万

推算
: 我们

一

现在农村有高中程度的劳动力 2 6 4 8万人
,

初中程度的劳动加
14 6 2万人

,

这是一支

很巨大的力量
。

19 8 8年
,

我国农村有高中5 9 3 3所
,

初中6 0 3 8 9所
,

毕业的高中生64 万人
,
初中

生 7 55 万人
,

还有农业职业中学 4 5 0 0所
,

每年毕业30 多万人
。

另外还有5 00 多万成年农民参加

广播
、

函授
.

业余等各类学校学习
,

提高文化和技术
。

据1 9 8 9年 《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推

算
,

全国农村现有1
.

08 亿台收音机
, 6 5 5 8万台电视机

,

还有8 0 2 5万户有有线广播喇叭
。

广大

农民通过广播和电视获得各种信息
,

增长知识
,

开拓视野
,

潜移默化
,

文化素质正在不断地

提高之中
。

存在决定意识
。

农村改革10 年
,

由于生产关系的调整
,

商品经济的发展
,

生产的增长
,

生活环境条件的改善
,

使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

中国农民长期受重本抑

末的思想束缚
,

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的圈子里
,

合作化以后
,

又生活 在 集 体 生

产
、

统一分配的产品经济的条件下
,

农民的商品意识很差
,

鄙薄商业
,

认为从商下贱
、

无商

不奸
。

农村改革开放
,

农民投身到商品经济的洪流中
,

商品经济的观念逐渐树立起来
,

就是

种田
,

农民也开始学会计算成本
,

注意投入产出
,

注意市场动 向
,

比较种什么 1上物赚钱多二

利益大
。

如果说
,

在人民公社条件上
,

农民只是劳动农民
,

实行包产到户以后
,

农民是生产

农民
,

那么
,

现在很多农民已是经营农民
,

有的还直接从事商业活动
。

不仅是东部沿海地区

有很多农民从商
,

就是中
、

西部地区也有很多农民从商
,

连少数民族地区的农
、

牧民也纷纷

上街摆摊卖货
,

玩起秤陀来了
。

1 9 8 8年
,

我们在山东陵县边临镇调查
,

有90 %的农户表示
,

只要有资金
、

有机会
,

他们都想出去做工
、

做买卖
。

重土轻迁
、

恋乡恋家
,

这也是中国农民的传统观念
。

所谓
“在家千 日好

,

出门一日难
” ,

-

农 民不肯轻易出门
,

更不肯迁移外居
。

但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
,

由于比较利益的诱导
,

农

民特别是中青年农民不离故土的传统观念淡薄了
。

只要能跳出农门
,

只要能进城
,

只要能赚

钱
,

那里都去
,

现在涌到城镇去做工经商
,

涌到边远地区去淘金
、

挖 矿 的 农 民
,
已 超 过

2 0 0 0万人
。

还有更多的农民在寻找机会出来
。

工农差别
、

城乡差别的客观存在
,

成为农民离

农倾向的推动力
。

农民离土离乡的 目的
,

现实的希望是通过做工从商
,

获得更多的利益
,

叮

高的目标是能
“农转非

” ,

得到城市的居民户口
,

成为正式工人或干部
,

有工资
,

有公费医

疗
,

有铁饭碗
。

有些农民为此而奋斗了终身
,

生前得不到
,

临死了
,

叫子女在他灵 而火化 专

门绘制的城市户 口准迁证
、

工作证
、

公费医疗证
,

企求到阴间成为城里人
。

更多的农民则比较

现实
,

自己跳出农门无望 了
,

就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

我们对陵县边临镇1 65 户农民调查
,

有83 %的农民希望 自己的子女考上中专或大学
,

因为这是现在唯一可以
“农转非

” 的可靠通

道了
。

传统的中国农民是爱国守业
、

视耕地为命根的
,

但经过近 40 年的上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

不断更迭
,

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淡薄了
。

实行包产到户
,

农民对承包耕地有了经营自主权
,

并且

明文规定 15 年不变
,

经营权可以继承
,

也可以 转让
。

但农民总觉得耕地不是 自己的
,

不愿在土地

上下功夫
,

普遍不愿进行力所能及的农田基本建设
,

有钱也不对土地投资
,

普遍少施不施有

机肥
, 就是很明显的例证

。

但为什么有很多地方的农民
,

从事了工业
、

商业的经营或劳动
,

收入也足以保障生活的需要
,
仍不肯把承包耕地交还给集体或转让出去呢全这是因为这些农

民仍怕政策多变
,

一旦不准从事工商业或经营失败 了
,

仍可有承包土地作为安身立命之所
,

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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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肯转让土地
。

但这不是农民爱惜土地的表现
,

一旦这些农民感到国家政维梅定
,

经营

的工商业收入也比较稳定
,

要他们放弃土地是不困难的事情
。 ·

一

飞

第六
,

农民的政治观念
,

政治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

我们党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夺取政权
、

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的
。

在反帝反封建的

长期革命斗争中
,

我们党同农民建立 了密切的关系
,

农民在民主革命斗争中获得丁解放
,

获

得了土地
,

农 民对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建国以后
,

广大农民群众在党和

政府的领导下
,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
。

毛泽 东 同 志 说

过
, “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 民
,

革命靠了农民援助才取得了胜利
,

国家工业化又要依靠农民

的援助才能成功
。” ¹ 实践证明

,

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农民都是跟着党

走的
,

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

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支伟大力量
。 ·

「

在五十
、

六十年代
,

农民同党的关系
,

可以用那时农民在 自家门上普遍贴的对联
: “听

毛主席话
,

跟共产党走
” 两句话来概括

。

土地改革
、

统购统销
、

合作化
、

公社化
、

农业学大

寨
,

这一系列大的政治
、

经济运动
,

农民都是跟党走的
,

那时
,

毛主席和共产党在农民中有

祟高的威信
,

即使在上述运动中
,

有些人在政治上
、

经济上的利益受到损害
,

农民也还是跟

着党走的
。

七十年代后期
,

农民强烈妥求进行农村改革
,

党和政府顺应民心
,

率先领
一

导农民进行农

村第一步改革
,

在全国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农民是衷心拥护的
。

这个时期的农

民同党的关系
,

可以用安徽凤阳县农民在大包十中提出的三句话来概括
: “

先交国家的
,

留

足集体的
,

剩 下是俺 自己的
。 ”

这本来是农 民针对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体制提出来的分配原

则
,

但在这里也明显地反映了农民的政治态度
,

表明农民是拥护党和国家的
,

国家观念和集

体观念是很强的
,

把对国家和集体的贡献放在第一位
,

表明农民十分通情达理
,

顾全大局
,

支持国家的四化建设和集体经济
。

八十年代的农民政治态度是怎样的呢 ? 实行了包产到户
,

农民成为商品生产者
,

农民同市

场逐步建立起各种联系
,

市场的波动
,

物价的升降
,

都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

会对农民产

生深刻的影响
。

近几年国家对粮棉等主要农产品实行合同定购
,

收购价格基本未变
,

而工业

品价格却上涨了很多
,

特别是化肥
、

农药
、

薄膜等农用生产资料上涨 了一
、

二倍
。

明文规定给

农民平价供应的化肥
、

柴油又往往不能兑现
,

这都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

农 民特别是主种

粮棉的农民对此反映强烈
。

近几年
,

各地农民通过各种形式表示他们的意见
,

有些农民还通

过贴门联的形式来表示
。

其中有一对是这样写的
,

上联
:

高价化肥我不买 ;
一

卜联
:
平价粮食

我不卖 ; 横批
:

请政府原谅
。

据了解
,

这样的门联在湖北
、

湖南
、

安徽
、

河北
、

吉林省农村

都有发现
,

说明这类意见比较普遍
。

这幅门联既反映 了农民对乱涨价的不满情绪
,

也反映 了

农 民要求等价交换的强烈愿望
。

公平交易
、

等价交换
,

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起码条件
。

农民

要求等价交换
,

要求平等地对待他们
,

公平交易
,

这是八十年代农民的特征
,

也是他们目前

的基本要求
。

据我的调查
,

现在农民家庭也是核心家庭 日趋增多
,

农村青年一结婚
,

多数就同父母分

家
,

另立门户
。

以前的三世同堂
、

四世同堂 已经很少了
。

现在的农村里
,

70 % 以上的户主是

钓岁以下的农民
,

他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
,

土地改革
、

合作化时
,

他们还未出生或还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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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他们夫多楚在为十‘七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
。

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同五十年代

的老农民是不一样的
。

对此
,

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
。

另外
,

前面说过
,

农民这个社会群体已经分化成了 8 个阶层
,

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
、

社

会地位己经很不相同
,

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
。

因此
,

我们的农村政策
,

应该

针对这些改变了的情况作相应的调整
。

我国农村耳前正处在甲场重大的变革之中
,

自给半 自给的自然经济正在向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转化、 传统的农 业正在向现代化农业转化
,

传统的农民正在向非农民和现代农民转化
。

本文论述的六个方面的变化
,

只是勾画了一个轮廓
,

.

远不是这场伟大变革的全貌
。

这场变革

是我国 8 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运动
,

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
,

必然会引起政治领

域
、

社会结构
、

思想传统等方面相应变革
。

这场变革对我国整个四化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
,

同时也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
。

研究这场变革的来龙去脉
,

总结变革中不断出现的新

情况
、

新问题
、

新经验
,

研究这场变革发生
、

发展的规律
,

协助党和政府按照运功发展的规

律
,

有计娜地
、

有步骤地领导好这场变革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

农村改革伊始
,

正是社会学重建的时候
,

在费孝通教授亲 自带领下
,

一批社会学工作者

首先就深入农村
,

研究小城镇等农村问题
,

写出了 《小城镇大问题》等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

报告
,

为农村这场大变革作出了贡献
。

可是这个中国社会学注意研究农村问题的好传统
,

后

来并没有很好贯彻
一

F来
,

研究农村问题的人越来越少了
。

我们有将近百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衬二会学研究所
,

能长期坚持下乡
,

认真研究农村问题的寥寥无几
。

近几年
,

社会学的几个刊

物上
,

很少有研究农村社会问题的文章发表
,

这方面的来稿就不多
。

出版社也很少出版农村

社会学方面的书
。

几个大学的社会学系开不出或不开农村社会学的课
。

所有这些
,

同我们国

家农村正在进行的这场伟大变革是很不相称的
。

社会学工作者应 该重视研究当今的农村问题
。

诸如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方向
、

趋势和规

律
,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
,

农村经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 ? 中国农民如何分层 ? 中国众多剩余农

业劳动力如何向非农业转移 ? 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建立 ? 中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

如何改变 ? 等等
,

这些都是巫需调查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

有志于农村事业的社会学工作者
,

特别是青年社会学工作者要积极地深入到农村改革的实际中去
,

调查研究
,

掌握 第 一 手 材

料
,

为完成这些课题而努力
。

这些课题的研究成果
,

都将对农村社会的发展
,

国家经济社会

的发展
,

国家的长治久安方面起很重要的作用
。

同时
,

也就在这个过程中
,

有中国特色的农

村社会学这门学科就会建立和完善起来
,

中国农村社会学的专业队伍也会 逐 步 形 成和发展

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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