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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
———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考察

郑 有 贵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幸福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强大的工业国为宏伟蓝图，以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为现代化

的阶段性目标取向，以国家工业化为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以兼顾大仁政和小仁政为政

策取向，统筹兼顾以工业化为重点的各项建设，统筹把握艰苦奋斗、自立自强进程中人民的长远幸福与追赶世界

工业化进程初期过紧日子的度，以此为内在规定性，对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进行了开创性探索，探索形成计划

经济体制下的工农城乡关系政策体系，促进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带动，是新时代

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基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探

索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这一探索进程中提出了独创性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理

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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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构建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

进行的开创性探索，是基于中国作为落后的工业化后发国家，为实现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进而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奠定基础的目标展开的。

一、从全国人民最高利益的国家工业化和巩固发展工农联盟统一出发，探索农业向工业提
供积累的剩余转移关系

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工农联盟、工农城乡

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已有对毛泽东关于走共同富裕道路探索的研究，就农

民群体内部而言，主要是围绕引导个体农民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径进行探讨。实际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从更广阔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视角，对走共同富裕道路和巩固发展工农联盟进行探索。
在实施以工业建设为重点的国家“一五”计划之际，中国共产党就致力于在全社会形成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

才能使全体农民富裕起来，也才能使农民利益同国家利益、工业化利益、工农联盟利益相一致的认识。①以毛

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任务是，不仅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

义制度，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还要改变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的落后状况，推进国

家工业化，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自立自强。这一目标取向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构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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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的内在规定性。通过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考察发现，毛泽东关于走共同富裕道

路的探索，是从内在统一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巩固发展工农联盟出发，不仅包括农村内部全体农民的共同

富裕，还包括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体而言，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实现路径的探索，不是仅限于在农村范围，其中之一是在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这一更高层次展开，基于

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强大的工业国的大局，坚定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在以大仁政为重点并兼顾小仁政下

把握好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度，构建起有利于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工农剩余转移的政策体系。
( 一) 以国家工业化为全国人民最高利益和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选择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如既往地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并基于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新的时代命题构建新的工农联盟。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要解决的时

代命题及实现路径，从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转向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中在经济上的重点是

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以实现经济在国际上的自立自强，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在国际上政治地位的提升。新中

国在启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人民日报》发表的 1953 年元旦社论在强调经济建设的总任务是使中

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的同时，号召为工业化这一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奋斗，即“工业

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

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全国人民必须同心同德，为这个最高利益而积极奋斗。”①围绕国家独立

的工业体系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处理好现代化进程中重点发展工业与发

展其他各项事业的关系，其中的要义之一是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通过巩固发展新的工农联盟，聚集国家工

业化的力量。1955 年中共七届六中全会( 扩大) 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提出巩固工农联盟要

以国家工业化为基本条件，即“工农联盟的新关系和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必须在社会主义工

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互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和加强起来”②。
新中国在推进以工业建设为重点的现代化进程中，与世界上工农城乡发展“两个趋向”③的第一个趋向

一致，都是选择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 改革开放时期的学术研究将其概括为农业向工业转移剩余或农业养

育工业)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强大的工业国这一宏伟蓝图

的绘制，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推进工业这一现代化先导产业发展，以此为基础，促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

展。这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时，又从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促进落后的农业国向强大的工业国转

变，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的命题出发，选择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1950 年 6 月 6 日，陈云在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说:“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

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④1950 年 6 月 23 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

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⑤1951 年 12 月，毛泽东在提出首先最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

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础上指出:“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⑥《人

民日报》发表的 1953 年元旦社论向全党全社会宣告: “为了保证国家建设的投资，就必须有重点地使用资

金，把资金主要用在对国家命运最有决定意义的事业上面，即重工业的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反对百废俱兴，

反对要在短期内把一切‘好事’都办完的观点。”⑦可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启动以

发展工业为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之际，就认识到选择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政策的必要性。这正是工农城

乡发展“两个趋向”中的第一个趋向。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工农城乡发展“两个趋向”的理论认

识，政策体系中也没有农业养育工业这一概念。在这种认识和话语条件下，毛泽东将仁政细分为大仁政和小

仁政，将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强大的工业国为宏伟蓝图重点发展工业作为大仁政，将单纯照顾农民作为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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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指出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是帮了美国人。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

在根本利益上一致，这一基础不容破坏。这些兼顾大仁政和小仁政的精辟论述，统一了全党全社会对选择农

业向工业适当提供积累的认识。
中国选择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且要提供的积累更多和更为艰难，是因为有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

国际上所处的不利位势以及摆脱这种不利位势必须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因素。一方面，中国追赶世界工

业化进程，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选择，是在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且剩余较低的发展水平下作出的。全国居

民人均收入在 1950 年仅为 77 元，到 1956 年也只有 142 元;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少，在 1952 年仅 1． 5
元，到 1957 年也只有 5． 4 元①; 全国财政收入在 1950 年仅 62． 17 亿元，到 1957 年也只有 303． 2 亿元②，1949
年 10 月至 1957 年底国家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仅 796． 51 亿元，平均每年不足 100 亿元。③ 可见，中国启

动工业化战略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先发国家起步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二三百美元相比，有较大差

距。中国在工业化起步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西欧和西方衍生国水平的 1 /12。④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

社会委员会对 1949 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统计表明，中国仅 27 美元，远低于同期印度的 57 美元，也低于亚洲的

44 美元。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更为艰难，因为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推进国家工业化，不但不可能在

国际上进行融资，或像西方列强那样通过殖民掠夺获取资源，反而还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一致的封锁禁

运打压，所以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立自强之路。这一中国工业发展中的难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才能破解。具体而言，在以为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的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全国人民共同绘就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强大的工业国这一宏伟蓝图为动员令，同时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聚集发展力量，包括一方面选择实施高积累、低收入、低消费政策，全

国人民在生活上共同勒紧腰带过紧日子，为工业化提供积累; 另一方面通过农业生产合作化、农产品低价统

派购等，保障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政策的顺利实施。
( 二) 以兼顾大仁政和小仁政的内在规定性把握好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度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强大的工业国为宏伟蓝图，以国家工业

化为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以兼顾大仁政和小仁政为政策取向，统筹兼顾集中力量办

工业这件大事与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统筹把握艰苦奋斗、自立自强进程中人民的长远幸福与追赶世界工业化

进程初期过紧日子的度，以此为把握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度的内在规定性，探索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向工

业提供积累的具体措施，形成包括工农投资、工农业产品交换、工农财税、农产品在工农间的分配、工农收入

分配等政策体系。
在工农投资上，既重点保工业，又防止忽视农业。1950 年 6 月 6 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必

须选择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同时，还强调:“但是，也决不能不照顾农业，把占国民经济将近百分之九十的

农业放下来不管，专门去搞工业。”“现在我们是在粮食、棉花上打算盘。中国从大清帝国开始，就从外国买

棉花、粮食、石油，现在我们如果还把外汇都用来买这些东西，哪里有钱买机器搞工业建设? 所以，要先解决

棉花、粮食的问题。”⑤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从实现协调发展出发，论述了工农投资比例问题，

强调: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

业。”⑥“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 你如果是

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

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⑦“我们

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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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
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

固。”①

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上，尊重价值规律，把握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度，制定合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

政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是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实现路径之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主张把握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度，并主张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在实践中制定实

施合理的农产品收购价格。1950 年下半年，各地反映，在农业生产恢复较快情况下发生农产品供过于求现

象，这导致粮食价格下降，且市场价低于国家牌价，与工业品及纱布价格上升形成反差。农民对此不满。鉴

此，这年 9 月 19 日，华北局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国家一方面按照牌价大量收购粮食( 为此

全国要不惜积压 50 亿至 60 亿斤) ，另一方面适当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方案。毛泽东批示: “我认为华北局的

意见是正确的，请陈( 云) 、薄( 一波) 即根据华北局所提各项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拟出具体方案，于数日内向

中央报告一次，并迅即推行。此事极为重要，不能久延不决。”②毛泽东还强调要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

刀差。1956 年，毛泽东指出:“如果现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积累就会受到影响。但是

剪刀差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错误的。总之，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地缩小工农业产品

的剪刀差价。”③毛泽东主张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是吸取了苏联的教训。1956 年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

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

蛋，又不给他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④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

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醒说:“谷贱伤农，你那个粮价那么便宜，农民就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

得注意。”⑤1957 年 1 月 27 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

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占多大比例为好? 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

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

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⑥1959 年，鉴于农产品价格是一个涉及众多利益主体的问题，毛

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指出:“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

关系和政治关系。”⑦“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

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

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

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列宁和斯大林都说过，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要向国家‘进贡’。我国绝大多数

的农民，是积极‘进贡’的。”⑧在实践中，尽管明确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取向，但在计划经

济体制下，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较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据专家测算:

1952—1978 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 44． 9%。⑨ 从农业部门聚集的净积累，1952—1957 年为 475
亿元，是同期财政收入的 30． 9% ; 1959—1978 年为 4075 亿元，是同期财政收入的 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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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农税收政策上，实行工农二元政策，但注重规范税收和减轻农民负担。新中国选择征收农业税的政

策，从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看，一方面是对古代征收农业税的延续; 另一方面，是因为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仍

处于农业社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主体，1952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高达 50． 5%。
在这种产业结构下，农业税必然是国家的重要税源。不过，中国共产党选择实行征收农业税政策要实现的功

能，与封建社会征收农业税用之于、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不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服务于人民，其中主要是

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这也是除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外，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剩余的另一条路

径。鉴于这一功能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尽可能把征收农业税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农民，是因为不仅让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实现解放，还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实

行军民兼顾的负担政策，这既保障了对战争的支撑，又力所能及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和改善了农民生活。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坚持农民合理负担原则，并随着工业的发展，逐步减轻农民负担。1958 年

6 月 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明确规定“全国的平均税

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百分之十五点五”;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为了办理地方性公益事业的需要，可

以随同农业税征收地方附加，但一般不得超过纳税人应纳农业税税额的 15% ; 在种植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比

较集中而获利又超过种植粮食作物较多的地区，地方附加的比例，可高于 15%，但最高不得超过 30%。这些

对征收农业税的规范，为把农民负担控制在合理范围提供了规范的制度保障。
在农产品工农间分配上，反对竭泽而渔。1952 年 10 月 14 日，陈云向毛泽东并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

报送了一份关于江苏省青浦县小蒸乡农民情况的调查报告，反映农民由于农业歉收、征粮过重和人多地少，

生活普遍困难的情况。次日，毛泽东给谭震林写信，要求认真解决此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关心农民生活，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给农民留足粮食。毛泽东反对在农产品统派购数量上实行高征购，批评高征购是

竭泽而渔。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

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

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我们发现了缺点，

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

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①1966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以苏联和中国“大跃进”运动中搞“高征购”的教训为鉴，在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

奇的信中深刻地指出:“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

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 高征购) 和很多

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②中国共产党通过实施粮食定产定购定销( 简称

“三定”) 政策，将粮食增收部分留给农民，调动了农民增产的积极性。
在工农收入分配上，注重逐步提高农民收入。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把握好农民增收和农民对工业化作贡

献两者之间的度。1956 年 4 月 18 日至 24 日，毛泽东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指出:“应该使百分之九十

的社员年年个人收入有所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财政一节，说还想从农民多

要一些，很值得研究，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税一百七十亿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农业税加小学下放共达

三百七十七亿元，已经加了很多。对农民总要经常照顾，不要一下使农民收入大为减少。去年就是一个大教

训，多收入六十至七十亿斤，全体农民都骂我们。我们减少了征购，实行了‘三定’，又加上丰收，因而改骂娘

为鼓掌。”③同月 25 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指出:“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

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

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④

从实践看，尽管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影响了自身积累，但由于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逐步建

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发展反过来为农业提供了大量机械、电力、化肥、农药等现代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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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这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大幅提高，其显著标志是全国粮食产量由 1949 年的
11318． 0 万吨增加到 1976 年的 28630． 5 万吨，在全国人口由 1949 年的 54167 万人增加到 1976 年的 93717
万人的情况下，将人均粮食产量由 1949 年的 208． 9 公斤提高到 1976 年的 305． 5 公斤。这表明，以兼顾大仁

政和小仁政为取向构建的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尽管存在城乡分割和二元结构固化的结构性偏差，但实现

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支撑国家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预期，而在 21 世纪初基于进入工业化中期的经济社会阶

段后，国家将农业养育工业转换为工业反哺农业，也就顺利实现了大仁政的周期转换。这验证了以毛泽东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兼顾大仁政和小仁政方略的高瞻远瞩。

二、从共同富裕出发，明确把农村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的发展目标并探索工农商学兵结合
的实现路径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工农城乡差别，从走共同富裕道路出发，明确把农村改造

得和城市差不多的发展目标，并探索形成了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实现路径。
工农城乡差别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它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痼疾，突出表现为工业化进程中城

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性，解决这一结构问题的艰巨复杂性，需要具有历史耐心才能加以破解。近代中国虽然处

于农业社会，也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抗日战争时期一记账本呈现了中国在近代城乡关系具有的二元特

征。① 中国进入近代，农业发展除继续受封建制度桎梏外，又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剥夺和战争破坏，雪

上加霜，农村凋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把农民动员

和凝聚起来，并将他们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成功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其中的重

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民的革命性和城乡二元差异。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认识到农民的革命性

缘于他们深受封建剥削压迫，以及受帝国主义者强制输入外货，导致在价格增长上一般日用品远超过农产

品，使农民的手工纺织等副业被摧毁②，农民受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③。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主张城乡发展兼顾和把农村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

1949 年 3 月 5 日，在中国共产党工作重点即将从农村转到城市之际，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

党:“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

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制定“一五”计划时，正视农业发

展过分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矛盾，将克服这一矛盾作为实施这一计划的一个重大任务，同时把防止和克服农业

同工业脱节作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重大而又迫切的任务。⑤ 1959 年 2 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指出:“工

人在城市里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

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⑥换言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工农城乡差别，将把农村也

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一发展目标明确为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新要求。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在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上实现突

破出发，经济建设以工业为重点，并通过农业对工业提供积累和全国人民过紧日子，以此集中力量发展工业。
基于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方略，面对城乡差别，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挥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对解决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发展过分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矛盾进行了有特色的探索，即除了通过集中

国家力量发展工业，进而实现向农业提供现代生产要素和向农村提供现代生活用品外，一方面发展农村集体
经济，通过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促进农业生产、农村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发展; 另一方面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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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商学兵结合的社会结构，探索形成农村发展工业和农民就地变工人之路，尽可能弥合城乡差别。
毛泽东关于构建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农村社会结构，经历了提出和发展的过程。1958 年 8 月，毛泽东视

察山东农村时，提出人民公社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① 经过 1959 年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和对实践的思考，农村发展工业实际上成了以工业为重点、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条件下，繁荣农村经济社
会，进而缩小工农城乡差别的实现路径之一。有的研究对毛泽东关于构建工农商学兵的农村社会结构加以
否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构想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联系在一起，以此历史逻辑将构建工
农商学兵的农村社会结构认定为空想。将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农村社会构想纳入长时段进行考察，可以发现，

这是克服农村边缘化、空心化和实现乡村繁荣发展的战略构想，对中国农村之后的发展产生了长远深远影
响。具体而言，从 1958 年起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通过发展社队工业提高了农民收入和创造性地在农村
内部实行以工补农，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成功走出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之路，再到进入新时
代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这一历史演进一以贯之的是，通过发展工业提供经济支撑
以促进农村综合发展，进而缩小工农城乡差别。这一发展社队工业，进而给农村带来明光灿烂希望的实现路
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好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优势才能成功探索出来。这还表明，工
农商学兵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其中社队工业的发展，是之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发展的
逻辑起点。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一) 开创了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就地转变为工人的路径

从世界工业化实践看，随着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聚集的城市转移，农村边缘化现象普遍发生。以毛泽
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农村全面发展出发，对在农村发展工业进行了战略构想。1958 年 1
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构想地方工业要超过农业产值。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家经济委员会在起草
的《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中提出:“在干部中应该提倡，既要学会办社，又要学会办厂。”“农业社办的小
型工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这就形成了“社办工
业”概念。1958 年 3 月，在成都召开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
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农村发展工业的构想，提出“农业社也可办加工业”，“大社可办一些加工
厂，最好由乡办，或几个乡镇合办”。②

毛泽东提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工业，实行工农并举和大中小结合，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是吸取了苏
联的教训。毛泽东分析指出: 苏联“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并举。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
上，靠地方，靠小的。”“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我们“过去想过，赚钱的工业要乡政府搞，不
要合作社搞，这有点斯大林主义残余”。③ 二是农村发展工业是农村实现全面发展的希望。毛泽东在 1959
年 2 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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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
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④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将来达到
一半劳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像个样子了。”⑤三是适应国情。毛泽东分析指出:“我国有一个特点，人
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有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中国农村有五
亿多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而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美国农业人口只占 13%，平均每人
有二千斤粮食，我们还没有他们多，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 不要拥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
成为工人。”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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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在农村发展工业的主张，社办工业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如雨后春笋般快
速发展，其中多数是靠刮“共产风”平调财产发展起来的。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民大办

钢铁导致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量减少，以及“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等“五风”泛滥严重影响农民发

展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全国人民吃不饱饭成为第一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

央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保障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决定社队一般不办企业。这是一个不得已的临时之举。
国民经济调整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在农村发展工业。1966 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指出:“农民以

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①1975 年 9 月 27 日，毛泽东将浙江省周长庚请求中央

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的信批给邓小平: “请考虑，此三件②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

志。”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意见，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将其印发至全国县市以上各级党组织。同年 10 月 11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题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的社论和转载《河南日报》报道回郭镇公社发展

社办企业经验的全文，引起全党和全国各级领导对发展社队企业的重视。
正是在毛泽东关于农村发展工业的倡导下，改革开放前社队企业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有了有限的

生存空间，而农民则以“四千四万”精神艰辛创业，实现了农村工业的有限发展。这一野火烧不尽的草根工

业的曲折发展，为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发展时期进行

贯通考察可见，在农村发展工业，发展社队企业，让农民就地变成工人，在农村探索出工农结合发展之路，也

就在农村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工农结合发展关系。实践表明，在农村发展工业和社队企业，提高了农民的收

入，也在农村内部实行了以工补农，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文化社会事业的发展，避免了工业化进程中农

村边缘化现象的发生，在实际上成为防止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工农城乡差距拉大的重要路径之一。
( 二) 基于在农村发展工业和大中小城市结构性布局创造性提出在农村办小城市的构想

城乡结构如何布局，是关系能否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因素之一。在农村人口是往大中城市里迁移，

还是留在农村小城镇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大的转变。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

作的《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农民进城、当工人的问题，指出: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

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

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③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提出在农村办小城市。这一变化除了构想在农村

办工业和让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外，还从大城市对农业人口的承接能力和城市安全等方面考虑。从大城市对

农业人口承接能力考虑，1959 年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指出: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

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

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

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些，

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④从城市安全考虑，1959 年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指出:

“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申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 将

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

比较有利。”⑤

由于中国是人口大国，加之先受西方国家封锁禁运打压和之后受苏联威胁，基于自立自强实施优先发展

重工业这一资金和技术密集于一体的工业化战略，一方面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需要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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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留在农村而保障低消费高积累的实现，这约束了农业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发生现代化演进中工农劳动力

就业转换比工农业产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的偏差。
尽管如此，毛泽东关于在农村发展工业让农民就地变工人、发展农村小城市的构想，成为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成功走出农村工业化和以此为基础的农村城镇化道路的历史起点，也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奠定

了实践和理论基础。正如习近平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我们一开始就没有

提城市化，而是提城镇化，目的就是促进城乡融合。①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农城乡关系的成功探索，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验在于以人民幸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以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强大的工业国为宏伟蓝图，以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为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取

向，以国家工业化为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以兼顾大仁政和小仁政为政策取向，统筹

兼顾以工业化为重点的各项建设，统筹把握艰苦奋斗自立自强进程中人民的长远幸福与追赶世界工业化进

程初期过紧日子的度，以此为内在规定性探索形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农城乡关系政策体系，所提出的独创

性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理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

工农城乡关系进行的开创性探索，促进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带动，是新时代推

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基础。

( 责任编辑: 张慧娟 责任校对: 张慧娟)

Mao Zedong's Exploration of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Between Urban and Ｒural Areas i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ZHENG You-gui
(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the CPC，with Comrade Mao Zedong 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took the people's happiness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othold，took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backward agricultural country into a powerful industrial country as
the grand blueprint，took catching up with the process of world industrialization as the phased goal of moderniza-
tion，and took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as the highest interest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policies of great benevolence and small benevolence，the various con-
structions with industrialization as the focus，and the long-term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hard work，
self-reliance，and self-improvement with the degree of catching up with the tight time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world'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as an internal regulation，we have made pioneering explorations into the socialist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explored the formation of a pol-
icy system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y system． It has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drive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
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t is the histor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type of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the new era，which ensures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industry and agricul-
ture，complement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coordinated development，and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uccessful explor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ao Zedong proposed innovative
viewpoints in this exploration process，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theor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Key words: Mao Zed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and bet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
sidual transfer;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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