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运-二马|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去L编
中- 其四J川省委政策7可「究斗室... 

同咽h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
四川卷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

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田夫

图书在报编自 (CIP)数据

中窟新对期农村的变革 z 四 )11 卷/牛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等

编.-:jt京 2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11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l~迫N 仁80136-257-8

I..p… :中… 1. ①农村-体制改革-成就-囚)11②农衬-社

会主义建设-成就-囚)11 lV. F32 

中国版本臣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627 号

中国薪时期农村的变革·自JII卷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

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 s北京 1929 信箱邸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留路 35 号
电话， (010)62881570 传真， (010)62881532

经销z新华书店
印 刷 2北京地建印崩厂

850X1168 毫米 32 开 25.625 印张 650 千字
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ISBN 7-80136-257-8/K. 223 

定价:42.00 元



《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传华萧万钧万宝鸡

委员 (按姓氏笔吕为 j手)

万宝瑞艾云是之余展陈文武

李传华张从明 胡 丹骆友生

萧万钧黄道霞

主编辞、文斌黄道霞余展文云航

副主编彭咏梅

-、
气

、

、
『

-…、

，，~ ~-卢吁，司~
一川'-""" "啸l'，. > 

.J 
J 

, 
' 

v 
/ 



《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四 JII卷)

编辑委员会

主任杨崇汇

副主任陈文书舒维双陈国伦赵庆东

委员杨崇汇 琼文书舒维汉带、国伦

赵庆东 魏宏杨乾芳蔡世勤

王爱义范教超杨传邦主;、现方

刘德祥欧彦才 王之义扬业全

龙华国 蒲维钧胡相全文IJ 文璀

主编赵庆东蒲维钧胡相全刘文耀

副主编郭生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总序

中萄费时攘的改革是率先从农村开始的。 18 年来，这项得到

位万农民普遍支持的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给中国农村带

来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是中菌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离中

菌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越造性珑，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丰

硕成果，是邓小平建设有中雷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伟大胜

利。这一胜利，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正确回答了农民

占人口绝大多数、经济欠发达的农业蔼家在完成民主革命后，无产

拚级政党如何正确在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特别是如何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消叉羁剖的基础上努力消暗贫茵的问

题。

中华人民共和理建立以来，我们党在引导农民这个持题上，走

过曲祈的道路，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

折点，我们党通过全面拨乱反正，对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

实事求是的总结，全党认识逐步统一，思想得到解放。农村改革勃

然兴起，并迅猛地推及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即新时期农村改

革和发展的实践，在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进

展，创造了十分丰富、极为宝贵的经验。

一一农民问题在我哥有着特殊的地位，应当特别重视。我国农

民人口众多，在国家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国家稳定不稳定，

社会安定不安定，经济发展不友展，生产力发达不发达，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农民的状况。我罢农民又是工人盼级天然的同盟者，他，

有1过去在竟的领导下，在中罢革命中发挥过主力军作用。现在我们



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不可忽视这一基本菌

情，不可忽施农民的作用。

一一引导农民致富，是解决农民i问题的出发点和归毒。不能把

农民勤劳致富同发展资本主义等离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主义要清叉贫穷。社会主义要求实现共同富格。达到共司富裕要

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要带止两极分

化，又必须破除平均主义，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一部分人后富，先

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商富裕。

一一采取什么影式耗农民组织起来，要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

发展生产力出友，要真正尊重农民的意悉，给农武自主权，包括生

产、劳动、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自主权。在解决涉及农民切身利益

的问题时，千万不能违背农民自愿的原则。在改革过程中，哪种形

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友展农立生产，就采

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为充

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离家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放开、搞活的经济

政策。对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要长期稳

定，并不新发展、完善。要支持和鼓励农民从实际情况出友，实行适

度规模经营和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要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

会化的需要，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a

一一走农工商综合经营道路，鼓励农民发展乡镇企业。农民生

产经营活动的范蜀，不应当限于第一产业，应当扩展到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发展乡镇企业，有利于促进农村工业化、乡镇城市化，逐

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e

一一让农民成为祖立的商品生产者，不断提高农业的市场化

程度。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充分发挥市场蔬

直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运用竞争机制，促使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

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一一垫持两手抓的方针，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对农民，

特jJlJ是对农村干部和党员，经啻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爱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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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在党员、干部中强化勤政为民、廉洁

奉公的意识。在广大农民中树立勤劳致富、艰苦奋斗和富了要为国

家为社会多做贡献的良好风尚，不斯克服封建陆习和小生产思想

的束缚，逐步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盾。有组织地，

开展建设文呢村镇的·活动，普遍增进农村前文明程度。

这些经验，源于我雷新时期农村变革的实践，体现了邓小平的

农业改革与发展思想。 18 年来，我哥 9 亿农民和广大农村干部，在

邓小平建设有中雷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从

各自所在地恶的实际出友，自觉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吕务院的方针

政策，不断创造出新鲜活泼的经验，产生了元，数激奋人心的生动典

型。我们党和人民一起，肃来墨重彩绘制了一播中国农村变革的伟

大历史画卷。充分展示这幅历史画卷的面貌，介绍农村变革和友展

的先进典型，推广农持变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时于人们深化对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对于各级党政领导在有关农

村问题上进行正确的指导和决策，对于社会各方面和世界了解中

国农村改革和友展的历史毛现就与趋势，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为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农业部

共同组成编辑委员会，编慕了这套《中毒新时期农材的变革》丛书。

这套丛书，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菌农村改革、发展历

史进程的实录。它反映了新时期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全景，展现

了改革、发展传各个盼歧和有关层面，以可靠的事实和典莹的事

例，初步揭示了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依据。这一历史进程的最

重要、最宝贵的成果，就是找到了实现农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

道路。这条道路充满机遇和希望，同时也存在种种困难和挑战。我

们编慕这套丛书，既主要反块新时挠我国农村变革的巨大成就，也

注意反映存在的内题和不足3 夜，充分展示农村变革的先进典型和

积极菌素，也注意反映滞后领域和滞后因素;既着重反映各地区、

各领域普遍发展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一些地区和领域发展不平衡

的一面。我们相信，丛书的编寨和出版，将会为方兴未艾的农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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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和发展提供历史的参照系，并且反映某种新的起步点。我们党和

9 亿农民既不会因为过去的成功而蜀步自封，也不会因为面恪的

困雄而却步不苗。改革将不断深化，中国农村的呢天将更加美好!

4 

《中萄新时黯农村的变革》

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6 年 12 月



凡倒

一、《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丛书〈以下简称丛书) ，包括中

央卷和地方卷。地方卷按现在的行政军划，v，省、自治 Z、直辖市为

单位分卷。

二、丛书各卷不排卷序，先定稿者先出版。

三、丛书各卷的内容编排大体户致，略有差异。中央卷不收专

题概述和典型材料。地方卷不选编文献资料，重要文章史资料的主要

内容或要点，在各地方卷的综述、专题概述、典型材料、大事记中加

以引述，并注意保持其原始性。有重要史料份值的地方性文献，由

各地方卷编辑部提供，枚入中央卷。

由、文融资料一律保持原貌，并按时间先后颗ff排列，其中错

字的政正和潺字的增补如口号。部分文献资料的节录以不损害史

料骨值为原则。

五、专题概述反映农村变革的某一方苗。各地方卷病到专题不

求统一，不求吾E俱到。

六、典型材料包括改革过程典型、改革模式典型、地区典型、单

位典型、企业典奎、事件典主、人物典型等等。典型的选择，以代表

性及历史作用与示范价量为基准。

七、统计表一般接丛书编辑部设计的格式编髓，个到卷自情况

特殊稍有变通。

八、丛书反映 1978 年 12 }J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 1995 年束

的 17 年前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变化。中央卷反映中

央的决策及其在全国各地区、各方E、各层次贯彻孰行的情况和结



果。地方卷反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贯翻执行中央决策的情况和

结果，突出地方的特色和典型性。为了说明改革的茄史背盏，在综

述、专题概述和典型材料中，简要地叙述了人民公社的情况。

九、丛书中的数字用法，统一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七个部门 1987 年 1 月 1 日公布的《关于出援物上数字黑法的试行

规定》执仔〈文献资料捺外〉。

十、度量衡单位，统一接授 1984 年 3 月 4 l3烦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娓定书写〈文献资料除外)。

十一、人物一律不使)fJ"同志"、"先生"称谓，只书职务，以明身

份〈文献资料除外)。

十二、在释采j有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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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全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o 西 JII是最早迈出农村改革步伐

的省份之一，在全国的改革中起过带头的作用。

一、自 JII新时期表村变革的基本线索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八五"末的 17 年间，因 JII农村

改革一步步地深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贯穿于四川农村改革全过

程的一条主线就是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坚持市场取

向，放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进农材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不

断窍前发展。

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四川农村改革取得的最显著的三大

成果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建立p市场体系的发育和

逐步成熟 z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

民获得了经常自主权，成为具有独立财产权、经营权的商品生产者

和经营者，缔造了一大批市场主体，奠定了市场经济体揣在农村的

微观组织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农民自我服务组织、农村经济

联合体、农村私营企业、乡转集体企业等各种市场主体生长起来，

迅速发展。

国家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农产品逐步自由上市，陆续放开绝大

多数产品价格。农民进入商品流通领域，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进入市

场，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以市场为导肉组织生产、从事

经营活动，多个层次、多种形式、多种经济成分握合的农村市场体

系逐步形成。在市场引导下，农村资金、劳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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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白趋洁跃，迅速在一些市场需求大的产品和产业领域组合，资源

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大提高，农村经济不断形成薪的生长点。市场体

系的发育，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兴盛，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崛起。

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又进一步撞动了市场体系的成长和巩固 o 它一

开始就以寻找商品供求信息、满足市场需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生

存权、创造经济效益为自发点和归宿。它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市场

上进行，经营上风险自担，生产上以镇定产、有先天的市场取向和

走向，有灵活的市场化的就业、经营、管理机制，对市场风险的变化

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它在发展中，有力地冲击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

制，撞动了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表现出巨大的生

机与活力。

1990 年 3 月，邓小平提出了"两个飞跃"的重要思想"中国社

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现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

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髓。这是一

个很大的蘸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盟和

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

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乡镇企业银重要，要发展，要

提高。农业问题要始终辄得很紧。"玛小平的这个思想，既总结模括

了 90 年代以前农村改革的核，岳和实费?又指明了到本世纪末以及

下世纪初农村改革现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党的十一窟三中全会之后，四JI!农村改革的琅满迅速兴起，广

大农畏群众以岩浆迸发般的热情在极参与，以大大超出人钉预期

的进程，在理短几年时间里，迅速完成了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仔

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飞跃。到 1984 年

珉，全省基本走完这一步，这是因)JI农村改革的第一阶段。从 1985

年起，随着农村改革牵动城市改革，逐步形成城乡改革配套联动、

挠谓进展的局面，农村改革自身也开始了第二个飞跃的历程，由此

进入农村改革的第二阶段，这个"很长的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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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JII新时期农村变革的主要方面

囚川是最早迈出农村改革步伐的省翁之一。广大在村干部和

农民群众投身于改革洪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re改革不断推向

深入，在冲敲旧体制和传统观念束缚的同时，有不少新的创造。 E

颜 17 年改革，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一〉积极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多种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 1977 年开始，黯担大寨式的评工记分逐步改为定额记分。

1978 年开始推行"包工到组"，建立定领导、定劳力、定任务、定质

量、定工分的"五走"生产责任制，实行按劳分盟，鼓励社员经营自

嚣地、家庭面业。同年秩，广汉基金鱼乡创造性地把"包"字运用到

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实存了包产到作业组的办法。 1979 年，全省又

作出社员的自留地占耕地的 7%左右扩大到 15%的规定，明确提

出，贫困落后地区和零星分散的耕地可以实行包产驾户，并撞广新

都农村干部租群众创造的"因专一化"(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

业人员和生产队会计专业化)的经验。提出发展专业户和包产到户

的同时，把专业户作为农村新生产力的代表、发展商品生产的骨干

力量、勤劳致富的带头人。各地包产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包产

到芳，有的包产到户，有的水旱统包，还有包干到户等。到 1982 年，

大园生产中几乎都实行了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对于果胃、林场、鱼

塘等，则摄据群众意愿分到实有了家庭承包和专业承包再类形式，

从丽使林、牧、海鱼也逐步建立起责任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后，

强调要完善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完善土地承包制

度，在之后的凡年时前特别是 1987 年以后，花了很大精力来报此

项工作。生产责任梧的建立，克服了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

端，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的缺路。增强集体

"统"的职能，教育农民树立合作现念，捏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和家庭

经营的积摄性结合起来了。四川省在 1984 年那允许农民转包土



埠， 1987 年藏制定发布《农业承包含同管理办法》规范承包制。十

多年来，以家运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已成为全省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四川省多年来一直十分注意清

除农民对联产承包责任甜的疑虑，反复宣传这项政策要长期稳定，

给农民吃"定心丸"。针对农村中λ口增加、耕地减少，新兴产业发

展等新需况，适时采取了完善措施。在坚持有利于生产力水平提

高、维护土地的集体所有权、稳定承包关系、自愿、互利、有科于实行

计划生育基本罢策的实施等原则的前提下，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如以解决:一是完善耕地承包制度，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碱

地"，长期稳定，又可以在人地矛盾突出的地方实行"大稳定、小调

整";二是切实解决好外出务工经商农民承包地的经营问题，可以

由农户自行协商转包或委托代耕，可议由集体出面组织统一开发

经营，可以自种田和经营能手投标承包经营，在确有条件的地方也

可逐步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三是放活主地使用枝，允许土地使

勇权有偿转让。允许农民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个人或经济实体，集

中连片黑于林果业、种养业生产的开发和经营，自承租人支付梧应

的租金;允许土地使用权人殷组建各类农业企业;对省内广阔的非

耕地资源，大力撞行招标长期承包、租赁、人殷联营等，以多种经营

的方式开发治理F近年来还普遍接广对现有小型微型水利设施长

期承包、租赁和使用权"捂卖"等办法。

(二〉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体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撞行，使原来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

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同薪影势不梧适应。 1979 年

秋，广汉县向阳公社率先进行取请人民公社的改革。当时按"党政

分工、政企分开"的震周，改公社为乡，成立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和

乡农工商联合公司:生产大队建村民委员会和管委会;生产队建村

民小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独立核算、自员盈亏的合作经济组

织。核心是改单一的统一经营为分级经霄，为进一步建立以"包"为

特点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打下了基础。这项改革在全国农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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