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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芳，男，１９５３年５月４日出生，武汉市人。长江大学

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１９７７年武汉大学政治经济

学专业毕业，２００２年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长期

从事理论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主编或参编多本教材，曾在《经

济评论》等报纸杂志发表论文３０多篇。２０００年后研究视角转

为农村经济理论，并在《调研世界》等报纸杂志发表论文近

３０篇。５次获长江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获长江大学学生最喜

爱的老师、长江大学优秀班主任、长江大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近几年主持省级课题４项，横向课题２项。



新芳教授的文集《“三农”苦思》将要面世并邀

我作序，作为经济理论界老朋友，理当欣然允诺。

新芳教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且长期从事

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进入新世纪之后才将经济学

研究重点转入“三农”问题及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

实践研究，虽然时间不长，但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

成就。本文集比较系统的论证了“三农”工作及新

农村建设理论中的土地制度变迁、农民合作组织的

制度设计、农民增收、农业发展模式等一系列重要

问题。特别是深入实际调研，对湖北省新农村建设

的现状、经验及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提出

了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发展的对策思考，其中不乏可

资推广试行的政策建议，值得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

作者借鉴。阅读全书，不难发现有诸多精彩之处。

一是用新的视角解读《资本论》中土地制度变

迁的理论。传统思维定势往往特别注重事物发展

的过程，而易于忽略事物的终极结果。人们在解读

《资本论》中有关论述时，往往看重马克思对封建和

氏族所有地转化为近代私有财产过程的研究，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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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奉马克思关于“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

编年史的”，以及“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

和肮脏的东西”的结论。而人们往往容易忽略：透过马克思分

析论证中的字里行间去发现，正是这一制度的变迁，使得一部

分人成为大土地所有者，一部分人成为农业资本家，失去了土

地的农民成为农业工人。也正是这一运行模式的建立，带来的

是资本主义现代农业的大发展。马克思当年认为：要确立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永久自然规律”，要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

化为资本，要使人民大众转化为工资雇佣劳动者，“没有这种苦

难是不行的”。这里讲的苦难显然是指失去土地的痛苦。这种

失去土地的痛苦既是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换中的阵

痛，又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长久痛苦。在社会主义条件

下，为了建立现代农业制度，农民和土地也会实现某种分离，但

这种分离不应是产权的剥夺，而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社

会主义农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产权性质将从根本上保障广大

农民的利益。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各地积极

探索农民与土地使用权相分离的各种模式，都应属于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

二是较早提出并论证了土地流转模式及其理论。经济学

的研究成果早已证明，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没有产权主体多

元化，是根本无法实行市场经济的。而要明晰产权，又不能回

避将产权落实到“自然人”头上的问题。一种资源的产权归属，

往往在根本上决定其使用效率的高低。土地和农民本是不可

分离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已经将二者分离得太久，结果严

重制约和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任何一种制度的变革都需要

相应理论研究的支撑。为了解决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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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作者２００３年提出了构造土地使用权商品属性的理论。把

本来属于产权的商品属性让渡给土地使用权，这样既不丧失土

地产权的集体性质、避免土地私有化之嫌，又赋予土地使用权

的商品属性，从而使土地使用权转让货币化、市场化、规范化、

法制化。作者认为按照这一理论进行土地流转可以实现“双

赢”：一方面具有商品属性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收益，一定会高

于现行土地流转收益，从而使转让方获得创业利润，缩短农民

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所需要的时间。另一方面，由于土地使用

权商品属性的存在，如果作为一种资产进行投资活动，受让方

可以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如果用于生产活动，受让方可以获

得规模收益。这就是土地使用权增值效应作用的结果。这一

理论曾得到农业部在官方网站上的肯定，认为是“好的政策建

议”。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

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

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作者观点体现了理论研究的预见

性和超前性。

三是明确概括了“工业理念”的基本内容。人们经常提到

要用工业理念发展农业，但工业理念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尚待深

入研究。作者认为，工业理念包涵市场理念、集约理念、共享理

念等内容。通俗地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理念决定“企业

生产什么”；集约理念决定“企业怎么生产”；共享理念决定“为

谁生产”。市场理念要求树立生产的产品是要用来交易的观

念，要求帮助农民解决“到底生产什么才能赚钱”的问题。集约

理念要求建立一种企业性质的组织，形成规模经营，要求创新

农业规模经营的组织形式。共享理念要求建立一种农民直接

获利的机制，以及适应中国农村特点的间接获利机制，使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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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像工厂工人一样，失业可以领取一定数量的救济金，生病

了可以得到部分医疗救治，老了可以领取养老保险金。作者的

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指导新农村建设，具有理论与实践参考价值。

四是论证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对

于“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者认为，农业现代化必须

拥有现代农业生产手段和技术装备、拥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

研发系统、拥有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拥有成熟的现代农业

经营管理方式等一般规定性，必须拥有土地规模经营、制造业

发达、农业生产产业链延伸、农业生产组织结构严密等支撑条

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色内涵具有坚持和完善

现行土地制度、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多样化、实用技术对农业的

全面改造等特殊规定性以及普遍存在的小农生产方式、农业生

产经营管理层次低且交易成本大、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条件日

益严峻。因此，农业现代化的一般规定性和支撑条件的内容是

不能简单模仿和复制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殊规定性决定

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既不能简单模仿照搬国外

做法，又不能简单走回头路，必须运用创新理论进行科学决策。

作者的这一成果曾得到学界许多专家的较好评价。

五是警示新农村建设要防止路径依赖。在新农村建设的

初始阶段，全国新农村建设搞得好的典型大多是各级政府大量

投入支持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作者

在调研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绩，但也警示

新农村建设要防止路径依赖的产生。认为可能产生内部路径

依赖和外部路径依赖。内部路径依赖是指自己内部的历史因

素、文化积淀，会影响未来的选择等；外部路径依赖是指外部竞

争者所形成的发展路径、轨道会对自己产生影响。内部路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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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一是观念的依赖。即“等、靠、要”等依赖思想。这种思想观

念很难与规范的市场制度相融合。二是产生后续发展的依赖。

政府投入一般以基础设施、村庄整治、改善生活条件等工程为

主，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农业、促进生产发展还需更多资

金和努力。政府的职责使得政府不可能长期在一个地方投入，

一旦政府从某地抽手，必然影响该地后续发展。外部路径依赖

主要是指政府为主大手笔投入、大规模建设、高标准发展对其

他地区的新农村建设起反刺激作用，从而影响以农民为主、因

地制宜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以致使后发展的地方进入一种低

效或无效的状态，陷入“路径依赖”陷阱。作者通过调研分析之

后的警示，体现了一个经济学人的责任和良知，也是实际工作

者都应该注意的问题。

总之，由于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作者形成了深厚的经济学

功底，练就了敏锐洞察事物发展变化的能力。因此能够在较短

时间里取得如此成绩，可谓难能可贵、可喜可贺！衷心祝愿新

芳教授永远保持学术研究的旺盛活力，在经济学崎岖的道路上

继续攀登，不断达到新的高点！

李春明
２０１１年８月８日

于东湖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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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苦思

一、儿时的记忆

我是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生活在城市里的幸运儿，

由于家族至亲生活在农村，寒暑假经常去乡下小住，当我成为

大学经济学教授之后，在研究农村经济理论的时候，儿时的以

下记忆经常翻滚脑海。

（一）种粮的农民为什么没饭吃

每当丰收之时，我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挑着满筐的稻谷去

送我弄不明白的公粮，自己家里却分得很少的口粮。特别是人

民公社大食堂和三年自然灾害之时，就没见过有哪家哪顿吃过

纯粮饭。记得有一天我急不可待跑到食堂拿起自家米糊蒸西

胡瓜的盆子往家跑，一不小心被门槛碰摔，一家人只有吃从地

上捧起的与泥沙相混的米糊瓜凑合了一顿。

（二）农民这么辛苦为什么还不发工资

至亲家里堂屋很大，（据称是上辈人分家时抽签分得的更

上一辈人的财产）自然就成了至爱亲朋与乡友经常集中的地

方，更是村干部开会办公之地。每天夜晚人们会怀揣一个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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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记工分，有时还经常发生争吵。那时我真的不明白农民面朝

黄土背朝天，天不亮起床，天黑才回家，如此辛苦为什么还不发

工资？

（三）干部为什么这么狠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会有许多弄不明白而又很痛苦的事

情发生。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干部是人民公仆，要为人民排忧

解难。但我经常看到干部对人的无情举动，几十年后我还清楚

记得不知什么运动来了，要把每家所有粮食收光充公。我家仅

存不到大约２斤米，家人藏在摇窝里，我叫他们藏在大梁上，意

见没采纳，结果家里什么地方都抄了，唯独大梁未搜，全家又开

始挨饿。我当时就不明白干部中有人还与我家沾亲带故，他们

为什么还带着棍棒来搜家。几十年后偶遇其中已近８０的老人，

问起此事，他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

二、年轻时的困惑

（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延安记忆

１９６９年下半年，年仅１６岁半的我应征入伍，到了毛主席故

乡湖南长沙，事隔几个月应中央军委一号命令全军大转移到陕

西延安驻扎，其原因是为了防止苏修超级大国入侵。在延安几

年时间里，野营拉练走遍了毛主席当年转战陕北的山山水水，

也曾在南泥湾从事军事活动以外的农田劳作，还曾带领几名战

友在裴庄支农。那段岁月里仗没打起来，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

灭的以后才知道的一个概念，“三农”记忆。

１．农民很苦为什么还很懒。毛主席曾经说过，与天奋斗，

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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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土地贫瘠的地方，由于农作物产量极低，长年靠国家救

济粮食，即使这样农民一年有近半年时间要吃野菜、草籽充饥。

每次野营拉练只要做饭就会有许多老乡围观，他们饥饿的眼神

让我们只有转让。为避免尴尬，只好半夜做饭，还会有不少人

围观，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但令人不解的是农民很穷

却很懒。在与农民共劳动的日子里，我们经常从田头刨到田

尾，农民们却慢悠悠边干边聊天，我们拖了许多车土，农民一车

也难拖走。收工后或不出工的日子里，人们宁可双手插袖、席

地而蹲聊天，也不把自己很破很脏的家园整理干净。１９７２年周

总理陪外宾到延安，我有幸参与保卫工作。总理曾对陕西省和

延安领导说：希望你们５年解决吃饭问题，到时我还来看望大

家。遗憾的是总理没能再回延安，延安在５年时间里也没解决

吃饭问题。

后来当我具备了较为扎实地经济学知识时，我才知道农民

天生不会穷，也不会懒，而是制度设计的缺陷使他们失去了与

天地奋斗的经济原动力，而我们那时之所以肯干，是因为吃饭、

穿衣基本不愁，只追求政治荣誉的制度安排的结果。

２．有知识的人为什么还要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在延安的

岁月，正值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期，

那里我认识了不少比我大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的北京知识青年，

经常与他们交谈，了解了他们心中的不少苦闷，他们是一群有

文化、心中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他们和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

无法沟通，除了接受劳动的折磨和饥饿，许多女青年还要忍受

性的侵犯，真不知他们接受的是怎样的再教育。后来中央为了

保护知青安全，派了大批干部去延安，其结果许多干部借上学、

参军、招生之机，利用职权侵害女生。当然这些人都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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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

在延安的日子，在与知青的接触中学到了不少知识，看了

不少他们从北京带去的书籍。其中有一位女知青，她的父亲好

像是北京广播局的领导干部，她借了一本《卡尔·马克思传》给

我看，我才知道马克思写了一本《资本论》，是为穷人说话的书。

再后来我托在一所学校支左的副指导员借到一本《资本论》第

一卷，尽管当时看不懂，但我知道了一个道理，没有交换，生产

力不可能发展。由此开始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和神往。令我没

有想到的是，我的一生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对《资

本论》更是情有独钟，在我学术生涯中每当遇到难题总要重新

阅读，已经记不清看了几十遍。我从不像一些没读过原著的轻

浮的经济学人无知地指责马克思这也不对、那也有错。我总是

觉得我永远是马克思的学生，《资本论》之谜是我们永远难以破

解的难题。当然我也十分注重对现代经济学流派各种理论观

点地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理论水平。

（二）改革初期的激情

１９７４年我回到武汉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同年偶遇一名政

治经济学专业大学指标考试，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考（许多史

料称工农兵大学生没考试入学，这只不过是政治上的一种表

达。我不仅经历了严格政审，而且还在４０多人的考试中脱颖而

出。当然那时的考试形式与现在不同，主考教师是武汉水院的

一位女教师，他当场提了许多物理、数学问题，老师多次说只有

我答对了。除外还需当场写一篇文章。）由于考试中的表现，负

责招生的领导希望我调换专业，我拒绝了，因为我对经济学有

点了解，很舍不得这个难得的机会。事隔多年后每当回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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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时还真有点后悔，如果我选择水电专业，也许现在的中国

会多一个大师，而现在我在文科的经济学大道上走得如此艰辛

却表现平凡。

在武汉大学经济学系读书的日子里，碰到了当时和现在都

很优秀的老师，受益匪浅。我现在文章中的观点还受到恩师伍

新木教授学术思想的影响。在即将毕业的时候，中国迎来了改

革的浪潮，特别是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创新，农民解决了温饱问

题，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洗脚上岸的农民开天辟地有了活钱。

因为这一切都与经济学内容相关，我不仅为改革欢欣鼓舞，而

且也庆幸自己选择了一个有用的专业。

（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崇阳印象

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由于工

作性质的原因，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了企业改革与管理的研究，

也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在《经济评论》等报纸杂志。这期间与农

村、农民接触较少，以为农村改革是成功的，农民生活是好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崇阳一个地方参加省经委的一个活动，

住在一个省直部门各自修建的休养宾馆里，我心里又添堵了一

层厚重的迷惑。这里的宾馆酒楼为什么修得这么好？相隔一

米宽小溪旁农村学校为什么这么破？孩子们吃用之水都需自

己到小溪里去舀。我和时任湖北省商校沈姓老先生漫步山头，

看到农村老伯穿得破烂而艰难行走，不竟与老人攀谈起来，得

知老人外出借钱为孙儿读高中。为了得到更多信息，我告知老

人沈姓先生是省里来的干部，有事尽管找他。忽见老伯下跪，

方知事情不妙，我们不可能帮他解决问题，急忙把老人扶起，说

了一些安慰话后告别了老人。农村孩子读书不是一个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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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而是一个家庭的痛苦！农民老伯为什么下跪之谜一直停

留在脑海许久、许久。

直到２０００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总

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之后，才知道农村改革政

治价值不可估量，经济意义却不敢苟同，才知道中国农村存在

严重的“三农问题”，而且由来已久。

由此我也踏上了研究“三农”问题的学术之路。

２００４年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出版，书中写道：“我

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

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

默，想象不到的感动，想象不到的悲壮……”初读让我一惊，连

夜看完全书，无数次情绪翻涌，心浪澎湃掩卷深思良久，我以为

这段话几乎描绘出我复杂的阅历和心中的苦闷。在高唱农村

改革取得伟大成就时，我们的农民却过着这样的生活。简直令

人难人置信。

三、苦闷后的思考

纯粹地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类已经经历过的制度起初都是

进步的，但又都是不完美的，必须不断变革。原以为家庭联产

承包制只是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变

革，没想到政府宣布使用权永久不变，其结果导致“三农”问题

出现。

（一）农村改革遇到难言尴尬

１．农村要素净流出与农民权益流失。“廉价的农民工、廉

价的农村土地、廉价的农产品、廉价的环境”这四大红利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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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高速增长、世界工厂的作出的最大贡献；而与此同时，农

民的公民权益、劳动权益、土地权益、财产权益等不断受到

侵害。

２．都市繁荣与农村凋敝。农村３０年的改革已经耗尽了计

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全部家当，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越来越低。

而城市发展却突飞猛进，到处是形象工程、点亮工程。仅广州

拟投１．５亿升级光亮工程每小时就电费５万。

３．发达的工商业与落后的农业。资本的巨大磁石吸走了

农业大量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

４．收入差距不断扩大。２０１０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３．２３∶１，

绝对差距为最大１３　１９０元；区域间收入差距比较显著；农村内

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目前基尼系数为０．３７）。

５．免费义务教育与农民工子女就学难。目前有２　０００万左

右的农民工子女在流动，其中１０％的学龄前儿童处于失学

状态。

６．“三农”问题的资源约束与农地撂荒现象并存。资源稀

缺、食物短缺（风险）与农地撂荒，对粮食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二）苦闷后的郁闷

１．农民的困惑有打油诗为证。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

了；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忌糖了；俺们刚知道拿白纸擦腚，你

们又用它抹嘴了；俺们刚穿了件像样的衣服，你们又把新裤子

剪了；俺们刚攒了点粮食，粮食又不值钱了；俺们刚把害虫灭

掉，你们又爱吃虫啃过的青菜了；俺们刚喝上自来水，你们又改

喝山泉了；俺们刚能抽带嘴的香烟，你们又开始吃摇头丸了。

２．现实的问题。①旧的剪刀差仍在扩大，新的剪刀差又在
·７·



发生。以粮食为例：一是农资与粮食的价格差越拉越大。最近

２５年，农资价格上涨了大概２０倍左右，而粮食价格上涨只有６

倍左右；二是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与在家种粮的收入差距愈拉

愈大，过去是在家种粮一年的收入赶不上外出打工一个月的收

入，现在则是在家种粮一年的收入赶不上外出打工半个月的收

入；三是种粮的收入与其他农产品生产的收入差也愈拉愈大，

粮猪１∶８．８，粮棉１∶６．１，粮鸡（肉鸡）１∶５．５，种植蔬菜水果等

差距更大（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日经济参考报）。②２００８年，土地开

始搞流转，在大规模般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中，征地、拆房、抓人

新故事，天天都上演。耕地被“公仆”们低价征去高价卖，正当

理由是“发展”！现在又把眼睛盯上农民手中最后的土地和宅

基地，农民“被上楼”，政府获暴利。③农业补贴的尴尬，粮食与

油菜补贴款项发不下去又不敢挪用：解决办法只能是平均分

配，政策目标落空。增加产出的政策失效，政策制定者的“父爱

主义”成本高。④废除农业税，农民高兴没多久，化肥、种子、农

药、地膜、收割、运输费用等成本一股脑儿地涨涨涨。２０１０让子

弹飞，农民说：农业生产资料成本飞速上涨，跟交农业税有过之

而无不及！！

３．农民的无奈。山东卷心菜价格低至８分钱５００克，菜农

绝望自杀（２０１１年０４月２０日山东商报）。山东青岛白菜２分

钱５００克无人来收，菜农欲雇人扔菜（２０１１年０４月２２日）。８０

后美女农民工发微博向网友求助，称其老家湖北嘉鱼县今年包

菜不值钱，菜农们血本无归，与其让包菜烂在菜地，不如免费捐

献，如有人愿意出运输费用，其承诺将家里１００吨包菜全部捐献

出去。

４．我的担心。农业生产边缘化，农村社会的空心化导致农
·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