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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的发展影响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 中国农村社

会的安定牵涉着中国全社会的安定 ; 中国农民的权利保障也是

每一个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尊严和地位的反映。中国近 30

年经济发展的经验可以从多方面概括 , 其中这样一条会成为人

们的共识 : 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 成也农村 , 败也农村。中国市场

供应充足 , 物价稳定 , 出口竞争力强劲 , 经济增长率长期位居世

界前列 , 与农村改革先走一步并获得成功有密切关系。总结农

村改革经验 , 特别是发现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改革之间的

关系 , 对于开拓新的改革思路 , 推动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 无

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背景

( 一) 农村社会转型的观察视角

这些年来 , 中国农村问题持续成为社会观察和评论的 热

点。社会各界的评论主要是从三个层次上展开的。第一个层次

是从政府的角度看问题 , 主要是谈论如何增加农民收入 , 以及

政府在农民增收中的经验。第二个层次是从同情心的角度对农

民问题做出评论。第三个层次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农村社

会转型中农民的历史角色。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 容易把握住改

革大局 , 避免被一些“假问题”所迷惑。

( 二) 农村社会转型的一般性与中国的特殊性

现代化的本质是制度变革。第一项是对财产权利的保护 ,

尤其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第二项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一

切国家现代化成功的秘密不过是它们确立了这样两项最基本

的制度 , 农村社会转型当然也不例外。为建立这样的制度 , 从改

革基本操作层面看 , 改革者不可避免地面临最具有颠覆性威胁

的三个方面的社会冲突 , 第一个是国家和社会的矛盾( 涉及横

向分权) ; 第二个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涉及纵向分权) ; 第三个

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 涉及要素分权) 。这三方面的冲突每一方

面都与农村社会有关。

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转型始终离不开自己的特殊问题。所

谓“ 三 农 ”问 题 , 概 括 地 说 是 : 农 业 是 效 率 问 题 , 农 村 是 就 业 问

题 , 农民是权利问题。

二、中国农村改革模式的转变

从农村改革开始到 2003 年前后 , 农村改革以“减弱控制 ”

为主要特征; 2004 年以后 , 农村改革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扩大农村公共品供应为主要特征。党的十七大以后 , 农村改革

将进入统筹城乡发展、深化综合改革新阶段。

( 一) 1978～2003 年: 以“减少控制”为主的农村改革模式

1.概述 我们对农村改革经验的概括着重于国家、集体和

农民之间利益关系调整的得失成败。第一 , 农村改革必须打破

来自国家权力对农民的高度控制 , 让农民依据市场关系自由地

安排生产。第二 , 在改革的关键步骤上 , 中央政府的决断具有重

要意义。第三 , 从改革目标的确立到最后实现 , 比之中央政府的

率先行动 , 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推动制度创新 , 是改革成功

的必要条件。

从推动农村发展的政府行为方面看 , 除过几次农产品价格

调整出自中央政府之外 , 一些重要的改革行动最初都来自地方

政府的创新性行动。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改革举措

在产生之初 , 都与当时的中央政策或国家法规形成冲突 , 改革

到了一定程度后 , 这些改革措施才被修改后的政策法规所认

可。中国农村的改革正是这样在与既定政策的冲突中向前突进

的。但必须承认 , 给予或承认地方政府在决策中某种自由 , 在改

革时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2.调节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 扩大和保障农民权利 农村发

展的根本障碍 , 是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并大体延续至今 ,

农民应该享有的公正权利得不到完全的保障和尊重。这一时期

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农民权利变革。

( 1) 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家庭联产承包制得以在 1978 年后

迅速推广 , 首先归功于中国农民的创造精神。中国农民勇敢地

冲击人民公社制度并取得成功的主要社会条件是 : ①人民公社

制度所包含的各种内在矛盾在后期由于政治运动的推波助澜

而加剧 , 特别是这个制度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已危及到农民的

生存 , 农民对抗这个制度的风险显著降低。②农村是计划经济

的薄弱环节 , 因而改革也易于从这里突破。③人民公社时期农

村社会的一个重要情况是大部分地区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民的

利益比较一致 , 前者能与普通农民一起共同反对人民公社制

度。当时的迅速变革固然与新制度符合农民利益有关 , 但从变

革的可操作性上看 , 农民内部没有分化 , 利益要求比较一致 , 特

别是精英分子的积极性很高 , 是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家庭联产承包制与集体经济制度相比所具有的制度优 势

是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①从根本上说 , 家庭联产承包制

适合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性质。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使家

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②家庭联产承包制直

接把家庭收入与家庭的生产投入结合在了一起 , 在较大程度上

克服了集体共同生产条件下的农民的“搭便车”行为 , 产生了制

度的激励功能。改革前我国农村生产在管理中也有某些责任制

形式 , 但一般没有实行“联产”制度 , 或者“联产”仅止于作业组 ,

其激励功能极为有限。③家庭联产承包制大大降低甚至取消了

某些农业集体生产的监督管理成本。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 ,

对农业劳动者劳动投入的质量、数量进行监控的成本极为高

昂 ,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实际上基本取消了这种监控成本。

④农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了生产自主权 , 为农业生产实现

资源合理配置创造了重要条件。

( 2) 农民平等、公正的劳动就业权利。尽管我国城乡分割体

农 村 改 革 30 年 回 顾 与 展 望

纪 念 农 村 改 革 开 放 3 0 周 年 ( 1 9 7 8 ～ 2 0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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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农 民 工 的 30 年

制尚未完全打破 , 但这个体制已经遭到很大冲击。在种种约束

之下 , 中国农民勇敢地走向城市 , 率先向劳动市场的二元体制

发起了冲击。

过去一个很长时期里 , 国家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 , 对劳资

关系的调节 , 常常是不着边际地空喊口号 , 而媒体对这个问题

也多是给予道德批判 , 未能发掘其中更重要的意义。2003 年以

后 , 这种情况有了逐步转变。农民进城务工 , 对于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 , 促进经济高速发展 , 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 , 对农民进城

务工的种种限制 , 又大大限制了资源效益的充分释放。

调查表明 , 在 2004 年之前差不多 10 年左右的时间里 , 农

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维持这样一个劳动供求关系 , 固然

和农民工的供应充足有关系 , 但更重要是农民工所遭受的歧视

和过度的盘剥排挤了新增工人的就业机会。劳动的廉价是因为

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护。

对农民平等权利的保护 , 特别是对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之间

平等权利的保护 , 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2004 年 11 月 1 日国

务院第 423 号令颁布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把农民工的权利

置于国家法律保护之下。中央高层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施政方

针的确开阔了地方政府官员的视野 , 许多能够有效调劳资关系

的政策在不断出台。

( 3) 民主选举权利。在农民问题上 , 中国历来缺乏好的、有

利于稳定的社会对话机制。在农民眼里 , 政府就是乡村干部。在

中央政府那里 , 自己的政策也要通过乡村干部来落实。高层政

府对基层干部的控制 , 几乎是鞭长莫及 , 所以农民通过上访能

解决的问题实在是九牛一毛。农村社会陷入一种“对话困境”。

村民自治选举制度的重要功能在于解决对话问题。1988 年

6 月 1 日我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开始试行 , 1998 年正式实

施。全国大部分农村村委会进行了多次换届选举。中国政府的

此项行动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 , 也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但已有的实践证明 , 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发展远不是一件一蹴

而就的事情。可以说中国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非常重要 ,

同时又非常困难。

总体上看 , 对于乡村民主自治 , 农民远比地方政府认真。现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 修订草案) 》尚有许多不尽

人意之处 , 但这部法律至今没有再行修订。值得注意的是 , 中国

农民十分看重村委会选举产生的程序性问题 , 并在实践中发展

出了一些形式不同 , 但很能体现民主精神的做法。

( 党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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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 流浪少年

我的家乡河南省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 , 位于驻马店市与

周口市的交界处 , 这里人多地少、土地贫瘠 , 属于国家级贫困地

区。因为家庭经济原因 , 加之身体条件较差 , 小学毕业后 , 我就

没再跨进过学校门 , 开始了“打工创业”的闯荡生涯。

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一样 , 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1982 年 , 我 16 岁 , 跟同村人去做工 , 去河南义马市渑池县仰韶

乡一个砖瓦窑厂烧砖。在砖瓦窑厂 , 我不幸患上了类风湿关节

炎。那次因为被窑主骗了 , 赚了 25 元 , 治病却花掉 200 多元。

经过多年的打拼 , 20 岁时终于存下了点钱 , 我在河南新乡

开了一家烩面馆 , 正当生意红火时 , 却被人坑害 , 雪上加霜的是

饭店也失火了 , 我再次两手空空地回到家乡。

20 世纪 90 年代: 闯荡深圳

1990 年前后 , 两次南下深圳 , 因为种种原因都收效甚微。

1997 年春 , 我再次揣着从乡亲们那里借来的 170 多元钱踏上了

开往深圳的列车。经过艰苦努力 , 我在深圳平湖开了一家小餐

馆。餐馆里 , 常常有外来打工者来吃饭 , 闲谈中我打听到打工者

往来深圳乘车难的事情。

我就找到平湖汽车站站长 , 建议整顿秩序 , 对外来车辆实

行统一管理。我成功地说服了站长 , 并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入

股 , 协助车站解决了资金问题 , 终于把平湖汽车站整顿得有条

不紊。从此 , 我就成了农民工在平湖汽车站的客运总代理。

进入 21 世纪: 成为“农民工司令”

在深圳多年打拼中 , 我发现一个现象 , 南方企业用工一般

都有很强的季节性 , 生产旺季的时候招工难 , 一旦进入淡季又

会大量辞退员工 , 尤其是春节过后。由于缺乏信息和帮助 , 求职

难的问题非常突出 , 甚至要向人事主管塞一两百元的小费才能

顺利应聘。

2001 年前后 , 我创办了深圳全顺玩具厂 , 随后开始专门从

事劳务租赁和劳务派遣业务。2004 年 8 月 , 我创办了专招河南

民工的深圳市全顺

人力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服务范围跨

越 深 圳 、 东 莞 、珠

海、厦门、福州等地

区。在保护农民工

权益方面 , 全顺公

司大胆开创了农民

工 权 益 保 全 模 式 。

目前 , 全顺公司已

拥 有 员 工 17 000

多人。 ( 张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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