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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思考

文／彭海红

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

志始终关注和思考的一个事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全局的重大问题。他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

的方向、步骤、依靠力量、实现途径等问题的思考和

阐述，指导和推动着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

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观点

改革之初，他强调农业要工业化。1975年，邓小

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开始全面整顿。当时，

全党面临的任务是，到二十世纪末要把我国建设成

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

的社会主义强国。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四个

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对

于如何实现现代农业，邓小平同志有着深入的思考。

他说：“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不仅是农、林、牧、副、渔，

还要搞工业。只有这样，才能增加收入，才能适应农

业机械化的需要。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

缩小城乡差别，只知道种粮食、搞副业是不够的。”

1978年4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同胡乔木同志、

邓力群同志、于光远同志谈论《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

社会主义原则》的修改意见时再次强调了农业工业

化问题。他指出：“要把农业发展起来，需要很多方

面配合。现在我们一些同志的脑子里，总以为只要

有了农业机械化就行了。其实，搞现代化农业，需要

各方面的配合，交通运输、化学工业、电力水利事业

等等都要配合上去，畜牧业也要发展。农产品增加

了，就跟着发展各种农产品的现代化加工工业。从

科学方面来说，要发展农业，需要有生物学的发展，气

象学的发展，土壤学的发展，遗传学的发展。总之，农

业要工业化才行。”此后，在同地方负责人的多次谈话

中，他都强调“农业最终是要工业化的”，并指出：“所

谓农业走工业化道路，就是本身要搞很多新的行业。”

改革伊始，邓小平同志支持包产到户。长期以

来，人们习惯于把“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与走资

本主义道路之间画上等号。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

农民在饥饿的逼迫下，再次搞起了包产到户。在当

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

户，不许分田单干”的情况下，此举无疑是石破天惊

的创举，引发全国上上下下的思考和争论。邓小平

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农村

的改革和发展。他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出发肯定了当时兴起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1980
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负责人谈到农业问

题时，明确表示要放宽政策，允许包产到组、包产到

人。他说：“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

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1980年 9月，中共

中央召开了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

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接着，从 1982年至 1986年，中

共中央连续颁布了 5个中央 1号文件，继续放宽政

策，搞活农村经济，推进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

80年代中期，他开始强调农村改革的方向是集

体经济。早在 1980年 5月，邓小平同志同胡乔木同

志、邓力群同志谈话时，针对有人认为实行包产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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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集体经济的顾虑，邓小平同志指出：“我看这种

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地

位的逐步确立，农户经济不断兴盛，集体经济逐渐淡

出；一些农村个人主义抬头，存在违法经营等现象。

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认识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必要

性，多次强调农村改革的方向性，试图纠正农村改革

中出现的偏离集体经济轨道的行为。比如，1984年3
月 14日，在与胡乔木同志、邓力群同志谈话时，邓小

平同志再次强调，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

的总方向，他说：“在农村，我们终归还是要让农民搞

集体经济。”1985年 11月 24日，同薄一波同志谈话

时，他再次指出：“将来还是要引导到集体经济，最终

要引导到集体经济。”

90年代初期，他提出并重申农业改革和发展的

“两个飞跃”。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志在同江泽

民同志、杨尚昆同志、李鹏同志等谈话时正式提出了

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他说：“中

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

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

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

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

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

程。”两年之后，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他又强

调和重申了“两个飞跃”思想。“两个飞跃”思想是邓

小平同志根据我国国情和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对

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步骤、路径、必要条件

等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而得出的重要结论。这一

思想不仅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而且深刻

揭示了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规律，对我国农村改

革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关于农村改革、发展观点的特点

彰显务实风格。对于农村改革和发展，邓小平

同志总是通过朴实的语言、浅显的道理针对改革和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遇到的阻力发表真知灼见，解除

人们的思想束缚，推进改革不断深入。比如，对于中

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样一个战略问题，他强调

要立足于我国社会制度和农业的现实，“不能照抄西

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

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把思想、观点和

立场，变为现实可行的政策，用切实的政策促进农村

改革深入和发展，是邓小平同志务实风格的另一个

重要体现。“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邓小

平同志在 1982年 10月 14日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

谈话中提出的这个观点，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警

句。在一系列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政策酝酿和出台过

程中，邓小平同志特别注重政策实效，尤其是把调动

农民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作为突破

口和出发点。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我国百分之八十

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

来。”在农村改革初见成效后，邓小平同志把调动农

民积极性作为“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

突出辩证思维。邓小平同志在思考和解决农村

改革和发展问题的过程中，经常闪耀出辩证思维的

光辉。他既把能否调动农民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

作为衡量农业改革政策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又强

调农业改革和发展的长期目标即实现农业现代化；

既为包产到户保驾护航，又强调集体经济的方向性；

既强调农业改革和发展“第一个飞跃”即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又思考“第二个飞跃”即

发展集体经济的必然性和艰巨性。

尊重群众意愿。邓小平同志向来是以农民接受

不接受、农民满意不满意、农民喜欢不喜欢作为衡量

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在农村改革之初，邓小平同

志在谈到农村政策问题时说：“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

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30年后，农村集体经济

发生了巨大变化，曾经风光无限的人民公社、生产大

队、生产队基本退出经济活动，农户经济盛行。对

此，邓小平同志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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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

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

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

也不要去阻碍。”

启示

首先，集体化与集约化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同

志多次使用“集体化”和“集约化”两个概念。上世纪

80年代，他更多地使用了“集体化”概念。比如，1980
年 5月，邓小平同志同胡乔木同志、邓力群同志谈话

时，使用的是“集体化”一词。他说：“只要生产发展

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

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

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

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当时，实行包产

到户的地方取得明显经济成效，但经济活动的主体

仍然是生产队，所以他把包产到户看作是低水平的

集体化。显然，当时他所说的集体化就是指生产资

料的集中程度和集体统一经营程度。

到了 90年代，邓小平同志也在使用“集体化”、

“集体经济”的概念。比如，1990年他第一次提出我

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谈到第二个

飞跃时，使用的是“集体经济”的概念。1992年1月他

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谈到农业发展方向使用了“集

体化”。他说：“以后分工越来越细，工艺越来越新，

一家一户办不了，最终要走上集体化的道路。不过，

农民愿意怎样就怎样，不要搞运动，他们实际上会朝

这个方向走，集体化也是社会主义。”显然，这里是针

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者事实上的农户经济使用

“集体经济”、“集体化”。

1992年 7月，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也就

是在重申“两个飞跃”时，邓小平同志多次同时使用

了“集体化”和“集约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关于农

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

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

化的道路是必要的。”“北京郊区搞适度规模经营，就

是集体化集约化。”“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

化和集约化。”“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

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

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限，甚至超过区的界限。

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

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

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这里，邓

小平同志同时使用“集体化”与“集约化”两个概念，

不仅着重强调了未来农业生产资料的集中统一经营

水平需要提高，也着重强调了未来农业生产方式的

集约化趋势。

其次，如何判断第二次飞跃的时机问题。上世

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根据农村改革现状，提出了两

个飞跃思想。通过“两个飞跃”，邓小平同志肯定了

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进步性和长期性，强

调了发展集体经济的必然性和艰巨性。对于农业集

体化的发展目标，邓小平同志曾提出四个条件：“第

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这是说广义的机械化，不限

于耕种收割的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

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

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

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

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

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

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备了这四个条

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

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

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农业现

代化越来越呼唤农业生产的“集体化”、“集约化”。

下一步，如何科学地引导农业走集体化、集约化发展

道路，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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