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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国家建设与当代中国》

内容概要

《城市化、国家建设与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问题研究》介绍了建设现代国家是中国现代政治的主要走
向，现代国家的形成和成长需要经历现代化和国家建设两个环节。城市化则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核
心特征，而现代国家的形成和成长过程又是不断赋予和发展公民权的过程。由此城市化与公民权，尤
其是农民的公民权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过程中相互联系的两大主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化
本身经历了从总体受限到迅速推进，再到持续发展的深刻转变。与此相应，农民的公民权问题也经历
了从受到遮蔽到逐渐显现，再到日益凸显的转变。在上述过程中，中国城市亿的实质是什么？中国农
民的公民权问题为何会从遮蔽向凸显转变？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和深屡逻辑如何？《城市化、国家建设
与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问题研究》力图从城市化、国家建设和公民权变迁相互关系的角度客观地描述
并解释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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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种边缘地位，当然不是西方式的消灭，而是不断抽取农民成为市民的过程。”显然，上
述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中国存在针对农民公民权的主体资格限制问题。实际上，中国因主体资格
限制而产生的农民公民权问题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农民公民权问题的存在；二是农民公民权问题的凸
显。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民历来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赢得农民的拥
护是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并建立新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对
土地革命重要性所作的阐述那样，“如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为没有正确地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
而失败，那么，在新的条件下的正确地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就是复兴革命运动的希望所在。”正因
为如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立新生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执政党一直与农民保持了非常
牢固的密切关系并获得了农民的高度信任，这种信任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许多时期获得大众支持
和吸引人们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这一关系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建设成功地越过许多困难并一
直牢固持续到现在。 为了尽快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新生国家政权在建立后也很快主动
地推进了现代化与国家建设。与早发国家不同，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推进面临着
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因而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推进很难自发进行，而是离不开强有力的国家支持，而
建国初期的一系列战略也正是围绕这些目标展开的。首先，“土地改革运动”。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巩
固新生国家政权，在全国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解放了农民阶级，使
土地从地主阶级占有转换为农民占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对此，刘少
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土地改革的这一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是着眼于生产的
。因此，土地改革的每一个步骤，必须切实照顾并密切结合于农村生产的发展。”而土地改革也获得
了农民的支持，起到了巩固新生国家政权的作用。其次，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到1952年底
，中国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随着建国初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新生国家政权得到巩固，现代化和国家建
设的大力推进显得更为迫切。为此，中国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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