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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中国化

——兼论上海市郊农民百年奋斗历程与新征途

一、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的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尚未有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实例，因
此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更多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只有期待革命成功后的各
国通过与自己的国情相结合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亿万农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中，浴血奋斗所做出的世人瞩目的伟大业绩，正是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
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成果。

1、农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主力军。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极其重要的成果就是在实践
中发现
中国农民隐藏
着极大的改变自己命运的强
烈革命性。从19世纪的巴黎公社
到20世纪的苏联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都是工人。但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中的主力军却是农民。大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武装暴动，建立根据
地；抗日战争中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
、青纱战；解放战争中“父母送子，妻子送夫”上战场，老乡推着小车运军粮
；解
放初疾风
暴雨式的土改运动
中，农民都是革命最重要的战士和功
臣。上海郊区
是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农民运动同样如火如荼。其中有1926年毛泽东同志
在《向导
》周报撰稿热情赞扬的崇明西沙农民暴动,陈云同志领导的青浦小蒸暴动。提到
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正是党
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切入点。

2、农民是中国集体经济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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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马恩十分重视合作制，1844年英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经济组织就引起了
马克思的高度关注。马恩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采取农业合作化改
变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中国农业合作化是世界少有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
自觉选择的道路。中国农业合作化没有苏联当初的强迫性以及由此引起大批农
民的退社现象，而是通过引领、示范，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自愿选择的结果
。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模式是：“集体农庄
+拖拉机站”，土地与拖拉机站都是国有的，集体农庄缺少自主权。中国当初
是几乎凋敝的传统农业国，选择的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但是中
国合作社的土地为区域农民集体所有，经营权也属于合作社，合作社有较大自
主权，广泛为农民欢迎。农业合作化便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国。合作化高潮的
1956年，上海郊区入社农户占97.04%。

农业合作组织又不断根据实践中的变化，探索发展既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又
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三权分置”等农业合作社
的具体实现形式。上海并没有因为农业生产条件好而在推行家庭联产责任制等
探索中落伍。在市郊嘉定区
，1979年就有农民率先实行饲养承包责任制，1980年有生产队实行责任到劳
联产计酬的承包方式（罗大明
，2014）。1983年市郊有95.4%的生产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逄树春，
2014）。从合作化到农村集体经营方式的各种改革，都是党领导中国农民对符
合国情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探索。

3、农民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
农业合作化后，如何发展农业生产？马克思考察了实现了工业化的欧洲，提出
参照工业化的农业发展方向。苏联集体农庄建立后不久，立刻通过进口和生产
大量拖拉机支援农业。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的中国，不能走苏联的道路。中国共
产党领导我国农民以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精神，顶烈日，迎风雨，手抬肩挑
改变农业的生产条件，创造了许多令世人震惊的奇迹，解决了千百年来不能解
决的温饱难题。又以艰辛的农业劳动为工业基础的形成积累了大量资金，并发
展乡村工业化和农民非农化为中国工业化作出巨大的贡献。

4、工业反哺农业，进入新农村建设阶段。
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发展中又不断支持农业实现机械化、集约化。当中国经济
有了较大的发展后又实施大规模反哺农业、建设新农村。发达国家反哺农业的
原因之一是城市的资本利润率下降，资本流向利润率相对较高的农村。而中国
的反哺纯粹是为了建设新农村。中国反哺时的经济实力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远
不及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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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达国家反哺时
的水平。我国在2000年实施反哺农
业时的人均GDP
只有当时日本和韩国反哺时的22%和23%，城市化率只有日本和韩国反哺时的
56.7%和62.9%，中国真心实意为农的初心可见一斑。

二、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需要。中国
共产党在农民参与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指导方针
和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具有中国的特点和乡土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农民问题的理论。

1、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是人类解放的学说。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支柱，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点和归宿。解放全人类在中国首先要解放占
人口多数的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的基本前提。从“打土豪、
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到合作化、推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再到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解放农民，为农民谋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实
现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贯穿百年的红线。

2、中国农民是革命与建设的主体
和主力。
中国农民不只是被解放者，更是解放者。马克思、恩格斯处于“世界城市”的
欧洲，起初关注的重点是处于悲惨境地的工人。马恩深入考察农村，特别是东
方农村后，提出著名的工农联盟
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遵循并发展了马恩的工农联盟思想
。欧洲工业革命
时期，贫困和无地的农民大多进入城市。留在农村中多数是自耕农和富农，富
足的生活使他们不愿改变现状。解放前中国农民占比80%以上，其中70%以上
又是半自耕农、贫农和雇农，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悲惨程度甚于欧洲农民，
具有强烈改变现状的愿望。中国农民不仅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而且是中
国革命的主力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工农武装大多数来自有觉悟的农
民。马恩当初没有也不可能预先设想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不是工人
，而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中的广大农民。中国农民不仅是社会主义农村革命和建
设的主力军，同时是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生力军。中国农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和建设的重要力量，体现了中国农民全面
解放自己最生动和最真实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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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民自觉参与和探索
是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特点。
马恩认为农民实现经济上的解放必须改变传统的小农方式，唯一的途径是组织
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中间环节的农业合作社。他们的设想是：国家具有土地所
有权，授予农业合作社土地使用权。鉴于中国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血与火
的考验，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下觉悟的空前提高。与当初马恩设想和苏联做
法不同，中国采取土地区域农民集体所有，主要生产资料也为农民集体所有，
农民还留有自留地。虽然也曾存在过政府干预过多等问题，但合作社长期坚持
以村级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具有较高的独立自主的经营管理权。改开中农
业合作社确立了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合作社具有通过市场使农产品和各种农业
要素（包括对于三权分置中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产权化）与其他经济体之
间的流通、配置和组合。这与马恩当初设想的合作社计划管理不同。在农业合
作社内部实行凭集体成员资格获得的承包权，但集体仍然具有有益于集体长期
和整体利益的管理和经营权。家庭
承包制与小农经济
之间存在形式上的某些相同之处，但不同于小农生产方式。它不排除专业分工
与机械化，而且在生产规模上具有弹性，通过承包权有偿退出和经营权的有偿
流通可以扩大土地经营的规模。采取这种形式的原因是中国人多地少，农业规
模较小；而且有利于适应农民的传统心理，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正如列宁所
说的“改造小农， 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
。中国在多方面丰富与创造性地发展了马恩的农业合作化理论。

4、与工业化同行的中国农业发展道
路。
合作化后农业如何发展，马恩主张发挥大工业这个“最革命的作用”，直接享
受工业化成果。马恩主张革命胜利后，国家银行
“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只是限于金钱，
而且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造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显然这些观点
是与马恩当初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将先发生在欧洲工业化国家有关。

中国一穷二白，此路走不通，走的是农业与工业化同行的特殊道路。解放初是
“以农促工”，中国农民挑起解决千百年来未曾解决的温饱问题以及为工业化
起步提供资金的双重担子。工业化达到一定规模后，“以农促工”转换成“以
工促农”，带动农业实现现代化。工业有了更大的实力后，实现大规模工业反
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农业实现现代化。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没有强大的工业
为起点条件，而是通过工农联盟共同实现工业化，在与工业化共同发展中逐渐
实现。正是在中国农业与工业化同行的辩证运动中，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在中国工业化初期，粮食特别紧缺，工业规
模又小，农业的基础作用主要体现在增加粮食产量上。工业化有了一定规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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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增加粮食产量外，农业的基础作用又需要体现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逐步
提高上，以便促进农民非农化。由此，中国农业形成了以土地生产率为基础，
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兼顾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路径。

三、马克思农民问题中国化的新征途

根据中央“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中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与此相适应，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农业和农村。

1、建设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农业和农村。
首先，世代期盼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终将实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是世界一流
水准的
现代化，但不
是许多发达国家那种简单模
仿工业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农业科学院
《全国农业现代化评价结果》公示，2016年上海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得分
为全国之冠。上海具有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可为探索生态农业与智能
农业有机结合，既继承传统特点又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作出贡
献。

其次，中国农村将建成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又充满现代文明的美丽乡村。不仅以
更高的标准治理乡村的生态环境，实现田园村落现代化和生态化，而且要留住
乡村文化之根。上海市在近郊建设连片的郊外公园，在远郊建设五个新城，在
规划时采取农业与城市板块镶嵌的布局，使绿色生态渗透到城市，上海应该成
为现代田园式大都市的样本。

再次，留在农村的农民要成为素质高、生活富裕、职业选择自由的新农民。新
征途农民收入水平必然会提高到与城市居民基本相同的水平，农民的精神面貌
和职业形态焕然一新。

最后，将实现城乡、工农产业、农民与城镇人口的融合。马恩提出的城乡融合
理想，期望在百年新征途中能逐渐接近。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落地
许多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鉴于城乡融合的理念，可以尝试在乡村建设用地中
寻找空间，例如上海奉贤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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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设企业总部，华为在上海青浦区乡村建设研发中心都是很好的案例。

2、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
化的继承与发扬。
在新征途中，过去习以为常的各种事物以及它们的形态会发生变化，许多新问
题、新事物、新矛盾层出不穷。如何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创新？一方面，要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向毫不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来自于对于长期整体
发展的认识，这些观点具有方向性和根本性，必须坚守不放弃。另一方面，对
于实现这些核心原理的具体形式和路径等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除
了马克思主义核心原理外，马克思主义还有许多外围观点。由于特定的具体的
环境条件的不同和变化，这些观点可以而且必须不断变化和调整。例如，随着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需要，农业集体经济的具体形式还
会发生具体的变化。

来自实践的新要求、新问题和新素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农民问
题中国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理论在中国农村大地落地、开花、结果
，使之具有中国特色
和乡土味。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而中国农村的
最大实际就是农民——是农民的劳动、工作、生活，精神、观念的具体实际。
不深入农民之中，不了解农民，就是脱离中国农村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农民问
题中国化就成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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