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７卷 第９期 财经研究 Ｖｏｌ．３７Ｎｏ．９
２０１１年９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ｅｐ．２０１１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农家经济、
市场变迁与制度转型＊

———以苏南为中心的考察

张一平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政局稳定和经济恢复改善了农民的收支水平和购买力，然

而通过市场增收的途径逐渐受到限制，苏南农户的农副业收入仍占主导地位，农家经济并

未产生结构性变化。国家期望通 过 土 改 提 升 农 业 水 平 支 持 工 业 发 展 与 增 强 国 力，但 却 面

临着工业化目标与农村生产基 础、对 市 场 供 求 的 控 制 与 农 民 利 益 的 矛 盾。尽 管 国 家 严 格

限定农产品流动，但农民随机应变的市场行为仍有生存空间，市场机制在双方博弈中依然

延续并影响着政策实施路径。工 业 化 意 图 下 的 农 村 经 济 塑 造，超 出 了 强 制 性 制 度 变 迁 的

简约化叙述，也体现了近代以来国家主导型发展中资源配置体制选择的特殊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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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新中国农村体制的研究，传统观点倾向于国家逐步控制了农民经济

活动。董国礼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认为土改后形成的农民私有制不是

产权市场长期自发交易的产物，也不是国家仅仅对土地产权自发交易过程中

施加某些限制的结晶，而是国家组织大规模群众斗争直接重新分配原有土地

产权的结果。① 周其仁也认为，国家通过土改把自己的意志铸入了农民私有产

权，当国家意志改变时，农民的私有制产权形式就必须改变。② 不过，国家与农

村的经济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在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分配资源的持续性冲突

中，“市场”本身就已经被政治领域所塑造。然而一旦它被塑造出来，就具有一

种随机应变的自主性，其影响力远远不是行政力量所能约束的。③ 此种微妙在

当代中国制度转型中尤为突出，因此简化政治环境、区域因素、历史前提的分

析无法准确理解资源配置的情境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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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传统到现代、分裂到统一双重格局的新中国建立初期，乃是１９世纪

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大转折，在内忧外患中艰难前行的国家主导型发展

模式获得了新的契机。１９４９年大一统带来了经济建设与强大动员能力的结

合，以及集中力量展开有计划的变迁。新制度的嵌入，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国

家权力与私人产权的博弈，奠定 了 新 中 国 经 济 运 行 与 决 策 机 制 的 基 本 格 局。
国家期望通过土改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支持工业发展，进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扩大内需，然而提取剩余、扩展内需的供需结构矛盾通过何种手段或机制来解

决？虽然国家的意图是塑造新的经济结构，但也不得不依据已有的基础和路

径，在遵循偏好的同时进行弹性调整。

　　作为新中国经济规划的一个缩影，位于长江下游的苏南④ 近代以来呈现

了土地流转频繁、城镇网络化、经济商品化的市场基础，具备优先实现工业化

的良好条件。新中国建立后其发展路径被纳入与国家计划同步的轨道，但其

导入机制的适应性与复杂性却值得重视。目前的讨论大多注重政治与社会层

面的变动，而较少从农民收支与农村市场的微观角度展开经济史的个案分析，
未能真正从生产要素运行来剖 析，从 而 揭 示 国 家 与 产 权、市 场 关 系 的 深 刻 内

涵。因此本文以档案史 料 为 基 础，对 当 时 的 农 家 经 济、市 场 变 迁 展 开 细 致 探

讨，体察国家资源配置的限度与农民反控制的张力，理解国家与农民、工业与

农业交换体系的复杂性，从而厘清农村经济演进的背景和政府决策的内在理

路，为新农村建设中处理产权与市场的关系提供镜鉴。

一、生产力约束：工业化目标下的农家收支结构

　　社会剩余的充分支配和使用构成了 国 家 塑 造 经 济 与 治 理 社 会 的 物 质 基

础。新中国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

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

辟道路”。⑤ 国家通 过 废 除 地 租 和 建 立 农 民 土 地 私 有 权 获 得 了 征 税 的 合 法 权

力，租税被整合为一体。而赋税和地租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对农产品的竞争关

系。⑥相对固定的收成背后，实际上是一场有得有失的利益博弈。尤其是１９５３
年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日趋紧张，本质上源于“一个地租被农民平分完毕的小

农经济与雄心勃勃的国家工业化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⑦ 以下将以苏南地区

总体调查与村庄个案来检视农 民 的 总 收 入、购 买 力、收 支 结 构 和 投 资 水 平 变

动。从当时为工业提供积累的角度来看，更能理解节余有限的农家经济与工

业化目标的矛盾，以及资源配置方法的变化。

　　新中国建立初期农家经济既是对传统小农经济的继承，又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色。就当时而言，新政权的巩固、土地改革的完成和社会的日益安定确实

为农业经济恢复奠定了现实基础。１９５１年底青浦、南汇、金坛、溧阳、句容、高
淳等６县１２个村农业总收入（折成稻）比１９５０年增加了１７．５％，手工业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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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收入（折成稻）比１９５０年 增 加 了２．０２％。⑧ 以 无 锡 宜 兴 县 前 红 乡 良 庄 村 为

例，土改后农民总收入和稻麦销售量都有所增加，人均收入折成稻计算，１９５２
年超过土改以前１３％。⑨

表１　宜兴县前红乡良庄村各阶层收入（折成稻）比较表 （单位：斤）

年　份 雇农 贫农 中农 地主 其他 平均

１９５０　 １　１６２．８０　 １　０４９　 １　６２６．９５　 ２　６２５．５０　 １　３０４．８３　 １　４７３．６０
１９５１　 １　５３７．７８　 １　１９０．３１　 １　３４９．６３　 １　２６１．４５　 １　１６０．４０　 １　３７５．１２
１９５２　 ２　０６８．８６　 １　４８５　 １　５７０．４２　 １　５５７．１８　 １　４０２．８０　 １　６６４．５８

１９５２年比１９５０年
增加（％） １７８　 １４０　 ９７　 ６０　 １０７　 １１３

　　资料来源：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１９５３－２－２０，

第１１５页。

　　同时，农民的购买力有所提高，所需生活、生产资料增加很快。据无锡江溪

乡４８７户的统计，１９５１年比１９５０年多购进豆饼１万斤、农具１１０件。棉花、布及

日用品等生活资料显著上升，２１３户中农（９１９人）人均用布增加１９７％，棉花增

加１００％；２１６户贫农（１　０４８人）人均用布增加６５％，棉花增加１００％。瑏瑠 社会经济

好转，副业产品有销路，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动者的收入也得到合理调整。农户生

活开支中衣着和副食品两者比重最大，生活资料占总支出的比重仍然较高，苏南

１２个村庄１９５０年为８１．５４％，１９５１年为７１．３７％。瑏瑡 无锡三蠡乡第三村１９５０年

总支出中生活资料占５６．６％（食物占生活资料６７．１％），生产资料占８．６％，公粮

占２３％；１９５１年总支出中生活资料占５３．５％（食物占生活资料７１．６％），生产资

料占８．３％，公粮占２９％。瑏瑢 无锡宜兴县良庄村１４个典型户在周年内（１９５１年秋

收起到１９５２年秋收止，下同）人均支出总值１　５０１　１９６元瑏瑣（旧币币值，下同），生
活费用占４７．５１％，生产投资占３２．６１％，其他占１９．８８％。瑏瑤

　　可见农民消费仍为满足基本生活，生产投资很有限。农户的收入和消费

水平较低，绝大多数是低水平的收支平衡，或略有剩余。瑏瑥 此外，这种盈余也不

稳定，制约着国家的资源汲取和 在 此 基 础 上 的 工 业 化，尤 其 是 农 民 收 入 结 构

（主要包括农产品及养猪、养蚕等各项），呈现出典型的小农经济特征。无锡三

蠡乡第三村１９５０年总收入（折成稻）５６　４８５斤，农业收入占４８％；１９５１年总收

入（折成稻）４８　６８１斤，农业收入占６４％。瑏瑦 宜兴县良庄村１４户周年内人均收

入总值１　５４０　５１１元，现 金 收 入 只 占３７．７８３％，其 来 源 主 要 是 农 产 品、牲 畜 出

售、贷款等项目。瑏瑧

　　另据良庄村各阶层各项经济收入统计可知（见表２），农产品占收入总值

的６６．５７５％，其他收入占第二，禽畜收入占第三。各阶层人均购买力４６０　１５４
元，周年内１４户人均亏空１００　５００元，其中以地主、雇农负债最多，除地主系亲

友借贷外，其他阶层以政府贷款比重最大，期末盈余很少。全村借山芋、南瓜

的农户占总户数７５％以上，８６户家庭在周年内能保持二粥一饭的有４１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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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户亏２－３个月的食量。生产投资大部分是政府支持，１９５２年良庄村８６户

家庭购买商品肥料，政府贷款达６１％。瑏瑨 可见其生产能力相当薄弱。

表２　良庄村１４个典型户周年内各阶层人均各项收入占比比较 （单位：％）

项　目
雇农

收入结构

贫农

收入结构

中农

收入结构

富农

收入结构

地主

收入结构

总体

收入结构

农产品 ５５．０３　 ６５．３５　 ６６．４６　 ７２．５６　 ６９．９０　 ６６．５７５
蔬菜 １．１５　 １．２１　 ０．８３　 ２．７８　 ０．４３　 １．１５

畜禽产品 １．９８　 ５．４２　 １２．２８　 ７．４２　 ０．９７　 ８．３２４
副业产品 ２．００　 １．０９　 ２．３８　 ３．４０　 １．６５３
其他收入 ２９．６１　 １６．７２　 ９．１７５　 ５．７２　 １９．８６　 １２．７９

肥料 １０．２０　 ６．６５　 ７．７１５　 ７．５４　 ４．０２　 ７．１６５
上期结余 ２．０３　 ２．６５　 ２．４５　 １．６０　 １．４２　 ２．３４３

　　资料来源：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１９５３－２－２０，

第１１７页。

　　总体来看，当时农村经济的好转属于社会动荡后的恢复，但不平稳。农田

投资方面，据宜兴县闸口乡五村的调查，若每亩农田投资以１９４８年指数为１００
计，则１９５２年 贫 农 农 田 投 资 指 数 为１９１．５９，中 农 为２０５．５３，地 主、富 农 为

６４．４４。瑏瑩 中农和贫农的投资水平大幅提高，主要是生产资料内部再分配的缘故。

１９５２年总的指数仅为１０４．８４，１９５１年甚至只有９１．０３，故总体变化不大。该村

１９４８—１９５２年人均纯收入（折主粮）分别为１　２６５．５５斤、１　１５０．６９斤、１　３０２．０７斤、

１　０１４．４４斤和１　３４８．９４斤，而这几年的人均生活消费分别为１　１５２．１３斤、１　１５６．４９
斤、１　１３６．７６斤、１　０６６．６８斤和１　１８６．６９斤。瑐瑠 由于传统的农民家庭经营规模小、

剩余少，农户除了必需的生活开支外，用于再生产的支出较少。

　　这说明其时农村生产力主 要 是 恢 复 和 内 部 调 整，还 没 产 生 实 质 性 增 长。

财富增加有一个积累过程，土地改革只是一种“存量”分配，不能直接增加农村

生产资料总量。传统的农业恢复需要几十年，加上随后朝鲜战争爆发，农民负

担不易减轻。当时农业单产也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随着农民消费的增加，农
产品商品率和绝对量在短期内难以大幅增加，不能满足国家迅速工业化的要

求，这必然会影响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

二、集体化前奏：合作社对农产品与市场供求的控制

　　早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毛泽东就指出克服农民分散的个体生产的唯一办法

就是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 一 道 路，“依 据 列 宁 所 说，就 是 经 过 合 作 社”。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又强调：“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

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

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瑐瑡１９５２年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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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在互助合作基础上实现公有制的农村经济又与工业

化紧密联系起来。由于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投资大、周期长以及

吸纳农业劳动力有限，因此从农 村 提 取 剩 余 和 控 制 农 产 品 流 动 的 任 务 很 重。
而对农产品剩余分配控制的重要手段就是将市场供求纳入国家体系，建立合

作社对乡村市场的主导。此举改变了苏南农村商品市场的原有格局。

　　在无锡宜兴县前红乡，１９５２年包括稻、麦、大豆、蚕豆等粮食的供应和收

购已以合作社为主。该镇平均每月营业额中合作社占８０％，私商及其他只占

２０％，在良庄村１４户的调查中，合作社收购占收购总 值 的７８．５３６％，国 营 公

司收购占９．８０１％，私商收购比重仅为４．８９３％。生产、生活资料供应也是合

作社最多，占供 应 总 值 的５２．７５％，主 要 是 粮 食、商 品 肥 料、饲 料、农 具 和 油、

盐、布匹等日用品，私商只占２５．３６％。瑐瑢

　　这１４户家庭中生活、生产资料的自给均大于购入，生活资料的购入仅占生

活总费用的４０．４３６％，生产资料的购入仅占生产投资总值的４７．３５２％，农家向

私商购入以生活资料居多，主要是猪肉、日用品、南货、迷信品等（详见表３和

表４）。　　

表３　良庄村１４个典型户人均生活资料自给与购入比较表 （单位：％）

项　目
雇农自给

购入构成

贫农自给

购入构成

中农自给

购入构成

富农自给

购入构成

地主自给

购入构成

总的自给

购入构成

自　给 ５３．４０２　 ６２．４５４　 ５８．４６１　 ４６．４７３　 ６６．６５７　 ５９．５６４

购
　
入

购
入
结
构

国营公司 ２．０９６　 １．９３　 １２．０１８　 ７１．２０４　 ７．３９５
合作社 ６３．４２４　 ４４．７５７　 ４８．３３５　 ４８．７８０　 ４４．５８３
私　商 ３４．４３５　 ３５．３５８　 ３３．９８２　 ３０．０２７　 ２４．６３８　 ３３．４８７
其　他 ２．１４１　 １７．７８９　 １５．７５３　 ９．１７５　 ４．１５８　 １４．５３５

合　计　　 ４６．５９８　 ３７．５４６　 ４１．５３９　 ５３．２５７　 ３３．３４３　 ４０．４３６

　　资料来源：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１９５３－２－２０，

第１１２页。

表４　良庄村１４个典型户人均生产资料自给与购入比较表 （单位：％）

项　目
雇农自给

购入构成

贫农自给

购入构成

中农自给

购入构成

富农自给

购入构成

地主自给

购入构成

总的自给

购入构成

自　给 ５７．４２６　 ５８．４６４　 ４６．１８１　 ６９．０１２　 ５２．８５４　 ５２．６４８

购
　
入

购
入
结
构

国营公司 ０．９２５　 １．９０３　 １．４１５　 ０．９６６　 １．５３１
合作社 ５２．７９７　 ４６．１６３　 ７９．５８８　 ３０．３５５　 ６２．９１１

私商 ３６．８６１　 ３４．７６８　 ５．１８７　 ４９．０８６　 ３２．６２　 １５．２５７
其他 １０．３４２　 １８．１４４　 １３．３２２　 １９．１４４　 ６６．４１４　 ２０．３０１

合　计 ４２．５７４　 ４１．５３６　 ５３．８１９　 ３０．９８８　 ４７．１４６　 ４７．３５２

　　资料来源：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１９５３－２－２０，

第１１３页。

　　由此可知，合作社在农村商品流通中已占重要地位，对农家经济起着相当

大的作用。有些私商利用农民经济困难，以赊欠交易方式与合作社暗中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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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合作社有价格优势，供应的豆饼、豆油、锄头、铁铲分别比私商便宜７．７％、

８．３％、１２．５％、２０％。商店的作用逐步减弱，无锡三蠡乡第三村抗战前有商铺

１３家、菜场１个，顾客分布于三蠡、永安、东园等乡，营业相当发达。１９５２年仅有

药号、酱号、杂货号、肉店等四家，资本合计１１７石大米，大多系小买卖。在合作

社成立后农民到商店购买者更少。不过随着农村生产恢复经济好转，合作社的

供应能力不能充分满足生产投资所需的商品，如肥料、饲料、农具、布匹等需求。

　　私商低落，合作社业务却在稳步扩展。土改时三蠡、潮音、福寿等六乡联

合组织了合作社，设立于中心地东亭镇，农民推销产品与购买用品有了很大便

利。１９５１年合作社收购农民销售的全部蚕茧，对稻、麦的收购数亦占总销售

量的８０％以上，并展开广泛宣传动员，计划将７０％的农民吸收为社员。瑐瑣

表５　无锡三蠡乡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合作社与该村农民的供应关系情况

年份
参加

社员

占在家

人口

（％）

购置物品占农民总需要量的比例％

豆饼

（斤）
占比

（％）
油

（斤）
占比

（％）
盐

（斤）
占比

（％）
米

（斤）
占比

（％）
布

（尺）
占比

（％）

１９５０　 １０９　 ２６　 １　６６０　 １３　 １９８　 １２　 ３３５　 ０．８　 ７５０　 ３　 ４０　 １．５
１９５１　 １４７　 ３６　 ６　８９０　 ３１　 １　１０７　 ３０　 ２　１７５　 ４４　 ４　７４２　 １９　 ３１　 １

　　资料来源：农村阶级经济情况调查报告———无锡三蠡乡第三村典型调查材料，１９５１－１２

?１０，锡山区档案馆档案：Ｂ１－１－１３。

　　无锡江溪乡人多地少（人均０．８５亩），农产品不能自给自足，必须依靠城

市供应。该乡虽有供销合作社和小市镇可购买部分生活品，但因交通便利，大
部分农民还是到城市购买日用 品。农 民 需 要 出 售 自 己 的 产 品 才 能 提 高 购 买

力，表６给出了４８７农户农产品的销售情况。

表６　无锡江溪乡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４８７户１　５８７亩作物面积的产品销售情况

年份
作物
名称

销售数
（斤）

占比
（％）

各阶层销售数占本阶层产量比例（％） 销售情况

贫农 中农 富农
小土地
所有者

工商
业者

地主 时间 地点

１９５０

麦 １２　０９４　１２．８　 １０　 １２　 １８　 ４４　 ６月 无锡伯渎粮行

稻 ６　０２４　 ０．９　 ０．７　 ０．３　 ６．３　 ７．６　 １０月 无锡伯渎粮行

春茧 ４　０１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月 合作社

秋茧 ４　９１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８月 本乡合作社

１９５１

麦 ３６　０５２　２３．５　 ２７　 ４１　 ５０　 ２９　 ６６　 ３．２　 ６月 本乡合作社

稻 ４　３２７　 ０．６　 ０．６　 ０．５　 １０月 本乡合作社

春茧 ８　５８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月 本乡合作社

秋茧 ５　３７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８月 本乡合作社

　　注：销售时 间 指 农 历 销 售 量 最 多 的 一 个 月；销 售 数 后 的 占 比 指 销 售 数 占 总 产 量 的

比例。　　

　　资料来源：无锡县江溪乡土改后农村阶级经济情况变化调查报告，１９５１－１０－２０，锡山区

档案馆档案：Ｂ１－１－１３。

　　根据表６，稻的销售占比均少于麦、茧，说明该乡粮食不能自给。但该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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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般不习惯面食，因而小麦销售数较多，土改后小麦销售数较土改前增加达

２００％。由于蚕茧质佳、价格平稳，加上收茧有时间限定，所以鲜茧全部出售。从

业务上看，土改后农产品全部与合作社挂钩，基本上排斥了私商的空间。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农户收入增长仍然有限，农业

提供的剩余不能满足工业需求的矛盾逐渐凸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陈云交给毛泽东

一份调查，反映了苏南青浦县小蒸乡农作物歉收、征粮比率过高、人多地少和农

民生活普遍困难的情况。瑐瑤 土改后存续的农民个体所有制和农村小商品经济无

法适应国家的发展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变革制度来解决农业拖工业

后腿的问题，农业合作化进程不断加速。小农经济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的

对象，很快被淹没在集体化的浪潮中。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国家逐步对粮食等实行统

购统销，农民无法自由出卖自己的农产品。强制性行政征收提高了国家的汲取效

能，但是干预农民权益的粮食分成却影响着农户自主经营和农产品市场的发育。

三、弹性的空间：农民与国家博弈中的市场机制

　　国家通过合作社和统购统销垄断农产品的流通，强化了农村资源的配置

体系，同时行政约束也引起市场自身的反弹。１９５３年，苏南一些县市出现了

大量的“资本主义”踪迹，表面看是私有制死灰复燃，实际上是农民随机应变的

市场行为。

　　首先由于征粮体制的建立强化了国家与农产品的联系，而合作社对农村市

场的控制，压缩了私商的经营空间。私商们不甘心失去这样的利润，利用各种关

系进行抵制。在无锡，私商一是利用农村的亲戚关系，或通过小商贩收购粮食，
甚至有些布贩、药材店、医生、剃头的都向农民收稻子；二是用预购、订购、欠货、
借贷、放高利贷等方法抢购粮食。景渎乡就有３００多户农民将粮食售给私商，张
泾桥六家面店在市场管理宣布前联合下乡收小麦。１９５３年春，无锡各区还发现

有农民携资到苏北开纽扣厂，仅东亭区就有二三百人。瑐瑥 这表明了农村的游资正

在寻找出路，“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瑐瑦

　　部分农民也开展倒买倒卖活动，如无锡锡华乡富裕中农在合作社存有八

股，每次配到１５０—２００斤麸皮后即高价售出。太芙乡团支书以每张１　０００元

价格借别人的 社 员 证，４８　０００元 买 进 一 担 麸 皮，７５　０００元 卖 出。同 时 农 民 经

商、走私的也很多，贩卖铜锡、耕牛、菜籽、小麦和棺材板。瑐瑧 不少农民直接将剩

余资金放债，通过市场流动获取利润。如武进县焦溪区梧岗乡有一个农民借

钱给他人贩铜元，借期１０天，利息１０％。瑐瑨武进县湟里区旌东乡二村农民在青

黄不接时放各种高利贷：放大猪收稻、以现钞放青稻、搁田和放南瓜收稻。瑐瑩 同

时，还有农民囤积粮食。私商收购更是助长了农民“惜售”、“看涨”思想。如无

锡黄泥坝乡１　１００多亩黄豆绝大部分未出售，瑑瑠 武进县香泉乡杨庄第二年的粮

食已全部买回来，还有４７亩晚粳稻合计２６　８００斤，平均每家有１　０００多斤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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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出售。瑑瑡 梧岗乡农民９户，囤积小麦５　３００斤，稻７　５００斤。瑑瑢

　　干部也不例外，其通过市场牟利有以下几个表现：首先是雇工，江溪乡有

位党员，依靠雇工种田，还帮人介绍短工赚取佣金。其次是与私商联合低进高

卖，黄泥坝前任乡长与人合伙开磨坊，并到武进县奔牛镇抢购黄豆；出租土地，
牆门乡干部出租土地５亩４分，全年收租７８０斤；经商，怀五乡乡队长为了经

商不要做党员，２１人思想动摇。有些干部羡慕私商、富农在“发财”，想请假外

出做生意或觉得当干部不如做群众。瑑瑣 武进湟里区旌东乡、旌西乡均有党支书

或财粮员放青稻、米，另有加泽乡农会主任放肉。瑑瑤 他们主要是利用自己剩余

资源投放到市场获取利润。

　　这些行为被国家视为城市资产阶级与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勾结、高

利贷者的剥削，并当作部分农民贫困的原因。当时苏南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小

农经济像是“风前烛”，经不起“三灾”（火灾、水灾和旱灾）、“三死”（死人、死牛

和死猪），农民生场大病家当就光了，这将导致农村经济向两极分化。瑑瑥

　　由于农村“分化”和农民的市场活动，国家认为农村正朝着资本主义道路

走，越是富裕者越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违背了土改的初衷。而土改是为了

生产致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到了１９５５年，毛泽东甚至认为，农村分

化将破坏土改基础上形成的工农联盟，穷的分了土地还是穷就不相信共产党，
富的因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限制也不愿跟着共产党走。瑑瑦 而要根绝资

本主义、抑制农民参与市场的积极性，就必须消灭土改后形成的个体经济和市

场因素，实行合作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可见，以集体化工业化为取向

的制度设计如果不注意控制权的合理配置，将影响农村市场体系的建设，无法

赋予自由交易权利和农民主体性的合法地位。

四、结　语

　　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是界定权利，因此农地与其他要素产权的界定，以及

对农民作为交易主体的培育，是农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在低水平的

农业生产力约束下，新中国建立初期苏南农村呈现出自给自足与商品经济结

合的特点。生活消费远远超过生产消费支出的比重，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衣

食等支出又占主体地位，这是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现实反映。由于

要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金、原料和劳动力，国家急速地将

农民组织进各类小生产共同体，割断他们与土地和市场的直接联系。商品粮

供给机制的缺失强化了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干预，无形之中促成了统购统销分

配体制的建立。机制和观念的固化不仅影响了交易主体的构建，还制约着生

产要素的充分释放。当然农村市场机制始终顽强存续，割而不断，特殊的体制

内弹性也为后来经济的调整和改革提供了基础。

　　所有这些资源配置的理论和实践其实与近代以来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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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息相关。制度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但绝不是将制度变迁简化

为若干节点的逻辑递进而摒弃历史复杂性，研究当下无法忽视改革前的制度

性遗产。新中国建立后的经验提示我们，推进现代化应避免将工业化、集体化

与农家经济置于简单的对立面，并要充分发挥原有经济形式与市场机制的长

处，协调政府偏好、历史路径与农户选择的关系，极力在新旧综合平衡中达成

要素的均衡利用，努力做到从对抗博弈走向互利共赢。关键还在于激活一个

完善的要素市场，以行政手段代替市场运作是不可取的。今天国家主导的农

村制度建设、应当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使政策和规则的制定科学合理，降低

成本和形成良好的决策机制。尤其要注重中国人口与资源要素较为丰富的特

点，增强农民的参与权和选择权，通过身份自由、要素流动等目标的实现，提升

群体创造力和制度创新水平。

　　＊本文还得到上海财经大学２０１０年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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