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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年8月，江苏大学出版社邀我主持编写一套新中国农村发展60年的丛书，力求体现新中国成立以
来农村发展的整体面貌，希望我尽快拿出总体设想和具体的编写计划。
经过陆续的几次洽谈和商榷，编写与出版计划均顺利地落实了下来。
　　中国是具有悠久农业文明的人口大国，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
定是全社会稳定的关键，应该说这是人们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三个正确的视点。
也许，今天这三个视点仍然具有相当的正确性。
新中国农村的发展，虽然至今才60年的时间，但却是自古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
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农村的土地关系，在这个阶段发生过，并且将继续发
生深刻的变化。
在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度里，土地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主轴。
自春秋时期土地私有化以来，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成为中国沿袭不变的基本的土地形态，直到20世
纪20年代末期才开始动摇。
1950年前后的短短7年中（包括1949年前的3年多时间），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2000多年的地
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被摧毁。
这个变革，其深刻的社会意义，至今还有解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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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九章，内容涉及新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制度渊源、新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实践、农业合作
化时期的包工包产和包产到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的包工包产到户、农村人民公社经
营管理体制的调整等，可供相关读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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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3年2月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心内容是“一化三’改”，即工业化和对农业、手
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同年12月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作了权威解释：“小农经济
是分散的和落后的，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土地是分成小块经营的，农具还是古老的，耕耘靠
人力和畜力，无力采用农业机器和新的耕作制度，收获量低，不能很快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产量。
”“这种建立在劳动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小农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人
民和工业化事业对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它的小商品生产的分散性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
设不相适应，因而这种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之间的矛盾，已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益显露
出来。
”“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逐步改造我国的农业，使我国农业由规模狭小的落后的个体农业进到
规模巨大的先进的集体农业。
”“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经过合作化的道路。
”　　此后，毛泽东对这种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同时并举的思想又作了多次表述，而且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坚定。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
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
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
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
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
，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
，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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