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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群刚 1 李会芳 2

“文革”时期农村工业化战略的实施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

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前途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尽快改变中国

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迅速提高底层农民的生活水平，是

毛泽东一生孜孜追求的目标。在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中，他

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理论体系，农

村工业化战略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文革”时

期农村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情况，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

于推进当今中国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革”时期农村工业化理论的历史演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是制约我

国农村经济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我国有一

个特点，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十六亿亩如此之少，

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 〔1〕 新中国成立

后，毛泽东逐渐形成了通过在农村发展乡村工业，使农民

就地转化为工人，从而实现乡村人口就地转移的想法并努

力付诸实践。但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大跃进”运

动中所办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陷入困境，农村工业化的热潮

迅速冷却。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所说：“早在

大跃进时期，农村就曾建了许多小工厂，但是其中大多数

在随后的经济危机中不是倒闭就是不景气。所以基本上就

放弃了这种努力。” 〔2〕 1962年5月27日，在《关于进一步精

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中，党中央、国务院明确

提出了“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地不办工业企业” 〔3〕 的设想。
但是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上的曲折，并没有动摇毛泽

东对农村工业化的信念。“文革”期间，“农村人民公社

一般不办企业”的政策，在实践中有所突破。1966年5月7
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说：“农民以农为主 （包

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

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4〕 这从政策导向上给

农村工业的发展留下了空间。但受“文革”前期我国政治、
经济动荡的影响，农村工业始终无法发展起来。

直到20世纪70年代，农村工业化战略再度得到了政策上

的支持。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在1970年召开的全国北方农

业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

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这给各地农村围绕农业机械化发

展工业提供了“红头文件”。1975年9月，华国锋在全国第一

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所作的总报告中指出：“社队企业的发

展，使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强大起来，有效地帮助了穷队，

促进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国家建设，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步

伐。要求各地党委采取积极态度和有力措施，推动社队企业

更快发展。” 〔5〕 此后，社队工业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据

有关学者统计，1965年至1976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全

国社办工业产值由5．3亿元增长到123．9亿元，在全国工业产

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到1976年底，全国社队企业

发展到111．5万个，工业总产值243．5亿元，其中社办工业产

值比1971年增长216．8％。 〔6〕 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文化大革命’的新农业政策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在经济上

最成功的地方，是重新恢复了在农村建设工矿企业的计划。
农村工业化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宣布要实现的目标之

一。” 〔7〕

二、对“文革”时期农村工业化战略实施情况的评价

1．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美国学者莫里斯·
迈斯纳所指出：“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农村工业化计划已

取得了许多良好的成就，农村中约有2000万农民成了农村工

厂全日制或半日制的工人，从而减轻了农村长期存在的半失

业问题。” 〔8〕

2．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别。毛泽东为“城乡结合、工

农结合”所设计的具体途径是：通过发展社队企业，通过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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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工业化，吸收农村劳动力，变农业人口为工业人口，从而

达到“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目的。可见，农村工业

化是毛泽东缩小城乡差别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国著名学者莫

里斯·迈斯纳认为：“农村工业化计划是毛泽东为实现农村

地方社会经济自给、缩小城乡差别而制定的宏伟计划中的一

个部分 （也许是最成功的部分）。” 〔9〕

3．改善了我国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

发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机械化的实现则需要

强大的工业做后盾。“最初建立的农村工厂大多数都是为了

直接帮助农业生产。其重点是发展小工厂，这些小工厂生产

和修理农业机械和农业工具，生产化肥，加工当地的农产

品。农村还建立了许多推广良种和农业新技术、新方法的小

科技站。到1976年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的化肥有一半是

农村地方工业生产的。国家迅速增加的农机生产数量有相当

一部分也是由农村企业制造的。”“拖拉机的产量由1970年

的7．9万台增加到1976年的19万台。” 〔10〕 农业机械数量的大

量增加并投入使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靠天吃饭”的农业

生产条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4．有利于集体化体制的巩固。乡村企业在农村的发展

有利于集体化体制的巩固，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几年里，农村工业为公社重新成

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为其中一些比较先进的公社成为向

周围农村地区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小型科技中心都作出了贡

献”。 〔11〕

5．促进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

国家领导人，如何尽快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使其过上幸福

美好的生活是毛泽东一生的理想追求。经过长期的探索，毛

泽东把希望寄托于社队企业。他说：“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

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
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

里。” 〔12〕

尽管在城市工业化战略下农村工业被限定在“五小工

业”的范围，发展社队工业还被指责为“搞资本主义”、
“挖社会主义墙脚”、“钻国家计划的空子”、“投机倒把”
等，但农村工业这一草根工业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它围绕

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为农业服务；为城市工业加工服务；

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适应了当时农村较低的生

产力水平。社队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事业的

发展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文化大革

命”的动乱中，许多城市工业纷纷“停产闹革命”，多数社队

工业仍能坚持发展生产，只是它没有自由的发展空间而已。
三、启示

尽管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战略在实践中并不完全成功，

但是他在农村发展工业的理念，在方向上是对的，设想也是

科学的，他的思想不但为后来的中央领导所继承，而且对于

推进今日中国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也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1．在农村发展工业，要量力而行。乡村工业化是缩小

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桥梁和途径。但在推进过程中却

犯了不顾客观条件，不顾群众承受能力，不顾经济发展的阶

段性，就急于大办、急于大干快上、急于过渡的错误，不但

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反而损坏了乡村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可

见，在中国农村发展工业，要根据当地的情况，量力而行，

不能盲目上马。
2．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乡镇工业今后发展的重点。农

产品加工业不仅具有广阔的前景，而且较容易积累资金。发

展农副产品加工业还可以带动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包装材

料工业以及农产品的储藏、运输、供销等产业的发展。所

以，农副产品加工业应当成为乡镇工业中最主要的产业。但

是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水平还相当低，加工业产值仅为

农业原料产值的一小部分，并且农产品加工业还主要集中在

城市，增加了运输成本。为此，各地应该“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立足本地资源，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乡镇企

业。凡是符合当地经济条件的，宜于在农村就地加工的，都

应由乡镇企业加工。
3．走工农商一体化道路。在发展乡镇企业的基础上，

逐步把有关农业的供产销紧密结合起来，即把农用生产资料

的生产和供应，农业生产本身，农副产品的加工、运输、储

藏和销售，三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实行农工商一体化，这

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些先进国

家的经验一再证明了的可行的办法。这样不仅安排了农村多

余的劳动力，而且可以调动亿万农民办工业的积极性，是实

现乡村工业化、国家工业化的一条康庄大道。
4．在乡镇企业的布局上，要向条件具备的乡镇和村庄

集中。较大的投资项目尽可能放到一起。条件具备的乡镇应

尽早按中小城市格局作出发展规划，一定要避免几年后又拆

房子扩展马路，再挖马路埋下水道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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