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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合作理论 
◆闫英丽 

（西安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西安  710021）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的重要

组成部分，从根源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合作理论的来源于以欧文、

圣西门以及傅立叶为代表的欧洲三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合作思想理

论，以及以罗虚代尔为起始标志的改良派合作思想理论。其主要理论的

基本内容包括：农业合作的必然性、原则、载体等等。本文主要将农业

合作的必要性和农业合作的原则作为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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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合作的必要性 
农业合作理论从根本上围绕着农业的生产力、农民来进行

的，但又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合作化理论是为向共产主义社
会过渡的，所以在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的必然性时，从农
业合作在共产主义社会要求的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以及农业合作
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从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方面的作用等方
面进行分析，非常必要。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
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尤其是
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更加确定，在共产主义的
道路上要逐步改变小农土地的私有制，而这种改变需要借助合作
化。 

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合作化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
要求。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用大篇篇幅表达，资本主义社
会产生和消亡、共产主义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其根
源在于物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农业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
看来就是要通过农业合作化的方式不断的提高农业生产力。马克
思、恩格斯的结论源自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分析：其一，农业生产
力的发展来自于农民的力量，但是作为传统的小农，其传统的生
产方式是私人的生产资料、分散的经营方式，这种落后的生产方
式在一定社会发展的阶段会阻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其二，在资
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小农的存在出现了很大的危
机。资本追逐利益的特性，在市场和资本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会
用一切手段对小农进行压迫。而小农的命运也相应的会出现两种
极端，即当一些小农不能够抵挡资本主义的强压的情况下，逐步
沦落为资本主义的工人雇佣者；而只有一小部分的小农 终的小
剥削阶级。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指出：“无论大农和
中农都同样无法挽救地要走向灭亡，这是这些农民日益增加的债
务和到处可见的衰落所证明了的。”对于如何使农民摆脱这种危
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没有办法探索出小农特色的生产方式之
前，要积极的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在不改
变小农的阶级性质的前提下，农民要采取合作社的形式进行集体
经营。 

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合作化是引导小农走上工农联盟的
佳途径。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阐述了阶级斗争
的理论并论证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而无产阶级相对于资产
阶级来说力量之薄弱，因此需要从社会存在的阶级中团结一切的
力量。而小农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力量，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
关键力量。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
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
者。”因此农民作为中间阶级有其联盟的可能性。但是就恩格斯
对小农的定义来看，要想使小农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需要克
服小农自身所具有的缺点。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
状态》一书摘要中对此也作了重要阐述，马克思认为小农作为中
间阶级，其生产仅仅是为了生存，因此他们是相对保守的，但是
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话，也可能是反动的。如果再一如既往的允
许具有个体小私有者特点的农民大批存在的话，无产阶级革命将
会一败涂地。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要通过不同的方式使
农民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要坚持自愿、国家引导

和帮助的原则，从整体上改变农民贫困的生活状况，从而吸引他
们自愿参与到改革中来。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萌生
出联合经营的方式：合作化能够使小农逐渐的意识到其本身的局
限性和危机性，从而积极的参与到合作化当中，在合作化所带来
的利益中来坚定无产阶级的信念，积极的参与到革命和改革当
中。 

二、农业合作的原则 
关于农业合作时应该秉承的原则，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

中指出，在无产阶级与小农在农业合作中，始终要坚持农民自愿
的原则，要通过教育、说教的方式对农民进行思想的熏陶；同时
也要坚持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要使农民切切实实的感受
到合作的好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的利益始终是处于
被压榨的状态，而且由于小农自身的不足也无法摆脱被压榨的状
态，生活贫困，又无力突破现状。因此，在农业合作的过程中要
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争取使小农在心理上接受农业合作这一方
式。 

1、实行农业合作制，应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农业合作的过程中不能采取过激的形

式，例如变相的对农民的剥削。要始终明白合作化的过程与资本
主义调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
不同的。首先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进行过度，正如恩格斯指出：
“当我们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
农。”这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待农业合作制中改变小农意识
的一种态度，同时也是对农业合作制的一种信心。当然，对于如
何运用合作制的方式将农民的小私有制转变为部分的公有制，马
克思、恩格斯虽然不赞同强迫的方式，但是也坚决不鼓励农民小
私有制的长期存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主张用合作制来使小
农摆脱小块土地私有制，其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中农、大农方面
的问题也同样的适应。恩格斯写给倍倍尔的信中明确地指出：“在
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
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都没有怀疑过。” 

2、实行农业合作化，应该坚持以典型进行示范和国家给予
帮助的原则。 

恩格斯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小农经济，是建立在落后
的生产方式上的，虽然不能够帮助农民走向富裕，但是也基本满
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对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农民不可能立即
积极地响应，需要等待时间的验证。在农民观望的时间里，要通
过个别地区作为试点，以及国家物力财力的支持， 终取得良好
的成绩，通过示范使他们明白，合作社不仅能够保证自己原有的
利益，同时也能给予他们生产力的活力。这样，既能够稳定人心
加强工农联盟，同时也能显示无产阶级政权的优越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合作理论对农村农业的发展起到重要
的指导作用，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者，继承和发展了马、恩的农业合作化理论，始终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坚持农业农村发展的原则，积极的探索三农发展的新
道路、新模式，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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