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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农村改革 30年 *

2008年 9月 22日

30年前，山西农业尚处于困境。 山西农民虽然十分勤劳，但难得

温饱。 山西的农村工作干部虽然艰苦勤奋，但苦于对解决民食问题事

倍功半。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推进农村改革，顺应了农民

意愿。 农村改革初期，山西比较滞后，各级领导不得不下很大力气，做

解放思想、统一思想的工作。 之后，山西同全国一样以最快速度、最低

成本，解决了人民温饱。 山西农民收入水平到 2007年比 1978年增长

35倍。 为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大转变创造了有利条

件。我国市场供应充足，出口竞争力强劲，经济增长率长期居世界前列

的大好形势与农村改革的成功有着密切关系。 2004年以后，在农村改

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重构农村发展新模式，统筹

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一步一个脚印，步步取得新

胜利，今年抗震救灾突出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农村改革尚未完成应有的历史任命。农村经济仍然是特小规模经

*本文是王庭栋同志为 2008年 9月 21～22日召开的“纪念农村改革 30周年
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 2008年年会写的论文。 原载段应碧主编：《纪念
农村改革 3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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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占优势。 解决“三农”的问题还要千山万水从头越，还必须依靠党的

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

神。 但如果说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成也农村，败也农村，应把重新明确

农村发展道路问题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似乎不够准确。 党的

十七大指出：“最根本的，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

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这当然也是农村改革的

结论，是经过数亿农民实践检验的真理。

山西省近年来推进新农村建设，有几手措施颇有成效，有利于为

长远发展打好基础：①在 1000多个试点村已形成明显的“一村一品”

主导产业；基本完成村庄规划和改水、改厨、改圈、改厕、街巷道路硬

化；建成标准化小学、科技文化活动室、卫生所、连锁商店；集中轮训了

村干部。 今年继续在 2000个村重点推进。 ②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突出的是 83%的建制村通了水泥（油）路，91%的建制村通了客运

班车；户户通电、村村通电话、乡镇通宽带；实施兴水战略，年年大力推

行饮水安全和沼气建设。 ③在推进现代农业方面，实施了优势农产品

区域布局和基地县建设。 推行了农业生产标准化。 积极创新农业科技

推广形式。 ④农民选择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势头较强，工商注册登记数

目暂居全国前列。⑤全省已从高校优秀毕业生中公开选聘近 18000名

村官，从优秀村干部中考录 401名乡镇公务员，有利于优化乡村干部

队伍结构。⑥不断加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力度。去年省财政安排

“三农”资金同比增长 19.2%，今年增幅达到 38.2%，已形成稳定增长

机制。 省级财政新增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资金的 60%投向农业、农村。

在矿产、煤炭、电力、能源基金中拿出较大比例支农。 党政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对口帮扶农村建设。 鼓励效益好的企业实行“一企一村”“一矿

一村”已很普遍。机关已帮建 3062个村，村企共建 2024个村。 全社会

参与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氛围已经形成。 城乡一体化的机制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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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项目扶贫”措施把老区扶贫事业大大加快。 全省已落实 448个项

目。 ⑧每年培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40万人。

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 山西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

正在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城乡统筹，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结

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我认为解放思想，首先，需要坚持调查研究。要能经常听到农民的

真话，敢于如实反映。其次，需要与时俱进，要增强全球意识，提高应对

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粮食安全、食品供应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挑

战的能力。 再次，需要坚持农村教育优先，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提高农

民整体素质。 最后，需要保障农民合法权利，特别是保障农民土地权

益，保证农产品生产者的合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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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农业经济效果》，1986年，第 1期（总 20期）。

关于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

1986年 1月 25日

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两个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进一步统一

认识，以利于坚持改革的方向。

第一，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 这主要是在党的政策鼓励下，在共

同富裕程度提高的基础上出现的，对促进共同富裕，确实起了解放思

想、开辟门路的作用。 党和政府在扶贫上也作了很大的努力，山西省

仅今年对 31个贫困县减免负担、扶助生产就用了 2.8亿元。 但是农

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还不稳定，是客观存在。 静乐县有个张

巨村， 去年解决了温饱， 今年遭灾，30.9%的户有储备粮够吃有余，

26%的农户勉强够吃，42.8%的农户口粮不够 300斤（150千克，1斤

=0.5千克，下同），人均纯收入 120元以下的户又占到 70%。这个村没

有村办企业，没广播，没电话，村组织严重瘫痪。类似这个村的情况在

山西还有百分之十几。 在大好形势下， 农村工作上也暴露出许多缺

点、错误，必须认真对待。 农民中靠胡来致富的人也确实有，必须因

户、因事依法处理。当然，在解决农村存在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保持

执行政策的连续性。

第二，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开创了农村商品经济和合作

制同步发展的新局面。 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根据农民在发展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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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商品生产中提出的服务要求，完善合作经济，发展网络式的、多种形

式的双层经营，逐渐形成社会化、专业化的分工体系。 这是农村发展

的重大问题。

一提合作，有些农民就怕走老路，主要是怕否定家庭经营这个层

次；同时，有些地方忽视保护集体财产，明承包，暗侵吞，甚至盗窃私

分，肥了少数人，农民对此很有意见。 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农民没

有合作要求。 随着商品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民会感到家庭经营

力量单薄，发展双层经营的合作经济是农民切身的要求。 实际上农民

已经创造了许多合作形式， 有待于我们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逐步加以完善。

1.%以村为单位的地域性合作组织在改革中逐步完善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同时，对高度集中的统一经营旧模式有

很大的冲击，不改革不行。 据榆次市 310个村的调查，经过改革后，以

村为单位的地域性合作组织能较好发挥功能的占 27.4%，只有一些简

单零星服务的占 58.4%，基本“光屁股”的占 14.2%。 在大变革中，也证

实了客观上需要地域性合作组织发挥以下 7项功能：

（1）管理集体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管理集体财产，坚持家庭联

产承包制。

（2）管理已有的村办企业，开辟新的生产致富门路，为剩余劳力就

业搭台子、架梯子。

（3）平衡各业劳动者收入，以工补农，稳定农业，支持村办工业、服

务业。

（4）落实国家计划指导和合同定购，调整产品结构。

（5）对水、电、农田基本建设、抗灾、防病等进行统一协调。

（6）推广新技术。

（7）扶贫和发展集体福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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