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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 中国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经历了从合作社到人

民公社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方式的转变。合作化初期，带

来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呈现低效

率的运转，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剧增，农

业发展迅速， 但是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所带来的农业生产效

率的增加是边际递减的。 在现阶段如何促进农业生产的进一

步提高成为摆在人们面前迫切的任务。
一、中国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历史变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所承继的是一个被战争破坏的经

济，为尽快增强国力，政府采取了斯大林式的重工业导向的发

展战略，由于农业停滞对工业扩张有直接的影响，合作化被认

为是一种能促进农业和工业同时发展的战略。
（一）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制度

最初发展的是互助组这种形式，1953 年春起， 有较多数

量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1956 年 3 月通过的《农业生

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标志着基本实现了初级合作化，农民将

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作股入社，由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在高

级社阶段，农民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

及土地上附属的私有塘、井等水利设施，被一起转为合作社集

体所有。
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成立初期，生产资料实行单

一的公社所有制，取消了自留地，压缩了社员家庭副业。 后经

多次调整，1962 年以后， 绝大多数人民公社实行了 “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恢复和扩大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据 1962 年底统计，全国有人民公社 7.48 万个，平均每个

为 1794 户。 建国初期，形成如此大规模的农民集体行动在中

国农业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

先，1949 年新中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所承继的是

一个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各种生产要素缺乏，且生产因素得不

得合理有效的安排， 劳动力和劳动生产工具作为传统农业发

展必备的要素在当时的农村相当的匮乏。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几家农户合作， 有效的解决了劳动力及生产工具缺乏造成的

问题。 可见，农户之间的合作有现实的需要。
其次， 形成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坚持了自愿合作的原

则，形成集体行动首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是“搭便车”问题。刘

少奇在《合作社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指出“要保证在自愿与

两利的条件下，实行变工互助。允许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不允

许退出是不对的。”邓子恢在中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

工作报告指出“要发展这种互助合作经济也不能操之过急，而

必须根据下列原则有步骤、有计划的逐步前进……（乙）要严

格根据‘自愿’与‘互利’原则来进行互助合作，一切强迫命令、
勉强及只顾一方的行为与决定，都会破坏合作并妨害生产”[2]。
退出权赋予了高贡献农民的选择权， 提高了低贡献农民行使

偷懒、道德风险等行为的成本，使他们倾向于提高自身对合作

社的贡献，从而提高了合作社的运行效率。
此外， 农民集体行动的形成需要共同目标的支撑。 建国

后， 合作化作为一种能促进农业和工业同时发展的战略受到

执政者的追捧，这与其建立共产主义的目标相吻合，从合作社

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生产资料逐步实现了公有， 最终人民

公社的制度安排彻底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 国家意志被灌

输到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
在合作化的早期，农业生产得到了平稳快速的发展，但是

在实行人民公社这种制度安排后， 农业出现了连续三年严重

的危机， 谷物产量在 1959 年下降了 15%，1960 年和 1961 年

的谷物产量只及 1958 年水平的 70%。 [2]曹树基通过采用入口

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重建 1959～1961 年中国各地非正常

死亡人口数，结果表明，1959～1961 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多达 3250 万。 [3]

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的人员越多，规模越大，希望

“搭便车”的人就越多，集体行动即合作的难度就越大，可能性

就越小。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规模是决定对个体利益自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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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国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经历了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方式的转变。
在合作化早期，自愿合作的原则得到遵守，公社规模适中，农民的集体行动带来农业生产效率极大提高。 而在人民公
社时期，自愿原则被违背，入社规模爆炸性的增长，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的低效率。 人民公社制度最终被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所取代，而单个家庭生产模式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 因此重塑农民之间的合作以促进农业的发展
是十分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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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团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4]互

助组一般由三五户到十几户农民组成， 初级合作社的规模一

般是二三十户，高级社则较初级合作社更大，而根据 1962 年

统计，人民公社的规模达到每个 1794 户。 入社规模实现爆炸

性的增长， 而这带来的严重问题就是搭便车以及监督困难的

问题。 在此情况下，人民公社内偷懒、“磨洋工”等道德风险行

为就难免普遍发生，致使集体生产效率极其低下。
（二）从人民公社制度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人民公社终因效率低下而难以为继， 要求生存的农民开

始尝试性地对农业生产组织进行新的创新， 即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这一制度最终得到国家认可，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

一次农业生产组织的创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

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 其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

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 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

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做出经营决策，并

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
这种制度安排有效的解决了由于入社规模爆炸性的增长

所带来的搭便车问题，因为“家庭是一个集生产、消费、教育和

抚养子女于一体的社会基本经济细胞， 是一个十分紧密的经

济利益共同体，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家庭成员之间最少利益磨

擦和目标差异， 而利用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可以减少决策成

本，劳动几乎不存在计量和监督，成员之间很少计较每个人的

劳动付出与劳动收入，在家庭内部进行分配，节省了分配的成

本，避免了结算、计量、划分和监督的成本，大大降低了交易成

本”[5]。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行的初期带来农业生产的极大

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被有效的带动。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后期

所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率是边际递减的，也就是说，它在短期之

内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快速提升， 但在长期来看却使农业的发

展陷入另外一个瓶颈。
二、集体行动与农业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带来了中国农业较长时间的

快速发展，但规模小、资本少、生产分散、技术水平低、积累能

力差的小农家庭经营注定是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以来，当时据说有 2.2 亿的农

户作为农业的生产单位，现在已经发展到了 2.5 亿，人均耕地

也就一点几亩，高度地分散化；而这种分散化又深深地卷入了

市场经济， 这个市场经济的规模之大, 在中华民族有文字记

载的历史上，应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 ”[6]

传统的家庭经营模式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舒

尔茨认为， 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

素， 而这 种 新 的 生 产 要 素 实 际 就 是 促 进 经 济 增 长 的 关 键 因

素———技术变化。 但“传统农业的概念就意味着，对所有生产

活动都有长期形成的定规。引入一种新生产要素将意味着，不

仅要打破过去的常规，而且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新要素的生

产可能性取决于还不知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因此仅仅采取

新要素并得到更多的收益是不够的， 必须从经验中了解这些

要素中固有的新风险和不确定性。 ”[7]农民的集体行动恰恰能

够客服 “新技术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集体大大增加的承担

风险的能力，并且大集体既有能力购置农业机械，也便于使用

机械。
此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也需要农民之间的合作。农村

公共产品主要是基础教育、 乡村道路建设、 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被家庭

经济组织所替代。 这一变化意味着同一公共产品对同一地域

的农民家庭单位却因不同的土地承包数量、 人口等因素而具

有不同的收益, 这决定了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过程中,公
众意愿整合的难度和复杂性。 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非竞争性

和非排他性，农村公共产品也不例外。倘若大家都出钱兴办公

用事业，所有人的福利都会增加。 但问题是，如果我出资而他

人不出资，则我可能会得不偿失；如果他人出资而我不出资，
则我可以占便宜、搭便车，免费享受他人的成果。因此，每个理

性的人最优选择均是“不出资”，这种纳什均衡使得公共产品

供给出现短缺、公共福利无法提高。 譬如，当前农村的农田水

利工程年久失修、道路桥梁设施弃置，城市公用设施毁损、“卫

生死角”长年积压等。
三、结语

任何制度的变迁都需要一个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

业生产组织制度经过了历次变革。在合作化早期，自愿合作的

原则得到很好的遵守， 农民的集体行动带来了农业生产的迅

速恢复和发展，但是在后期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公社规模呈

现爆炸性的增长，同时赋予农民的退出权被剥夺，导致搭便车

现象十分严重，这些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的低效率。低效率的人

民公社制度最终不可避免的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
但是小农家庭经营方式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此外发展现代农业、 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依靠农民单

干是无法实现的，需要农民之间的合作。因此探索一种新型的

农民合作方式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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