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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的逻辑

二战后 世界上 出现 了 一个以 苏联 为 首 的社会 阵营 ， 在这 些共

产 党领导 的社 会主 义 国 家 中 ， 最早打 出 改革旗号 的据说是 南斯拉

夫 的铁托 ， 他 大搞企业 自 治 ，
想走 出 一 条 全 新的社会 发 展道路 ：

尔后 是 苏联 共产 党 中央 第
一

书记赫 鲁 晓夫 ， 他在 个人权 力 的 鼎 盛

时期 骂信 党 是领导
一切 的 ． 解决经 济社会 问 题 的 关 键 在 于 党 的 领

导 ， 因而 异想 天开地将 苏 联共 产 党 分割 为 工业 党和 农业 党 ， 并 由

此埋下 了 党 内 组 织 分 裂 的 历 史 祸根 。
和 南斯拉夫 、 苏联比 ， 中 国

于 １ ９ ７ ８年 才 拉开改革 开放 的 历 史 序 幕 ． 因 此从起 步 时 间 方面 说我

们 并不 占 优势 。

但 ４ ０年后 ， 我 们 看 到 南斯拉 夫和 苏联这 两 个 国 家早 已 解体 ，

二战后 的社会主 义 阵营 中东 欧 的社会主 义 国 家 已集体滑 向 了 资 本主

义 。 世界上选择社 会主 义制度或 自 称社会主 义的 国 家只 剩 下 中 国 、

越南 ．
古 巴 、

朝鲜 等屈指 可敫 的 几个 ，
且经济 发展水平 又是如此 的

参 差 不齐 ， 可 以认为
， 社会主 义的 中 国 在改革开放后 的经 济 发展方

面
， 早 已是

一

骑绝尘 ． 不仅让世界上 众 多 发 展 中 国 家艳 羡 不已 ， 就

连一些典型 的 市场经济 国家 中的重要经济体也不敢小觑 ＜，

中 国 人均 收 入从 丨
９ ７８年 １

５５ 美 元到 ２ ０
１ ７年 的 ８８ ０ ０ 美 元 ，

４ ０年

增 长达近 ５ ７倍
。
毫 无疑 问 ， 中 国 在改革开放的 ４ ０年 中 创 造 了

一

个

经 济 发 展神话 当 我 们 今天回过 头 来重新思考这个神话 的诞生过

程 时 ， 我们 首 先 想到 的就 是
“

万事开 头 难
”

这 句老话 ， 中 国 的改

革 最 值得 庆幸 的 则是 ： 我 们 有
一

个非 常
“

容 易
”

非 常
“

简 明
”

非

常顺杨 的开 头农村改革 。

中 国 的改革
一

开始并没 有什 么 顶 层设计 ， 小平 同 志说的
“

摸

着 石 头 过河
”

那 也是后 来 才 总结 出 来 的经验 。
丨 ９ ７ ８年 ５ 月 Ｈ 日 ，

《光 明 日 报 》 发 表 本报特 约评论 员 的 文章 《 实 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

一标 准 》 以 及 由 此引 发 的一场 关 于真理标准 问题的 大讨论实 际是

为 改革鸣 锣开 道的理论 先 声 ，
而 １ ９ ７ ８年 １ ２ 月 安徽风 阳 县 小 岗 村 １ ８

个农 民签 订 的分 田 到 户联 产 承 包 的 生死状 则 引 发 了
一场 席 卷全 国

的 衣村改革运动 ． ，

改革 为什 么始 自 农 村 ， 农村 的改革 为 什 么 又 发端 于安徽省 的

一个 穷 困村 庄 ， 这 一看似偶 然 发 生 的历 史 事 （牛 实 际上 有 着 一种历

史必然性。

１ ９ ７ ８年 ， 中 国 农村人 口７ ． ９ 亿 ， 在总 人 口 中 的 占 比 为 ８ ２％ ，

该年 农 民人均 纯收 入只 有 １ ３ ４元 。 我 １ ９ ６ ８年插 队下 乡 在 农村 当 过

两 年知青 ， 当 时 曾 亲 眼 目 睹 了 农村 的 贫 困 ， 吃不饱 穿 不暖 是普遍

现 象 ，
人民公社这种 号称 有

“
一 大二 公

”

优越性 的 农村 组织形 式

对生 产 力 的破坏 已
一

目 了 然 ： 我下 乡 的 前郭县八郎 公社地处松嫩

平原 土地肥沃物 产丰 富 ， 但在人 民公社 大呼 隆的 生 产 方 式下 ，
人

们 出 工不 出 力 ． 粮 食亩 产 非常低 ， 在全 国还 有许 多 自 然 条 件不如

我下 乡 公社的 乡 村 ， 那里 农 民的生活 则 更苦 。 我 １ ９ ７６年到 安徽 省

怀 宁县去接兵 ． 对十 个潜 水新 兵 的 大部 分家庭进行走访 ， 当 年淮

北 祆 村还有血吸 虫 病 流行 ，
家 家 户 户都 没有 门 ， 里屋 门 外屋 门 的

隔 断 只 是 门 框上挂 着 半截破布 ，
吃饭时 没有 饭桌 ， 男 男 女女每人

端 着 饭碗饭上 面放 几块咸 菜然后 聚 在某 处边吃边聊 天 ， 这 着 实 让

我惊奇 。 我 当年下 乡 ， 干 了 两 个半 月 活 ， 挣 了 ３ ． ６ ５元 ， 每天挣 １
０

个工 分 的 整 劳 力 ， 日 收 入 只 有 ８分 钱 ， 这 已 经算 是很 穷 的 了 ， 但

看 看 安徽怀宁 农村 ． 似乎农 民的生活 水平还远不如我插 队的八郎

公社 两 家子村 。
丨
９ ：？６年时我 已 当 兵三 年 多 ， 已 经读过 许 多 本 马 列

著作 ， 看到 农村这 些景 象时 ， 我想 ， 农村 的 贫 困 到 底是怎 么
一

回

事 ？ 是生产 关 系和生 产 力 不相追应造 成的吗 ？

对于 中 国 农民 来说 ， 当 初满腹 的改革冲 动 没有 谁会想到什 么

祖 国 富强 民族 复 兴这 些 宏大 目 标 ， 人们 铤而 走 险 为 改革 甚至愿 意

先订 生死状 ， 充其量就是 解 决 想吃 饱饭的 问 题 ， 也正 因 为如此 ，

治 穷 这个最 低改革纲 领 才 能最 大 Ｉ

１

艮度地 动 员 ７亿 多 钇 民 的 改革 参

与 热情 ，
这也应 了 毛 泽 东说过 的

“

穷 则 思 变
”

那 句话 。 改革从最

穷 处开始 ，
而 且 自 下而 上 ， 纯属 自 发 。

有
一

个有趣 的 问 题是 ： 农 民 的 改革 首 钊 为 什 么会 出 现在安

徽？

资 料 显 示 ， 早 在 １ ９ ６ １ 年 ， 安 徽省 的 包 产 到 户 率 就 已 高 达



８ ０
。
／。

，
而 同 期 全 国 农 村 的 包 产 到 户 率只 有 ２ ０

°／。
。
安徽省 在 包产 到

户 方 面 并 不 是开 先 ，可者 ， 中 国 农 村 的 包 产 到 户 最 早可 追溯 到 四

川 江 孝地 区和批江永 嘉县的橡
■ 原 高 级社 ， 其 中 ， 永嘉療原 社的做

法 全 国影 响最 大 ． 因 为 他 们 在 实 践中 总 结 出 了
一 整 套 经验并且在

１ ９５ ７年 的反右 中 ， 力推 包 产 到 户 的永 嘉县委副 书 记李 云河被划 为

右 派 分子 ， 开除 党 籍 ，
撤销一切职 务

， 下放工 厂 劳 动 改造 ？ １
９ ５ ８

年 ， 在人 民公社如 火如茶 发展起 来时 ， 劳动 集 中 營理和 分配＋均

主 义 的弊端比之 高级社时期犹有过之 ， 在 中 央提 出 对人 民公社
一

些做法进行调 整 整 顿 时 ，

一些 地方在 各 自 找寻 农村 经 济的 自 救之

路。
当 时 甘衆 的农 民提 出

“

包 产 单位越小姑好
”

；
河 南 的 新 乡 和

洛 阳 都 大 量 出现 了 包 产 到 户 现 象 ： 湖 南 一些地方 实 行
“

定 田到

户 ， 超 产 奖 励
”

的 办法效 果相 当 不错
■

■ 但 所 有这 些看似 简 单有 效

的改革措 施都 在 １
９ ５ ９年 庐 山 会 ｉ义之后 被 当 成

“

右倾
”

成 为 了 政

治打 击对 象 。
丨 ９ ６０年 天 灾人禍 出现后 ， 由 于 全 国饥饿 严 重 蔓延 ，

中 央 于 １
９ ６ ０年 ７ 月 在 北戴河开 会 ， 确 定

“

调 整
，
巩 固

，
充 实

， 提

高
”

八字 方针 ，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大规糢 包 产 到 户 被 当 成 了 危机 自 救

的有 效手段 。
正 是在 中央 的认可下 ， 安徽省 才 在 全省较全 面地展

开 了 包 产 到 户 工作 。
时任安徽省 委 书 记 的 曾希 圣 在 １ ９ ６ １ 年 ３ 月 广

州 会议期 间 向 毛泽 东 主席 汇报 了 安撤省 包产 到 户 情况 并在会上作

了 发 言介 绍 安徽做法 ，
当年任 中 央 农村 工作部部 长 的 邓 子恢 两次

派人调 研考 察安徽的 包产 到 户 工作 ，
丨 ９ ６２年 ４ 月 邛子 恢 又 到 广 西 龙

胜进行调 研 ， 更 加认可 了 农村 包产 到 户 的做法 。

从 １ ９ ６２ 年 ５ 月 ３ ！

日 到 ７ 月 １ １ 日 ，
邛 于 恢 在 中 央 党 校 等 中 直机 关 做 了 六 场报告 ． 明

确肯 定 包 产 到 户 。

在 １ ９ ６ ２年 １ 月 丨 １ 日 至 ２ 月 ７ 日 的
“

七千人 大 会
”

上 刘 少 奇 代表

中央 作报告和讲话 ， 首次提 出 当 前 的经济 困 雎 不仅 天灾还有人

祸 ， 即 我 们 工 作 中的 缺点和错误 。 毛泽 东在 讲话 中 也作 了 批评和

自 我批评 。 七千人 大 会之后 毛泽 东 派秘 书 田 家英 到 湖 南 农村进行

实地调 查 。 田 家英原 来是 不 赞成安徽 等地 包 产 到 户 做法的 ． 但 在

１ ９ ６ ２年三四 月 间 到 农村进行 了 两 个 多 月 深 入调 查 后也 变成 了 包 产

到 户 的 枳极 支持者 ； 田 家 英 的调 察 ， １：报得到 了 刘 少奇 ． 邛 小平 、

陈云 的称 赞却 遭到毛 泽 东 的 明确反 对 ， 毛泽 东认 为 包 产 到 户 是
一

种后 退 ， 是单干 ， 是集 体经 济信 念 的 丧 失 。

毛泽 东 对 包 产 到 户 的态 度 为 什 么 陡然转 变 ？ 这些 在 尔 后 的 中

共八届 十 中 全会上可 以找到 答案 。

１ ９６ ２年 ９ 月 ２ ４ 日 至 ２ ７ 曰
， 中共八 届十 中 全会 在 北京 举行 ， 此

前 ， 中 央 曾 在北 戴河开 了 一个 月 的 中 央工作会议 ， 在会上 ， 毛泽

东提 出 了
“

千 万不要忘 记阶级斗 争
”

。 在八届 十 中 全 会 上 ， 毛庫

东 做 了 关 于 阶级 、 矛 盾 和 党 内 团 结 问题 的讲话提 出 阶级＋ 争必项

年年讲 、
月 月 讲

，
天 天讲 ， 还错误地批判 了

“

单干风
”

（指 包产 到

户 ）
、

“

鈿 案 风
”

（ 为衫德 怀ｆｅ案 ） 和
“

黑暗风
”

（指对经 济 困难

的 充分估 计 ） 。 至此 ， 毛泽 东作 为具有 崇高 威信 的党主席 亮 出 了 自

已 对农 村 包 产 到 户 的终极表态 ， 党 的左倾路线倾向 已 明显抬头 ？

直到毛 泽 东逝世 ． 中共 党 内 发 生 了主 导权实 貭 变化 ， 左 倾路

线终结 之后 ． 安擻风 阳 县 小 岗 村的 家庭联 产 承 包责任制 才 得 到 中

央 高层 支持 并最 终在 全 国 ；
＾闽推 行 。

这使 得那 个 获得教科 书 式赞

誉 的人 民公社 制 度彻 成 瓦解 。 祆 业生 产 效率从此年年 大幅提 升

从 农业 生 产要素 说 ， 我 们 并 没有增加 新的投 入 只 是 改 变 了 生 产 纽

织 方 式及 相 应 的 分配 形 式 ， 农村财 富钆从地成下 大 量 ，雨 冒 出 来

我 １ ９６ ０年 有过 刻 骨铭 心 的挨 饿体验 ， 传统计划体制 下 的根 票 、
布

票 及各 种 票证记忆深 刻 脑 海 ， 直到 丨 ９８ ５年我 到 中 国 人民 大 学做 博

士研 究 生 时也时 不时去 农 货市 场 拿 全 国根票换 鸣 蛋 但 到 了 １ ９ ９ ０

年代初期 ， 我 突 然 发现粮 皁 已 ｔ得可 有可 无 了
。
这意味 ，

只 是 经

过 了 十 多 年 叶 间 ． 中 国 就通 过 成 功 的 农村改革 解 决 了 十 儿 亿人

口 的根 食限量 供 应问题 ． 这件 事 的 巨 大 意 义 ， 只 有我们 这些 有过

Ｉ ９ ６ ０年 代挨诙 经 历 的人才 能 充 分理解 。

中 国 改革从 农村 起 步 符 合 先 易 后 睢规律 ． 我们 的决 策层 在 改

革初 期 只 是作 为 群 焱 刨举 的 支持者和政 策松綿者 ，
农 民在改 革 初

期 得 到 的是土 地使 用 权
．
生产 经营 自 主权和 剩 余 产 品所 有权 （ 所

谓
“

缴 够 国 家 的 ．
留下 集 体 的 、

剩 下 全 是 自 己 的
”

） ， 农 民的 也

产 枳极性就驟然提升 ， 在 家庭 自 主 支 配下 ．
全 国 农 田 亩 产 水平 大

幅提 高 祆 业 基 础的穗 定 、 农 业生 产 力 的提 升
．
几 亿人 〇 的 陆续

肽 贫
， 使 中 国 的 改革 开放具 备 了 良好 顺利 的开 局

。

按照 高 标 准要木 ， 似乎 中 国 的 农村 改革最终 目 标 是 用 大 农业

大 生 产 的 方 式让 农 业人 〇 比 例 降至 最低例 如２ ０％或 Ｉ

０％以 下 ， 农

业 产 值也应 该在 Ｇ ＤＰ 中 占 比最低 ， 例 如 ５％ 以 下 ． 因 为 农业人 口 越

少 农业 产 值 占 比越低说明一 国 的经 济越现代越 发达
。
但 中 国 农村

改革之路的选 择权
一

直在 农 民 自 己 手里 ， 家庭联 产 承 包作 为改革

初期的 举措从历 史 角 度 看就是从 中 国 农村 国 情 出 犮 的 最优选择 ，

因 为这 种农业 生产 方式 ， 中 国 农民从 １ ９ ５ ６年
、

１ ９ ５ ８年
，

１ ９ ６ １ 年起

就 已经开始 了 不屈不挠 的探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