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经济· 第 30 卷第 1 期 2020 年 1 月

Vol. 30 No. 1 Jan． 2020

DOI: 10. 3969 / j．issn. 1674-8131. 2020. 01. 002

* 收稿日期: 2019-11-25

作者简介: 孙自铎( 1948) ，男，安徽长丰人; 研究员，国务院津贴专家，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学、农村改革与发展

研究。

农村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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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 合肥 230051)

摘 要: 中国农村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家庭联

产承包制的推行动摇了原有的经济体制，价格和流通领域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

础，劳动力等要素的解放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提供了可能，税费改革为城乡统筹发展创造了条件。
目前农村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改革尚需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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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不仅一举解决了我国农产品供给不足问题，为全国人民吃饭

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为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振了信心，率先作出了榜样。农村改革的逻辑结果必然

是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农村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动摇了原有的经济体制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是农村原有经济体制已经无法再延续下去的改革。改革的起因是为了吃饱饭

这么简单的需求。原有的农业经营体制却无法满足。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农村改革前，全国平均每个

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不过五六十元。1967 年安徽省农村人均收入 60 元，1978 年增加到 66 元，年平均增

加 0. 5 元，如考虑到货币贬值，农民收入是下降的。
农村以集体经济为主，但是许多集体不但没有积累，反而欠了大量债务。据对安徽省嘉山县调查，1978

年底全县农村公社中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总值为 2502 万元，但社队欠国家贷款 1613 万元，实际资产才 890
万元。如果剔除历年国家的无偿支援和发放的救济款，集体还倒欠国家 950 万元。当年颍上县盛堂公社的

166 个生产队，有 44 个生产队资不抵债，其中 11 个生产队债务大于资产 1 倍以上，有的甚至高达 5～6 倍( 孙

自铎 等，2009) ［1］。
农业合作化后的 30 年中，我国农民的贫困状况没有得到多大改变，却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人均

1000 元以上。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贡献，但农民却被排斥在工业化之外。国民经济中的工农业产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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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来的 3 ︰ 7 转变为 7 ︰ 3，工业化却没有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农村人口份额高达 80%以上。农民收入

增长和农村集体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
在管理体制上，各地人民公社虽有差别，但基本模式是一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体制的存

在意味着逐级过渡的必要与可能。公社和大队对下级可以任意平调财产。三级所有实际上是一种上下级

关系，即政治上是领导关系，经济上是平调关系，管理上是指挥关系。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上的平均

主义、生产上的大呼隆等弊端盛行，生产者没有积极性。
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打破了长期禁锢的思想大门，拉开了对传统体制微观基础

再造的大门，由此而带来一系列的改革，因而成为改革的先锋。
1978 年，凤阳、肥西县等一批基层干部、群众，不愿受旧体制的约束，在要吃饱饭的简单朴素理念要求

下，冒着政治风险，成为旧体制的叛逆者，由此实行的改革，也动摇了旧体制。事实证明，他们创新的家庭联

产承包制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生产者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短时间内即取得成功，推广到全国，成为我国

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凤阳县，1979 年～1983 年粮食产量增长 1. 7 倍，1983 年全县粮食产量达到 4. 8

亿千克，比 1978 年增长 1. 7 倍。农业总产值 22807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近 2 倍。五年累计向国家出售商品

粮 5 亿千克，1978 年农民人均收入 81 年，1983 年提高到 368 元。凤阳县农民“吃粮靠救济、种田靠贷款”的

状况一去不复返了。农村改革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家庭经营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还

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但结果却不大同。
随着农村改革向全省推进，安徽农村经济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总产值 1978 年 58. 58 亿元，1988 年

达 163. 2 亿元。全省粮食总产量，1978 年为 1482. 6 万吨，1988 年达到 2310. 3 万吨，增产 827. 7 万吨，增加

55. 8%。粮食商品率也由过去一直徘徊在 20%左右，1979 年提高到 25%，1982 年达到 28. 2%。农村改革使

得国家和农民都提高了经济利益( 施培毅 等，1992) ［2］。
不仅如此，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全面推行，还打破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家庭经营成

为我国农村一项基本经营制度，适应了农业生产的要求，释放了农业生产力。农村改革的成功对人们思想

的冲击和解放更大。人们在思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到底是什么样的? 其道路如何走? 既然改革能在农村

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那么城市为什么不能进行改革? 于是农村改革影响到工业、商业、城市等

各个领域。一度时期，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在城市中普遍推广。活生生的事例使人们醒悟过来，原有的经

济体制受到了普遍而有力的冲击。原有的思想束缚被打破，人们在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计

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法是社会主义固有的特征? 加之思想解放运动的讨论与宣传，彻底动摇了原有的计划

经济体制。
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在坚持土地等集体公有制下的改革。这个不起眼的改革掀起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思

想解放和真理标准的讨论提供了实践证明。进一步讨论的是，家庭经营主体的确立，实现了生产者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而这一切权利的保障是产权的改革。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

虽然得到了突破，但这场改革远未完成。

二、价格和流通领域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和实践结果，农民有了对部分产品的处置处和交换权，上缴国家的，留足集

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自从农民有了多余农产品，自主交换也随之而来。首先是追求等价交换，这是交换

的本质属性。价格和流通体制的改革也随之而来; 价格的改革是沿着两条线而展开的。一是农民有了多余

农产品，也有了自主处置权，自主交换，必然要求按市场规律进行交换。国家顺应农民的要求，及时调整了

相关政策。如允许农民进入市场，允许自主决策种植计划，农民从中得到一定的实惠。二是国家主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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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价格。市场交换的结果，使农民认识到国家收购价的不合理。国家及时对农产品收购作了调整，使

之与市场价接近。1979 年国家首先松动了农产品的价格管制，大幅度地提高了 18 种重要农产品的收购价

格，提高幅度达 22. 1%，此间由于国家收购价定的比较合理，农民把粮棉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卖给国家，而不

是投向自由市场。农村改革的头三年，农产品收购价提高了 38%，平均年递增 11. 4% ( 黄家声 等，1989) ［3］，

1983 年国家规定农民完成粮食收购任务后可多渠道经营，价格由双方议定，也即市场价格，自此展开了粮食

价格的双轨制。
与之同时，国家对统得过死的农产品流通也作了相应的调整。1983 年开始对农副产品购销制度实行根

本性改革，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农产品继续实行定购派购，对农民统派购任务完成后和非统派产品

允许多渠道经营，到 1984 年安徽省商业厅系统实行统派购经营的只有生猪等两种，其它全部放开，自由购

销。1985 年取消生猪派购，实行合同定购，并对生猪和猪肉的价格实行有指导的议购议销，调高生猪收购价

格，敞开城乡猪肉零售价格，由此取消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引入市场机制到农业流通领域中。
农产品价格的调整，使农民收入增加，购买力增长，进而也促进了工业品下乡和购销形式发生变化。城

市也发展多层次批发零售网络，以扩大工业品下乡。改革前，安徽省商业计划管理的工业品种共计 137 种，

计划管理形式基本上是单一的，采取的是“统购包销”的做法。从 1980 年起取消了对工业品长达 30 年之久

的包销做法，实行多种购销形式，促进了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换。据 20 世纪末安徽省商业协会对全省 514
种消费品供求关系情况所作的调查分析，供求平衡的有 190 种; 占 39%; 供过于求的有 329 种，占 63%。

等价交换作用的发挥，也使商业经营渠道和经营主体多元化，加快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经营主体率

先进入市场经济新体制，对推动经济体制的转换作出了贡献。1978 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公有制占

90%、非公有制经济仅占 10%的份额。到本世纪初，在限额以上的批发、零售贸易中，国有企业占 24%，集体

股份企业占 19. 8%、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占 49. 2%、私营企业占 4. 8%、其他占 1. 9%。商品供给关系的

变化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的市场化定价，价值规律得到更好的发挥。
在农村改革前，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垄断着农村中的工农业产品交换，切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限制了

商品的等价交换，价值规律无从发挥作用。给农民经营自主权也就意味着对产品的自由处置权，进而萌发

等价交换的要求。如果你不按价值规律办事，我就不参与交换，甚至不生产。简单的逻辑告诉人们，如果你

把农村改革坚持到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等价交换原则。我国原有的工农业产品交换关系必须作重大

调整。
价格改革历来被认为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最大难点，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粮

食双轨制从旧体制中打开一个缺口，大多数农产品朝着自由定价的方向迈开，工农业产品的自由交换、价格

由市场确定，必然推动着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朝着等价交换的方向迈进。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之一是价值规

律发挥作用，经济体之间的交换必须按等价交换原则，不得以任何形式违背价值规律。遵循等价交换是对

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颠覆。长期以来，在经济活动中违背价值规律，扭曲价格，吃尽了苦头。恢复价值

规律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作用是改革的必然方向。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等价交换原则的贯彻，使农民收入开始大幅度地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缩

小状态。1985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398. 82 元，比 1980 年的 169. 96 元增长 228. 86 元，平均年递增

18. 6%。1985 年城镇居民收入为 652. 41 元，比 1980 年的 399. 66 元增长 63. 24%，年均递增 10. 3%，前者每

年增幅大于后者 8. 3 个百分点。于是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1980 年的 1 ∶ 0. 43 变为 1985 年的 1 ∶ 0. 61。同时，

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比也由 1 ∶ 0. 41 变为 1 ∶ 0. 52。农民收入增加还使农村储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1984
年底农村储蓄余额达到 419. 59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6. 53 倍。农村储蓄占全国城乡储蓄的份额也由 1978
年的 26. 5%上升到 1984 年的 35. 7%。

当然，在这个时期工农业产品完全的等价交换还远未实现。如农产品的大量利润集中在加工和流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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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但改革的进程充分表明，价值规律的作用必须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而双轨制的实行，为破解价格改革

这个最难啃的骨头进行了初步尝试，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三、劳动力等要素的解放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提供了可能

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要素的自由自主结合，以市场化的配置取代政府行政方式的资源

配置方式，按照市场需求合理组合生产要素。但实现这一前提要求是资源要素的独立性和无障碍流动，才

能达到自由组合，形成为现实生产力。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使家庭成为自主决策的商品生产者，自负盈亏，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解

放了劳动力等要素。原有对农村劳动力管得过死的做法开始松动。本来我国城乡劳动力配置就不合理，

80%的人口在农村，劳动力也大体如此，巨大数量的劳动力聚集在农业。农村改革后，一大批农业劳动力被

解放出来，自然会去寻求新的就业空间，从此开始了自由配置与合理组合。自此我国劳动力开始向非产业

转移，谋求创业，一大批乡镇企业应运而生; 接着是成亿计的劳动力外出进城打工，这些都成为必然趋势，经

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由此而出现，前后达 30 年之久，至今还没有结束。
乡镇企业原是指五小企业。是从乡村手工业发展起来的。由于 1958 年的盲目冒进，一大批工业下马，

以后随着农业学大寨，许多地方残存的乡村企业濒临倒闭。乡镇企业的起死回生是在农村改革之后。适应

农村发展需要，1982—1984 年中央的三个一号文件，对乡镇企业发展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给予支持，乡镇

企业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1978—1983 年 5 年中，全国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为年均 17%。安徽省原有基础较差，起步较晚，但发展速

度快，年均 18. 1%。接着 1984—1988 年经过启动时期秋蓄力量，全国乡镇企业进入高速发展期，5 年平均增

速达到 50%左右。安徽省作为中部农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受到相关方面的高度重视，被列为全国改革试验

区，创造了很多做法和经验，作出了很有价值的探索。如 1987 年涌现出全国第一个股份企业———蒙城县胡

英臣创办的蒙城县振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由于农村改革直接推动的。
一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后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劳动力。农村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生

产积极性，释放了农村潜在的劳动能量，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温饱问题，而且农业劳动力由隐性失业变为

显性失业，由此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构成廉价劳动力大军的来源。改革之初的 10 年中，全国农村转

移到非农业劳动力约 8000 万人左右，不仅劳动力资源充裕且价格便宜。1987 年安徽乡镇企业年平均工资

只有 671. 9 元，只及本省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 49. 2%。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无疑给乡镇企业

加快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是农村改革成功为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提供了财富基础。家庭承包制的广泛推行提高了农民收入，农

民拥有的货币财富增加，与剩余劳动力的结合成为现实生产力。如据 1987 年对原阜阳地区 440 家乡镇企业

调查，社会集资占全部投资的 38. 3%，其中乡镇企业人员集资占全部投资的 25. 96%。社会集资及民间投资

等总共要占到乡镇企业总投资的 60%左右。农民资本投入成为发展乡镇企业的初始力量( 黄家声 等，

1989) ［3］。
三是农村改革成功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物质来源。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不仅使粮食增产，而且

经济作物和其他农副产品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加之农民对剩余农产品有自主处置权，在那个短缺经济的

年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增多显然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原材料的供给来源于自身的生产物，

这在计划经济年代是不可或缺的。
乡镇企业的兴起与发展主要靠市场调节，产品的产供销完全是依赖于市场调节来完成的。因此，反过

来乡镇企业发展壮大也促进了整个国家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由此，对旧体制的冲破，进而市场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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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成长不仅在农业范围内有了样板，而且在工业领域中也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表现出的旺盛生命力

对国有企业市场化取向无不起到积极的作用。
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大批外出打工。小规模外出打

工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已出现，全国大约有 200 万人。此后几年为缓慢发展时期。到 1988 年城镇打工达

到 2500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8. 28%。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整个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城市开始松

动，在改革开放政策下，1992—1996 年迎来新一轮增长，出现民工潮。此时每年外出打工者达 1000 万人速

度递增，外出总量达到 7000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15%。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由 1990 年的 20. 6%
提升到 2000 年的 31. 6%。进入本世纪一度出民工荒，2001 年外出务工达 8000 万人，现在达到 2. 5 亿人，其

中安徽为全国之最，达到 1300 万人。
劳动力的自主创业带动了农村资本、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尤其是土地等资源也开始市场化配置。早期

的乡镇企业利用集体土地兴办非农企业，以后的确权登记、宅基地改革等，更为资源的市场化组合建立了基

础，极大地推动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后土地收益逐步上升。1992 年政府土地收入不过几十亿元，

1999—2011 年，政府的土地税收收入从 690. 79 亿元，增加到 10718. 5 亿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 12. 3%提高

到 20. 6%。而土地的非税收入从 521. 73 亿元增加到 32176 亿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从 9. 3%提高到 61. 2%，

其中主要是土地出让金收入( 汪利娜，2014) ［4］。对土地收入如此高怎么看待，不少人认为是对农民的剥夺，

但不管怎么说，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对促进城镇化工业化无疑起到推动作用。
总之，农村改革的成功，使农村中的各种生产要素活跃起来，成为市场经济的强大推动力，使一直支撑

我国改革发展的劳动力红利、改革红利不断涌现。可以说农村改革为整个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条

件，充当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先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头羊。

四、税费改革为城乡统筹发展创造了条件

农村改革前，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已超出一般国家的状况，不仅反映在经济上城乡差别大，而且表现在

社会结构方面，形成了凝固的城乡二元体制。维系这种关系的是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如城乡有不

同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及公共产品供给等。长期以来通过税收、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以及压低农

村居民生活水平，确保了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新中国成立的前 30 年，我国农民为工业化作出了贡献，却

基本被排斥在工业化之外。国家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村掠走了大量的积累。农村改革后

使农产品逐步市场化，农民在交换中趋于合理，但强制性的农业税却依然保留，并充当着维系传统体制的任

务。此外，农业税往往是以交粮食等实物形式收取的，使得农民用于交换的农产品少了。不仅如此，附着在

农业税收的后面是农民沉重的负担，农村教育发展、农村道路建设、乡村供养人员等支出日益庞大。这些都

是加在农民头上的额外负担。沉重的农村税费使得农民收入减少、积累减少、用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钱与

物减少，约束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城乡二元结构难以突破的一大障碍。改革势在必行。
安徽省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始终走在全国之前头，早在 1994 年即开始在部分县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试

点。1995 年在太和、涡阳、临泉等县实行“税费合并”的试点，按照“依据地方税费合并，以粮计征、乡镇结

算、税费分流、一定三年不变”的原则进行改革，1995 年至 1999 年先后推广到淮北 20 多个县和来安、望江等县。
1999 年在怀远、濉溪、来安、望江进行“取消统筹，改革村提留，调整农业税”的改革试点。这些试点主要是循着

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清理不合理的负担，二是将部分费转变为经营性收费，三是实行税费合一，四是保留一些必

要的合理费用，其余取消。改革的试点成果是显著的，影响到全国。从 1997 年 7 月起到 2000 年初，各地政府宣

布取消收费项目共计 42937 个，涉及金额 690. 6 亿元。广大农民在税费初步改革中获得好处。
全面的税费改革是 2000 年开始的。中央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安徽省又一次承担

试点任务。主要内容是“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即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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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屠宰税; 逐步减少直至全部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 改革村提留征集使用

办法。为了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制度，安徽制定了省对市、县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办法。2004 年

安徽全面取消农业税附加，同时降低农业税率 2. 2 个百分点。全省农民负担降至 8. 4% ～ 4. 2%，降幅达

42. 9%，减轻农民负担 14. 43 亿元。
2002 年全国已有 20 个省份以省为单位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其余省区也选择了部分县( 市) 改革试

点。到 2004 年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基本结束。200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废除了农业税。国家正

式进入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原定五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三年即完成了。
农业税费改革抛弃了 2600 多年的农业税收制度，没有相应的配套改革是难以进行的。因此，在农业税

费改革中实行了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措施。一是进行乡镇机构和事业单位的改革，减少吃皇粮的人员。安徽

乡镇机构要求缩减 10%的编制。事业单位编制平均由 12. 2 人压缩到 7 人以内。与此同时，调整了乡镇区划

和村组规模。到 2004 年全省共撤并乡镇 304 个，撤并村委会 3000 多个。改革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以县

为主的管理模式，将中小学教师工资由县支付。二是改革财政体制，完善乡镇财政体制，加强与公开财政管

理，规范村级财务管理。三是强化监督体系，为确保税费改革后的运行正常，强化监督。实行乡财县管，村

财乡管。四是实施和扩大直接补贴。安徽在 2003—2004 年两年中共发放粮食直补 资 金 13. 18 亿 元。
2003—2007 年全省累计发放粮食、农资、良种、农机、生猪等各类补贴 123. 4 亿元，发放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

贴 38 亿元，税改前全省农民人均上缴税费 109. 4 元，2007 年农民人均得到政府补贴 139 元。
农业税不是个人所得税( 没有起征点) ，不是营业税( 不区分生产的盈利性) ，不是资产税( 土地不是农民

的私产) ，而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性禀赋”。只要脱不了“农村户口”，农业税就如影随形地跟定你，活到老，缴

到老。税收是权利的成本，但农业税这笔成本却没有给农民带来额外的权利。取消农业税的改革实质上是

分配关系的调整。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另一面。因此，这是生产关系的改革。通过税费改革理顺了国

家、集体和农民三者的关系。农业税费改革坚持多予少取的原则，使得农民自我剩余多了起来，农民致富有

了希望，农村商品生产有更多的财富支持。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保护了农村生产力，促

进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税费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乡村干部从要钱要粮中解放出来，改善了党群关系，

基层由管理性向服务型转变，全心全力地抓服务和发展经济。自此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体制出台创

造了条件，从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立市场经济的新型城乡关系。农民也增加了自我积累和发

展能力。

五、农村中存在的不足及改革尚需进一步深化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确立了农业以家庭为主的基本经营形式，解放了被束缚的农村生产要素，使得

他们能投身到商品经济之中，分配关系的调整使得农业资源开始市场化的配置。但改革非一役之功，几十

年形成的顽固经济体制需要慢慢推进。改革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时难以冲破的藩篱和不足，更有大量

需要完善和建设的工作，“三农”问题的彻底破解仍需改革的深入推进。
一是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率和收益不高，大多数农民做不到单一依靠农业致富。农民的小规模经营使单

纯以农业为生计者收入仍然很低，受到生产成本的“地板”和价格的“天花板”双重挤压，农业资源开发过度、
污染加重，土地、水资源、环境等约束不断加强，城乡要素加速流动，农村空心村、老龄化问题日益凸现出来，

制约着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虽然取得巨大成功，但并未改变我国十

分狭小的农业经营模式。城乡关系尚处于严重的二元结构，这些已从农业上脱离出来，从事非农就业者，在

城市中无法沉淀下来，仍然要回到农村。因此，对放弃土地承包存在顾虑。结果农地集中程度，滞后于就业

结构的变化。成本高、价格无竞争力成为必然结果。以 2018 年安徽省农民收入构成为例，家庭经营收入已

降至 50%以下，这一比例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持续下降。在实际调研中，纯粹的农业生产经营在分散农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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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收入构成中，基本在 30%以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农业生产经营长期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就会使

农业始终处于资源净流出状态，丧失作为一个独立产业存在的可能。这也是当前普遍存在的农业兼职、粗
放经营的原因之一。

二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制度保障。由于城多分治，农村公共产品供

给不足。道路不畅，年久失修，村庄杂乱无章，水利设施大多破败不堪甚至连饮用水都无法解决，农村缺医

少药，农村社会保障与城市差别过大，农村教育不均衡，农民子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留守儿童问题严重，农

村文化更是缺乏。城乡之间的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之势。城乡间不仅存在巨大的经济差别，且

有严重的社会二元结构。这是中国独特的。城乡关系严重失衡，不打破这一藩篱，非但制约经济难以长足

发展，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更无法突破。尽管各级财政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也有了较

大改善。但总体来看，这种投入是偶发性的、临时性的，有支农项目的地区，或新农村建设试点地区，投入就

大，相应配套建设就比较健全，但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情况不容乐观。农村地区本来

财力就很薄弱，其公共产品如果不能像城市一样，由财政统筹解决，光依靠农民自身是不可能解决。
三是农民权利缺失。农村改革使得农民从集体严重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也暴露出许多权利的缺失，引

发出新的不平等，需要在今后的改革中解决。如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存在着同工不同酬，同业不同保障待遇，

农民在城市打工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难以进城。原因在于农民尚未能获得自由迁移和融入当地社会的权

利，农村内部农民缺乏最低生活保障权，一大批虽已离开农村( 业) 但仍然不能离开土地，还有，农民在农村

办事不方便，受到层层约束。农民办事难办事不方便已成为农村普遍的呼声和要求。农民自治、当家作主，

自我管理还未实现。
四是城镇化面临诸多障碍，户籍人口城镇化任重道远，近年来农民进城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究其原因

既有来自农村和农民自身因素，也有城市接纳意愿和能力不足的因素。调研中，很多农民反映，一方面对农

村现有的土地财产预期收益较高，放弃可惜; 另一方面，进城门槛越来越高，难以承受。而对于城市来说，进

城农民相应增加了公共产品和服务支出，如果给予数量巨大的进城农民同城待遇，财政支出较大。基于此，

安徽近年来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率仍在稳步上升，但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率上升较慢，如果扣除城市

扩张直接将近郊人口划转为城市人口的数量，这一指标上升幅度更小。就安徽省来说，2014 年城镇化率

49. 2%，而以户籍人口计算，非农业人口比重只占 22. 7%，两者相差 26. 5 个百分点，涉及 1600 多万人。这些

人虽然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由于没有城镇户籍，并没有完全享受城镇居民的福利待遇，处于所谓半城市化

或不完全城市化的状态。
五是农民素质有待提高，职业农民培育迫在眉睫。伴随着农民的转岗进城，农村精英群体迅速流向大

中城市;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村科教推广体系弱化和教育培训“离农化倾向”严重，谁来种地、如何种地成

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农民的减少必须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崛起同步，否则将严重影响农业发展后动，也

是农产品安全保障的一大隐患。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农业投入的生产要素科技含量低且生产者又缺乏相应

的科学技术知识，致使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也难提高，发展现代农业缺乏合格主体。
六是财政支农资金多头管理、投入分散，使用效率不高。财政支农资金分布在七八个部门，基本上所有

涉农部门都掌握一部分支农资金，没有明确划分各自的投资范围和内容，致使一些项目存在交叉重复现象，

资金也有一定难度。尽管多年来一直在探索财政支农资金整合途径和方法，但效果不明确。其主要原因是

受到当前政府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的局限，整合支农资金必然会影响部门利益权限和职能定位。
七是农村环境污染突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有待改善。除了个别列为试点的地区，很多村庄环境污染

问题难以根治，甚至有城镇垃圾向农村转移的现象。其中原因既有农民生产生活习惯问题，更多的是农村

地大面广，在没有固定财政预算经费的前提下，农村环境治理投入得不到保障，导致污染治理的配套缺失、
设施不全、管护不力。农村改革尚需深入推进，在新形势下如何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仍需探索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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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ibution of Ｒural Ｒeform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SUN Zi-duo
(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Hefei 230051，Anhui，China)

Abstract: China’s rural reform makes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which is mainly embodied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contracted land system wavers original economic
system，the reform in price and in circulation field lays the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liberation of the factors such as labor and so on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resources，and the reform of taxation and fees collection creates conditions for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urrently，there are some insufficiencies in rural areas and the reform needs to be further deepened．
Key words: rural reform; family contracted land system;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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