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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国初，毛泽东为了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起来，从理论角度和现实角度从经济上对农民进行组织化探索，趟

出了一条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尽管这种探索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一过程就会发现，它能够为今天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引导农民走合作组织道路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如发展合作经济组织要把组织权赋予农民，

并搞好示范推广；发展合作经济组织要循序渐进，不能急功近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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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初 （１９４９～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前）
毛泽东在 农 民 组 织 化 方 面 进 行 的 农 业 合 作 化 运

动，探索了如何把农民从经济上组织起来，解放

和发展农 村 生 产 力 的 重 大 问 题。建 国６０年 来，
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从包产到户到成立农

民专业合作社，中国农民走过了一条看似 “合久

必分，分久必合”的组织化道路。毛泽东当年在

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 （本文只探讨通过农业生产

合作组织农民的问题）中虽然曾出现了些失误，
但这种失误不是方向性的失误，所以当时的探索

也能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农民走

合作组织道路提供许多借鉴。

一、毛泽东从经济上对农民组织化进

行探索的动因

（一）毛泽东从经济上对农民组织化进行探

索的理论依据

　　１．依据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认为，小农经济规

模狭小，土 地 分 散，生 产 者 分 离，缺 乏 分 工 协

作，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自然经济特征，是

落后的生产方式。因此，农业中的大生产优于小

生产，并将排挤和取代小生产，因为新技术和大

机器只有在大规模农业中才能运用。
此外，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首要的一条

就是要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

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这



也是中国 共 产 党 自 建 立 之 日 起 就 确 立 的 最 高 纲

领。建国初，我国建立起农民个体土地 所 有 制，
但这与我党在传统社会主义理念下的奋斗目标有

很大的距离。建立以单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

础的社会主义农村土地制度才是最终选择。通过

合作化引导个体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党一

贯坚持的方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在

革命根据地也曾个别地组织过农业生产合作社。
例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陕北、华

北和东北等各解放区，广泛组织过变工队和互助

组，并有少数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引导农民走社

会主义道路，在全国性土改完成后，党领导农民

积极 组 织 农 业 合 作 社。１９５３年，毛 泽 东 表 示：
“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１］

２．依据西方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理论是一切规模经营问题的理论基

础。规模经济就是指生产力诸要素在一定范围内

高度聚集，实现较高程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

生产，采用高效率的大型设备或自动化生产，产

生大市场、大批量、低成本的规模效益。规模经

济的优势在于：能够实现产品规格的统一和标准

化；通过大量购入原材料，而使单位购入成本下

降；有利于 企 业 采 用 更 专 业 化 的 设 备 和 生 产 技

术，同时建立一支稳定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

员队伍，从而实现企业的高效率；有利于技术创

新和新 产 品 的 研 发，易 于 形 成 自 己 的 核 心 竞 争

力。农业经营规模是否经济不是只用规模大小来

衡量的，任何一个具体的农业经营单位，其实现

规模经济的规模量都具有受主观或客观条件约束

的上限与下限。对农业规模经济的存在与否学术

界有着广泛的争论，但在实践中，发达国家的农

场规模不断扩大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早在１９４３年，毛泽东 在 招 待 陕 甘 宁 边 区 劳

动英雄大会 上 作 了 题 为 《组 织 起 来》的 著 名 讲

话，指出：“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

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

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

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

合作社。”［２］

我国农业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开始走上合

作化之 路，其 目 的 一 是 追 求 社 会 平 等，消 除 剥

削，二是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效益，克服小生产的

规模不经济问题。
（二）毛泽东从经济上对农民组织化进行探

索的现实依据

　　１．有苏联经验可以学习借鉴

中国沿用 列 宁 和 斯 大 林 的 理 论 及 苏 联 的 经

验，将小农经济视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可能走向

资本主义 的 土 壤，要 进 行 社 会 主 义 改 造。１９４９
年，毛泽东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
“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

很长的 时 间 和 细 心 的 工 作，才 能 做 到 农 业 社 会

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

主义。”［３］

２．改变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和落后性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首要动因，源于农村生产

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建国初，个体农民平均每户

只有十 多 亩 耕 地。贫 雇 农 平 均 每 户 不 足 半 头 耕

畜、半部犁，资 金 也 很 缺 乏，维 持 生 产 尚 且 不

易，扩大生产规模，改善生产条件，发展多种经

营更加困难，因此需要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化，以

增产粮食、发展农业生产。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全国人

民代表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四 次 会 议 通 过 的

《农业生产合 作 社 示 范 章 程 草 案》中 明 确 指 出：
“农业合作化是使劳动农民永远摆脱贫穷和剥削

的唯一的光明道路。”［４］

二、毛泽东从经济上对农民组织化

进行探索的分析

（一）毛泽东从经济上对农民组织化进行的

探索简介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积极组织农业社，是在

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建 立 以 后。从 新 中 国 成 立 到

１９５３年，主 要 是 发 展 农 业 生 产 互 助 组 的 时 期。

１９５０年 全 国 有 互 助 组２７２万 余 个，参 加 农 户

１１３１万余户，占全国农户的１０．７％。［５］在过渡时

期总路 线 精 神 的 指 引 下，１９５３年，农 业 互 助 合

作运动由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向常年互助组发

展，部分常年互助组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５年上半年，主要是发展初级

农业生产合 作 社 的 时 期。１９５３年 农 业 生 产 合 作

社已经发展 到１５　０００个，入 社 农 户 有２７．２万，
占全国农 户 总 数 的０．２％。到１９５６年３月，全

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入社农户占全国农

户总数的９０％，年底则达到９７％，［６］标志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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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见表１。

表１　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表

组织形式 （万）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１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

１．互助组数 ２７２．４　 ４６７．５　 ８０２．６　 ７４５．０　 ９９３．１

参加互助组户 １１３１．４　 ２１００．０　 ４５３６．４　 ４５６３．０　 ６８４７．８

占总农户％ １０．７　 １９．２　 ３９．９　 ３９．２　 ５８．４

２．初级社数 １８ （个） １２９ （个） ３６３４ （个） １４　１７１ （个） １１．４　 １９０．０　 ２１．５　 ３．６

参加初级社户 １８７ （户） １５８８ （户） ５．７　 ２７．３　 ２２８．５　 ７０００．０　 １０４０．０　 １６０．０

占总农户％ １．９　 ５８．７　 ８．６　 １．３

３．高级社数 １ （个） １ （个） １０ （个） １５ （个） ２００ （个） １３．８　 ５４．４　 ７５．３

参加高级社户 ３２ （户） ３０ （户） ０．２　 ０．２　 １．２　 ４００．０　 １０　７４０．２　 １１　９４５．０

占总农户％ ３．４　 ８８．４　 ９５．６

　　资料来源：王贵宸编著：《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１７页。

（二）毛泽东从经济上对农民组织化进行探

索的分析

　　１．从经 济 组 织 的 性 质 看，合 作 社 是 劳 动 农

民的集体经济组织

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

合一的合 作 组 织。１９５６年６月，第 一 届 全 国 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 《高级农业生产合

作社示范章程》，《章程》规定：“农业生产合作

社 （本章程所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是指的高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劳动农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领导下，在自愿和互利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

主义集体经济组织。”［５］高级阶段的合作社社员的

土地和合作社所需要的别的生产资料，都已经公

有化了。

２．从经济组织的功能看，促进生产的发展，
增加社员的收入

１９５６年６月，第 一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三次会议 通 过 的 《高 级 农 业 生 产 合 作 社 示 范 章

程》规定： “农 业 生 产 合 作 社 要 根 据 当 地 条 件，
不断地改进农业技术，在国家的援助下逐步地实

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使农村经济不断地向

前发展；同时要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地增加社

员的收入，提高社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

平。”［５］

３．从 经 济 组 织 的 成 立 情 况 看，自 愿 入 社，
国家帮助

在合作社成立时，农民可以自愿入社，同时

国家给予帮助。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 《中共中央

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指出：“必须

采取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来使农民自愿

联合起来。”［７］另外，社员也有退社的自由。 “社

员退社的时候，可以带走他入社的土地或者同等

数量和质量的土地，可以抽回他所交纳的股份基

金和他的投资。”［５］

４．从经济组织的运行情况看，是民主管理

合作社实 行 民 主 管 理。１９５６年 一 届 人 大 第

三次会议 通 过 的 《高 级 农 业 生 产 合 作 社 示 范 章

程》也规定： “合 作 社 的 领 导 人 员 由 社 员 选 举，
合作社的重大事务由社员讨论决定。合作社的领

导人员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密切联系群众，遇事

和群众商量，团结全体社员办好合作社。”［５］

５．从分配方式看，是按劳分配

１９５６年一 届 人 大 第 三 次 会 议 通 过 的 《高 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实行 ‘各尽

所能，按劳取酬’，不分男女，同工同酬。”［５］

６．从经营绩效来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从当时的客观效果看，农业合作化不仅促进

了农业 的 发 展，其 更 为 突 出 的 一 个 重 要 意 义 在

于，为工业化提供了粮食、原料和资金，从而为

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奠定了制度保障。
经济学家林毅夫 指 出，在１９５２～１９５８年，农 业

总 产 值 增 长 了 ２７．８％，谷 物 产 出 增 长 了

２１．９％。［８］

从上述叙述中可以看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在

几个方面是符合合作社罗虚戴尔原则的。在世界

合作运动发展史上，罗虚代尔原则是世界各国普

３梁国帆等：建国初毛泽东从经济上对推进农民组织化的探索



遍承认的的 合 作 社 原 则。１８４４年 成 立 的 英 国 罗

虚代尔公 平 先 锋 社 是 现 代 意 义 上 的 第 一 个 合 作

社，它最早提出并制定了合作社的一些基本原则

并付诸实践。这些基本原则主要有：入 社 自 由、
民主管理 （一人一票）、收益分享、重视社员教

育等。这些原则在１９２１年被吸收进了国 际 合 作

社联盟制定的规章中，并由１９３７年国际 合 作 社

联盟认定为组织合作社的国际标准。我国建国初

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大体符合其中的入社自由、民

主管理、收 益 分 享、重 视 社 员 教 育 等 这 几 条 原

则。但是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末期到７０年代，合作

化运动逐渐偏离正确轨道，传统的合作社理念在

我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强迫农民加入，农民退

出权缺失，片面追求公有制，社员私有财产受到

侵犯，把社员私有财产公有化，再加上政治意识

形态的力量，逐渐使合作社原则扭曲，在很短时

期内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合作经济

变成了集体经济，本来主要是从经济上组织农民

结果变成了经济与政治组织的同步合一地进行。

三、毛泽东从经济上对农民组织化

进行探索的启示

　　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开始，“三农”问题成为

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其核心问题是农民问

题，即农民贫穷。而农民贫穷的主要原因是：农

民人多，人均耕地少；分散无组织；缺少农村工

业。这三 者 相 互 关 联，其 核 心 则 是 农 民 的 无 组

织。上世纪８０年代后，农民合作社出现 了 崭 新

的态势。合作社在农民自愿、自发的前提下，如

雨后春 笋 般 迅 速 发 展，２０１２年 一 季 度 末，全 国

依法登记的专业合作社达到５５．２万家，实 有 入

社 农 户 达 到 ４３００ 多 万 户，约 占 农 户 总 数 的

１７．２％。［９］然而，在 如 此 迅 速 的 发 展 势 头 下，农

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普遍缺乏自我组织、自我管理

的能力，懂技术、会经营、善管 理 的 人 才 匮 乏，
合作社产品附加值低，资金短缺，规模较小，发

展程度不高，发展步履艰难。而且由于专业合作

社示范带动作用不强，宣传力度也不够，不少农

民缺乏组织起来共同发展的热情和信心。在这种

形势下，如何有效地借鉴毛泽东时代从经济上组

织农民的经验教训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发展合作经济组织要把组织权赋予农

民，并搞好示范推广

　　首先，农民是能够自组织起来的 “主体”，而

不是需要社会安排的 “客体”。只有赋予每一个合

作社社员自愿加入和自愿退出的权利，合作社才

会有效率，也才会有持久的成功。如果剥夺了合

作社社员的退出权，合作社社员不是自愿加入也

不是自由退出，那么合作社就会失去生命力。
其次，要精心试点，抓好示范推广。合作组

织不能追求数量，大面积推开，而必须是首先精

心试点，注重成效，通过成功个案的示 范 作 用，
帮助农民认识合作经济，传播合作理念，澄清农

民的模 糊 认 识，增 强 农 民 参 与 合 作 的 兴 趣 和 信

心，带动农民开展专业合作。
（二）发展合作经济组织要循序渐进，不能

急功近利

　　合作 社 的 成 功 必 须 依 赖 于 一 定 的 生 产 力 条

件。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农民会自发产生合

作的需 求，借 以 改 善 自 己 的 生 产 条 件 和 市 场 环

境。但一定不是拔苗助长式地不顾客观的生产力

条件而硬性推行合作制度。另外，农村合作经济

的建立和 发 展 需 要 培 养 高 素 质 的 合 作 经 济 主 体

———农民。农民素质的提高也需要一个过程。现

在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推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但

是在推行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

一个困难是农民的认同度比较低。农民对合作社

还存在 很 多 误 解，他 们 不 了 解 合 作 的 途 径 和 意

义，不了解合作社的内部治理与运行规则。这就

需要对农 民 进 行 耐 心 细 致 的 宣 传 教 育 与 培 训 工

作，不断提高农民的合作意识，增加农民对自身

主体地位的认识与合作社的相关知识，提高其农

业科技水平。
（三）发展合作经济组织政府要把握自身职

能定位，合理介入

　　从理论上讲，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

促进农民组织化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

农民经济组织主要是农民自己建立的民间组织，
但是现在 无 论 是 发 达 国 家 还 是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政

府，都无一例外地对农民经济组织采取积极支持

的政策措施。因为仅仅依靠广大农民自身，由于

经济、文 化、社 会 习 惯 等 诸 方 面 的 消 极 因 素 影

响，组织化程度是很难提高的。所以，政府应该

为农民组织提供良好的政策背景，构建风险防范

机制，推进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营造有利于

合作社顺利发展的外部环境，帮助农民制定和完

善农民组织的制度和章程等。 （下转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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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章咏秋：民间制度文化与乡村治理的改善———以黄山市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