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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来理解中国的农民，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从社

会学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东部，太湖

东南岸开弦弓村农民生产生活的场景，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

要理解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特征，黄宗智先生的这本

《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无疑是最合适的一本书。黄宗智

先生的另外一本书《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可以说

是这本书的姊妹书（篇），二者相互补充，能够对中国境内，在

历史上农业生产的两个重要区域华北、长江地区农民在经济

上的行为逻辑有更好的理解。然而我们更要关注的是，从历

史中走来的中国农民和乡村，在40多年农村市场化、工业化、

城镇化历程中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它与生俱来的固有

属性是我们所忽略的，在未来乡村振兴的国家大战略中，我们

在政策和实践中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不负历史，不负前人，

不负农民———我们的衣食父母。

一、本书主要结构与内容

本书分三编十六章向我们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国20世纪30

年代小农经济特征，以及自清代前期至30年代数百年来华北

农村的演变形式。作者首先提出要探讨的问题，提出本书要

论证的核心假说，要引用的史料和研究的村庄，以及华北农村

的生活形态。作者之所以颇费笔墨描述华北农村生态环境，

是因为作者认为农村生活受自然环境影响，要研究农民生活

史，就要研究自然生态环境与农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关系。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核心，经济内卷与社会分化。作者提出了

中国农业“内卷化”的概念和这种“内卷化”特征与农业商品

化、社会分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本书论述了村庄与国家。

二、本书核心观点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一）中国小农的经济行为：集“生存小农、理性小农、阶级

小农”三种面貌于一体，为我们观察当今中国农民的农业生产

行为和农民组织化发展方向奠定了逻辑前提和依据

研究中国农民的经济特征或农民行为，在经济学上曾形

成过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恰亚诺夫、波拉尼、斯科特等

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学”的生存小农（斯科特在恰亚诺夫基础

上阐发的“道义小农”———是“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另一种

是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的“形式经济学”的理性小农。而黄

宗智在本书以及他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

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

洲两个历史上典型的农业生产区域中的小农既不是恰亚诺

夫假设的维持生计者，也不是舒尔茨描述的追求利润最大化

的理性农民，以及马克思主张的阶级小农。小农是一个统一

体，这三个方面不可分割、偏废，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

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同时还是一个受剥削的耕作者。这

三种不同的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P5）。而

且，他还指出，要理解中国小农的特征，还需区别不同阶层的小

农，即商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经营性农场，生产的主要动机和目

的是利润最大化，其次才是家庭供给和纳税以供政权使用。而

家庭式农场或小农生产的动机，主要是为满足生存需要。

黄宗智对中国农民经济行为和特征的分析是深刻的，也

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2.3亿多农户，

人均耕地仅0.1公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约0.6公顷，即便是经

过30多年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发展起来的种植大户和家庭

农场，同样是不能和欧美相提并论的小规模家庭农场。因此，

中国小农既不是恰亚诺夫设想的“生存小农”，即为自家消费

而生产，也不是舒尔茨意义上的“理性小农”，即为市场而生

产，根据价格、供求和成本、收益做出生产决策的追求利润最

大化的单位。小农的多种面貌、多重身份、多样属性对我们观

察当今中国农民的农业生产行为和农民组织化发展方向奠定

了逻辑前提和依据。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农村市场化、商品化的发展中，农

户阶层分化不断加剧，身份日趋多元化，表现出贯彻不同目标

的农业生产行为，根据学者对农村观察和研究，农户生产存在

“一家两制”现象。一方面贯彻资本逻辑，为市场而生产；另一

方面贯彻生命逻辑，为生活或家计经济而生产。在第一种生

产模式中，农户采用“化学农业”的耕种方式，大量施用化肥、

农药、催熟剂等生物和化学制剂，以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和货币

收入，维持下一阶段农业再生产和农户家庭生活福祉的改善；

在第二种生产过程中，农户采用生态化耕作方式，少用或者不

理解中国的农民，理解中国的乡村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书评

魏丽莉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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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农药、化肥、激素，生产出符合农民安全观念的农产品，满足

农户家庭自身需要，并差别化地供给一部分城市消费者（费孝

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背后是农民的差序责任意识）。对这种差

别化生产和差别化消费行为，学者们将其定义为“一家两制”

———即“一个家庭，两种制度”。这种“一家两制”体现在农户

生产、消费和销售等各个方面。

黄宗智关于农户三重面貌特征，对理解当今中国农民组

织化发展方向也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后由于西方经济学，

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延续经济学

“理性经济人”和舒尔茨“理性小农”假说，中国学者在研究“三

农”问题时常常把中国小农看作是企业化小农，这种企业化小

农走上组织化道路的方向就是通过企业化小农内部之间的

联合、合作建立的互助合作性质的专业性合作社。但问题是

新制度经济学所涉及的经济主体，包括理性小农假说都是

强调小农自身是资本化的企业或公司，而中国农业中广泛

存在的是缺乏资本、谈判条件和弱势小生产农户。小农户面

对的交易成本不是科斯所说的获取信息、达成、签订和执行

契约的成本，而是因为不对等权力关系而受人摆布所导致

的高成本，对他们来说，更明确的产权和法规并不足以解决

问题，他们需要建立对等的权力关系，中国农户面临的流通

关系中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的权力不符合契约理

论的基本设想。用不完全合约理论、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理

论等，并不足以认识中国小农户面对的问题，最多只能起到

协助西方经济学家用他们的框架来理解中国现实的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把市场交易构建为平等自愿的个人间的契约

关系，设想为平等的公司间自愿的契约关系都不符合中国

实际。正如黄宗智所指出的，中国小农户面临大市场的实际

情况是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大中间商/企业）之间权力极端

不平等的交易，中国家庭农户（或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

场）所需要的并不是横向的规模化和雇佣化，而是“纵向一

体化”（即产、加、销一体化）服务，即农民为了自身利益而自

愿参与、投入并控制的纵向一体化合作，也就是能够满足其多

样化服务需求，能够把农业全产业链利润留给农户社员的综

合性农民合作社。

（二）农业“内卷化”现象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农业现代化道

路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本书从生产关系角度来分析中国农村社会，作者认为，上

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冀-鲁西北平原大部分家庭式小农场存在

“内卷化”现象。所谓农业“内卷化”现象是指受经济分化和人

口压力双重影响，小农迫于生计压力，在单位面积上由于过度

劳动力投入导致的劳动力边际报酬下降，甚至为零或为负，也

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所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这种“内

卷化”现象可以用一般微观经济学理论，同时用企业行为和消

费者选择理论来分析，而“内卷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小农家庭

是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农业“内卷化”是与农业商品

化、社会分化密不可分的。

书中作者详细分析了占耕地9%-10%的经营式农场和家

庭式农场，并对两类不同性质的农场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比较

分析。作者认为，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在牲口利用或单

位面积产量上并没有显著区别，但经营式农场所花费的劳动

量要比家庭式农场少得多。而由于整个社会政治体系包括两

个分离而又相互关联的社会系统，即以耕作者为主的基层和

财与势都来源于农业以外的上层的朝廷和官僚。正是这两个

系统之间的流动，妨碍了经营式农作进一步发展，导致经营式

农业发展不足。与此同时，由于家庭式农场是一个融生产和

消费为一体的单位，因此，它为了应付生活的需要不得不在成

本超越报酬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劳力。它能够忍受工资水平以

上的农场净收入，并负担比其他农场可获收益还高的利润。家

庭式农场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家庭式农作和其他生产活

动相结合，已经商品化了的家庭手工业生产对家庭式农场经济

形成支持。因此，家庭式农场具有很强的牢固性。因此，由于中

国农业以家庭式农场占主导，且由其特征决定的农业“内卷

化”，使得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不同于欧美农业雇佣劳动者

和农业资本家分离、小农社会和经济彻底消失的资本主义农业

发展道路。中国农业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小农经济的分化。

黄宗智对以家庭农场式的“农业内卷化”特征从而决定中

国农业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认识是穿透历史

的，以史为鉴，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在改革开

放4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的是，

今天中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依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户，

公司制农业生产主体并不是主流，农业“内卷化”的特征并没

有从本质上得到改变，农民从事农业的收入并不占农民收入

的主体，农民并没有获得社会平均劳动报酬。农业生产一方

面面临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这“两块板”双向挤压，另

一方面受到农业资源长期透支、过度开发，资源环境“两道箍”

的束缚。在当今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加快和“资本下乡”的大环

境下，如何利用资本又不被资本裹挟，避免出现欧美资本主义

农业发展道路，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注定是一场深刻变革，一场艰

苦卓绝的斗争。

（三）关注乡村（或村庄）在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结构中所

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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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作者还着重探讨了被学术界忽略的自然村

（村庄）结构和特征，他认为华北平原的村庄和小农特

征一样，由于生态环境、村庄居住型、商品化程度、农

民生活状态、阶级分化程度等不同，村庄经济社会结

构和特征也不一样。作者也探讨了20世纪村庄、士绅

和国家三角结构中士绅和国家如何变化而形成前所

未有深入自然村庄的地方政权。这些对我们理解今

天在乡村振兴大战略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趋势中

的资本下乡和农民进城，农民居住和生活形态的变

化，村庄在要素流动日益加剧和市场化程度日益加

深的条件下，其共同体特征的演变和发展趋势，中国

乡-村两级的组织形态发展与变化，以及乡-村两级

组织与国家政权关系等都具有启发意义。

三、本书研究方法的价值与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采取经济人类学的方法来理

解历史中小农的经济特征。作者以日本现代人类学家

在冀-鲁西北平原33个自然村中的实地调查和数据为

主要史料，搜集了包括清代刑部的命案档案，以及宝

坻县户房有关基层税收人员的档案等史料，详细分析

了这些资料情况，并对这些资料的价值进行批判性的

说明。作者从史实到理论再回到史实，在最基本的事实

中寻求最重要的概念，再回到史实中去检验，用作者自

己在“序言”中的话说，就是“建模于实际”这种方法尤

其值得当代研究“三农”、研究农民经济行为的人借鉴。

这种方法不同于一般经济学定量、数理等量化分析方

法，也不同于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而是从历史

中深挖对今天的学术研究有益的养分和借鉴价值。而

这种源于历史抽象出来的重要概念、假说更值得我们

今天经济学研究，包括一切社会学研究学者重视。特别

是在当下，我们研究中国“三农”问题，在农民异化、乡

村分化、各地农业生产形态各异的现实背景下，除了用

数理化、模型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提供一些基本的逻

辑关系外，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这背后的历史因素，从历

史维度、从事实角度、从典型案例角度抽象出来更符合

中国“三农”特征理论，从而更有利于政策制定和决策

参考，否则，当我们在操之过急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

时候，实际上也在不经意间制造出更多的问题，而这

些问题远比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更重要更棘手。

作者单位：中共青岛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责任编辑：帅 一）

论 坛

一、引言

本课题组通过对老区贫困农村劳动力的调查发现，虽然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观察老区村民外出务工和生活状

况，的确还存在很多艰辛和落后的现象。赞叹老区人民对革命战争期

间的贡献之际，不由得思考如何将其革命精神与当今老区经济发展

有效对接的问题。很久以来，我们讨论也想写写关于贫困老区农村劳

动力如何脱贫致富，通过几次去瑞金调研、参观红色文化事迹展览

后，便产生了一些思路，进而形成本文的标题。

二、对创业精神和红色文化的认识

（一）创业精神概述

创业精神是一种人生进取的价值理念，它贯穿于正式学习和非

正式学习之中，是一种能在社会及时识别机会，大胆自主就业创业

的表现，摆脱了传统上按部就班的打工思想。它要求劳动者在社会

工作和生活中不断积累创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而实施创业行

为的过程。创业精神本质上是创造新的生活理念并传递给客户，而

并非单纯生产某种产品和服务。它要求创业者敢于拼搏，不怕挫折，

因为创业过程就是纠错的过程，发现自己的能力与社会现实匹配的

过程。为此创业者要思考这三个问题：我是谁？我适合做什么？怎么

做？创业精神要贯穿于每个劳动者职业生涯发展的全过程。要克

服各种人生发展过程的误区，如盲从现象、追求面子、无视自我内

心需求，特别重要的是要重视每个创业者兴趣导向作用。它能为

个体带来强有力的动力，激发个体的潜能和创造力。大量科学实

验表明，如果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与其职业兴趣吻合，则能发挥其

全部才能的80%。因而创业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按照自己的

兴趣勇于设计新的生活、工作理念的过程。如马云勇于在早期开拓

电子商务、支付宝业务，还有宗庆后提出竞争战略的适度创新理念。

创业者要善于打破常规的资源观和环境观，没有资源可以创造资

源，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正所谓共产党领导的穷人军队在战争

年代提出的口号“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二）对红色文化的认识

近代中国，由于各种原因，国家逐渐变弱，国外列强不断侵犯中

国，人民因而饱受战争的苦难，但同时也在战争中不断强大起来，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文化，为当今劳动人民

创业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历反围剿国

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斗争，积淀了

丰富的斗争文化。而仅史料记载，江西籍烈士达25万人之多，有着深

厚的红色基因文化基础。

在江西乃至全国，红色文化有着丰富的含义与文化积淀。红军转

战大江南北，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诸如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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