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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志》，是记述北京郊区农村合作经济体制变革及其内部

经营管理状况的志书。起J}：时限为1952--2002年。全书共分阴篇31章，反映r郊区农村

合作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历程，记述了合作经济内部经营管理工作的内容和变化以及经营管

理机构与队伍的状况；区县篇则着重反映各自的合作经济概况与特点，提供了大繁实例。

另外，书中还附录有大事记、地方法规和重要文件选编、统计分析资料等，是一部内容丰

富、资料洋实的历史工具书。

北京郊区农村合作经济，在互助组、初级社时期足按照农民的意愿和合作制的原则办

的，进展顺利；以后搞集体化、公丰十化遇到挫折，几经调整，仍不能解决nlJ题；改革开放

以后才逐步回到合作制的轨道，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一)互助组、初级社时期(1950—1955年)

北京郊区农村地少人多，多数农民生产资料不齐备，解放以前农民就有换工捕犋、相

互合作的习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地Ⅸ的抗H根据地和解放区许多青壮年

参军支前，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相互合作的需求更加迫切，劳力换工、人畜换工等形式的互

助组织相当普遍。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北京辖区的土地改革，到1950年3月全部完成。

为r实现当年“增产一成”的任务，市委市政府在郊区干部扩大会议上号召“组织起来，

发展生产”，在春耕生产中建立了一批互助组。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同第一次

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年底向全国发出了《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农

业生产互助组在郊区迅速发展起来。到1954年，互助组发展到0．86万个，参加农户6．1

万户，占郊区农户总数的49％。南于组织互助组坚持了农民自愿参加、等价互利原则，

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两种形式南农民自由选择，效果普遍比较好。

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精神指引下，1952年春，郊区

试办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共吸收社员103户。初级礼坚持土地、耕畜共同使用，所

有权仍归入社丰十员个人所有；收益分配实行土地人股分红和按劳分配棚结合；在管理上实

行民主选举管理机构，重要决策共同讨论商量，取得了农业增产、社员增收的效果。据

lo个神年终决算统计，产量比上年增加42％，丰十员人均收入增长51．8％。1953年宣传贯

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当年合作丰十增加到63个。1954年郊区农业

合作社由试办转向推广，发展到412个。1955年初，达到701个，人社农户占农户总数

的47％。

1952年试办10个合作社时就出现过2个高级社。丰台区黄土岗村殷维臣互助组和陈

留村刘庆常互助组，在办合作社时，经过社员反复讨论认为，各户入社土地大致相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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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荣最费工，劳动和技术是增产增收的决定冈素，大家一致同意办取消土地分红的高级

社。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经过实地考察，允许他们试办。但是，后来由于政治催生，高级社

逐渐多起来，1955年初猛增至343个，引起不小震动。主要是取消土地分红，中农和劳

动力少的户觉得吃亏。市委发现后，市委捂记彭真两次在干部大会上讲话指出：“农民所

以支持我们，就足冈为我们党领导他们分得土地，现在你轻轻地一办农业牛产合作社，就

把他的土地弄没了，又取消r土地分红，他当然不干。办高级社，土地不给报酬，农民内

部有人占便宜，有人吃亏，这黾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只要有一部分社员不是真正愿意，

经过社员好好讨论，就要实行土地分红。”贯彻会议精神后，农民皆大炊喜。343个高级

社有266个改成初级社；18个百户以上的大社适当划小；重申人社自愿、退社自由，有
3 000多户农民退社，2 500多户农民人社。

从总体卜看，办初级社南于坚持私有基础上的合作和自愿互利原则，采取典型示范、

稳步推进的步骤，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副业生产，并取得农民入股的供销合作

社和信用合作社的支持，因此发展比较顺利，效果也好。据统计，1955年近郊703个农

业生产合作社，与1954年相比，增产的650个，占92．5％；增收的604个，占85．9％；

平均每户实际收入361元，比1954年(受灾年)增加341％。

(二)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时期(1956—1978年)

1955年7月3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的报告，严厉批评了一些同志的所谓的“右”倾思想，把他们比作“小脚女人”。10月，

中共中央七届六中(扩大)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指责这种“右倾机

会主义在实质E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从此全困掀起了农

业合作化“高潮”。1955年12月，北京基本建起了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人社农户达到

91％。但当时高级社只有77个，明显落后于全国。于是，又在1956年1月的10多天内

建立了340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市高级社总数达到427个，人社农户19．9万户，

占总数的99．1％。高级社实行土地、耕畜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分红，

实行按劳分配。对农民的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采取了简单“归大堆”的作法，对农民已

无“自愿丐=利”可言，再加上变动过快，规模过大，干部缺乏管理经验等闲素，虽经几次

整顿，效果仍然不好。

1958年3月，在“大跃进”中，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牛产合作

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文件传达后，北京郊区掀起了“并社"“扩社”浪潮。昌平

县118个高级社被并为57个，顺义县414个农业社合并为8个农场。1958年8月29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通过，提出“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

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北京郊区兴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到

9月10日全郊区的235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此数，包括了当年划入北京市的远郊区县全

部)合并为政社合一的73个人民公社。人民公丰十初期，实行公社一级所有制，其主要特

点是：①政社合一，既足集体经济组织，又是政权摹层单位。②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

有。③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制度，“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生产“大兵团作

战”。④包生活，办公共食堂，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⑤取消社员家庭自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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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旧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公社化，严重违反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乍产力性质的规律，

加之“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牛产瞎指挥风”等“五风”的泛滥，农村

生产力遭到厂严重破坏，粮食减产，收入下降，农民生活陷入了困境。1959—1961年，

成为历史上难忘的“三年刖难时期”。

针对公社化运动中日益暴露出的问题，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央的部署，认真贯彻《农

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相继采取r一系列措施。一是实行“三级所有，队为

基础”，缩小规模，下放基本核算单位。开始以大队(相当于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

后来以牛产队(相当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到1962年，公社增加到285个，生产大

队增加到3 704个，生产队增加到14 818个(平均每个生产队44户)，基本核算单位

13 316个。二是实行退赔，纠正“一平二调”。据不完全统计，从1960年冬到1962年4

月，全郊区退赔5 506万元，占政府和社队集体平凋总额6 093万元的90．4％，归还公社

化以来拖欠社员的劳动报酬、肥料款和现金投资1 061万元，退还农户家具及炊具等47．4

万件、家禽1．6万只、大车420辆、耕畜2 800多头、树木12．9万棵、房屋24万多间。

三是解散公共食堂，恢复社员自留地，允许并鼓励社员经营少量小片荒地和养鸡、养猪等

家庭副业。这些政策的实施，使郊区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恢复和一定发展。

然而，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十届八中全会上又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相继发

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刚刚稳定下来的农村生产关系再次受到冲击和

破坏。批判“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r}f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工分挂帅、物质刺

激，使许多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的政策、制度和集体经济管理办法被否定。许多基层办社

骨干被当成所谓“四不清干部”、“走资派”靠边站，甚至被打倒、整死，把农村干部、群

众的手脚又一次捆绑起来。直到贯彻1970年中央北方农业会议精神之后，一些行之有效

的农村政策才有所恢复。

在此期问，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不断强化，农业生产计划南指导性变成指令

性，农村供销合作社两次南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信用合作社也成为围家银行在农村

的基层机构，从生产到流通各个环节都把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限制得死死的，城乡农

产品短缺，农民收入停滞不前。

(三)联产承包、乡村企业大发展时期(1979—1992年)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宣布“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1978年12月召开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重心转到卒十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

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在五年中，中央发厂5个“一号文件"，指

引农村改革。在市委的领导下，对京郊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1．由联产计酬到“包干到户"．逐步确立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

经营体制o 1979--1980年，市委市政府在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作中，重点是推行包产

到组、联产计酬，核算单位对作业组实行“五定一奖”(即定土地、定产茸、定人员、定

工分、定开支、超产奖励)。到1981年底，郊区有75％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多数

收到r增产增收的效果。1982--1984年，推行“家庭承包，包干分配”责任制(简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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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干)，1983年郊区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达到71．7％，1984年达到86．7％。这种经营方

式的好处，一是农民有了对土地经营的自主权，可以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二是管理简便，

降低了经营管理成本；三是“交够冈家和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利益卣接，极大地

调动r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网是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使大批劳动力从

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农村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

2．乡村企业异军突起、快速发展，集体实力大大增强。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郊

区农村社队企业在曲折中有一定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

下，冲破“二元体制”的束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2年，郊区乡村集体企业发展

到18 862家，从业职工964 324人，实现销售收入287亿元，利润总额29．9亿元，分别

比1978年增长3．63倍、3．27倍、35．4倍、12．7倍，成为郊区农村集体经济的支柱，也

是乡村建设和农民收人的重要来源。乡村集体同定资产原值1992年达到111．19亿元，比

1978年增长8．76倍。从1978—1995年，乡村集体企业提供的以工补农、建农资金累计

达到86亿元，是同期财政农业支出41．2亿元的2．1倍。同时，农户的家庭剐业和个体经

营也有了很大发展。

3．进行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验和探索。农业“大包干"和乡镇企业大发展，推

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超常规增长，产业结构南农业为主变为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同时国

家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市场调节作用增强。集体经济走向农工商综合经营道路。农

村经济空前活跃之后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下降，粮食生产出现徘

徊。实行“大包干”之初，人们总是起早贪黑种地，精耕细作，粮食显著增加，解决了吃

饭问题。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农民收入来源增多，许多农民在非农产业有了稳定收入，农

业比较效益下降，其种粮的目的变为“够吃就得”，失去了在土地E下功夫的热情，一些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出现了土地投入下降，水利设施失修，有效灌溉面积减少，作物栽培

管理粗放等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市委市政府从1985年开始，在郊区进行了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的试验，并逐步得到推广。到1989年7月，郊区实行不同程度规模经营的粮田

18．37万公顷，占粮田总而积的64．3％；果树、菜田和畜牧业的规模经营也有发展。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对于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产品产量，提高劳动生产

率，推动专业分工，促进多种经营和二、三产业发展，起到了显著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

问题：有些地方行政干预过头，要求过急，一些不具备条件的村队也收回厂农户的承包

地，效果不好；有的地方把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同家庭经营对立起来，在规模经营形式上过

分强调办集体农场，有的片面追求农场规模和劳均规模，因而难以坚持。

4．实行政社分设．调整和健全合作经济组织。在改革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同时，对

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革。1981年，丰台区黄土岗公社和昌平县沙河公社进行了

政社分设改革的试验，取得较好效果。中共中央1983年和1984年两个1号文件指出：

“政社合一的体制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为政社分设”；“原公社一级已经形成经济实体的，

应充分发挥其经济组织的作用”，但它与原大队、生产队“是平等互利或协商指导的关系，

不冉是行政隶属和逐级过渡的关系”。北京郊区政社分设的改革在1983年普遍进行，到

1984年上半年基本完成。1982年，郊区公社级集体经济|司定资产总值7．3亿元，占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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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生产队i级总fff的39％。在实行政社分设，建立乡(镇)政府的同时，原来269

个公社都作为合作经济组织保留下来。其中有226个公社改称农丁商联合总公司，有43

个公社仍沿用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名称。存职责划分上，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统南农工

商总公司承担，乡(镇)政府不再直接管理经济。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1985年

以后怀柔、密云、平谷、延庆、门头沟等远郊Ⅸ县对政社的职责划分作了调整，把农业管

理工作和机构划归乡(镇)政府，乡(镇)合作经济组织只负责经营管理乡(镇)集体

企业。

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大体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后，原乍产队

经营的土地转移到农户，搞服务因其规模过小，不经济，加．卜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

的农机、灌溉、米而加工、科技等设施，郊区多足以村(大队)为单位设置，生产队的存

在，不仅影响到村镇建设统一规划，而Il增加了管理成本，加重了农民负担。1984--1985

年，郊区多数地方取消了生产队建制，保留了村级经济组织，效果是好的。二是乡村合作

组织不健全，不少地方“有集体无名称、有组织无活动、有管理无制度”，以致发生了农

村还有没有集体经济的疑问，有的“以包代管”，造成集体资产流失，有的丢掉民主办社

的传统，助长盲目决策和不正之风。针对这种个青况，1991年1月，市委市政府发出了

《关于加强乡村合作社建设，巩I嗣壮大集体经济的决定》。《决定》的贯彻和实施，产生了

以下效果：①统一了认识，消除了误解。②统一了合作社名称，村级叫“村经济合作社”，

乡镇级叫“乡(镇)合作经济联合社”，多数地方拟定并通过了合作社章程。③实行民主

办社，建立了社员代表大会一年两次的例会制度。④提出发展规划，制定合作社各项管理

制度，规范了合作社运行程序。

农村供销社和信用社按照“恢复三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

的灵活性)的方向进行了改革，密切了与农民的联系，部分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办起合作基

金会，为农民和乡镇企业发展商一铺生产做出了贡献。

(四)适应市场化、城市化发展，深化集体经济改革时期(1 993m2002年)

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和中共十四大以后，全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目标。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发展，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日渐显露，推动了农村改革的

进一步深入。

1．延长土地承包期，进一步完善农业经营制度。郊区在农业经营方式上出现的问题

主要是：①土地承包期短，调整频繁，影响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②一些基本上以手

工操作为主，适合家庭经营的生产项目，如果罔、蔬菜、渔塘等，有些地方仍南集体专业

队经营，多数管理不好，效益差。③有螳村二、三产业不发达，集体工副业没有或很少，

劳动力就业不充分，也搞起了“双田制”或收回了农户承包土地搞了规模经营，农民不满

意。④部分集体农场、畜禽场效益不好，甚至减产、亏损，难以为继。

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

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E1997-]16号文)精神，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

革，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京发[19973 14号文)，市委农工委、市农办

1998年发出《关于建立北京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机制的意见》。到200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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