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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秀 生

年代末 年代初
,

农村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

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再度兴起
。

它带来了农村历史性

的变化 家庭经营发展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
,

特别是

当农业发展出现波折时
,

它的前景又如何呢 有的

同志认为
, “

大包干
”

责任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

使命
,

家庭经营的潜力已尽
。

我认为
,

为使农村经

济进一步发展
,

必须稳定家庭承包经营
,

在此基础

上
,

逐步充实集体统一经营的内容
,

给家庭经营注

入新的活力
。

一
、

家房承包经曹的断特点
。

家庭经营是以家

庭为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
,

在一定的

生产方式下
,

组织生产过程中的决策
,

以及合乎目的

地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
,

进行产品的生产

和再生产
、

劳务的提供和再提供
。

家庭经营在各个

社会历史阶段中多次改变其发展条件和经营内容
,

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

新中国成立以后
,

党领导农民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完成了土地改革
,

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解

放了农村生产力
。

但是
,

以土地小私有制为基础的

个体经济
,

是孤立的
、

落后的
,

经济力 量 是 薄 弱

的
。

这样的家庭经营的威力是有限的
。

农民中蕴藏着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

党及时地领导农民走上

了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道路 问题在

于 农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之后
,

与生产资料集体

所有制相适应的经营方式
,

是实行单纯的集中统一

经营
,

还是在互助合作的前提下实行以家庭为基本

生产经营单位
,

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呢 这些问

题没有解决好 实践中我们走了高度集中统一经营

的路
,

严重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六十年

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

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

留地和家庭副业
,

但是
,

经济工作中
“

左
”

的指导

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
, “

政社合一
”

的体制没

有改变
,

集中经营
、

集中劳动的弊端未能从根本上

克服 在十年内乱时期
,

农村在所有制方面搞单一

纯粹的公有制
,

且追求
“

大
”

和
“

公
”

的水平的提

高
,

把自留地
、

家庭副业
、

集市贸易视为
“

资本主

义尾巴
” ,

要割掉
,

提出
‘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

不

要资本主义的苗
” 。

在管理方式上
,

把生产劳动中

的
“

集中
” 、

统一
” 、 “

组织规模大
”

看作是集

体经济的同义语
,

这使得家庭经营几平丧失殆尽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在农村普遍实行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建立和健全了双层经营体制

以及一系列基本政策
,

使农村经济飞跃发展
。

家庭

经营也获得了新生

现在农村普遍实行的家庭经营不同于以往的家

庭经营 第一 ,

我国现在的家庭经营是以生产资料

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
,

家庭经营不是分田单千
。

因而
,

它不同于土地改革以后的以个体私有制为基

础的家庭经营
,

更不同于解放前以土地地主占有为

基础的生产关系下的家庭经营
。

第二
,

我国现在的

家庭经营不是集体经济的附庸和附属层次
,

而是农

民家庭经营的经济和集体经济融为一体
,

且以分散

的家庭经营为基础
,

采取家庭承包的形式 改革之

前
,

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只是集体经济的从属

部分
,

且实际上两者分明
,

处于割裂状态
,

表现出

尖锐的公私矛盾 改革之前的家庭经营 的 收 入 部

分
,

只起到补充的作用
。

现在农民的收入
,

绝大部

分来自家庭经营
,

再也不是处于补充的位置了 见

表
。

第三
,

改革以前的家庭经营
,

是自给自足

型的
、

封闭型的 现在的家庭经营
,

是在肯定了社

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
、

商品经济发展已经起步
、

市场逐步发育下的家庭经营
。

随着社会化服务体系

的逐步健全
,

分工
、

协作和联合也在发展
,

家庭经

营也逐步地走向专业化
、

社会化
。

它的大环境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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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总收入和 纯收入 中
,

还 包括从经济联合体得到的收入和其他非生产性收入项 目 ,

本表均未列入
。

发生了重大变化
。

二
、

新型的家庭经营带来 农村历 史 性 的 变

化
。

农业和农村总产值不断上升
,

主要农副产

品产量大幅度增长
。

农业总产值
,

年 亿元
、

年 亿元
、

年 亿元
,

到一 年
,

上

升到 亿元 年分别比一。 年
、

一。 年
、

年增长 倍
、

一 倍
、

倍
。

农村社会

总产值 年为 亿元
,

年上升为
一亿元

,

增长 倍
。

粮食产量
,

年

万吨
、

年 万吨
、

年 万吨
、

年 万吨
,

年达 万吨
,

至

年
,

虽有下降
,

但 年又超过了历史 上 最 高 水

平
, 。。 年达 万吨 棉花产量

,

年

万吨
,

年 万吨
,

年达连 万吨 油

料
、

烤烟
、

水产品
、

水果都有大幅度增长
。

农民收入增长
,

生活水平提高
。

这是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必然结果
,

也是它能继续发

展和完善的动因 农民家庭平均每人总收入
,

年只有 。元
,

年达 元
,

增 长

倍 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
,

年只有

元
, , 。年达 元

,

增长 倍
。

总收入和纯

收入 了 年以后都是逐年增长

随着收入的增长
,

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

支出不断增长
。

年为 元
,

年为

元
,

— 年分别为 元
、

元
、

习 元 元
、

元
、

元

在农民的消费体系中
,

食品消费在整个生活消

费支出中的比重逐年下降
,

年占 肠
, 。

年占“ 帕 住房支出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 重 在

上升
,

年占 一 肠
, 一 年占

,

肠
,

年占 呱 在 用房 方 面
,

据抽 样调查
,

生 产

性用房和生活性用房面积均不断扩大
,

建筑质量不

断提高
,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用房在增长
。

平均每户

年末房屋使用间数由 。年的 间提高到 。年

的 间 平均每人年末生活用房使用面积由 。

年的 平方米提高到 。年的 平方米
,

其中

钢筋混凝土结构由 年的。 平方米提高到 。

年的 平方米
。

以文化服务和生活服务为主要 内

容的非商品支出的比重
,

由 年占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的 肠提高到 年的 肠 耐用消费品

拥有量不断增长
。

农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自行车
、

缝

纫机
、

钟
、

手表的拥有量分别由 年的 辆
,

台
、

只
、

只上升到 年的

辆
、

台
、

只
、

只 , 电风扇
、

洗

衣机
、

家用电冰箱分别由 年的 “ 台
、

台
、

台上升到 年的 台
、

一 台
、

台 , 摩托车已经进入农民家庭
, 。年平均 每 百

户拥有 辆 , 沙发
、

大衣柜
、

写字台分别由

年的 个
、

个
、

张上升到 年 的

个
、

个
、

张 , 黑白电视机
、

彩色

电视机
、

收录机分别由 年的 洲台
、

台
、

台上升到 年的 台
、

台
、

台

就全国而言
,

它标志着农民巳经跨越了温饱线
,

开始

向小康迈进

农业机械化水平在提高
,

农业机械拥有蚤

增加
,

农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增长
。

农业机械总

动力 年 万千瓦
,

年 万千瓦 ,

农用大中型拖拉机 年 台
,

年

台 , 农用小型拖拉机增长很快
,

年 。。。台 ,



年 台 农用排灌动力机械一 年

万台
, 。年 万台

,

农用载重汽车增长最快
,

, 年只有 辆
,

年达 辆 据 抽 样

调查
,

农民家庭平均每户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

年 , 元
,

年达
‘

元
。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

促进了生产

力的发展
,

带来了农业内部结构
、

农村产业结构的

变化
,

这一变化也带来了整个社会产业 结 构 的 变

化 就农业内部结构来看 以总产值指标计算
,

农作物种植业的比重
,

年占 肠
,

年

占 肠
,

年占 肠
,

年降 为 盛。

肠
。

农村社会总产值中
,

农业社会总产值占农村社

会总产值的比重
,

年为 肠
, 。。 降为

呱
,

工业总产值由 。年占农村 社 会 总 产 值 的

肠上升为 嗬
。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

最突

出的表现是乡镇企业的发展
。

年
,

职工人数达

万人
,

比 年增长 倍 , 总 产 值 达

亿元
,

比 年增长 倍 , 总收入达

亿元
,

比 年增长 倍 上缴国家税金达

亿元
,

比 年增长 倍 纯利润达

亿元
,

比 年增长 倍 工资总额达 亿

元
,

比 年增长 倍 固定资产原值达 亿

元
,

比 年增长 倍 , 固定资产净值有

亿元
,

比 年增长 倍
。

农村工业总产值
、

建

筑业总产值
、

运输业总产值
、

商业饮食业总产值占

整个社会工业总产值
、

建筑业总产值
、

运输业总产

值
、

商业总产值的比重均有较大幅度提高
,

年

分别为 肠
、

肠
、

肠
、

呱
, 。

, 年分别为 听
、

肠
、

肠

肠
。

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
,

带来了整个社会产业结

构的变化
。

农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
,

年为 呱
,

年为 肠
,

年 为

呱
, ,年为 呱

。

年工业总产值占社 会

总产值的 肠

三
、

不能把以家磨经曹为签姗的联产承包资任

脚的再次复生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力的低下
。

不可否认
,

家庭经营在短短时间内遍布全国各地
,

的确与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
、

农民生活水平较

低密切关联
。

在一定意义上说
,

这是农民自愿实行

或接受家庭经营方式的原始动因
。

但是
,

’

不能把以

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星火燎原简单

地归结为生产力低下的结果 否则
,

就难以理解
,

现在农业发展了
,

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

但农民仍

然不要求改 变 家庭 经营方式的现实 就会导致这

样一种观点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

家庭经营就

会被取消 农业生产的滑坡和徘徊
,

是因为家庭经

营的潜力已尽
,

已经走到了尽头
,

因此应该改变家

庭经营方式
。

我认为
,

除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构成家庭经营

的原始动因以外
,

对农业实行家庭经营的决定因素

有 第一
,

农业生产的特点
。

相对于现代化的工业

生产来说
,

农业劳动对象生长发育的规律
,

决定了

农业生产过程中协作的简单性和稀少性
。

作物生长

的季节性
、

周期性
、

生产过程的有序性
,

决定了农

业生产过程中
,

同一时期内的作业比较单一
,

不同

时期的不同作业多数又往往可以由同一劳动者连续

完成
。

即使不是由同一劳动者连续完成
,

生产过程

中的协作也是相对简单的
。

农业生产的自然再生产

和经济再生产的统一性
,

农业劳动过程显著的季节

性和突击性
,

与家庭经营具有很大的共通性 农业的

生产工具
,

从手工工具到现代化大机器几乎都由个

人操作
,

这与农业中家庭经营的普遍存在是直接相

关的
。

农业自然环境的复杂多变性和不可控性
,

决

定了农业的经营管理决策要因时
、

因地
、

因条件制

宜
,

要有灵活性
、

及时性和具体性
。

这只有将决策

权分散到直接生产者才有可能
。

第二
,

农业生产的

特点决定了农业分配组织规模不能超出由利益一致

的劳动者构成的范围 实行家庭经营
,

利益一致的

家庭劳动者及其全体成员合理分工
,

在时间上和劳

动力的充分利用方面达到最佳水平 , 决策和生产的

统一使劳动者的经营自主权得到充分肯定
,

而家庭

内部
“

有福同享
、

有祸同当
”

的利益关系也使得家

庭经营有较好的整体协调性
。

大规模的经济组织不

具备家庭的这些得夭独厚的条件

四
、

家魔经营典有广泛的适应性
。

社会主义的

基本经济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

农村

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和普遍实行家庭经营

并不是对立的
,

而是统一的
。

从表面上看
,

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

集体经济单位由统一指挥的

集中经营变为单家独户的分散经营
,

似乎与过去的
‘

各种各的地
、

各打各的粮
”

一样
,

实际上
,

现在

的分散经营是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前提的
。

集

体所有制条件下可以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
,

家庭分

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都是集体经济内部因适应生

产力发展水平
、

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分工协作而形成



的不同层次
、

又互为条件
、

互相促进的经营方式
。

在我国现阶段
,

集体经济条件下主要采取家庭经营

方式
,

逐步发达起来的家庭经营已经成为集体经济

发展的重要基础
。

一般说来
,

集体统一经营的覆盖

面主要是乡镇企业和社会化服务
。

这样一种经营格

局
,

使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之间相互限制

较少
,

相互补充较多
,

进而形成双层经 营 相 互 交

叉
,

双双发展
,

共同促进农业发展的大气候
。

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农村经济发展

的事实证明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对全面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具有巨大的推动力
。

那种

将家庭经营同自然经济
、

小农经济联系起来
,

认为

家庭经营必然降低商品率的观点是错误的
。

家庭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家庭经营

较之单纯的集中统一经营虽然经营规模小了
,

但联

产承包责任制使农 民逐步走上了富裕之路
,

这为农

业现代化发展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

且提出了使

用机械和推广科学技术的要求
。

家庭分散经营与农业专业化实质上并不相悖

在原有体制下
,

集中统一劳动
,

集体经济组织的成

员人人都种粮油棉
,

你能说这是专业化吗 十多年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
,

不少地方已经从
“

家家粮

油棉
、

户户小而全
”

的结构向着
“

小而专
”

的方向

发展
,

有的还成为专业户
。

即使是种植粮油棉等品

种较多的农户
,

有的经营规模扩大了
,

有不少地方

巳经在很多经营环节上逐步实现了规模经营
,

如机

耕
、

治虫
、

收割等
。

这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为农业

专业化提供了逐步发展的条件
。

而且这些形式易于

为农民所接受 实践证明
,

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只要

同社会化的专业分工结合起来
,

就可以成为社会化

大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家庭经营的适应性
,

还可以发达国家农业经营

为证 人多地少的 日本
,

年有农场及农业企业

万个
,

其中 万个是家庭经营的农场
,

在

人地比例中等
、

经济发达的西欧
,

也以家庭经营为

主
。

法国目前约有 多万个农场
,

其中 肠 依 靠

本人及家庭劳动
,

呱仅雇一两个工人
,

只有 肠

是雇佣一二十个工人的农场 在人少地多
、

农场面

积大的关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家庭经营也占绝

大多数 加拿大 年个人及家庭经营的农场占农

场总数的 肠 , 澳大地亚 。年有 万 个 农 牧

场
,

家庭农场的比重占到了 肠 资本主又经济

最发达的美国
,

年以各种形式进行的以家庭为

单位经营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 帕

五
、

土地平均主义 或近似于平均主义 的经

曹方式的产生具有必然性
,

目前首先应该强润的

祖定
。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
,

大部分地区采取了

按人平均承包土地的办法
,

少部分地区采取了大部

分土地以人 口平分
,

小部分土地按劳动 力 平均 承

包
,

极少的地方还配之以按经营能力招标承包 这

就是人们常说的平均主义土地经营方式
。

它之所以

在大部分地区实行
,

说明其具有现实的必然性 因

为它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业生产力的状况 , 现

实土地是稀缺的
,

当时
,

农民除了经营土地以外
,

无别的途径取得收入
,

因而只有平均承包土地 , 多

年积累下来的又一时难以改变的传统的重土意识和

平均主义思想
,

农民要求平均承包

平均主义土地经营方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大家公认
,

农村第一步改革是成功的
,

农村经济发

展上了一个台阶
。

我们不能因为它存在 固 有 的 弊

端
,

不能因为由于有关政策和措施不配套使家庭经

营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

就否定它 的确
,

不

论是从它自身
、

从现实还是从发展来看
,

家庭经营

都有其局限性
。

诸如它本来使能创造出更多财富
、

呼唤出更大生产的几亿农村生产力
,

程度不同地束

缚在数量不多的土地上
,

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不能实

现最佳结合 , 经营规模过小
,

带来了生产要素特别

是土地的浪费 , 地块的过于分散经营
,

使有些地方

积累起来的农业物质技术的作用削弱 , 兼业经营的

大量存在
,

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重工商轻农
,

使农

业投资减少
,

劳动力素质下降 , 在一定条件下来说

产业结构变革受阻
,

与社会化大生产产 生 一 定 矛

盾 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准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

别无

其他
,

同时
,

不能离开当时的条件而去空想 这种

经营方式是当时大部分地区农村的一种选择

平均主义土地经营方式发展到今天
,

仍然是我

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
。

年承包经营农户占总

户数的 呱
,

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占耕地总

面积的 帕
。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土地承

包关系有了一定的调整和完善
,

形式各异
,

诸如均

田公标制
、

两田制
、

转包经营制
、

租赁经营制
、

代

营制等等
,

但墓本上仍保持了原有的承 包 经 营格

局
。

其中
‘

两田制
,

在不少地方试行 据 调 查 发

现
,

在实行
“

两田制
”

的地方
,

责任田的划分方式

按人承包多于按劳力承包
,

按劳力承包又多于招标

承包 。年全国有 万户转包了土地
,

还 不



到总户数的 肠 出现这些现象
,

是因为农村产业

分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

仍然没有达到足以使农民

退出承包耕地的程度
,

同时还因为农村土地仍具有

着特殊的社会保障功能
。

因此
,

这种以农户为主的

最基本的土地经营形式
,

对于稳定和发展农村经济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六
、

日 年以后农业曾出砚的徘翻现象和 目前

农村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向皿
,

不在千家盛经曹自

身
。

的确
,

年到 年之间
,

农业发展曾出现

了徘徊 这特别表现在粮食产量上面 目前农村发

展中的确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

如农业投

入
、

农民收入
、

农民种粮
、

种地的积极性

究其农业生产徘徊和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所存在

的问题的原因
,

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重点考虑的

第一
,

在 年至 年粮食实际年增长率达

到 肠
,

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

人

均占有粮食 公斤
,

首次接近世界平均值 公斤

的水平的情况下
,

当时流行的思想是
,

中国的农业

问题解决了
,

粮食过关了 于是
,

在这样一种盲目

乐观情绪下
,

在全国经济建设的大盘子上
,

农业退

居次要地位
,

甚至出台了一连串不利于农业发展的

约束性措施
,

诸如取消棉花奖省政策
,

除了定购任

务外限收农民的粮食
,

减少了对农业的投资等 这

一折腾使后几年农业生产下降 说是重视农业
,

实

际上很多措施没有落实

第二
,

农业投入不断减少 由于对农业发展的

艰巨性认识不足
,

忽视了物质投入对增加农业生产

发展后劲的重要作用 从国家投资看
,

十一届三中

全会设想农业墓本建设投资额逐步达到基本建设总

投资额的 呱
,

但是
, 。年为 肠

,

年为

帕
,

年为 肠
,

最低的年份曾降到 肠 ,

对农用工业投资在整个工业投资中的比 重
, “

五

五
,

是 呱
, “

六五
‘

是 肠
,

年仅 为

务 , 农业信贷资金在整个农村信贷资金中的比重
,

。年是 务
,

年为 肠
,

现 在 不 到

肠 从集体投入来看
,

比例下降 年农业总投

资额中
,

集体投资占 肠
,

年降到 肠
,

— 三 年都没有超过 肠 从农户投资看
,

” 年农业固定资产占农户拥有固定 资产 的

肠
,

年和 年分别为 肠和 肠 很明

显
,

农业发展投资的主体 —农户投资的积极性下

降 农民不愿多投入
,

不是因为实行了家庭经营
,

而主要是由于农产品价格所引起的利益导向的变化

所致

第三
,

使家庭经营完善的诸种措施滞后
,

但决

非家庭经营本身的结果
。

表现在有的地方稳定家庭

经营政策不够落实
,

完善家庭经营的措 施 不 够有

力
,

特别是社会化服务工作严重滞后
,

买难
、

卖难

不是个别年份的现象
,

打白条和变相白条现象一直

未能根本解决
,

农田水利基本设施的建设没有引起

高度重视
,

如果各项政策措施得力
、

配套
,

家庭经

营会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我们看到
,

从 年 开

始
,

尽管农业发展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和矛盾
,

但徘

徊的局面已经结束
。 、

两年
,

我国粮食产

量连破历史纪录
,

其他主要农副产品也全面丰收

年
,

尽管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
,

但粮食产量仍

达到 万吨
,

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呱 这

是强调落实政策措施的结果 家庭经营的格局并未

改变

第四
,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

在有的年份增产不

增收甚至减收
,

是农业生产出现徘徊和农村经济发

展中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
。

近几年来
,

工农业产品价

格剪刀差明显扩大 与上年比较
,

出售等量农产品
,

年少换 肠的工业品
, 。年少换 肠的工

业品
,

如果联系农户产品成本上升的现实
,

两年内工

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 肠 由此
,

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拉大
,

城乡居民收入比 。年为
, · ,

一。 年为
, , 年为

。

由于剪刀差

的扩大和与农产品价格上升相比社会商品零售价格

的上升过快
,

农民增产不能相应增收 尽管
、

。两年农业全面丰收
,

但农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

了 肠
。

从以上可以看出
,

这些问题的存在
,

不仅不是

家庭经营带来的
,

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以家庭联产承

包为主的贵任制
、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稳定

与完善
,

障碍了家庭经营潜力的释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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