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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１９５７年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基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考虑，在农村开展了以农业合作化优

越性、统购统销政策和工农关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方面提高了农

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巩固了合作社，对解决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起了积

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反右派斗争 中 党 对 整 个 阶 级 斗 争 的 形 势 作 出 过 分 严

重估计的背景下发动的一场群众性政治运动，因此，不可 避 免 地 蒙 上 了 阶 级 斗 争 扩 大 化 的 色 彩，成 为 发

动“大跃进”运动的先导，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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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９５７年的开门整风中，大量的批评意见涉

及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政策、工农差别等问题。
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看待优先发展重

工业战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问题。中共中央

决定以此为中心内容，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帮助广大农民和乡社干部进一步弄清社会

主义工业化的大是大非问题，认清走社会主义工

业化道路是实现中国独立富强和共同富裕的当然

要求和必要条件的道理。

一、农业合作化是满足大规模工业化
建设的客观需求

农业合作化不仅是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的转

变，而且是农业必须适应国家工业化步骤的客观

要求。１９５２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我国社会经

济中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工业的恢复和

新建设项目开工，要求商品粮和其他工业原料的

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土地改革后小农经济

的增产能力非常有限，不能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建

设的需求。在“一五”计划实施的过程中，经济建

设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工

业发展的需要。１９５５年，工业生产中以农产品为

主要原料的部分仍占很大的比重，约为全部工业

总产 值 的５０％左 右，轻 工 业 产 值 的８０％左 右。

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４年农业生产因受灾 而 歉 收，导 致 工

业生产 的 增 长 速 度 由１９５３年 的３０．３％下 降 到

１９５４年的１６．３％，１９５５年再降至５．６％［１］２１８。这

证明农业生产收成的好坏，直接影响工业生产增

长的快慢。
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改 造 我 国

的个体农业，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

要。增加农业产量的办法虽然有很多，但就我国

初期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与可能来看，增加农业产

量的主要办法，还是实现农业生产的合作化。陈

云指出，在我国农业现有的条件下，“这是一种投

资 最 少，收 效 最 大，收 效 最 快 的 农 业 增 产 办

法”［１］３３９。新中国 成 立 后 恢 复 农 业 生 产 的 经 验 也

表明，把农民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平均产量可以

提高１５％到３０％［１］１９８。实行农业合作化后，各种

增产措施更容易见成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大大加快，到１９５６年 底，
基本上完成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在广大农村建

立起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亿万

农民彻底摆脱了小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合

作经济的发展道路。
但是，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改变了千百年来中

国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自然会引起

一些矛盾，加上生产关系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

划一，规模较大，管理困难，分配不公，不习惯集体

生产劳动，以及农民头脑中固有的私有观念，导致

合作社并不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困难。
与集体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相比，合作 社 内 部

的私人经济却发展迅速。广东省曲江县犁市乡沙

园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私人经济发展超过了集

体经济占据主要地位。１９５６年，合作社分 红２．４
万多元，社员私人经济收入有４．６万 多 元。１９５７
年夏收分配，合作社分红１．９万元，社员私人经济

收入有３．６万多元。按社员户计算，全社２１９户

中，１９５６年全年社员私人经济收入超过其总收入

５０％以 上 的 占７０％户，１９５７年 上 半 年 估 计 有

６５％户，其中４６户富裕中农，几乎全部都是以私

人经济收入为主，私人经济收入多的竟占其总收

入的９０％［２］１５。四川省内江县四合乡不少干部群

众想弃农经商。合作社干部要求辞职的２６人，占

１０．３％［２］２１。由于社员热衷于私人副业生产和 从

事商业投机活动，参加合作社的劳动时间就减少

了，合作社经济遭到严重的削弱，合作社的农副业

生产都搞得很差。合作社面临着垮掉的危险。不

愿走合作化道路的社员户占到了３０％。４６户 富

裕中农中，８０％不愿意走合作化道路。虽 然 有 一

半的社员基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对合作化

有所不满［２］１７。

１９５７年，在开门整风期间，一些知识分子、党

外人士以及部分农民认为“合作化搞糟了”，“合作

社不如单干好”，否定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鉴于

农村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严重地影响到合作

社的巩固，必须加强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巩固农

村的社会主义阵地。１９５７年８月８日，中共中央

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

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农民中广泛地开展社

会主义教育，坚定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促
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首先，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

后和合作化前后农业产量变化情况，帮助广大农

民和乡社干部认识合作化的优越性。党组织通过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宣传和农业合作化所取得

的成就，对广大农民普遍进行农业合作化的重要

意义的教育，使农民认识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既是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和改善农民生活的客观

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土

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虽然摆脱了封建剥削制度，
但由于仍然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既缺乏采用

现代技术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面貌，提高农业生

产的能力，又缺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如果不走

合作化道路，农民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状态，
过上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在合作化优越

性教育中，各级党组织运用大量事实来回答合作

社比“单干”好。例 如，１９５５年 夏 收，全 国 保 留 的

６５万个农业社中，有８０％以上增产［１］２３４。从全国

来看，１９５６年是 合 作 化 后 的 第 一 年，全 国 发 生 了

几十年不遇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全国粮食却增

产１５０多 亿 斤，达 到３　８５５亿 斤，比 丰 收 的１９５５
年增产了４．８％［１］３６０；约有８０％的农业社，７５％的

农户在不同的程度上增产和增收，体现了合作化

的优越性。全国农业增产，除了国家支援外，最主

要的是依靠合作化带来的集体力量，开展了大规

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抗御和减轻了严重的自然灾

害的影响。
其次，通过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水平的对比，

说明集体化道路的优越性。根据湖北省统计局的

材料，湖北省农民的收入１９５６年 比１９５２年 增 长

了４４．６４％［３］１２。１９５７年上半年，湖北省委农村工

作部调查了具有一般代表性的１３个合作社社员

的收入情况：１９５６年每人平均纯收入是７６元，比

１９５５年 的 人 均 纯 收 入６７元 增 加 了９元。１９５７
年，湖北省安陆县县委调查了一个情况一般的合

作社城南乡胜利一社，抽查了各阶层有代表性的

１０户社 员 的 生 活 情 况，１９５６年 与１９４８年、１９５５
年相 比，按 可 比 价 格 计 算，农 民 收 入 分 别 增 长 了

１５４％、４４．７％。１９５６年 与１９４８年 比 较，农 民 人

均消 费 的 粮 食、食 油、肉 类、布 料 分 别 增 长 了

８３．８％、５０％、１３０％、１０６％［３］２２。河 南 省 农 业 合

作化以后，农民收入增加比较显著。根据河南省

对９１个农业 社 的 统 计，１９５６年 每 户 平 均 净 收 入

是２９４．３５元，比１９５５年 增 长４．７５％，平 均 每 人

是６１．３２元，增 加 了６．８３元［４］。从 全 国 情 况 看，

１９４９年农民的纯收入约为４２元，１９５６年约为６６
元，增 加 了７５％。全 国 农 民 大 体 上 有２０％到

３０％的人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６０％左右 的 人 过

着有吃有穿的生活，只有１０％到１５％的人生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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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需要国家和集体救济［５］７３。农业合作化 后，
由于农业 的 较 快 增 长，加 上 市 场 物 价 稳 定，１９５６
年，农 民 生 活 水 平 明 显 改 善，消 费 水 平 提 高 了

１４．６％［１］３６３。

二、统购统销政策是为满足初期工业

建设对大宗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

需要

如何正确看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

策，是 当 时 农 村 社 会 主 义 教 育 的 中 心 内 容 之 一。
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我国出现了粮食严重紧

缺的现象。粮食产需矛盾和供求矛盾在建国之初

就很尖锐，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粮食供求紧张

的矛盾更为加剧。为稳定市场，解决全国人民经

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吃穿问题，基本满足初期工业

建设对大宗粮食的需要，保持社会稳定，我国开始

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历史地

看，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在我国实现工业化初

期是一个适合当时需要的积极举措。“实施这一

政策２０多年的实践说明，它对供给和支持经济建

设，保 证 人 民 基 本 生 活 安 定，维 持 物 价 和 社 会 稳

定，对于灾年调集粮食赈灾度荒，都起到了重要作

用，是功不可没的”［１］２２９。

但是，当时部分农民却对粮食等主要 农 产 品

实行统购统销不满。四川省内江县四合乡在大鸣

大放提出的意见中，以粮食问题最为突出。对粮

食有 意 见 的 人，占 到 参 加 鸣 放 人 数 的９０％以

上［２］１６。其它地方情况也大体如此。统购统销 政

策是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政策。它的目的

是保障全国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使国家早日完成

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任务。这样一项有利于国

计民生，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策，引起了一

些农民的不满，他们集体隐瞒产量，少报收入，多

报损失，以达到少卖余粮，多得统销粮的目的。这

就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粮食增产了，国家统购粮

食的数量在下降，统销粮食却在增加。从全国看，

１９５６年全乡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平均达到８４５斤，
平均增产１５．４４％，但只完成７０％的 国 家 征 购 任

务，比 １９５５ 年 实 际 完 成 的 征 购 任 务 减 少 了

２２％［２］１９。１９５６年，粮 食 产 量 较１９５５年 有 所 增

加，但国家征购所得的粮食比上一年度少了３９亿

斤，国内市场 销 售 的 粮 食 比 上 一 年 度 增 加 了１２７
亿斤。１９５７年 这 种 趋 势 仍 在 发 展。毛 泽 东 对 此

指出：“最近几年３５０亿斤征粮和５００亿斤购粮，
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他预计：“如果８５０亿

斤左右的粮食收不到手，则将牵动市场物价，牵动

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无法应付紧

急情况，这是很危险的。”［６］５４３

农民瞒产私分，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原

因是缺乏对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农民进行这方面

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了解宏观情况，也
不大了解历史情况，更不了解统购统销政策是与

自己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密切相关的，因而在

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对国家统购统销政

策表示不满。为此，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党对

农民进行了统购统销政策的教育。
首先，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全局 说 明 实

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是适合我国实

现工业化需要的积极举措。第一，它是保证我国

实现工业化的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把中

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
既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必然选择和必要条件，
也是人民生活富裕幸福的基础。在我国具体的社

会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农业多

提供 一 些 积 累，既 是 必 要 的，又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选

择。农民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一定的

奉献和牺牲，多为国家生产和交售粮食，忍受一定

时期的经济生活上的困苦。第二，实行统购统销

政策能使城乡广大人民合理分配粮食稳定粮价，
并通过粮价的稳定来稳定其他物价，使全国广大

人民特别是农民不但吃饭穿衣有了保证，而且能

够以合理的价格买到粮食和其他消费品，免受私

商的剥削和物价波动之苦；第三，实行统购统销政

策，国家掌握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可以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调动和调剂，改变过去粮

食和其他农产品在地区和年度之间购销不平衡的

局面，从而保证工农业生产的顺利发展；第四，实

行统购统销政策后，可以从根本上排除私营批发

商在粮食、油料、棉花、纱布等重要物资方面的垄

断，加强国营经济与农民的联系，打击囤积居奇对

农民的剥削，加强城乡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
其次，帮助农民认识当前我国粮食等 农 产 品

不足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尚未

摆脱靠天吃饭的基本状况，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增

长速度赶不上需要的增长速度。一是我国是一个

落后的农业大国，一方面农产品虽然有了很大的

增长，另一方面，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我国经

济规模 迅 速 扩 大，基 本 建 设 投 资１９５３年 比１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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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８３．７％，工业总产值增 长３０％，城 市 人 口

和就业人数 也 大 幅 度 增 加。１９５３年 全 国 城 镇 人

口达到７　８２６万，比１９５２年提高１５％，比１９５２年

增 长 ９．３％。居 民 消 费 水 平 比 １９５２ 年 提 高

１５％［１］２２５。粮食消费 量 大 增，一 般 农 民 的 粮 食 消

费量也增加了，不仅要求吃饱，还希望家有余粮，
发展副业生产。二是解放后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很

快，导致我国粮食非常紧张。如第一个五年计划

期间，每年 平 均 粮 食 增 加４．２％，人 口 也 增 加 了

２．５％以上。１９５７年粮食计划总产量４　１００多亿

斤，人口却增加了１　５００多万［７］９。这是导致我国

粮食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
再次，帮助农民分析所谓粮食不够吃 的 思 想

原因，引导农民树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观。在

农村关于粮食问题的辩论中，粮食究竟够吃不够

吃是一个中心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通过引

导农民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农民的生活水平，启发

农民正确认识粮食够不够吃问题。在辩论中，许

多农民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现在各地规定的口

粮标准，不但够吃够用，而且还有一些剩余。四川

省内江县四合乡农民就４４０斤的粮食定量标准，
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进行过辩论。农民

算生产、需要、存粮和缺粮账；算节约用粮与浪费

粮食的 对 比 账。结 果，农 民 普 遍 承 认，４４０斤 粮

食，如 果 注 意 节 约，不 仅 够 吃，而 且 有 节 余。据

３９５户社员自报统计，余粮户占４２．５％，足吃够用

户占４７％以上，两者相加，占９０％以上；由于吃粮

无计划因浪 费 粮 食 致 缺 粮 的 占９．８％［２］１９。在 帮

助分析农民所谓缺粮的思想问题时，还教育农民

树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观。我国现在农业生产

水平还很低，人均粮食只有６００多斤，这其中包括

口粮、种子、饲料、工业用粮、出口粮食和国家必要

的储备等［７］７。支持工业建设用粮，实现国家工业

化，最终是要使我国农业生产建立在机械化的基

础上，大幅提高粮食产量，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生

活水平。在现有农业生产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
只能节约用粮，不能过分要求吃饱吃好，过高过快

地提高自己的用粮标准。
通过教育，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 较 大 提

高，推动了粮食统购任务的完成。河南新乡地区

经过大辩论，“在粮食战线上的斗争取得了巨大胜

利，首先是巩固了统购统销制度，广大群众认识到

了统购统销的好处”［８］５３。据新乡地委对３１０个农

业社的了解，通过教育，农民卖出夏季余粮３１８万

斤［９］。舞阳县通过大辩论，“辨明了粮食问题上的

大是大非，……初步克服了不少农民在用粮问题

上脱离当前生产水平的过高要求和只顾自己不顾

国家的个人主义思想，……不少干部从思想上认

识了私分对国家建设和巩固合作社的危害性，有

力地推动了 夏 季 征 购 工 作 的 顺 利 超 额 完 成”［１０］。

从全国来看，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教育，大大

强化了农民的统购统销观念，自此以后，就很少发

生农民闹粮事件。

三、巩固工农联盟是实现社会主义工

业化的政治保证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

主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治基础。根

据当时的实际和历史条件，我国工业化的战略重

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这一发展战略，在基

本上没有外部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国民

经济内部首先是工业内部的积累。同时在中国这

样的农业大国，有相当一部分资金积累要来源于

农业。农业积累方式除了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

行统购统销政策外，还需要对工农业产品价格采

取“剪刀差”的方式，使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但

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直接影响了农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１９５７年 的 大 鸣 大 放 中，

一些人对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提

出了批评意见。部分农民由于不了解城乡工农生

活差别的原因和道理，也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有

意见。这个问题如果不进行解释和说明，不仅影

响工农联盟的巩固，也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工

业化建设。基于此，党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教育

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重点内容之一。

首先，帮助农民正确认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

客观存在的差距。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在人类历

史长河中是长期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

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差别仍然存在。我国从一个

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还没有摆

脱一穷二白的面貌，表现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还

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第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是

一笔“历史遗产”。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是历史原

因形成的，不是在建国后才有的现象。建国前，城
市和乡村都有富人和穷人。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工

人、农民相比，悬殊非常大。以 湖 北 省 为 例，１９３６
年约占农业人口９％的地主、富农，占有全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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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产值的２６．７％，绝大多数贫、雇、中农及其他劳

动者，只占有全部农业净产 植 的７３．３％；１９３６年

农民（含富农）平均每人消费水平是４９．７３元，地

主每人平均消费水平是１７４．３２元，是农民平均消

费水平的３．５倍多［３］。这种计算如果包括高利贷

和其它不易确切计算部分，地主与农民生活悬殊

则更大。建国后，经过党和国家的努力，工 农、城

乡生活水平在共同提高的基础上差距虽然存在，
但有所缩小。以１９５６年为例，全国农民户均收入

３００多 元，职 工 年 均 工 资６１０元，相 差１倍 左

右［８］２４。工人、农民的生活虽然都不算好，但总 的

说来，工人的生活相对农民要好一些。但农民的

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和改善。和解放前相比，
过上了较好的生活。１９３６年，全国农民人均消费

水平６１．２元，１９５６年 上 升 为８１元，消 费 水 平 增

长率为３２．４％。全国职工人均消费水平，１９３６年

是１３０元，为 农 民 的２．１２倍，１９５６年 上 升 到

１７９．６元，为农民的２．１７倍，工人消费水平增长率

为３８．２％。表面上看，工农消费水平差距有了扩

大，但 工 人 和 农 民 消 费 水 平 的 增 长 率 基 本 接 近。
这说明，解放后工农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提
高的比例相差不大，都增长了３０％以上。根据湖

北省委农村工作部调查的有代表性的６个合作社

的６１４户 社 员 的 生 活 情 况，１９５６年，吃 穿 用 有 余

的占３９％，“三 足 户”占４６％，尚 有 困 难 的 仅 占

１５％［３］１１。而这些困难的农民基本上得到了国 家

和合作社的帮助，解决了困难。
由于我国还处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工 业 不

仅不能反哺农业，而且还需要农业为工业提供积

累，因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在生活水平上存在

差别的状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会根本改变。
同时由于工人、农民生活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

不同，建国后工人和农民在生活上虽然有差别，但
还处于合理的范围内。

其次，通过综合算账对比，具体说明工农实际

生活水平相差不大。看待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在

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不能仅从绝对货币数字进行

比较，应该综合考虑工农生活不同的历史条件和

生活条件。如果仅从工人、农民的实际货币收入

数字看，工人每月收入几十元，农民每年收入几十

元，似乎是“悬殊过大”。但是，第一，当时工人每

人每月几十元工资，是全家的收入。而农民一年

几十元收入是每个人的收入。据洛阳拖拉机厂对

２８户职工生活水平的调查，其中一个属于中等户

的五级工人尚廷建，每月收入６５．５元，全家５口

人，每人平均１３．１元。河南鲁山县幸福农业社的

一户社员魏保 全，全 家６口 人，１９５７年 预 计 收 入

７００元，平均每人每月９．３８元［４］。考虑到城市生

活费用比农村高出１倍以上，该户农民的生活水

平实际上比该工人要好得多。据河南省的调查，
在农村维持有 吃 有 穿 的 生 活 水 平，每 人 每 月 需５
元即可，在 城 市 过 同 等 生 活 水 平，需 要１０元［５］。
第二，农民消 费 品６０％以 上 是 自 己 生 产 的，而 工

人却需要购买全部的生活品。以湖南攸县大兴农

业社社员李裕芳和北京橡胶厂木工宫庆堂的生活

水平进行比较，宫 庆 堂 的 生 活 开 支 高 出 李 裕 芳１
倍以上。经过综合分析，两者生活水平的差别并

不大。李裕芳生活开支相当于北京７２８元，只 比

宫庆堂７５０．７２元少２２．７２元［７］３１。
城市消费品综合物价与农村对比，农 民 的 消

费品综合物价相当于城市的７６．６６％。如果直接

对比，职工每人平均消费额为１５０．３８元，农民每

人消费额８４．６４元，职工高出农民６５．７４元，职工

为农民的１７７％。如果扣除城乡消费品差价因素

３５．１元及城市 特 殊 生 活 条 件 的 支 出９．４８元 后，
职工每人平均消费额只有１０５．８元，比农民高出

２１．１６元，职工为农民的１２５％［１１］。这说明工人、
农民之 间 的 差 别 不 大。根 据 有 关 部 门 的 调 查 分

析，工人、农民生活水平差别的客观情况是：一部

分工人比农民生活好，大多数工人和农民差不多，
有一部分农民比工人生活好。总的来看，工人生

活水平比农民生活水平要高些，但是合理的。
再次，根据 社 会 主 义 分 配 原 则，工 农 收 入 水

平、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别具有合理性。社会主义

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人们收入的多少，主要

取决于劳动，取决于创造财富的多少和对国家贡

献的大小。从工人、农民对国家对社会创造的财

富的贡献来进行比较，工人生活水平比农民生活

水平高一些，具有客观必然性。根据河南省１９５６
年的统计，河南省工人平均每人的净产值为１　４０７
元，农民全年劳力每人平均净产值为１６４元，工人

创造的价值为农民的８．５８倍，即一个工人相当于

８．５个农民所制造的价值。农民大约以自己的生

产总值 的３０％交 给 国 家，７０％归 自 己，工 人 以 自

己的生产总 值 的７０％交 给 国 家，只 有３０％归 自

己［４］。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当时，
我国每个 农 业 劳 动 者 平 均 每 年 大 约 只 创 造 不 到

２００元的净产 值，而 每 个 现 代 工 业 劳 动 者 平 均 每

年大约创造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元的净产值［１１］９４。
工人能够创造出比农民更多的净产 值，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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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一 般 来 说 来，工 人 比 农 民 文 化 程 度 更 高 一

些，掌握的技术也比农民一般要复杂，劳动强度也

比农民的简单劳动要大，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

的价值 比 农 民 多。从 国 家 财 政 预 算 收 入 的 情 况

看，主要部分是工人阶级创造的。这些事实都说

明工人比农民创造的价值要大，对国家的贡献要

多，工人比农民的收入多一些，符合“按劳取酬”的
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因而是合理的。四川省内江

县四合乡农民认为，甘蔗每万斤才１００多元，而糖

每斤却卖６角多，是糖厂在剥削他们。对此，当地

党组织组织农民到当地参观糖厂和铁路工人的生

产、生活情况。一些农民说：我们原来是不了解工

人生活的实际情况，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那

么大的 差 距［２］１５。山 西 省 一 个 农 业 社 社 员，平 时

总认为工农联盟是农民吃了亏，是农民养活了工

人。当他参观某个工厂以后，主动算了一笔账：他
去的那个工厂一个工人一年创造价值１．３万元，

９０％以上都交给了国家，个人的工资报酬只占他

所创造的价值 的５％多 一 点；他 们 合 作 社 去 年 平

均每人创造价值１３０元，上缴给国家的农业税只

有８％，个人所得却达到９０％以上［７］３１。
总之，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生活差别的根本原

因在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生产技术落后，首
先是工业生产落后，不能满足城乡人民物质文化

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要提高工人农民的

生活水平，消除工农生活水平的差别，根本途径在

于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和首先支援国家工业化的任

务统一起来。通过教育，弘扬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思想。在讨论农业发展纲要中，广大农民掀起了

农业生产的高潮，而这也成为即将不久开始的“大
跃进”运动的发轫。

四、教育效果与基本评价

１９５７年 基 于 社 会 主 义 工 业 化 道 路 的 农 村 社

会主义教育，从总体上看，是健康的有成绩的，不

仅巩固了农业合作社，提高了农民的社会主义思

想觉悟，而且激发了广大农民支持工业化建设的

积极性。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共中央对此予以充分肯

定，认为五亿农民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政治觉悟愈

来愈高。“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个人主义或只顾

本队、本社、本乡、本县的本位主义，已经大大削弱

了；城乡协作，工农业协作，大公无私，互相支援的

可歌 可 泣 的 共 产 主 义 行 动，已 经 大 大 发 展

了”［１２］４５１。通过教 育，解 决 了 统 购 统 销 政 策 和 工

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所引起的工农之间、城乡

之间生活水平差别有所扩大的思想认识问题。更

重要的是，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建设

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却被大大地激发出来，热情普

遍高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粮食、棉花等是实现

工业化的重要基础条件，广大农民掀起了１９５７年

冬的农业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和积肥运动。
但是，站在 不 同 的 角 度，对 此 评 价 是 不 一 样

的，甚至截然相反。基于“三农”的立场者，质疑其

合理性；站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立场者，认为它是

客观环境的产物，称赞其客观意义。
本文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全 国 人 民

的最高利益。一切局部的暂时的利益都应当服从

于这个最高利益。其实，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
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从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整个进程看，农业的“牺牲”
精神，换取了我国工业的大发展，缩短了我国工业

化进程。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农民的生活

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

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

价格“剪刀差”。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国

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工业开始反

哺农业。本世纪初，我国不仅取消了统购统销政

策，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而且对农民种田实行直

接补贴。到２００９年，我国只用了短短的６０年，就
完成了从 农 业 社 会 向 工 业 化 中 期 阶 段 的 伟 大 跨

越，完成了发达国家通常需要一二百年才能完成

的梦想，不仅甩掉了一穷二白的帽子，逐步走上国

富民强的振兴发展之路，并且跨入世界经济大国

的行列。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已由低收入国

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从这个意

义上讲，１９５７年的农村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教育

所起 的 历 史 作 用 功 不 可 没。据 一 些 学 者 估 计，

１９５２－１９９０年间 我 国 农 业 通 过 剪 刀 差 方 式 为 工

业化提供了高达８　７０８亿元的资金积累，平均每

年２２３亿元［１３］６０－６４。
由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反右派斗争

中党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估计的

背景下发动的一场群众政治运动，这场教育运动

不可避免地蒙上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色彩，加重

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留下了深刻的历史

教训：一是在合作社是否具有优越性的辩论中，片
面夸大了其优越性，掩盖了农业合作社中存在的

由于生产关系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规模

较大，管理困难，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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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了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
并将农业集体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对立起来，对

农业合作社中一些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状况的有

益探索，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了严厉批

判。二是在 教 育 方 式 上 错 误 地 将“大 辩 论”等 于

“大民主”，并没有深入细致地解决思想问题，甚至

出现了对部分农民群众进行批判斗争的现象，加

重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三是错误地将富

裕中农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导致广大农民形成

了不能致富冒尖的共识，加剧了农民的平均主义

思想，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四是这场

运动实际上成为党错误地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先

导［１４］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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