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一。。年第‘ 期

鄂湘赣边区有这样一个村
一《 县级经济丛书 》之一 《鲤港村经济 》 如是说

陈 腆

《鲤港村经济 》作为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副院长伍新木副教授主编的《县 级 经 济 丛

书 》中的一种
,

是青年理论工作者王一鸣在

下派湖北省通城县工作期间
,

在调查和搜集

了通城县关刀镇鲤港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

手资料后撰写的
,

有代表性地
、

综合地反映

了本世纪下半叶鄂湘翰边缘地区 的 农 民 生

活
。

《鲤港村经济 》共 部分 一
、

前言
,

二
、

鲤港村概貌
,

三
、

村级报表制度
,

四
、

村庄人 口
,

五
、

家庭经济
,

六
、

村民生活
,

七
、

农业耕作
,

八
、

土地分配和利用
,

九
、

工副贸易
,

交通水电
,

十
、

教育卫生
,

文化

宗教
,

社会治安
,

十一
、

影响村民生活的几

种社会因素
,

十二
、

行政体制沿革与职能
,

十三
、

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几点思考
,

十

四
、

后记
。

内容上
,

有农村生产
、

交换
、

分

配和消费各环节的记录
,

全村的经济概貌及

家庭经济各有专章阐释 有农民经济生活之

外的文化
、

宗教
、

行政组织等情况的介绍
,

农村文化诸现象和影响村民生活的各因素也

有陈述 在章节设计上着重反映农村政治
、

经济
、

文化因素的整合及其各 自功能
,

也安

排了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分析
,

从而

提出作者的见解
。

从县级经济研究的角度看
,

村是县 —乡 镇 —村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将这个

环节独立出来又是一个 自成体系的小社会
,

尤其是这个小社会中包含着一个最具体的因

素 —户
,

户中的中国农民 《鲤港村经济 》

正是最逼近地反映了社会最基层的一个村
,

最贴近地反映了农民的生活
,

从 这 里 我 们

可以看到中国国情最具体深入的一斑
。

这是

《鲤港村经济 》的一大特色
。

当然
,

要了解中国农村
,

还需要了解许

许多多各种类型的村
。

众所周知
,

著名社会

学家费孝通先生写过一本《江村经济 》
,

其

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

而《鲤港村经济 》的作

者在撰写该书时
,

也研读了包括 《 江 村 经

济 》在内的费先生的许多著作和文章
。

故在

前言中写道

·
《鲤港村经济 》

,

王一鸣编著
,

武汉大学出

版社 年 月版
。

定价 元
。

湖 北 省 计 委

《计划与市场 》杂志社 邮编 。。 代办发行
。

我自知无论从哪一方面讲
,

我都不可能达

到费先生当初的水平
,

但事隔半世纪
,

有人再

作费先生当年所作类似的工作
,

也无疑是会有

意义的
。

正象费老自己所说
‘

我明白中国有

千千万万的农村
,

而且都在变革之中
,

我没有

千手万眼去全面加工观察
,

要全面调查
,

我是做

不到的
’ 。 ‘

如果我们能对一个具体的社区
,

解剖清楚它社会结构各方面的内部联系
,

再查

清楚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
,

可以说有如了解一

只
‘

麻雀的五脏六腑
’

和生理运行
,

有了一个

具体的标本
,

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的和条件

不同的其他社区
,

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
,

把相同的和相近的归在一起
,

把它们和不同和

相远的区别开来
。

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或

模式了
,

这也可以称之为类型比较法
’ 。

他还

说
‘

应用类型比较法
,

我们可以逐步地扩大

实地观察的范围
,

技着已有类型去寻求条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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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具体社区
,

进行比较分析
,

逐步识别出中

国农村的各种类型
。

也就是由一点到多点
,

由

多点概括更大的面
,

由局部接近全体
。

类型本

身也可以由粗到细
,

有纲有目
,

分出层次
。

这

样积以时 日
,

即使我们不可能一下认识清楚千

千万万的中国农村
,

但是可以逐步增加我们对

不同类型的农村的知识
,

步步综合
,

接近认识

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
。 ”

作者在这里所表述的也可以说是这本书

的第二个特色
。

由第二个特色
,

我想到这本书的第三个

特色
,

那就是创新性和作者对这种创新性所

持态度的客观性
。

如果无论是体例
、

表述方

式
,

还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都因袭前辈的工

作
,

那末《鲤港村经济 也就不成其为 世

纪中末期的
“

这一个
”

了
。

这个区别在具体

的章节中是随处可见的
,

如在第二章
,

作者

用了大量篇幅
,

如实地录入了责任制前后这

个村的统计
、

会计报表
,

尽管作者几乎未加

评述
,

但我们不难从那些看起来枯燥乏味的

表式中
,

看到人民公社
“

一大二公
”

体制与

家庭承包责任制到底是怎么回事
,

它们在农

村掀起的波澜和给农民带来的不同的震憾

又
,

全书专有一章
“

影响农民生活的几种社

会因素
” ,

这些往往是为人们所忽视
,

而作

者在这里投 以了较多笔墨
。 “

中国农民的生

活方式是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

历

尽抢桑
,

许多东西总是不变
。

农民们用一种

恒定的姿态对付着朝代更替
、

政策变换
。

然

而
,

落花有意
,

流水无情
,

旧的习惯无论怎

样坚如磐石
,

毕竟在时间的磨砺中悄悄地发

生变革
。 ”

到底是些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

请见本书第十章
。

此外
,

关于
“

生态环境
’ 、

“

乡镇企业
”

这类热门间题
,

作者在第十二

章中也谈了自己的观点
。

能在 年将农村

生态环魔作为
“

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几点

思考 的第一点
,

不能不说作者 是 有 眼 力

的
。

而对
‘

乡钱企业
” ,

作者提出的观点
,

虽不一定正确
,

但却是别具一格的
,

至少是

道出了人们的一种担忧
。

作者认为
,

发展乡

镇企业
“

多少让人感到是在
‘

以子之矛
,

攻

子之盾
’ ,

是在客观上存在工农产品剪刀差

等情况下的所作的应变反应
” 。

发展乡镇企

业是农民在不合理的体制下
“

自己救 自己
”

的办法
。

这种办法又 以自身的许多不成熟
,

比如人
、

财
、

物的相对浪费
,

进一步损害最基

层农民的利益
。

因此
“

在鲤港
,

在鄂
、

湘
、

梭边

区村村办乡镇工业的条件还不具备
。 ”

对此

以及与此相关的农村过剩人 口 间题
,

作者认

为
,

国家
、

城市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

《鲤港村经济 》基本上是在经济学和社

会学常识指导下的对现实的实证描述
,

它没

有完全照套某个理论
,

或许反过来还正可作

为某些理论的原始分析依据
。

当然客观地说

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不足
。

以当代社会学流派

为例 结构功能理论的功能分析范式为 第

一步对研究对象 —组织或个人的行动作纯

粹的描述 第二步描述和估价组织结构和组

织活动对于成员的
“

意义
”

第三步认识社

会成员们动机上是否一致 第四步考察各种

活动的客观结局等
。

对照之
,

作者实际上只

作了第一步工作和其他几步的部分工作
。

但

这也许更便于运用
“

社会功能理论
”

之后的
“

冲突理论
” 、 “

交换理论
” 、 “

符号互动

理论
”

等作相应的分析
。

不过这样好象我这

又不是在指出该书的不足了
。

还是看看作者

是怎么说的

需要说明的是
,

我是学经济学的
,

对社会

学知识知之甚少
,

鲤港村不同于江 村 之 处 很

多
,

其中鲤港是一个行政村
,

江村 是 个 自然

村
。

江村总人 口 人
,

总面积 亩
,

农地

亩 占总面积的 肠 , 鲤 港 总 人 口

人
,

总面积 亩
,

农地 亩 占总面

积 肠
。

一个是水乡平原
, 一个是丘陵山

区
。

因此
,

要考察鲤港村这样一个算不上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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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经济
、

集体所有制经济
、

混合 公 有 制 经

济
。

在多种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
,

还

应发展其他所有制经济
,

例如公私混合所有

制
、

私有制经济等
。

由于除国家所有制以外

的多种公有制
、

多种公私混合所有制
、

多种

非公有制企业
,

与国有企业相比
,

具有充分

的或较充分的自主经营权
,

有着硬的或较硬

的财产约束和预算约束
,

必须自负盈亏
,

它

们不同程度地要求以市场作为自己活动和发

展的条件
,

能够而且必须作为市场活动的主

体参与市场的竞争
,

并接受市场的调节
。

因

此
,

它们的发展会促进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

形成和发展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

制结构
,

将会把国有制企业进一 步 推 入 市

场
,

通过市场与其他公有制
、

非公有制企业

进行交往
,

建立联系
,

促使其减弱对政府的

依附和依赖
。

在这种情况下
,

它们必定要求

尽可能地 自主经营
,

会更加关心 自 己 的 盈

亏
。

在市场环境中
,

国有企业也将按照成为

市场活动的主体的要求一步一步改革
,

并进

一步地转向按照市场运行的规则行动
。

注释
·

本文中引用的统计资料
,

除未注明者外
,

绝

大多数引自国家统计局的多种资料
。

①国家计委体改法规司课题组 《我国工业生产

计划管理现状调查 》
,

《改革 》 年第 期
,

第

页
。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

由于工业总产值中国有

企业所占比重巳经由 年的 ” 肠
,

年 的

肠
,

降至 年的 肠
,

一般地说由于 国 家

只对国有企业下达指令性产品生产计划
,

由 此 推

断
,

在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中指令性计划的产品

产值大约占 肠
。

当然
,

实际上比重应更高些
,

因为省以下的单位有时也给所属企业下达指令性产

品生产计划
,

同时
,

由于多种原因
,

往往有一部分

指导性产品生产计划实际上变成了指令性计划
,

而

且还有层层增加指令性产品产量的情况
。

②根据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

》

第 。页资料计算
。

当然
,

企业实际能使用的利润要

少些
,

因为还要支付各种费用如摊派等
。

⑧国家计委体改法规司课题组 《我国工业生

产计划管理现状调查
,

《改革 》 年第 期第

页
。

资任编粗 傅般才

卜

, 卜

上接第 页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兼及历史状况
,

其难度并不小
。

而我则是在一个偶 然 的 情 况

下
,

匆忙进行这项工作的 社会调查工作本身

是一个需要花大力气的艰苦工作
,

而社会调查

的对象又往往有着理论工作者不可切入的某些

特性
。

比如语言不通
,

就很难了解那个特定语

言环境下的许多事情 不是在那块 土 地 上 长

大
,

便很难理解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
。

当然

情况还远不只此
。

因此
,

我不能不对我的这份

考察报告持客观态度 它只是一份原始材料
,

一份由我这样一个特定的人在一个特殊的条件

下
,

在一个并无选择的村收集的不全面的一些
‘ ,

材料的汇集
。

从方法上讲
,

它是描述性的
,

着

重反映农村某一社区的现实是什么
,

在
“

为什

么
”

和
“

怎么办
”

上着墨不多
。

我一直记着一位大学教授朋友的话
‘

实得

苍白
,

再以中外理论给苍白的现实以红润
。 ”

可借我没能做到这一点
。

我只希望我的苍白的

描述能客观地反映现实
,

至于给
“

苍 白
”

以

红润
, ,

只好诚恳地寄希望于对本书有翻开

一下兴趣的读者了
。

但愿我的未经多少加工的原始材料对研究

中国农村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的朋友们有一点

参考价值
。

但愿今后获得和我同样机会的青年

理论工作者能将类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

斑任编辑 沈晓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