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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乡村问题的表达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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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关 1949 年后中国乡村集体化问题，目前的学术界很少关注和思考它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

的问题意识之上，以及如何评价这种问题意识及其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一直认为贫困是乡村问题的

核心，并认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严重的自然灾害、人口过剩、政府提取过多、文化与技术落后等因

素造成了贫困问题。基于此，它提出了以集体化、水利化、机械化、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和文化与技术革命

等为中心的反贫困措施。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贫困是个历史性窠臼，中共的乡村问题意识具有合理

性，其反贫困政策与实践大多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意义，但人们却长期轻视乃至漠视这些因素，由此也造

成了一系列的悖论现象。对集体化时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如果不和中共的乡村问题意识结合起来，就不能

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甚至有可能陷入狭隘的权谋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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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erty and Anti － poverty: the CPC’s Expression and Practice about Ｒural Problems in the period of Collectiv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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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m the establishment of PＲC，the CPC has always thought that the poverty is the focus of the rural problem，

and thought it was caus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backward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and productivity，serious natural disas-
ters，overpopulation，excessive reserve of government，backward culture and technology ，and etc． Accordingly，the CPC has put
forward many anti － poverty measures，including collectivization，irrigation，mechanization，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
tion． Paying a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issue consciousness of CPC，the current researches frequently fall into the narrow Machia-
vellian，and caused a series of paradoxes in explaining and evaluating the change of the era of collective China． To break
through the above paradox，we must go beyond the issue consciousness which neglected the historic cocoon and centered on the
current needs，and rethink the discourse form about the rural poverty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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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1949 年后中国乡村的集体化问题，学术界已有

诸多的研究①，其价值与意义毋庸赘言。但认真分析这

些研究，其中也存在不少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与现象，举

其要者如: 一方面这些研究甚少关注和思考集体化运动

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上，以及如何评价这种

问题意识及其影响; 另一方面，许多研究的基本立场、思

想依据、乃至话语风格，都没有跳出官方表达的基本逻

辑: 要么是对当年理论的简单重复，要么是以今论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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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见之明”。此外，更不乏自相矛盾之论，例如，有学者

一方面批评集体化时代各种措施的“激进”与不切实际，

另一方面却又依据这种不切实际的计划来评判集体化的

成败得失; 有学者一方面把集体化的失败原因归结为

“主观脱离实际”，强调其“模糊了农民的家庭利益”，无

法“充分调动出其劳动积极性”，但同时又认为“农民自

身的自私性难以根治”是“令人深思的历史教训”。在笔

者看来，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深化集体化问题研究，

相关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关怀也得不到彰显。谨此，

略做一尝试，并请批评指正。

一、贫困: 中共视野下的乡村问题

有关集体化体制建立的背景与旨向，既往的研究主

要强调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高层的社会理想、特别

是向苏联经验( 超经济提取农村积累以发展工业) 的学

习等因素①。不能否认这些因素的重大影响，但整体上

看，这还不是其逻辑的原初点，更具有底层结构意义的应

该是中共及其新政权的乡村问题意识，进一步说，在中共

视野中，乡村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症结在哪里? 这是集

体化运动的起点，也是全面客观评价集体化运动不可或

缺的关键环节。

梳理中共基本文献可以发现，贫困是集体化时代的

中国特别是中国乡村的核心问题所在。

贫困落后是近代中国乡村的基本面相，在中共看来，

造成贫困的基本原因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帝国主义

经济侵略以及官僚资产阶级的压榨，这正是中国革命的

发生根源。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土地改革的完成，上述障

碍逐渐被清除，中国乡村的发展也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但事实上，乡村贫困的基本面相并没有得到立刻改变。

对此，中共高层始终有比较清醒的共识。中共最高领导

人毛泽东自新政权建立起，就持续不断地强调中国的贫

穷问题。1956 年初，他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按语”中说，中国“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

几十年时间”②; 次年 2 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问题”的谈话中说，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经

济、文化落后，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都很低，

“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③; 1960 年 10 月，他在接见斯诺

时说，“比起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是前进了一步”，但并

没有解决问题，“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

长的时间”④。直至去世前的 1975 年，他在会见泰国总

理克立·巴莫时，还强调说: “共产党不可怕，而真正可

怕的是贫穷”。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有相似的认识。周恩

来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中国农业生产落后，耕地面

积不足，农民生活水平很低，强调“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

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

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

达到目的”⑤; 刘少奇也曾指出: 应该承认，我们在经济方

面有相当大的困难，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

油等东西不够; 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 用的也不那么够，

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对于乡村贫困的症结所在，中共亦有大量的、不间断

的总结与反思。概括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

( 一) 生产关系及生产力的落后。具体说，就是小农

生产的分散性及其生产技术的落后。其具体表现就是中

国的农业生产主要由个体农民( 约一亿户) 来承担，以一

家一户为单位，使用着古老的农具，靠人力、畜力耕耘，靠

人工肥料，进行小块土地的分散经营。在中共看来，这种

生产方式严重制约着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 1) 农民在思想上表现出较多的“保守性和患得患失心

理”，不利于其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 ( 2 ) 农民无力采用

新式农机具和耕作制度，不能尽快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

农产量; ( 3) 无力抵抗自然灾害，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

农民沦为灾民; ( 4 ) 生产能力低，不但不能满足整个国

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自给能力也严重不足; ( 5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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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上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不利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

衡发展①。
( 二) 自然灾害的破坏。农业生产是建立在自然环

境之上的，就难以避免自然灾害的冲击与破坏。翻看

1949 年后中国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主流媒体的话题，

有关自然灾害及抗灾防灾的讨论，可以说从年头到年尾，

年年不断，难以数计。例如，1952 年 12 月政务院会议指

出:“旱灾对我国的威胁是极其严重的。三年来全国虽

然做了不少的防旱、抗旱措施，但直至目前，北方地区能

够灌溉的耕地面积比例尚很少，南方地区大部分的水田

也还不能抵御稍长时期的干旱”②; 1953 年 10 月，毛泽

东在相关谈话中指出，中国的自然灾害有 6 种，即“水、

旱、风、虫、霜、雹”，它们每年给 中 国 农 村 造 成 2000—
4000 万灾民，而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几十年③; 1954 年 9

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农业在 1953 年因为有

较重的自然灾害没有完成计划”，“今年因为长江和淮河

流域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农业生产计划也不能完成”④。

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及其损坏更是异乎寻常。
1959 年 9 月，农业部党组在报告中指出，该年灾情特别

严重，“是 解 放 以 来 所 未 有 的，在 解 放 以 前 也 是 少 见

的”⑤; 1961 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指出，1960 年中国

的全部耕地一半以上受灾，“这样的 灾 害 是 百 年 未 有

的”，受此影响，该年农业生产计划和相关轻工业生产计

划都没有能够完成⑥。可以说，自然灾害是新中国乡村

始终无法摆脱的梦魇。
( 三) 人口过剩造成的人均生产和生存资源严重不

足。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过剩问题即已引起中央

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务院在 1952 年曾指出，因耕地不足

而凸显的人口过剩问题，此前即有，即使土改的完成也没

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⑦; 1955 年，卫生部在有关“节

制生育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说: 中国的人口已

经 6 亿以上，而且每年还要增加 1200—1500 万，人口的

快速增加已经使国家和家庭均感困难⑧。人口过多且增

长过快，使得“吃饭”这一关乎民众基本生存条件的活

动，逐渐成为中共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不断予以

重复和强调。例如，1953 年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中指

出:“人口增长得太快”，每年新增人口所消耗粮食达 75

亿斤，使得“节育成了政治问题”⑨; 1959 年 4 月，毛泽东

在致信各级地方领导时强调: “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

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瑏瑠; 1960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 “无论如何，六亿五千万人的吃

饭问题，还是头等大事”; 8 月，中央又发指示强调:“民以

食为天，吃 饭 第 一，必 须 全 党 动 手，全 民 动 手，大 办 粮

食”; 同月，中央再发指示:“坚决贯彻执行‘吃饭第一’的

精神”瑏瑡; 1975 年 10 月，《人民日报》发文强调: “吃饭是

第一件大事，这是一个简单的、千真万确的真理!”瑏瑢可以

说，对吃饭问题的焦虑，始终贯穿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 四) 政府提取过多造成农民负担沉重。其主要表

现有: ( 1) 超标征收农业税。例如，1952 年 11 月中共中

央在一份文件中批评指出，有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在征收

农业税过程中层层加派、任意摊派，大大超过了原计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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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加重了农民负担，“引起农民不满”①。事实上，在此

之前，毛泽东在给谭震林的信中也曾严厉指出，部分农民

因负担太重而“无以为生”②。( 2) 粮食超额征购太多。

随着统购统销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强化，以强迫命令和乱

批乱斗方式征“过头粮”的现象，在各地普遍发生，由此

搞得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③。对此，刘少奇曾有

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分析。他指出，历史上，地主阶级总

是挤农民的口粮，地主阶级被打倒后，实际上是城里人跟

农民争饭吃，争肉吃，争油吃，争鸡蛋吃，争棉花，争麻，等

等。很多东西统统被收购起来，农民很不高兴。这样一

来，就使工农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

是很危险的。它对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国家，甚

至于我们的社会，能不能继续维持和发展下去，是一个很

严重的问题④。( 3) “一平二调”对农民的剥夺。据中央

农村工作部统计，大跃进时期，全国无偿平调农民和农村

集体经济的物资折款总值为 250 亿元，如按当时全国乡

村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被平调财物 48． 89 元。这一数字

相当于 1957 年全国人均收入的 34． 43%，相当于 1961 年

全国农民平均消费数额的 71． 90%⑤。虽然事后进行了

最大限度的退赔，但其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摧残和农业

生产力的破坏，是难以用数字来衡量，也是难以在短时间

能够恢复的。有关该问题，中共高层有着诸多的总结反

思，包括毛泽东本人⑥。
( 五) 文化落后制约了乡村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

系的调整。首先是教育水平低。1955 年 6 月，国务院在

相关文件中指出:“农村的文化依然处在很落后的状态，

文盲依然占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若不逐步加以改进，将

成为今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障

碍”⑦。这种状况一直到“文革”前夕都没有根本改观。

据教育部 1965 年的统计，全国青壮年中有 40% 多是文

盲，学龄儿童中有近 30% 无法入学，50% 的高小毕业生

和 70%的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而这些人“主要分布在

农村”⑧。其次是卫生习惯不好。毛泽东曾指出，卫生工

作有利于生产、工作和学习，有利于改善环境、增强国人

体质，有利于促进生产大跃进和文化、技术大革命，但很

多人并不懂得其“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⑨。再次

是封建迷信思想比较重。文化部党组在一份报告中曾指

出，广大人民群众( 尤其是农民) “受迷信思想的影响比

较深”，烧香、拜佛、盖庙宇、塑菩萨、迎神、还愿、演鬼戏

等活动不断滋长，“戕害了少年儿童的心灵，妨碍了群众

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瑏瑠。

除以上外，干部贪腐、高利贷等问题也是导致乡村贫

困的重要因素，这在中共的相关文献中，有诸多的记录与

分析瑏瑡，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基于上，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反贫困体系，成为新中国

成立后中共必须面对和反复思考、设计与试验的一个核

心战略问题。

二、反贫困: 中共解决乡村问题的路径设计

毋庸讳言，集体化体制的建立与推行时期，是新中国

成立以后乃至整个中共历史上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

之一，正因如此，有关集体化时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始终

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并有众多卓有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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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成果。但是，如果这些研究不与中共的上述乡村问

题意识相结合，则其认识势必停留在空泛的政治层面，而

不能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甚至有可能陷入狭隘的权谋

论中。换言之，该时期构建或试行的许多基本制度与重

大政策，都与上述问题意识直接相关，都具有鲜明的“反

贫困”意象与设计，尤其表现于以下各点:

( 一) 强调以集体化生产取代小农生产，以追求“共

同富裕”。早在 1943 年 11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

英雄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组织起来是农民由穷变

富的必由之路”①; 1949 年 3 月，他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

说，对占国民经济总产值 90% 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

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其向

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任其自 流 的 观 点 是 错 误

的”②。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并

迅速成为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基本指导思想。例如，1953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农业互助合

作”等问题的谈话中说: “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

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③，指出: “不靠社会主义，想从

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

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

‘难矣哉!’”，强调“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

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

务”④; 1954 年 9 月，陈云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言时

说:“保证我国农民走向富裕生活的道路，不是发展农村

的资本主义，而是经过合作社走向社会主义”⑤; 1955 年

7 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一五”计划也强调: “必

须逐步地以合作化的农业代替分散的个体的小农业”⑥。

简言之，在中共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农民实现

“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它的这一坚定主

张主要源自以下思想，即在他们看来，与传统的、以家庭

为单位的个体农业相比，组织起来能够更快速、更广泛解

决落后与贫困问题，具体说: ( 1) 能够更合理地组织和利

用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国家援助，实现技术革新，发

展农业生产力，抵抗或者减少灾害，使农民迅速地“得到

很多利益和很大利益”; ( 2 ) 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扫除文

盲，能有效提升应对各种长期危害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

( 例如血吸虫病) 的能力; ( 3) 能够克服小农经济自发的

资本主义趋势，使农村避免重新走上“极少数人发财”和

“大多数人贫困和破产”的旧路⑦; ( 4) 便于实现农业生

产的机械化特别是大机器化⑧。1949—1978 年间，大规

模的集体化运动，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动和建立起来的。
( 二) 以水利化与机械化建设为重心，提升抵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共的这一思想可

以追溯至其革命初期，1934 年初，毛泽东在瑞金第二次

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即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的著名论断，强调应给予其“极大的注意”⑨。革命胜利

后，中共领导层更视此为解决乡村问题的基本手段而倍

加重视。就水利化而言，毛泽东曾在 1956 年指出，“兴修

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瑏瑠，提出在国家和基层农业

社分工合作基础上，在 7 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洪灾和

旱灾”，在 12 年 内“基 本 上 消 灭 个 别 大 的 水 灾 和 旱

灾”瑏瑡，并特别强调: “水利要搞八年十年计划，不要说

‘三个冬春完成’。十年以后还要搞，水利不要急，要长

期打算。”瑏瑢也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水利建设成为集

体化时代中国乡村的基本议题，中共中央曾为此先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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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颁发和批转了《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 1958 年 8

月) 、《关于水利问题的指示》( 1960 年 6 月) 、《水电部党

组“关于当前水利工作的报告”》( 1961 年 12 月) 、《水电

部党委“当 前 水 利 工 作 中 的 若 干 问 题”》( 1965 年 8

月) ①，组织动员了巨大的人、财、物资源投入水利建设。

就机械化而言，毛泽东曾斩钉截铁地对各级领导干

部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只有在一切能

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

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例如，大规模节省劳动力

以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

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

矛盾”，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等等; 呼

吁“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并提出

了“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

决”的农业机械化时间表②。他的这些思想，也成为改革

开放前中共制订相关政策时的基本理论依据。如 1962

年底召开的全国农业会议总结指出，要想根本性地提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用

现代的技术装备来装备农业，变人力畜力的手工操作，为

外燃、内燃和电气动力的机械操作”③; 1978 年初召开的

“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继续宣称和强调“农业的

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④，并誓言决战三年 ( 即到 1980

年) 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⑤。
( 三) 以“以粮为纲、多种经营”为基本指导思想，努

力解决吃饭问题和致富问题。有关粮食生产问题是集体

化时代中共念念不忘的头等国家大事。1953 年春，李先

念在题为《粮食问题不可掉以轻心》的讲话中指出: “我

国人多、地少、生产技术还落后，增产粮食是件头等大事，

不能掉以轻心”⑥。1958 年 6 月，毛泽东强调指出: “粮

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其中，“粮食及其他

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⑦; 此后，他进一步提出了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观点，认为这是解决农业问题

的办法⑧。1960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给各地党委、政府的

指示中要求:“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更不能丝毫放

松”⑨; 1972 年 4 月，《人民日报》社论高调宣称:“农业是

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没有粮食生产，

“就说不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瑏瑠。毋庸置疑，这种对

粮食生产的高度关注，正是源于前述有关吃饭问题的焦

虑。

同时，中共高层还主张发展多种经营以解决乡村贫

困问题。在他们看来，只有走多种经营的道路，才能真正

实现“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全面发展，概要

说: ( 1) 它能够综合利用各种劳动力资源，实行合理分

工，做到亦工亦农，人尽其才，有利于“解决我国人口多、

耕地少矛盾”; ( 2) 它能够充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特别是

土地和农作物副产品等，为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提供更

多的原料或货源; ( 3) 它能适应城乡民众生产和生活需

要的多样化，并且增加社员收入。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中

共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等

一系列专题或相关决策，并要求:“每一个人民公社和基

本核算单位必须尽一切努力，争取全面地增加生产增加

收入，不仅要增产粮食，还要增产各种农作物，发展多种

经营，发展林牧副渔，发展社办工业。”瑏瑡

( 四) 重视“文化革命”，以提升农民的生产技能。早

在 1933 年 8 月，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十七县经济建设

441

安徽史学 2016 年第 6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参阅《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中央文

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5—458 页，第 13 册第 415—
417 页，第 14 册第 858—865 页，第 20 册第 572—594 页。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1955 年 7 月 31 日)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 1955 年 9 月、12
月) 、《党内通信》( 1959 年 4 月 29 日) 、《关于农业机械

化问题的一封信》( 1966 年 3 月 12 日)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431—439、457 页，第 8 卷第 49、428 页。
《全国农业会议总结》( 1962 年 11 月 29 日) ，《建

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5 册，第 754 页。
陈永贵: 《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开幕词》

( 1978 年 1 月 5 日) ，《新华月报》1978 年第 1 期。
《夺取三年决战的胜利———祝第三次全国农业机

械化会议的召开》，《新华月报》1978 年第 1 期。
李先念:《粮食问题不可掉以轻心》( 1953 年 3 月

4 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册，第 108—109
页。

《关于向全军印发〈农业大有希望〉报告的批语》
( 1958 年 6 月 22 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中

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80 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94 页。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劳动力安排的指示》( 1960 年

5 月 15 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3 册，第 384
页。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人民日报》1972 年 4 月

16 日。
参阅《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工作的指

示》( 1960 年 5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

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1962 年 9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
( 1962 年 11 月 22 日) 、《全国农业会议总结》( 1962 年 11
月 29 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3 册第 388—
392 页，第 15 册第 610—611、700—704、754 页; 毛泽东: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 1955 年) ，《毛泽

东文集》第 6 卷，第 461 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

件的回顾》上卷，第 390—391 页。



大会”上就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

化的水 平，这 对 于 发 展 国 民 经 济 同 样 有 极 大 的 重 要

性。”①其中，农民又在中共文化革命战略中居于突出位

置，毛泽东曾指出“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

化”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

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

话?”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形势向“技术革命和文化革

命”的转变④，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特别是生产技能，也被

视为推动农村发展的关键所在。1956—1957 年，中共中

央在制订实施《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

纲要》期间，就把提升农民的教育水平与科技水平作为

其基本内容之一。例如，它要求大力推广业余文化学校，

“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大力提倡群众集体

办学，“逐步普及小学教育”; 大力推广先进生产经验，

“组织技术传授，发动农民和干部学习外社外乡外县外

省( 自治区) 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 积极繁殖

和推广农作物良种，各省、市、区、县“都应当建立种子管

理机构”; 加强农业技术指导工作，建立各级农业科学研

究、试验、示范机构和农机服务站，特别是要从具有相当

生产经验和一定文化程度的农民中间，遴选和培养初

( 中) 级的农业技术人材，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⑤。此

后，中共中央陆续出台一系列综合性或专题性举措以推

动乡村教育管理体制、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等问题的改革与发展，以及农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

体系的建立，例如《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1958 年 9 月

19 日) 、《关于农村扫盲、业余教育情况及今后工作方针

任务的批示》( 1960 年 4 月 2 日) 、《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

决定》( 1962 年 11 月 22 日) 、《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全国

农业会议的总结》( 1962 年 12 月 17 日) 、《关于半农半读

教育工作的指示》( 1965 年 7 月 14 日) ，等等⑥。

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确保上述措施的贯彻

执行特别是对集体化与共同富裕道路的坚持，中共还在乡

村地区密集地发起了一系列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的思

想教育与政治改造运动，如“社教”、“四清”、“文革”等等。

三、历史窠臼与当下悖论: 中共

乡村问题意识的再认识

沿着以上的问题意识与路径设计，中共在近 30 年的

乡村建设实践中取得了诸多显著成就，尤其是在前述几

个基础性领域。举其要者如下:

1． 农田 水 利 建 设 成 就 突 出。据 学 者 研 究，1949—
1976 年间，全国用于水利建设的资金近 800 亿元 ( 含地

方及社队自筹资金近百亿元) ，建成大型水库 308 座，中

型水库 2127 座，小型水库 83200 座，总库容量 4200 余亿

立方，分别是 1949 年的 51． 3 倍、125． 1 倍、69． 3 倍和 21

倍; 建成万亩以上灌区 5000 多处，机电排灌动力由解放

初的 9 万多马力增长到近 7000 万马力，机电井从零开始

发展到近 209 万眼，“使水患初步得以控制”。与此相

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由 1949 年的 23893 万亩增加到

73332 万亩( 1980 年) ，增加了 3． 07 倍⑦。
2． 农业机械化和化学化水平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

标，但其提升幅度之大及因此而产生之意义，同样不容小

觑。例如，据统计，与 1952 年相比，1980 年全国农用机

械总动力和农村用电量分别提升了 801． 4 倍和 641． 6

倍，大型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数量分别提升了 569． 9

倍和 95． 2 倍，化肥使用量提升了 162． 7 倍。参见表 1。

表 1 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机化进程

年度
农用机械
总动力

( 万千瓦)

大型
拖拉机
( 台)

联合
收割机
( 台)

农村
用电量

( 亿千瓦时)

化肥使用量
( 折纯

量·万吨)

1952 18． 4 1307 284 0． 5 7． 8
1957 121． 4 14674 1789 1． 4 37． 3
1962 757． 0 54938 5906 16． 1 63． 0
1965 1098． 8 72599 6704 37． 1 194． 2
1970 2165． 3 125498 8002 95． 7
1975 7478． 6 344518 12551 183． 1
1978 11749． 9 557358 18987 253． 1 884． 0
1979 282． 7 1086． 3
1980 14745． 7 744865 27045 320． 8 1269． 4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

国农业统计资料汇编: 1949—2004》，中国 统 计 出 版 社

2006 年版，第 21—24 页。

541

·贫困与反贫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1933 年 8 月 12
日)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25—126 页。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40 年 1 月) ，《毛泽

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92 页。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1945 年 4 月 24 日) ，《毛

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78 页。
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 1957 年 3 月 19 日)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89 页。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 修正草案) 》( 1957 年 10 月 25 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第 10 册，第 633—656 页。
参阅《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第 489—

498 页，第 13 册第 214—216 页，第 15 册 第 708—713、
740—762 页，第 20 册第 310—321 页。

参阅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 《新中国农田水利史

略( 1949—199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 页; 杨煜国:《毛泽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世纪行》
2009 年第 3 期; 王琳:《毛泽东水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 56—57、72—73 页。



3． 粮食生产虽然经历了“大跃进”等天灾人祸的冲

击，但总体保持了增长趋势。据统计，与 1949 年相比，

1980 年的粮食( 主要包括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薯类)

单产增加了 2． 66 倍，总产增加了 2． 83 倍。参见表 2。

表 2 集体化时代的中国粮食产量增长状况

( 单位: 单产: 公斤 /亩，总产: 万吨)

年度 1949 1952 1957 1962 1965 1970 1975 1978 1980

单产 68． 6 88． 1 97． 33 84． 66 108． 4 134． 1 156． 7 168． 5 182． 3

总产 11318 16392 19505 16000 19543 23996 28452 30477 32056

资料来源: ( 1) 国家统计局编:《1949—1984: 光辉的

三十五年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3

页。( 2)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业

统计资料汇编: 1949—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年

版，第 35—41 页。
4． 农村基础教育规模有了大幅度的扩张。以初等和

中等教育为例，据统计，1950 年时全国城乡在校中小学

生有 3022． 9 万人，占同期全部人口的 5． 48% ; 到 1978 年

时仅农村中小学在校生就达到 12878． 7 万人，是前者的

4． 26 倍，在同期农村总人口中的占比也达到 16． 30%。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个学生总数占全国中小学生总

数的 88． 1%，超过了同期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

( 82． 08% ) ①。

但集体化的乡村发展模式似乎并不尽如人意，随着

时间的推移，各种批评、质疑乃至否定的声音不断高涨，

其话锋所指仍是乡村的贫困问题。这种批评首先来自党

内。例如，党的最高权威媒体《人民日报》即刊文指出:

1978 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 70 多

元，有近 1 /4 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 50 元以下，平均每个

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 1 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

持简单再生产②。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也

曾指出:“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

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

泥土坯的，连床、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

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 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

不少农村还这么穷!”③1982 年后，中共开始全面推行农

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从而在实践层面否定了以人民公社

为基本载体的乡村集体化道路。许多理论和学术界人士

也在相关研究中把批评的焦点指向乡村贫困问题。例

如，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集体化使整个乡村出现了“普

遍贫困化”的趋势，8 亿多农民挣扎在温饱线上，其中 2

亿多人连温饱也难以维持，“处在绝对贫困的境地”④。

集体化体制下的乡村贫困是个毋庸讳言的事实，以

此为中心的研究分析自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但

同样不容讳言的是，这些研究与分析有意无意间忽略了

以下诸多关键因素:

其一，中共乡村问题意识的合理性。事实上，自晚清

开始，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精英分子就已经开始检讨中

国的落后、思考并设计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了，其中就大

量涉及中国乡村问题的表现、内涵、生成原因、解决方法

等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极具启发意义的观点，例如，“人

口膨胀所导致的生存资源紧张”，“自然灾害对乡村社会

生活的巨大破坏”，“政府剥夺压榨对民困的加剧”，“小

农生产方式的落后”，“西方列强侵略对中国乡村生产与

生活秩序的冲击”，“战争对乡村的破坏”，“地主豪绅对

农民的剥夺”，“商业与金融资本的巧取豪夺”，“社会奢

靡之风的不良影响”，等等。进入民国后，乡村问题进一

步加剧，不同政治信仰与社会阶层的代表纷纷提出了自

己的理解与主张，例如，国民党话语中的帝国主义侵略、

乡村金融枯竭、地权不均、乡绅土劣化等，中共话语中的

帝国主义侵略、阶级剥削，乡村建设派话语 中 的 农 民

“愚、贫、弱、私”的病象，经济学家视野下的土地不均与

资本缺乏，社会学家视野中的人口过剩、技术落后、国内

政治不良、政府剥夺太重，等等⑤。将晚清民国时期思想

界的讨论与前述集体化时代中共关于乡村问题的认知加

以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性。这一

方面说明，随着时代的变迁，乡村问题的内涵及表现会发

生诸多层面的转变，但从根本上看，它们大多是长期累积

起来的结构性问题，革命的胜利与政治的重建或可以在

短时间内予以缓和，但不可能有根本性、即时性的解决。

进一步说，集体化时代中共关于乡村问题的认知与表述，

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中国思想界相关理论成果的一个继

承、综合与提升，有着其显著的合理性。这是必须要明确

的。

其二，对近代中国而言贫困是个历史性窠臼。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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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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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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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

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
72 页) 和《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 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 出 版 社 1984 年 版，第

1001—1023 页) 等相关资料计算。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1979 年 10 月 6 日。
万里:《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中国经济时

报》1998 年 4 月 30 日。
陆学艺:《“三农论”: 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

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9、338—339
页。

参阅赵兴胜等: 《中华民国专题史·地方政治与

乡村变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4、20—42
页。



面，透过上述清末民初思想界的讨论可以发现，贫困问题

至少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已经存在且比较严重了，而造成

此种局面者既有社会政治层面的因素，更有人口多、土地

少、自然灾害严重、生产水平低等长时段结构性因素。这

也意味着反贫困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能寄希望于

短期的乃至一时的政治变革与政策调整。事实上，即使

经过改革开放 20 年后，到 2000 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仍高

达 9422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0． 2%①。另一方面，贫困

也是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自然环境特别是生存资源

禀赋状况的巨大差异，虽同处乡村地区，但那些内陆地

区、西部地区、偏远地区、山区的农民，远比城郊农民贫困

的多。有研究表明，1980 年时中国不同省之间农村人均

收入差异的 70% 是缘自人均土地数量与质量上的差

异②。这也说明，因此而产生的贫困，远非人力在短时期

内所能解决。

其三，中共的反贫困政策与实践大多具有基础性和

战略性意义。农村反贫困问题同样是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既需要宏观层面的产业、财政、社会等政策的支持，也

需要微观层面的生产、生活环境的改造，既需要向贫困者

直接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以解燃眉之急，更需要培育乡

村自身的反贫困能力。在这其中，包括农田、水利、交通、

教育、卫生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是“最为重

要”和“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③。从这个意义上说，前

述集体化时代的水利、农业机械与科技、基础教育、粮食

生产等领域的建设，其成就与意义是不容小觑的。事实

上，有关这点也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认同。哈佛大学铂

金斯教授即撰文指出，“无可怀疑的是，70 年代的旱涝灾

害对产量的影响小于 70 年代以前，所以，农村的某些重

要成就要归功于农村建设”。加州大学的马德森教授则

指出，尽管自 1950 年代中期以来“村民们的人均粮食产

量没有得到很大的增加”，但“经济的发展却已经逐渐地

给许多公社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利益”，例如，较好的道路

设施、部分电灯和通讯工具、新卫生所以及得到改进的卫

生技术等等。他还特别指出: 不断增加的农村人口本身

就是“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一种标志”，而且“这些

物质利益要比革命前更加均等地为全村人所享有”④。

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集体化时代的许多建设成就，一直

惠及当下。例如，据统计，截至 2004 年底全国计有大型

水库 460 座，中型水库 2869 座，全国水库总库容 5542 亿

m3⑤，以此与前述水利建设成就相比，可以发现其中多半

建设于集体化时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关心的重点不完全是集

体化的成败得失问题，更重要的是透过上述的梳理分析，

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更具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深层问

题: ( 1) 在思想理念、政策方向均具有合理性且在实践层

面亦不乏成就的情况下，为何乡村贫困依旧? ( 2 ) 批评

者为何轻视甚至忽视上述合理性与建设成就? 在笔者看

来，这虽然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但其背后的价值理念与思

维方式却有着共同性，这就是以当下需求为中心的问题

意识与话语形式。不能否认这种话语形式所具有的重大

现实意义，但必须同时认识到它也不可避免地遮蔽了更

广阔、更复杂的历史场景和更多元的利益主体与社会需

求，并进而导致了一系列悖论现象的发生。简单地说，在

实践层面，它表现为对即时获得感的追逐和凸显，政策上

急功近利，发展目标与评价标准单一。人们常常批评集

体化模式存在“急躁冒进”、“一大二公”、“重工业轻农

业”、“重城市轻乡村”、“重积累轻消费”等问题，根本上

看，它都是片面追求当下意义的结果。进一步说，正因如

此才出现了一幅奇怪的现象: 与轰轰烈烈、高歌猛进的农

村建设相比，农民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个别

地区“甚至倒退到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⑥。

在理论和学术研究层面则表现为认识问题的简单化

和表面化倾向。上述各种因素之所以被长期轻视乃至忽

视，原因即在此。由此，也催生了一系列更深层的问题:

( 1) 认识上的片面性。例如，黄宗智曾以“没有发展的增

长”来解释集体化时代的乡村贫困问题，认为集体化时

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农业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不但

没有促进劳动生产率和报酬的增长，反而使其停滞不前

甚或是有所下降⑦。这种分析的启发性是鲜明而显著

的，但问题也很明显，即把发展定义为狭义的、即时的个

人直接所得，而忽视了在基础建设领域的成就。同时，集

体化下的乡村贫困问题既有生产方面的因素，更重要还

是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及财富分配体制有关。就此而

言，笔者更同意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即在他看来，制

度低效( “在生产队体制下劳动的激励和生产率都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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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开发的新进展 ( 2011 年 11 月) 》，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 页。

④［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李

向前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1966—1982 ) 》，海

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51—552，537、7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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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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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2007 年版，第 161—162 页。
秦兴洪等主编:《新中国 60 年农村发展之路》，广

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8 页。
［美］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 规范

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自

序”，第 3 页。



于单个家庭农场和自愿形成的合作社下的劳动激励和生

产率”) 是导致农业生产乃至整个集体化体制危机的关

键因素①。( 2) 深陷自相矛盾的逻辑中而不能自觉。人

们常常一方面以急于求成来批评集体化模式下的各种激

进政策，另一方面又批评集体化没有解决乡村贫困问题，

但却没有意识到在做出此种评论时，自身潜意识中也存

在一种急于求成的心理。正如前述，乡村贫困是个历史

性窠臼，用一个累积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性问题，来评价

一个短期的政策与体制的成败得失，显然有失客观与理

性。( 3) 话语雷同、以今论古，缺乏理论或学术创新能

力。事实上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该类问题，有学者在讨

论人民公社史研究时即指出，在众多研究中，除了大量不

太符合学术规范的著述以外，还有部分论著是根据已经

出版的资料集或者二手资料做支撑，“其结论几乎都与

主流意识形态不证自明的观点相一致”②。

余 论

集体化时代是近代以来中国乡村转型最为剧烈和影

响最为深远的历史时期之一，如何推进该段历史的研究，

学术界已经有所关注和讨论。例如，有学者注意到历史

学者的“参与不多”，“许多成果只是下了事实描述的功

夫，很少个人的思考，更缺乏理论性的提炼”，强调“历史

现象的研究，最终还是要由历史学家来完成”，认为要

“做出合乎历史条件的解释”，首先要从历史资料的收集

整理做起③; 还有学者认为加强“各种史料的收集、整理

与研判”，是避免或减少重复性、增加研究学术性的最佳

途径④，等等。诸如此类的思考与建议都具有很强的指

导性。但在笔者看来，单纯的资料收集还不是根本方法，

或者说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需要视角的转变，特别是

重新思考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以下两点最为关键:

( 1) 如何看待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贫困问题。众所

周知，经济的工业化和人口的城市化，既是现代化的两大

基本动力，也是其基本的表象与特征。如果我们承认这

一点，那就也必须承认乡村的贫困与衰败几乎是现代化

进程中的一种必然乃至应然。由此，我们也就必须重新

审视近代以来的各种乡村建设理论、方针、政策与体制:

它们是基于长远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还是出于现实的

政治考量，抑或是一种复古的文化情怀? 它们在哪些层

面适应了现代化进程? 又在哪些层面偏离甚至逆现代化

潮流而动? 这些问题不解决，乡村建设的目标与方向就

不明确，事倍功半甚至半途而废的现象仍会发生。
( 2) 如何转换话语体系特别是看待农民在反贫困进

程中的角色与地位。近代以来，以“救济乡村”为名，各

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乃至学术团体，都进行过角度不同

的尝试，前赴后继，蔚为壮观。但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绝大

多数无疾而终，仅在思想史上留下点点记录，以至于发起

者无奈地发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与农民

应和而合不来”⑤的慨叹; 少数在社会实践层面发生具体

作用者，又被常常批评为“名为建设乡村，实为破坏乡

村”，特别是类似的慨叹与批评迄今不绝⑥。显然，问题

出在精英阶层所使用的话语体系上而绝不是农村和农民

身上。进一步说，长期以来，精英阶层习惯于从国家本

位、以同质化与本质化的思维来审视农民问题，始终把农

民作为被改造的对象来设计和安排，在思想观念上、政策

体制上，特别是产权制度上轻视甚至是漠视农民的自主

意识、自主能力特别是自主创造力，虽时代巨变，但这一

思维方式并没有根本性改变。这正是悖论发生的根源所

在。换言之，上述话语体系不变，各类悖论现象还会重复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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