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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两次定县调查时隔76年。
这期间中国农民低收入依旧、小农农业依旧、城乡差别依旧。
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我们采用过政治手段甚至战争手段，采用过经济手段，也采用过行政手段和社会
救助手段，可是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我们曾经寄希望于改造中国的农业。
租佃制度被废除了，可是自耕农的收入在工业制成品越来越多的时代仍是少得可怜。
拒绝“广义农业技术”的小农经营方式被废除过，可是被改造成经济实体的大农业产出依然微薄，甚
至不足以维持作为农业企业的人民公社。
于是，我们发现农民多、耕地少是人的问题，是社会结构的问题，不是仅改造农业就可以解决的。
　　我们曾经寄希望于改造中国的农民。
农民识字了，学会了合理密植、引进良种、使用化肥、运用机械、耕地开发和改造等80年前的学人期
望他们掌握的全部农业知识。
农民也接受现代教育了，接受了基本教育的农民中有一部分人可以继续上高中、大学。
可是完成了现代教育的乡村居民没有多少留在乡村，即使留在乡村，对乡村的经营者也没有多少帮助
，因为现代教育培养的是合格的职业者，农村需要的却是合格的生产者、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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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简单的逻辑可以帮助我们转换思维：既然完成了社会结构转型的国家无一例外农民都大大减
少了，就一定是因为在转型阶段不当农继续当农民有更高的收民可以比入。
换个说法就是只要社会结构转型没有完成，乡村的农民就必然比“非农民”收入低，与“非农民”相
比他们将持续相对贫困。
按这个思维方向去推论，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就清晰明了：我们必须主动推进社会结构转型，这是
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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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转型期结构性贫困　　与西方学者不同，中国学者为“强国富民”而研究农杜，并且“
富民”、“强国”并重。
这一方面是因为学者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比西方国家比例大得多的农民，明
显不能走以农民流离失所为代价换取国家工业化的西方老路。
因此希望解剖“中国问题”并走出一条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在80年中，中外学者的农村研究形成三类理论。
　　第一类研究站在乡村立场去考察城市对乡村的影响，探究，城乡间的利益关系。
在社会学的传统中，这种首先划分显性或潜在的利益群体，然后讨论利益关系变化的研究视角，最终
会得出城乡利益冲突的结论。
从早年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理论，到近年国外学者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二分
法”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学术主流。
第二类研究以“现代性”为出发点探究“传统”的乡村，关注市场或现代文化的扩散过程。
由于功能决定结构，结论通常是乡村在城市的影响下现代化。
因此无论像吴承明那样“自上而下”去考察乡村，还是像施坚雅、黄宗智那样“自下而上”的考察，
都显示只要帮助农民去适应市场，使其更具“理性”和“现代性”，乡村就可以现代化。
此外还有第三类研究旨在检讨国家政策，无论“剪刀差”理论、“依附”理论都认为，某些阶段的某
些国家政策也直接导致乡村落后。
第一类研究经常发现外部世界对乡村的掠夺，第二类研究经常发现乡村的愚昧和落后，第三类研究经
常发现国家政策的城市偏向。
三类学术研究达成共识：由于外部掠夺、内部落后和政策倾斜，因乡村发展被抑制农民陷人困境。
学者们因此相信中国有可能依靠乡村“自然的”发展去避免先发达国家牺牲农民的老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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