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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

内容概要

第一部分　导论：“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
一　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分析
二　农村制度变迁的外部制度环境问题
三　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试验研究
第二部分　旧中国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问题
四　内生性的制度安排：“两田制”和“两权分离”
五　旧中国农业的商品化与相关制度问题
第三部分　从合作社、集体化到村社集体经济
六　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形成的原因
七　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
八　对农村集体化成败得失问题的研究
第四部分　“大包干”以来的制度创新
九　以土地产权为核心的农村财产制度
十　农村基层经济主体及相关制度建设
十一　农村基层的税费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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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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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把三农问题放在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视角下研究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有
点governmentality的意思。但是否就应该把农业“内部”的问题和改革可能性的研究放在如此次要的地
位，尽管我不研究这个方面，但还是隐约觉得是不是有点欠妥了。。。
2、很重要的，老温嘛，虽然理论性不强，但是看问题还是看得很透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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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对于不懂农村经济和三农的人来说，这本算是不错的入门书，虽然第四部分有些啰嗦，不过里面
总结了不少前人的成果，很多观点都相当深刻，对于建国前后土地改革的资料分析也相当到位。分析
农村经济首先是要认识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现有局限条件，如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和分散细碎的小农经济
格局。在这种现实条件的约束下，照搬西方的经验是需要审慎思考的。三年灾害前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是认为土地加土地，农民加农民，高度集体化意味着生产力提高，意味着农业规模化，这种思维是当
时人多好办事的简单逻辑推理出来的结论。农民加农民没有改变锄头加镰刀的生产关系，土地加土地
并不意味着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被瞬间化解。中国复员辽阔，农村的生态各有区别，这也是政策
制定者需要警戒的，切不能以一两个县或村的经验而立刻全面推广。土地制度的形成依靠时间来审查
，作者对建国后的政策多有维护，认为很多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我看来，外缘政治的紧张格局在
朝鲜战争之后即可化解，由初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大可不必，甚至发现国内的资源禀赋不符合
重工业发展亦可立马刹车，转为以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经济道路，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最终还是走
上了后者。但是政治对于经济的影响过大，且庐山会议一开则在政治上已没有回头路。这也证明不实
事求是，强行推行经济政策，最终只能接受经济原理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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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的笔记-第1页

        第一部分：
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现实状况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其次是农村商品化率过低，
土地是政府对农民缺乏社保体制下的一种补充，土地使大部分农民满足自给自足，所以土地并非产生
资料，而是生存资料。

传统的农村经济中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是以不计劳动力投入为代价，如果要考虑劳动力投入，那么劳
动力生产率多半为负，农民收入也为负，这也是导致中国成为人口大国的原因之一。

解放后中国在外部政治环境险恶和超英赶美的背景下，开始实现与自身资源禀赋不相符合的重工业发
展，然而重工业的属性是资本密集，排斥劳力，这就造成了工农差别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农村中小
农经济剩余分散的特征不能配套重工业发展。为了实现“工农两大部交换”的政策方针，国家开始实
行人们公社、政社合一、统购统销等一系列体制。这种集体化虽然勉强实现了上述方针政策，却也导
致劳动投入积极性下降，效率降低，剩余难以为继的局面。于是农村自发包干再次实施，按社区人口
均分土地，实现家庭承包经营，由村社集体提供农村公用品并提供农民社保。不过不久地方政府的工
业化兴起，农村剩余再次被作为工业化的后盾支持，使得农村经济又一次遭受打击。

第二部分：
一般认为土改是由于土地分配不均，地主占据大量土地剥削中下贫农，可是建国后的统计数据却并不
支持这一观点。建国后的数据一般认为地主和中下贫农各占一半土地，认为土地不均的观点多半是受
片面调查的影响和革命需要。那么土改则实际上是政治问题非经济问题。因为土改并不能解决农村经
济的基本矛盾，即人地关系紧张，农村产品化率低。解放前农村的基本概况有二：一是公田和私田并
存，公田承担起农民社会保障和公共支出的责任，并非中供宣传的宗法势力和阶级敌人。当时宣称地
租率过高是由于地主劣绅的剥削，其实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一个反映；二是所有权分散而使用权向
中下贫农集中，因为中下贫农的或自耕农的耕种能力较强。

而真正逼迫农村经济破产的是由于工商业发展、战争征税以及金融垄断对农村经济的过渡征收导致的
。由于国内战争连连，国民政府为了应付战争必须大力征税应付支出，其次工商业短期的发展也利用
了工农交换中的剪刀差对农业剩余进行了掠夺（剪刀差即是工农交换时工业产品价格大于价值，农业
产品价格小于价值），第三则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势力占据工商、金融业，导致农村高利贷现象
频繁，农村金融凋敝。

ps：杨奎松在建国史研究中强调解放前土改并非政策上的一贯方针，而是接受了农民的请求，并非一
开始就有战争开支上的考虑。且陕甘宁地区开始也实行了赎买政策，由政府向地主购买，再分发给农
民。只是之后刘在视察时观察到农民生活的窘迫，才逐步开始转为激进的方式。
杨的研究与杜润生和温铁军的结论相悖，后者认为土改的实质并非土地分配不均，土地破产是工商业
、金融业过渡提取农村剩余导致的，所以土改多半出于战争、政治考量，非经济上的立场。

抛开土改的立场，就结论而言，即便是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发到贫农手中，农村经济真的能有所改变吗
？这是否定的，当时的农村人地紧张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只不过确实让政权得到了巩固。

2、《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的笔记-第137页

        第三部分：
解放前的土改运动，实质变化有二：一是把公田体现的村社土地部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二是改变了
农村社区范围内的土地不平均占有情况。但是值得警戒的是可以流转的私有制前提下，土地并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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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流转，这跟日本经验（明治维新前夕）有所区别。因为在土地资源稀缺和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前
提下，土地市场化交易未必因为产权清晰而发生大量流转。（西方一种观点认为土地私有可能加速土
地流转和集中，从而实现农业转工业，农业规模化的道路。）

另外，土改也另一个结果是原来7%的地主向15%的城市人口提供总产量约20%的粮食，然而地主阶层
被消灭，这种供应也就随之消失，新的小农经济规模生产和流通主体还未形成，这使得政府不得不
在1953年提出统购统销政策。

建国后，国际政治关系十分紧张，外缘政治环境险恶，外部市场关闭，中国得到苏联为国防服务的重
工业建设启动资金，约54亿美元的156项援助，中国开始发展重工业，但是重工业与分散的小农经济造
成矛盾，政府与小农经济的交易成本过高，难以从小农经济中提取剩余用以支持重工业发展。于是农
村经历从合作社向高度集体化的演变，但是这种制度演变并没有改变锄头加镰刀的农业生产水平，高
度集体化并不意味着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质改变。与集体化相配套的农业外部统购统销制度和
内部按人口分配的人民公社制度压抑了过去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户内部可以不计成本的劳动投入。高度
集体化制度打破了以血地缘关系为财产边界的村社集体经济，使得农民积极性备受打击，消极怠工，
基层干部浮夸风兴起，最终酿成三年自然灾害。

1955年初级合作社到达高潮，这是一种初级阶段的集体化，实现了两权分离，收入按劳分配，剩余利
润可以给农民分红，但是不久反幼运动开始，左倾思想进一步冒头，初级社马上跳跃到高级社，即是
人民公社，完全取消农民私有产权和家庭经营，突破传统社区血缘关系的土地产权边界，以直接政治
控制的方式占有农业剩余，取消分红，私人农具上交公社，由公社代替生产大队核算。不过这种高度
集体化制度只实行了5年，1962年，生产队再次被确立为核算单位，农具归生产队所有，不过非农就业
仍然不得超过5%，农村剩余劳力不能转移，劳动生产率难以增长。

高度集体化虽然看似可以短期减低政府与小农经济之间的交易成本，但是农民收入却未见增加，这种
制度本身并非为农村经济发展设计，而是为国家重工业化设计，所以农村经济出现的倒退也就可想而
知。

“苏联革命是在大城市以工人和士兵作为主体建立政权，不包括农民和资产阶级，工兵代表苏维埃政
权，故可以从城市利益出发，派武装队下乡强行征粮，把农民作为原始积累的剥夺对象。而中国则依
靠农民为主的土地革命，建立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这样的前提下
剥削农民则有点不合逻辑，自己人剥削自己人。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形成是由于国家工业化推进不仅不能改变就业结构和城市化发展，反而因为
重工业排斥劳力，使得国家不得不建立一套排斥农村人口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

第四部分：
所谓大包干就是“均分制”加上“定额租”。定额租就是国家规定计提土地所有者的定额地租最小化
。由于历代统治者不得不面对农户土地规模分散，农业剩余少的现实状况，统治者与小农经济的交易
成本过高，一直默认采取乡绅自治，这是一种减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因为任何政府也无法承担起
上亿（9亿）农民的社保费用。依附于城市的政府在农村的交易主体是地主，地主通过收取地租占有
农业剩余，而且必须卖出粮食才上交税费，地主成为向城市输送农产品的主体。

然而分散的小农在劳动力绝对过剩的情况下，往往以劳动无限投入代替资本和技术投入，这实际阻碍
了农业规模化的转变，而且光靠市场资源配置是不切实际的。农户、社区集体企业和村级组织在财产
关系上因为无法相互独立，至今任何一方都难以成为市场经济要求的独立农业经济主体，却也形成了
特有的小农场经济类型，可以节约组织费用，这区别于日本、韩国、台湾的农村基层只有完全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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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农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四次土地变革：一是1949年--1952年，土改让农民拥有除去租让权以外的大部分私有
产权；二是1956年--1958年集体化收回全部产权；三是1960年三自一包（“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
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以自留地形式允许农民部分退出权，以队为基础的
政策承认土地的社区产权边界。四是1978年--1984年的大包干和1996年---1999年的延包政策，退还给农
民除了出卖土地以外的大部分产权。

制度试验：
1、两田制，即把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这种制度实验的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均衡。
2、反租倒包，即是公司集中租用农民土地后在把土地反租给农民，公司负责管理农民，并提供工资
；承租反包是指农户将承包土地的经营权租给农协，农协投资基础工程之后，再将土地出租给农户或
是外地人。反租倒包和承租反包看似只是在经营权、承包权上流转，但是成功的核心就是反租倒包不
必考虑土地对农户的社会保障功能，而是可以通过公司和农协引入现代资本投入和管理手段实现利润
最大化。
3、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即由集体把土地承包给农户，实现所有权与承包权分离，再有
农户用承包权入股，由集体统一经营土地，集体实际得到使用权，实现农户承包权与实际使用权分离
。集体可以配给农民的股权分为基本股、承包股、贡献股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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