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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央关注的重点工作,很多学者也致力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

原因,这些研究主要都是在经济学层面进行思考,因而没有多少建设性的意见。本文拟从社会学和历史学层面对乡村振兴发展

提出可行性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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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根本性问题,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

中之重”,并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解

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性措施,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

有具体的路径和抓手。笔者认为,要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

必须在农村全面推行集体化,集体化才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

路。 

1 集体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模型 

1.1 集体化的理论依据 

(1)马克思主义是集体化的理论来源。生产力一定要适

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个普遍真理。私有化在过去若干年,

或者在每个朝代初期,是比较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因

而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三

次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要进行社会化大生

产,所以,集体化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2)毛泽东思想是集体化的理论创新。建国之初,毛泽东

就在思考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包括

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研究,毛泽东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两

极”,那就是城市国有化、农村集体化。关于农村集体化,

毛泽东有很多具体的论述。1958 年 4 月毛主席在广州期间,

曾经与刘少奇议论过我国未来农村社会的组织形式。据陆定

一回忆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况

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

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

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

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

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中

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 第 826 页)。 

1.2 集体化的实践模型 

在苏南一带,从 1963 年开始涌现一批社队企业,其中江

阴县华西村大队在书记吴仁宝带领下创办的集体企业较为

出色。1965 年,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室对此写了个报告,呈给

中央各领导。许多中央领导都是传阅后没有提什么意见。只

有毛主席仔细阅读了材料,沉思良久,欣然批示：“这是农村

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 

有人认为,华西村成功的秘诀,是发展企业,截至 2016

年一季度,华西集团控制的华西集团旗下公司达到 208 家,

产业涉及钢铁、纺织化纤、材料、商业、其它等 5 大板块,

总资产 541.93 亿元。但是,华西村真正的秘诀是集体化,一

是利用廉价的集体土地,二是依靠全村人,如果没有这两样

重要的生产要素,吴仁宝再厉害也没有用。 

中央党校周天勇认为华西村的成功是不能复制的,这句

话如果是正确的,那只能说他说出一个正确的逻辑：世界上

没有两片绝对相同的树叶。失败总是一样的,成功有千万种。

而实际上,类似华西村走集体化而获得成功的地方,在我国

还有很多,比如大邱庄、兴十四、南街、刘庄、龙泉、滕头、

航民、宝山、进顺、南岭等等。 

就算华西村有地利优势,就算其他村有改革开放之初的

各种优势,就算他们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不是道路的问题。

但是,面对塘约模式,我们不得不深思,也不得不承认,塘约

在集体化道路上走出了一片新的天地。2013 年塘约村还是

全省 贫困的村之一。农民收入只有 3786 元；生存环境较

差,30%以上耕地撂荒,“破石板、烂石墙、泥巴路、水凼凼”

是其真实写照；村民等靠要思想严重,人人争当低保户、户

户争要救济粮。村级经济基本无积累,村干部说话没人听、

做事没人跟、没人愿当村干部。2014 年 6 月一场洪水冲毁

了房屋和道路,让塘约村雪上加霜,塘约村的出路在哪里？

塘约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组织全村党员和干部群众进行了

深刻的反思和讨论。2014 年 7 月成立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

以“三变”改革为抓手,做好农村改革这篇大文章。2016 年,

农民收入10030元,增加了6000多元,80%的农户户均年收入

3 万元以上,50%的农户建起了新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202.45万元,增加了198.53万元,村级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了,社会风气变好了,人心变齐了。

如今的塘约村被誉为“精神焕发的村庄”,到处充满了生机

和活力。 

1998 年,郑冰夫妇在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创办农民协会,

历经科技兴农联网、妇女文化活动中心、妇女协会三个阶段,

走向农民协会,2004 年 6 月,永济市农民协会在民政局正式

注册。协会现有会员 3865 名,遍及两个乡镇 35 个村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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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济农协已有以技术培训、农资服务为主的五个科技服务

中心,有一个由 82 户寨子村民合作组建起来涂料加工厂,有

一个 27 户妇女合作组成的红娘手工艺作坊。 

蒲州模式和塘约模式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联系是都

搞集体化,区别是农民协会是企业、是群众团体,是一种自发

的、松散的组织；而塘约村是政治组织,是由基层党组织领

导的、约束性强的组织。 

西方国家也在有集体化。比如日本的农民合作组织称为

“农业协同组合”(即合作社),简称日本农协,是依据日本

1947 年颁布实施的《农业协同组合法》而建立起来的既具

有特殊性质的企业,又具有很浓的农村社区性质的农民合作

组织。日本农协既是企业,又是群众团体,是农民团体和合作

社。它不仅代表农民利益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且对农

民从各方面进行指导。因此日本农协不仅是个经济组织,还

兼有协助政府贯彻农业政策和代表农民向政府建议的双重

职能,因而具有“政治团体”性质。无论经济辐射力还是政

治影响力,农协在日本农业与农村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2 集体化是乡村振兴的新时代策略 

2016 年 11 月 7日,浙江省 18 位农村干部联名向全国农 

村干部群众发出倡议,提出强化集体所有权,创新土地

经营制度,走华西、南街、周家庄乡农工商合作社及浙江省

航民、滕头等集体化村开创的道路。并且这一倡议在网上发

表后,很快得到各地基层干部群众充满激情的回应,不少网

友为之欢呼、为之激动,纷纷向 18 位倡议者致敬,称他们为

18 勇士。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事件的意义在于,我

们终于敢于承认过去在农村改革中的问题,终于又回到集体

化的正确道路上来。 

2.1 要走党的领导下的集体化道路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看见,走集体化道路是大势所

趋。但是,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回到毛泽东时代,搞人民公社

呢？肯定不是。一方面,人民公社的确也存在一定弊端,另一

方面,改革不是简单的往前走或者往后退,改革必须要与时

俱进、敢于创新。那么现在应该建立什么样的集体组织呢？

首先,坚持党统揽一切,集体化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充分

发挥基层组织在群众中的堡垒作用；其次,集体化不能纯粹

以发展经济为目的,关键要构建完整的乡村社会,注重传统

社会的功能恢复；再次,集体化不能大而全,要注重专业化、

规范化。所以,根据不同的村寨,可能我们都要成立不同的合

作社和协会,比如妇女儿童协会、农业合作社等。 

2.2 要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人翁意识 

公社工业化,是毛泽东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现在

我们讲集体经济,其实就是传承毛泽东的思想。但是,现在集

体经济形式化、私有化严重,很多集体经济只是一个名,要么

根本就没有收益,要么就属于村干部的个人企业。人民群众

根本就没有参与生产,更没有分享利益。进行“三变”改革

后,有了资本的进入,企业发展会比较快,但是除了前面讲的

要防止土地兼并的问题,关键是要让人民群众有归属感和参

与感,也就是要让人民群众有主人翁意识。很多地方土地流

转后,农民虽然还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却认为自己纯粹是

在打工,农民和企业的关系就变成了雇佣关系。所以要注意

的问题就是,第一,农民要参与企业的管理,要真正体现股东

的作用；第二,农民的报酬除了工资,还有要分红。 

2.3 要彰显人文关怀 

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是集体化的终极

目的。不管是合作社、还是协会,发展经济只是一个手段,

关键是要把农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和谐美丽的

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人们相互监督、相互关心、相

互帮助,没有争名夺利、没有欺男霸女、没有恃强凌弱。在

这个大家庭里,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无论是农协还是合作社,

都要以关心弱势人群为主要内容,而不要只是发展经济。 

2.4 要转变基层党组织 

集体化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已经不是一个事务性的组织,

更不是有资源分配权力的组织,而是纯粹服务型组织。基层

组织代表的不是基层党委和政府,而是人民群众,要和人民

群众的融为一体,真正为人民群众利益说话。 

[参考文献] 

[1]刘晓瑞.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

由之路[N].运城日报,2018,(09):6. 

[2]潘桂生,张国兵,石雪倩.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J].

河北农业,2018,(02):56-59. 

[3]曾菁华.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必由之路[N].重庆日

报,2017,(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