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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化，实质上是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必然结果。
我以为30年来农村改革重点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微观经营主体；二是培育了市场阢制，促进了农产品和农村
其他生产要素的流通；三是实施了统筹戍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
这三件大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良村社会生产力，调整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确立了新的经济社
令秩序，从而引发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向一体化方向发展的交汇、乏融与交变。
30年来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主要表现在这种交汇、乏融与交变上。
其一，是产业之“交”。
受市场机制作用.一二三产加速融合，农业从原来的种养业向现代农业体系演进，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
服务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大幅提高，现代农业跨越了初级产业”、“吃饭产业”的狭隘范畴，与其
他经济部类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作用进一步提高。
其二，是职业之交”。
2亿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村主要劳动力非农化，农村非农收／＼和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
收的主要部分，农民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居民的职业分工不再界限分9，乡
镇企业异军突起和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成为推进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城乡就
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三，是城乡之“交”。
社会流动日趋频繁，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逐步松动；以工哺农、以城带乡有了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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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从转型期的农村社会、农民、政府、土地、城乡统筹、农村改革、农村金融、新农村建设、粮食
安全、民政改革及科学发展等许多方面较为辩证地、客观地剖析“三农”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凭借作者长期从事“三农”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丰富积累，书中所提的许多观点、建议，视角新颖
、见解独到，既有鲜明的理论独创性，又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对于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都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该书秉承了刘奇同志大气行文、语言鲜活、笔触生动、事例丰富的一贯风格，读起来不仅流畅自然、
如饮甘醇，而且发人深思，启人心智，相信对各方面读者加深对农村社会变迁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的认
识，都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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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转型期的农村社会　　农村社会转型与“三农”政策取向　　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
型，是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
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巨大内驱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强劲推动力，及多种力量的集聚积累，加速改变
了乡土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形态。
深刻认识我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现状和特点、影响与趋势，驾驭规律，趋利避害，把握重心，是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科学指导“三农”工作、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
本前提。
　　一、转型期农村经济社会形态与结构的变化特征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其他国家相比，虽然存在
着许多共性，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得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表现出许多独特之处
。
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随着大量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半耕半工”型经济结构逐步覆盖了
中国大部分村庄，广大农村已经从传统的“全耕社会”演进为“半耕社会”，或者说由传统的“农耕
社会”演进为“农工社会”，这是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形态和结构发生的总体性变化。
　　所谓“半耕社会”（“农工社会”）　，是指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呈现出“半耕半工、亦农亦工”
、“耕工交替、农工结合”等特点的一种渐趋制度化了的农村经济社会形态。
“半耕社会（农工社会）　”的制度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效益低下而迫使农民外出打工
，而外出打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农民依赖承包地作为最后的生存保障，从而使务工和务农的交替与
结合在制度上得以强化。
这一社会形态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农宗法式的农村
社会，也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高度工业化、市场化、城乡一体化、大农场式的现代乡村社会。
从宏观视野看，由“全耕社会”（农耕社会）　到“半耕社会”（农工社会）　的转变是中国经济社
会转型的必经阶段，它是中国农村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演进的“大转折”
、“大爬坡”的过渡时期，对于广大中西部农村来说，这一形态还将延续很长一段历史过程。
随着这一转型期的到来，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一）　社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　　这是一个基础性变化，它既是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生产力
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也是导致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发生的最重要因素。
　　一是农村主要劳力非农化，次要劳力农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我国约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含常年外出打工人员）　转向非农产业，平均
每年可达700—900万。
全国现有农村劳动力4.97亿人，其中青壮年劳力大量流入城市，真正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都是
“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　。
2004年国家统计局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以女性为主，占53.1％；农业就业人
员劳动年龄偏大，有三分之二的人年龄在36岁以上，51岁以上的高年龄组人员占相当比重。
　　，　　二是主业副业化，副业主业化。
过去，中国农民世世代代以种田为生，而现今大量农民从过去单一的种植业中转移出来，或是外出务
工经商，或是就地搞养殖、加工等多种经营。
2000—2004年，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农村各业增加值的比重由35.5％下降到30.1％，农村第二、三产
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分别从50.4％和14.3％加到53.2％和16.7％。
过去被视为的副业成为农民的主业，种田反倒成了“副业”。
　　三是非农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随着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进人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趋缓，收入构成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特别是种植业收入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而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1990年农民
人均工资性收人为130.8元，2000年上升到702.3元，2005年增加到1175元，比上年增长17.6％，占当年农
民人均纯收入的36％，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四是农业占GDP的份额逐步下降，但仍是基础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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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
1991—2003年的12年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下降了9.9个百分点。
尽管农业占GDP的份额逐步下降，但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产业，由于农业特有的多功能性，全社
会对农业的发展日益提出更高的要求，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没有改变。
　　（二）　社会基本单元发生变化　　人口和家庭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其结构变化是社会转
型的重要特征之一。
转型期我国农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劳动适龄人口供给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家庭人口规模
小型化等等，使我国正面临人口总量造成的就业压力和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社会负担加重的双重挑战
。
　　一是农村人口增速减缓，但人口总量仍在上升。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到上世纪末，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
、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
农村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过多对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
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太大，人口数量变化呈现“低生育率、高增长量”特点，农村人口绝对数量仍在
上升，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峰值。
届时，即使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了60％以上，仍然会有绝对数量相当大的人口继续生活在农村。
　　二是农村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首先，“人口红利”期趋于结束。
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总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
对较轻，带来劳动力、储蓄的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
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0多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
红利”，其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超过1/4。
但是，这一贡献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逐渐减弱。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　供给增长率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预计到201 1年左右，劳动年
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 1年开始绝对减少。
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从长期的“供过于求”逐步转向“总量过剩而结构性不足”，有技能的、
年轻的农村劳动力的供求正在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
其次，农村人口的年龄特征发生变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我
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农民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
发达国家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中国的情况则不同。
据2006年2月份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我国现有农村老年人口
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
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
再者，农村人口的性别比特征发生变化，部分农民家庭对男孩的性别偏好，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产
生了矛盾，造成了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局部地区严重失衡现象。
　　三是农村家庭结构发生变化。
在社会经济变迁和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农村家庭的结构形式发生变化。
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联合家庭等大家庭逐渐减少，而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等小家庭逐渐成为主要的
家庭结构形式。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增强和农民婚恋观念的变化，农村中再婚家庭、空巢家庭、非婚家
庭等形式大量出现，从而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四是农村家庭功能发生变化。
农村改革以后，家庭成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基本单元，其担负的功能发生了新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生产经营功能由过去的偏重农业生产，转向偏重非农经营方面；生活消费功能由传统的
自给自足和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转向商品化、多样化的消费活动方面；生育功能由传统的单一“传宗
接代”，转向追求生活幸福满足方面；赡养功能由过去的家庭内部保障，转向外部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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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社会流动机制发生变化　　社会流动是引起社会变迁的重要机制，农村社会流动发生的
变化，助推了农村阶层分化，促进了农村社会转型。
农民由“集体人”变成“社会人”，农村社会由“熟人社会”变成“半熟人社会”，农村人口迁移和
流动成为常态，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带来多方面影响。
　　一是农村社会的自由度和开放度增强，社会流动日趋频繁。
农村改革以来，国家出家台了一系列放活农民和农村经济的政策措施，通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发展
商品经济和乡镇企业、农民进城务工等，逐步放活土地、放活经营、放活领域、放活空间等，使农村
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开放度。
与传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当今农村社会的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
结构性流动和非结构性流动都更为频繁，农民获得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也日益增多。
　　二是流动途径多元化，跨省转移、城乡双向流动就业成为主要形式。
除了升学、入伍等传统途径外，务工经商逐步成为农民社会流动的首要选择，具体又可分为三类：第
一类是“离土不离乡”，农民在当地进厂务工；第二类是“离乡不离土”，即农民到外地承包土地、
发展多种经营；第三类是“离土又离乡”，既包括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并在城镇或大中城市落户定
居，彻底脱离农业农村的人员，也包括长期工作、生活在外地，逢农忙、春节等时节才返乡的农民工
。
从人口流向看，“离土又离乡”的农民主要是从农村流往大中城市，从内地省份流向沿海地区。
数据显示，2005年，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五省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跨省劳动力转
移人数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89％、83％、74％、73％和45％。
大量农村劳动力在省与省之间、城乡之间流动就业，成为农村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和一个长期的历史
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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