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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改革 40年的基本经验

彭海红

摘要：40年来，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其中有些经验是新形势下深化农

村改革应该继续坚持、能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方向的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包括：坚持和

发展农村的根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根本政治优势，坚持农村的基本政治制度，坚持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改革的人民史观。本文在综合分析农村改革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对改

革中的错误思潮特别是土地私有化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认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具有土地私有

制不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它是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制度基础。中国 40年农村改革，遵循了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为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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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行改

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决策。中国共产党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局，率先推进农村改革，中国农村由此深刻

地融入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至今，这场深刻改变中国农村面貌、影响中国农民命运和中国农业现

代化征程的变革即将走过 40年历程。40年来，中国农村政策不断放宽，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

农民负担不断减轻，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极大程度地调动了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农户）的生产积极

性。同时，农业科技不断进步，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发挥了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各种农业

生产工具的潜力。农村改革 40年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

大解放和发展，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根本上说，

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保障，农村改革要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正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及其优势，保证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也为新时代进一步深化

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政治基础。

一、坚持并发展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广大农民通过合作化道路建立

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广大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广大农民由封建的、落后的、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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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农”成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成为新时期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经济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

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①
。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农村的根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最直接的体现，

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基本表现形式。

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时受到土地私有化思潮的冲击。在农村改革之初，

就有学者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低效率”为出发点，提出了土地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当时，这种方案

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同时，在实践中，受过去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很难把公有制本身和公有制

的实现形式区别开来，从而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看作“分田单干”。在

这种情况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坚定地支持“包产到户”，同时强调农村改革总的方向是发展

集体经济。在此后的农村改革过程中，中共中央通过延长土地承包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发展农

户家庭承包经营；通过建立和完善农业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政策措施，促进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强势的土地私有化思潮。这股思潮持续攻击

土地集体所有制，直接提出土地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例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中

国的“三农”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参见杨晓凯，2002）；有学者提出“永包制”土地改革方案，即把

土地的承包权永久地固定给农民，使其成为一种包含使用权、转让权、继承权和抵押权的土地财产

权，也就是使土地承包权永久化（参见党国英，2016）；有学者设想通过土地确权倒逼土地改革往私

有化的道路上发展
②
。

土地私有化的这些观点和主张均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低效率而土地私有制高效率为假想前

提，以变革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从而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进而瓦解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

上的农村基层组织为目标。这些主张和观点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抓住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某点缺

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持这些主张和观点的学者们无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

基础这一理论常识，忽视中国建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历史必然性，看不到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

的成功模式，也不愿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历史局限性和种种弊端，因而这些主张和观点既不科学，也

不正确，更无益于农村改革和发展。

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学者们抛开历史上土地私有化造成农村两极分化的现实不谈，也抛开任何一

种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一基本事实不谈，而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制度为模板，寄

于土地私有制以理想和完美的想象，既脱离了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也脱离了当下中国

农村的基本现实。有学者批评土地私有化主张“缺少对当前中国土地制度合理性的基本理解，具有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

②
参见王小乔，2013：《周其仁：土地改革的诱饵和根子》，《南方周末》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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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的乌托邦色彩”
①
。也有学者指出：“土地私有化论者从未对现行土地制度作过理性的研究，所

谓中国土地私有化的好处全部来自于想象和虚构，中国土地私有化是一个对中华民族极不负责的闹

剧。”（孟勤国，2010）更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世界史上从来就没存在过土地“清晰的”私人权属。

所谓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和“所有者缺位”的说法是自造的貌似“学术”的概念，目的是拆毁

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资本下乡集中土地的狂欢盛宴鸣锣开道”（潘维，2009）。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延长土地承包期，出台文件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建立并

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流转避开了土地私有化的歧途，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本

制度框架内发展。对此，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学者们明确表示“非常令人遗撼”，明确提出“土地制度

改革不能再拖延”“土地制度改变不能老是试点”“土地私有化的时间已经成熟”，他们继续为中国农

村改革开出形形色色的土地私有化“药方”，并不断寻找着土地私有化的突破口（参见彭海红，201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农村调研，提出“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农村最大的制度”。他强调“不

管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
②
。这实际上是对土地私有化思潮的最有力回应。

党的十八大之后，土地私有化思潮势头减弱，但并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变换了形式，以温和

的主张或建议出现。例如，有学者建议“将‘壮大集体经济’调整为‘逐步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

概念”，，建议“将农村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水平确定为社会主义（在农村）实现程度的标准”（参见

党国英，2017），试图利用变换概念的形式来消解农村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集体所有制

经济”的简称，是生产资料归农村集体所有的一种经济形式。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公有制经济组

织形式，与“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根本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不存在替代的可能性。

土地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坚

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才能保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首先，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

全国农村开启了由易到难、由浅到深、由简到繁的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土地制度变革引发的社会

动荡与混乱；其次，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保证了农民在生产关系中的平等地位，是农村推进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保障；再次，在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土地

集体所有制为广大农民进城务工和返乡务农提供了双向可能，避免了大范围的失业和城市“贫民窟”

现象，维持了农村和城市社会稳定；最后，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村级集体经济是促

进农村持续发展、完善农村社会治理、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主要力量。40年来，中国农村改革与发

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功不可没。

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民公社一种发

展多目前的多种。这其中既有像安徽省小岗村这样发挥家庭经营基础作用的普遍模式，也有像河南

省刘庄村和南街村、黑龙江省兴十四村这些保持了集体统一经营的经典模式，还有像江苏省华西村

①
参见贺雪峰：《〈地权的逻辑〉结语：土地不能私有化》，http://www.snzg.cn/article/2010/1221/article_21345.html。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http://www.snzg.cn/article/2010/1221/article_213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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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把股份制引入集体经济内部的现代模式，又有像贵州省塘约村这样既发挥集体统一经营优越性、

又发挥家庭经营灵活性的现实模式，以及像广东省崖口村这样集人民公社时期的工分制和家庭承包

经营于一体的混合模式
①
。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的经济制度基础。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中

国广大农村构建起包括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团支部和妇代会等群众

组织在内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中国广大农民形成了热爱社会主义国家、拥护共产党领导、热爱村

集体的独特精神品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基础。进一步深化农村改

革，不仅要继续坚持这一制度，更要不断完善这一制度，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在农村

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

二、坚持党管农村工作

党管农村工作主要体现为：通过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通过建立健全党的农村工作体制机制，促进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落实；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的作用，在党的农村工作中体现党的先进性。

党管农村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就是一个农业人口

占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农民和农村对党的生存、发展和取得革命成功具有极端重要性，“三农”

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农村工作的内容不尽

相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新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工农运动，反对

北洋军阀政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红军，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

党领导根据地农民开展大生产、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号召并领导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

合作社、供销社、信用社，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根据地农村新的组织体系和社会结构；在解放战争时

期，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土地政策，领导解放区农民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

赢得广大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支持，加快了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

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道路奠定了基础；在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通过合作化道路逐步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变

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此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国共产党

充分调动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土地公有

化程度，建立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巩固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农村根

本经济制度。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农村工作的

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党管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锻炼了党管农村工作的能力，积累了党管农

①
关于这些模式，具体参见彭海红（2011）、彭海红（2017）。

https://www.baidu.com/s?wd=%E8%80%95%E8%80%85%E6%9C%89%E5%85%B6%E7%94%B0&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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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工作的经验。

党管农村工作，是中国农村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的根本政治保障。在 40年农村改革中，中国

共产党把握农村改革方向、谋划农村改革大局、制定农村改革政策，促进了农村改革和发展。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就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召开中央全会，作出重大决定，出台

专门文件，保证了农村改革和发展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行。例如，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

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分析了中国农业当时的状况，总结了农业发展

的历史经验，部署了农业现代化建设；1991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分析了 20世纪 80年代中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成就，提出了 90

年代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强调要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促

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1998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了农村改革 20年的基本经验，提出了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和方

针；2008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提出了到 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对进一步推

进农村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此外，中共中央每年发布促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文件，具体部

署和指导当年的农村工作。1978年以来，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了 20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

“一号文件”，领导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其中，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了 5个“一

号文件”，强调要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搞活农村经济，并由此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此后，改革

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2004～2018年，中共中央连续 15年发布以农村改革为主题的“一号文

件”，强调“三农”工作在全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地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继续

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力度，全面深化农

村改革，农村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加强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包括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以及共青团和其他群众组

织在内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建设，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管农村工作的组织保证。在这个组织体系中，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管农村工作的战斗堡垒，在农村改革和发展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体现了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优越性，是党管农村工作的经济基础；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

织，有利于保证广大农民的民主权利，是党管农村工作的政治基础；共青团和妇代会、民兵等群众

组织，扩大了党管农村工作的群众基础。2016年 4月，在安徽省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落实党的政策、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

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
① 2018年 3月 9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全国人大山东代表团审议时

提出，要“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

一个坚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动一个村庄的发展，这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加强党对

农村工作的领导，就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①
见《习近平在小岗村主持农村改革座谈会》，《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 4月 29日第 01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85%B3%E4%BA%8E%E6%8E%A8%E8%BF%9B%E5%86%9C%E6%9D%91%E6%94%B9%E9%9D%A9%E5%8F%91%E5%B1%95%E8%8B%A5%E5%B9%B2%E9%87%8D%E5%A4%A7%E9%97%AE%E9%A2%98%E7%9A%84%E5%86%B3%E5%AE%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85%B3%E4%BA%8E%E6%8E%A8%E8%BF%9B%E5%86%9C%E6%9D%91%E6%94%B9%E9%9D%A9%E5%8F%91%E5%B1%95%E8%8B%A5%E5%B9%B2%E9%87%8D%E5%A4%A7%E9%97%AE%E9%A2%98%E7%9A%84%E5%86%B3%E5%AE%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BA%E8%B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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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是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的细胞，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需要通过广大党员来

贯彻执行，党组织的感召力、凝聚力、战斗力最终要通过党员体现出来。农村党员在贯彻执行党的

各项农村政策过程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打破了原有的人民公社这种集体经济

组织形式，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活动方式以及农村党员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均相应发生

了变化。在农村改革过程中，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带头人培育制度、第一书记选派制度、农村党员

培训制度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农村党员素质得到提升，农村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发挥。根据《2017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
①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全国有农牧渔民党员 2549.9万名；547152个建制村已建立党组织，

覆盖率超过 99%。实践证明，大多数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够在农村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大多数党员能够体现先进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涌现

出史来贺、吴仁宝、王宏斌、付华廷、左文学等一大批优秀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他们不仅是所在

村庄改革和发展的主心骨和领路人，也是党管农村工作在农村基层的执行者。

总之，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均较改革开放之前发生了很大

变化，党的农村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国内国际

形势，制定并落实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

展，坚定了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同时，不断加强党的自

身建设，特别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扩大和增强党的影响力、

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农村改革 40年来，中国共产党勇于并善于领导和管理农村工作，积累了

改革开放形势下党管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保证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带领广大农民

群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改革和发展道路。

三、坚持人民民主在农村的实践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创立的一种新型民主形式，其实质是

人民当家作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继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同时，尊

重农民的民主意愿和民主诉求，建立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扩大人民民主，促进农村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建设，为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村民自治制度是广大农民在农村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根据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在实践中

自发探索建立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一项农村基本政治制度。20世纪 80年代

初，伴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建立，农村原有的基层管理体制逐渐松散，

部分地区农村个人主义抬头，村庄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无人管理，村中赌博、盗窃、滥砍滥伐、

①
数据来源：中共中央组织部，2018：《2017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4693854

545512 987&wfr= 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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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迷信等歪风邪气逐渐蔓延，严重影响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当时，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现

为宜州市）的一些农民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召开群众会议，通过民主选举设立了“村治安

领导小组”“村治安联防小组”“村管委会”“村民委员会”等具有村民自治性质的组织，并制定

了村规民约等，依规照约开展村级事务管理。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广西农民的这一创举，在全国范围

内开始了建立村民委员会的试点工作。随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通过，为村民委员会

建设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通过，使村民自治在全国全面推进。《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责，村民委员会不是国家基层政权组织，不是一级政

府，也不是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而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设立，解决了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村基层管理和基层民主建设的组织建

构问题，迈出了村民自治的坚实步伐。

村民自治制度，是伴随农村改革而生并在农村改革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一项农村基层民主

制度。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的民主诉求日益多样化。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

这是村民自治的第一步。接下来，对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例如村级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村庄

公共设施建设及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耕地的承包经营、宅基地的使用等问题，按照民主程序，通

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进行民主决策，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这是村民

自治的关键环节。由村民集体讨论决定涉及社区内村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促进村民积极参与社区事

务的民主管理，是村民自治的重要环节。通过村务公开等方式使村民能够对村民委员会工作或社区

内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民主监督，保证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落实，是村民自治的重要

保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环节都做好，才能真正实现村民自治，体现

人民当家作主。

在农村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党和国家积极顺应形势发展，满足农民民主权利的发展要求，不断

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建设。当前，村民委员会“海选”、村民委员会联选、“两票制”、村民代表会议制

度、村务公开制度、村干部离任审计制度、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等各种探索和创造使广大农村成为

村民民主实践的场所。村民自治已成为中国农民依照宪法和法律，在村庄内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式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共同负责村庄内部的公共事务，从而实现村庄

治理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最广泛的基层民主实践中，广大农民群众学习民主，养成

民主习惯，形成民主意识，提高了民主能力和民主素质。村民自治丰富了人民民主的内容，拓宽了

人民民主的途径，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必然要求调整和完善农村基本政治制

度。农村改革 40年来，中国共产党听取广大农民的民主心声，尊重他们的民主意愿，支持他们的民

主创造，领导广大农民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和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将“人民当家作主”

的理念在广大农村转变为鲜活的民主实践。人民民主这种不同于西方精英民主的新型民主，在改革

开放的中国农村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魅力，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生动的中国方案。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43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793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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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①
，到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

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②
，再到党的十九大强调“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
③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

围绕在农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主题，农村改革与发展在过去 40年中寻求在

公平与效率之间建立平衡，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如何实现和把握这种平衡，既

保持社会主义的制度底色，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有效利用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

的高效率，深刻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中国共产党尊重农民意愿，推行“包产

到户”，打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体制，使千千万万个小农户参与农村经济活动，丰富了市场竞争主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丰富了产品供给，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打破

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调整农产品价格，改革农产品流通体系，促进了农产

品市场体系建设；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减免直至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理顺了农村分配关

系；出台多项强农支农惠农政策，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体现了“工业反哺农业”，有利于城乡

统筹发展；改革农村信用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丰富农村金融市场，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提

升农村金融服务，使农村金融体制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推进农村重大制度创新

和社会变革，进行农村综合改革，破解和解决制约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通过改革，

中国农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更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农村市场与全国

大市场连为一体，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各个产业之间充分流动，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

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农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制

度基础。在农村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抓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条主线，几次延长土地承包期，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维护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近年来，中国共

产党又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把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

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不断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适应农村

劳动力持续转移的需要和多种形式农业规模经营的要求。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配

置资源被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只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

价值规律的作用”，到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党的十三大提出“计

①
邓小平，199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3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1页。

③
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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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再到党的十四大强调“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

基础性作用”，又到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更

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改革开放 40年来，围绕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看得见的手”与市场配置资源“看不

见的手”这“两只手”的作用与优势，中国共产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伴随着农村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决策方式、提高服务水平、

创新管理方式、改革管理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推进依法行政等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改变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

五、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在“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回答。马克思

主义哲学之前的历史观从社会意识第一性、社会存在第二性的根本观点出发，去考察和分析社会历

史中的重大问题，否认或忽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片面夸大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

认为少数英雄人物是社会历史的决定者。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把存

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得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创立

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而人民群众是物质

生产的主体。因此，人民群众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民史观，反对少数人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精英史观，

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①
，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

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②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是人民史观在农村改革和发展中的反映。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

展，农村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农村原有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管理体制发生了变化，农民呈现出更多

的流动性，也拥有更多样化的选择，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活跃在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舞台上。广大农

民群众不是农村改革和发展实践的被动接受者，也是积极参与者和主要推动者。在农村改革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倾听农民心声，尊重农民意愿。同时，广大农民也是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分享者，

实现和维护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是衡量农村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

农村改革和发展依靠农民，农村改革和发展为了农民，是人民史观和人民立场在农村改革和发

展过程中最鲜明的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更加强调人民的历史主

①
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②
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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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突出党的人民立场，强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①
。习近平同志指出：“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

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②

广大农民平等参与农村改革发展进程，平等享受农村改革发展成果，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和幸福感，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一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最直接的体现。

无论是“大包干”的推行，还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或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延长土

地承包期，亦或是实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无不体现着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作用、维

护农民利益的初衷。“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小康

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广为流传的“金句”，折射着农村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对农民主体地位的尊重。

中国共产党积极听取农民的意见、建议和心声，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不断把农村改革推向深入。

六、总结：坚持以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综观 40年农村改革和发展历程，农村改革体现了改革的实质，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

完善”
③
；遵循了改革的总要求和总目的，即改革“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

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④
。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改革

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⑤
；“推

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
⑥
。

这说明，作为新的伟大革命，社会主义的改革绝不是要抛弃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是“通过破除

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

代”
⑦
。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农村改革的目的也绝不是要抛弃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中国

①
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②
《习近平：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

cs/2015-05/01/c_1115153876.htm。
③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42页。

④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41页。

⑤
习近平，20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第 67页。

⑥
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18页。

⑦
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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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绝不是要抛弃和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制这一彰显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根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农

村工作的领导，是确保农村改革和发展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行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优势。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①
农村改革是这场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改掉旧的不符

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需要触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既得利益。40年农村改革并非一帆风顺，

其中难免出现徘徊、迷茫和失误，难免面临困难、问题和风险。特别是，当前农村改革步入深水区，

各种利益、矛盾胶着在一起，继续推进农村改革既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也需要真刀真枪地解决问

题，不断攻坚克难。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勇于改正错误，不断将农村改

革推向深入。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灵活、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渐显；农业科

技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发展环境逐步改善，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农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村容村貌和农民精神面貌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迎来乡村振兴新契机。农村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

就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继续推进农村发展，也是乡村振兴

的强大动力。只有全面、深入、系统总结农村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新时代的农村改革才能取得更

大成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全面振兴前景才能实现。

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始于经济领域，但并不仅局限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包括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在内的渐进式、综合性、系统化的改革。目前，

农村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更加错综复杂。这其中，既有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的要求，又有进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呼声；既有培育和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历史任

务，又要根据形势发展建立健全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还要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好机遇，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深化农村改革需要多要素联动。要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的同时，着力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

系，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健全

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②
只有深化农村改革，才能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

素的活力在农村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在农村充分涌流；只有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才能解决农村生产关系中的深层次问题与矛盾，促进农村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但是，在改革

过程中，也要时刻警醒：“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
③
这里的方向是指社会

主义方向，立场是指人民立场，原则是指“四项基本原则”。只有坚持农村改革的方向、立场和原则，

农村改革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能体现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

①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13页。

②
《习近平：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8/ c_1118763826.htm。

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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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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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Experiences on China’s FortyYears of Rural Reform

Peng Haihong

Abstract: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China’s rural reform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several

basic experiences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reform. These basic experiences include: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the

fundamental economic system in rural areas,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advantages of rural reform, adhering to the

basic political system in rural areas, adhering to the reform direc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adhering to a people’s

history in respect of reform.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basic experiences on rural reform, the study analyzes and

criticizes some erroneous thoughts in the reform, especially the thoughts on land privatization. It holds that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 is a fundamental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great achievements in rural reform, having incomparabl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ver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The rural reform has fulfilled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m,

reflected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the countryside, and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Rural Reform; Villagers’ Autonomy System;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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