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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子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今年，在我们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像孔子一样，非常有信心地说中国是真的“
三十而立”了，尽管今后的路还很长，中国仍要“志于学”。
　　想要了解世界在过去30年中发生的变化，我们需要研究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
回首过去，即便是最乐观的改革拥趸者们也会吃惊于中国发展的步伐和规模。
中国国内曾经敦促中国赶超英国的有关人士也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国家已经在国际贸易方面赶上了美
国。
30年前，国外的很多经济学家曾预言日本是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国家，那个时候，他们绝不会想到，中
国在几十年中会取代日本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在此之际出版这套丛书，其首要目的是对中国在过去30年发生的变化做一个全面综述。
在这30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福特基金会有幸亲历和亲睹、了中国的发展变化。
20世纪80年代，福特基金会启动了它在中国的第一个资助项目——资助中国学生和学者到国外学习和
研究。
从那时起，基金会就为中国杰出的研究人员、有才干的政府官员以及坚定的社会和文化工作者们提供
资助，以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2007年，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时任基金会首席代表华安德先生邀请中国知名研究人员和专
业人士一起编写这套丛书，内容涵盖基金会这些年资助过的九个领域。
这套丛书意义非凡，展现了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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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无论是农村改革、工业经济，还是银行业、公共财
政，甚而在与全球经济的融合方面都有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获得了丰富的经验。
本书作者各自选取了一些重要角度，尝试展现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提炼和分析相关经验
和教训，识别和提出新的改革方向，并阐述中国经验对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乃至中国经济成功经验
对于经济学理论可能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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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祖籍江西萍乡，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
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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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农村改革政策的形成　陈锡文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但农村的改革也并非是设计好了才启动的。
从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农村的经济制度就处于变动之中。
1945年夏秋之交，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但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很快归于破裂，于是内战爆
发。
还在两党指挥的军队激战之际，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在建立了自己政权的地方（即解放区）开展了轰轰
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农村铲除了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贫穷农民“耕者有其田”的世代
期盼。
随着国共两党的军队在战场上力量的变化，解放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土地改革运动覆盖的地域也迅速
扩大。
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在此前已由共产党政权控制的中国北方地区，基本已完成
了土地改革，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主要在南方地区进行。
到1952年底，中国大陆除西藏地区外，均已完成土地改革。
　　但从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不少农户虽分到了土地但缺乏耕畜、农具、劳动力和资金的
实际状况出发，中国共产党随即便在农村发动了要求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化运动：开始是引导农
民组织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接着便发动农民成立以自然村为单位、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初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紧接着又要求组织农民更大规模（相当于目前一个村民委员会的范围）的高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
到1955年底，中国农村普遍建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社的特征，不仅是规模大，往往一个社覆盖着数百农户、数千亩土地，更重要的是它废止了农民
家庭的土地所有权，实行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到1958年，农村进一步开展了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
人民公社的规模更大，相当于目前一个乡镇的范围。
国家开始时曾打算在一个公社的范围内实行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后终因农民难以接受而
于20世纪60年代初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体制确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在一个公社之内，
按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进行经营、核算和分配，但明确了土地基本属生产队所有，因此，生产队
便成为农村生产的基本单位。
生产队的规模基本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初级农业生产队相当。
此后直至1978年开始改革，中国农民便一直在这种农村体制下生产和生活。
　　由于农村生产的复杂性，每一个农民所付出的劳动与他对生产的贡献难以准确监督和核算，因此
，对集体生产的漠不关心和劳动中的懈怠情绪在农村普遍蔓延，农村生产难以发展，农民生活无以改
善，农村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
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地方的农民曾做过改革这种体制的尝试。
较大规模的自发改革曾发生于1956年（即高级社成立后的第一个生产周期）和1960年（即“三年困难
时期”），所采取的基本形式都是“包产到户”。
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制约，农民的这些尝试都迅速夭折了。
　　1978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一年。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清理“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以前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在全党全国开展了“关
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提出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恢
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并在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
性抉择。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当时自然无法了解国家政治层面正在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但当时毕竟离“文
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两年，社会正在变得更加宽松，对这一点，农民是感受得到的。
于是，若干地方的农民便又一次开始了他们以“包产到户”的形式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的尝试。
由于中国农村的地域是如此广大、农民的居住又是如此分散，因此在城里人浑然不觉之中，中国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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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便在偏僻的农村由农民悄悄地启动了。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农村的改革已经在若干关键性的环节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认真梳理30年农村改革的历程以及若干农村重大改革政策的形成，对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的改革，加快
完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体制机制，显然具有极大的必要性。
2008年10月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为部署今后12年农村改革发展的任务，已经对农村改
革发展前30年的成就和经验做了高度概括的总结。
本文拟对30年农村改革发展历程中若干重大政策的形成过程作一些提示性的描述，以为感兴趣者作索
引。
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涉及中国农村发展的重大改革政策的形成，在时间序列上不一定前后继起，往
往是交叉互动地向前推进；二是每一项改革政策实际上还都远未达到理想状态，改革尚需要深入，体
制机制还需要完善。
　　1978年12月18-2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
决定（草案）》，是党中央开启农村改革序幕、制定农村改革政策的标志。
在此后30年中所形成的农村改革政策，主要可以从以下十个方面进行概括。
　　一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形成和土地政策的完善　　（一）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　　农民始终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
他们在发展生产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否得到充分调动，关系到农业农村发展的进程。
农民的利益能否得到承认和保护，又是能否调动农民力量的决定性因素。
在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农业经营体制就一直在探索如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
，但是由于探索被限定在不能改变人民公社体制的范围内进行，因此始终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调动农民
生产积极性的问题。
　　1978年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对生产队的土地实行了“包干到户”。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突破了当时多数地方农民所向往的“包产到户”的改革模式。
从“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的转变，有相同之处，就是都将农业的生产过程承包到了农户；不同
之处则在于农户承包的内容。
所谓包产到户，即将集体的土地承包到户，以农户承包的土地来确定农产品的年产量；农户将农产品
如数上缴给集体组织，达到承包时约定的数量，就能从集体组织分配到约定的报酬；产量超过承包时
的约定，承包户可从超额部分中获得一定比例的分成；产量未达到承包时的约定，集体组织将酌减分
配给农户的报酬。
不难看出，在“包产到户”中，农户承包的是土地的产出，而产品的所有权仍属集体。
因此，“包产到户”没有改变集体组织仍作为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经营主体地位，但它确实比以往
的统一劳动、评工计分更能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
所以，“包产到户”的学名是“集体土地承包到户后实行联系产量计付报酬的生产责任制”，简称“
联产承包”责任制。
　　“包干到户”则不同，用农民的话讲，“包干到户”就是土地承包到户、生产的农产品实行“缴
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因此，在“包干到户”中，集体组织不再承担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职能，它只是从农户那里按承包
土地收取“提留款”，并以此作为集体组织内部进行管理和服务的费用。
于是，农户就脱颖而出，变成了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
　　由此可见，“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的区别实在不容忽视。
如果农村改革始终坚持以“包产到户”为限，那么人民公社的体制也许还会延续很多年。
所幸的是，农村真正实行包产到户的时间并不长，相当多的地区实际上还未及实行包产到户，便就实
行了包干到户。
当时对“双包到户”的异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
生产责任制，而“包干到户”则不是；但它究竟是什么，似乎也讲不清楚。
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对农村政策问题作了重要谈话，对“双包到户”都充分肯定，并明确指出：“
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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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农民执著地选择比“包产到户”更简单明了的“包干到户”时，倒也未受到太大阻力。
　　如今回顾起来，“包干到户”之所以能如此快捷地替代“包产到户”，恐怕也与人们当时把这两
“包”之间的区别看得简单了有关。
事实上，宪法关于“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也是到了1999年才
修正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包干到户”的不简单，绝不仅仅因为它在操作上比“包产到户”更为简单、明了，而主要在于以下
几点。
　　第一，如前所述，是“包干到户”而不是“包产到户”才可能使承包农户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
而也只有在农户成为独立经营主体、生产队退出农业生产的直接经营之后，人民公社的体制才能够被
废除。
　　第二，只有在承包农户成为独立经营主体之后，农户才可能在满足生活消费之后逐步积累起自有
的生产性资产。
而这对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者（城乡皆如此）只能获得消费资料分配的原则，无疑是具有决定意
义的重大突破。
由于农户从“包干到户”中获得了在承包的集体土地上积累自有资产的权利，于是农村的改革也就从
最初定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拓展到同时具有农村财产关系变革意义的改革。
　　第三，农业的生产过程承包到了户，劳动力就不再由生产队统一安排，农村劳动力由此获得了自
由。
有了可以自主择业的劳动力再加上农户积累的自有资产，一场涉及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
和收入结构深刻变革的剧目就开始有声有色地在农村上演。
在农产品供给迅速增加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个体户和私营经济如雨后春笋，外出进城务工经
商的人流如潮起云涌。
这就是“包干到户”激发农村微观经营主体活力后所形成的生动局面。
因此，说“包干到户”在发育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起到了“酵母”的作用，应当并不为过。
　　到1983年底，我国农村基本上实行了在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前提下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
基础的农村经营体制。
自此以后，家庭经营重新成为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形式。
这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阶段农业生产的超常规增长，粮食产量
从1978年的3.05亿吨猛增到1984年的4.07亿吨。
　　当这一经营形式在农村普遍化之后，中央就开始考虑如何稳定这一制度的问题。
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要求，“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农民对经
营制度稳定性的疑虑。
此后，农村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一直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九一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发[1990]18号）明确指出，“这种
经营体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一定要作为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
断加以完善”。
这是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家庭承包经营要“长期稳定”。
　　进入20世纪90年代，离15年的承包期日益临近，为切实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经营制度，稳定
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
发[1993]11号）要求：“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1998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发[1998]2号）进一步强调：“第一轮
承包到期的地方，都要无条件地延长30年不变。
”1998年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考察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时就明确说：“中央关于
土地承包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不变。
而且三十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
”1998年秋，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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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过去对农村经营制度的表述，由“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修
改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再次重申“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必须长期坚持”。
　　到2000年底，全国农村已有93％的村组完成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工作。
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则把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从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就有了法律依据。
截至2005年底，农村98.7％的村组完成了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工作，有80％以上的农户获得了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
　　2008年10月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再次将稳定基本经营制度向前推了一大步，并提出了鲜明的要求：“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这进一步彰显了中央稳定农村这一基本经营体制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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