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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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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两个飞跃”是邓小平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设计的伟大纲领。从对“第一
个飞跃”的肯定和支持，到对“第二个飞跃”的探索和展望，邓小平始终坚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
仅科学地规划了“两个飞跃”渐次实现的现实道路，而且为我们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两个飞跃” 农业和农村 

  1990年3月，邓小平在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
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
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1］ 这既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改革成果的积极肯定，又是对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中国农业和农村改革方向
的科学展望。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重温邓小平的“两个飞跃”思想，对于推进农业现代
化，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对“第一个飞跃”的肯定和支持 

  家庭承包经营是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组织形式。早在1962年，面对有些生产队在
恢复农业生产中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生产关系
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
它合法起来。”“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 ［2］ 

  至1978年秋冬时节，安徽、四川两省的部分农民再次自发地组织起“包干到户”、“包产到
户”，又引发了一场有关农业发展方向的激烈争论。当时，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
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仍然强调“不许包产到户”，但邓小平另有自己的独立想法。他一
贯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改革中应“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于新生事物要
“允许看”、“不搞争论”。遵循这一思路，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村政
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
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
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3］ 

  正是在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下，1980年9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
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
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
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4］ 这个文件虽然只是认可了特殊
地区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但由于对这类地区很难有一个标准界定，于是，“双包”成为大势所
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展开来，“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
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 ［1］（p.374） 回顾农村搞家庭承包的全过程，邓小平曾总结道，“我
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 ［1］（p.374） 一方面不搞强迫，另一方面适时引导。针对有人认为“包
产到户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
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
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



 

也会巩固起来。” ［3］（p.315） 此后不久，在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
“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和今年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
件，已经充分证明行之有效，要继续贯彻执行，大力落实”。 ［3］（p.362） 正是邓小平的这些谈
话，极大地消除了人们思想上的顾虑，有力地推动了全党的思想解放。当全国实行“双包”的社队至
1981年底已达到总数的50.8%时，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
“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5］ 当全国实行“双
包”的社队1982年秋进一步上升到78.8%时，1983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
题》，首次从理论上总结了以“双包”为主的多种联产承包制，称“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
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6］ 至此，以家庭承包为主的
责任制终于名正言顺，走出了“搞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误区，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
石。 

  对于“第一个飞跃”的全面实现，万里曾颇有感慨地说:“总之，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
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没有邓小平的那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
能会被扑灭。光我们给包产到户上了户口管什么用，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上了户口还很有可能会被
‘注销'的。” ［7］ 

  二、对“第二个飞跃”的探索和展望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标志的“第一个飞跃”的实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
力的发展，改变了农村社会的面貌。但是，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路子还很长，“第一个飞跃”并未
从根本上完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对此，邓小平有着清醒认识。他一直认为:“我国农业现
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
路。” ［3］（p.362） 这条道路，既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我国的
实际情况，邓小平再清楚不过了，“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 ［3］（p.259） 因此，农业规模
经营不可能搞得很大，必须强调适度，强调集约经营。同时，邓小平没有忘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
家，“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1］
（p.111） 为此，必须站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强调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所以，把发展适度
规模经营和发展集体经济结合起来，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很自然地成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成为了邓小平所构想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第二个飞跃”的基本内容。 

  在家庭承包经营已普遍实行的基础上，如何推进农业的集体化、集约化?这是长远规划中国农业
改革和发展道路时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邓小平明确提出:“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
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具体说来，要实现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这是说广
义的机械化，不限于耕种收割的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
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
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
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
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 ［3］（pp.315～316） 

  很显然，在邓小平的构想中，在“第一个飞跃”的基础上实现“第二个飞跃”，由低水平的集体
化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发展过程。作为目标，“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
现集体化和集约化。……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
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8］ 作为发展过程，邓
小平很清楚，“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
求”， ［3］（p.316） 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长过程中，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对于具备条件实现“第二个飞跃”条件的地方，要积极引导;对于暂不
具备条件的地方，也不要急于求成。“现在还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
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
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 ［8］（p.1349） 

  三、对“两个飞跃”历史辩证法的理解和把握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启示我们，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是由其内部革命性因素的积累提供根据的，
绝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人民群众的客观要求，人为地、主观地强调社会发生“变革”。
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战略构想，闪耀着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不仅科学地规划了“两个飞跃”渐
次实现的现实道路，而且为我们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
论依据。 

 



  第一，坚持生产力标准，强调实现“两个飞跃”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力，经由“两个飞跃”对生
产关系进行调整和变革，都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和保护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在20世
纪60年代提出著名的“黄猫黑猫”论;在80年代多次强调:“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
谁也变不了。……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 ［1］（pp.83～
84） 到90年代，当十三届八中全会决定“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 ［9］ 时，他又非常高兴地说:“这
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 ［1］（p.371） 邓小平之所以如
此重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如此强调家庭承包制的稳定，就在于他对生产力标准的准确把握。恰如
他一贯认为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
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3］（p.314） 

  正因为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鉴于我国农业生产力总体水平较低、且地区发展很不平
衡，鉴于“家庭承包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既适应传统农业，也
适应现代农业”， ［10］ 我们务必要把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党的农村政策
的基石稳定下来，巩固和发展“第一个飞跃”的伟大成果。与此同时，也不能忘记集体化、集约化的
大方向。一方面，集体化、集约化“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
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
的”。 ［8］（p.1350） 另一方面，在全国不少农村地区，“农户承包经营以后，集体统一经营层
次很薄弱，除了土地以外，集体基本上没有经济收入，有些单靠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事，集体
也无力去办”，迫切需要“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在巩固农户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好集体统
一经营的层次，从而为不断提高农户承包经营的水平提供有力的服务和支持”。 ［11］ 可见，我国
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长远趋势和现实困境，都要求我们在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基础
上，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为逐步实现“第二个飞跃”进行有益的探索。 

  第二，坚持群众观点，强调推动“两个飞跃”渐次实现的基本动力来自农民群众。邓小平对生产
力标准的一贯坚持贯穿在唯物史观中，是对群众意愿和创造的尊重，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早在20世纪60年代，谈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时，他就讲“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
种形式”， ［2］（p.323） “在农村方面要采取的一些政策，目的就是要……农民比较满意，一面
自己能够多吃一点，一面多给国家一点”。 ［2］（p.324） 在80年代，谈到农村政策时，他又多次
讲，“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3］（p.316） “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
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 ［1］（p.180） 到90
年代，他一方面肯定，“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1］（p.382） ;另一方面
指出，新的集体化“要条件成熟，农民自愿了再搞”。从这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到，邓小平是何等地
重视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何等地重视他们在实践中的自主选择。他一直都认为，包括农业改革和发
展在内的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
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1］（p.23） 

  有鉴于此，在新阶段规划中国农业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道路时，同样要以人心所向为根据。任何
一项改革措施，如果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农民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严重的压抑。没有农民群众的赞成和
支持，农业改革将一事无成。目前，就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来说，农民还是愿意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
的责任制的。对于这种责任制，农民愿意搞多少年就搞多少年，不要由上面命令加以改变。“改变现
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 ［1］
（pp.83～84） 所以，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业改革的重点应放在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责任
制上，通过延长土地承包期，赋予农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承包经营权。同时，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大
城市郊区，随着大量农业劳动力稳定地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民自愿放弃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要求搞适
度规模经营的，也不要去阻拦，而应积极予以支持、鼓励，并加强指导。如果无视农民的愿望和要
求，为了推行规模经营而采取强制办法，把农民承包的土地收走，就会伤害农民的感情，打击农民的
积极性，破坏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两个飞跃”的实现应充分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
况，切忌一刀切。如果不问实际情况，简单生硬地要求各地按照一个模式去做，那肯定会带来消极的
后果。早在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谈到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时说:“在农村，还得……要承认多种多
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 ［2］（p.324） 在80年代，当家庭
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的时候，邓小平提醒到:“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方法，要求各地都
照着去做。” ［3］（pp.316～317） 与此相适应，中央从来也没有把联产承包制作为农村改革的唯
一形式绝对化，始终强调“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层次，……凡是群众要求
实行这种办法的地方，都应当积极支持。当然，群众不要求实行这种办法的，也不可勉强，应当允许
多种责任制形式同时并存。” ［6］（p.256） 在90年代，谈到农业将来要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
时，邓小平依旧告诫“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可见，在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全过程中，邓小平



一直都强调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
的路，取得成功的”。 ［1］（p.95） 

  根据以往成功的经验，推动中国农业朝着集体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同样需要本着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本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愿望要求，选择多样化的实现形式，使之
由低到高，由小到大，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实践证明，探索农业“第二个飞跃”的有效实现形式，
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尊重群众在实践中的探索和创造，根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设计出什么同步实现、
整齐划一的模式。其实，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农村已逐步形成了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
社区共有制、专业合作制、使用权转让或拍卖等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出现了种养大户、村办农
场、专业技术协会、股份合作制农业企业、产业化经营等多样化的适度规模经营形式。对于这些已经
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第二个飞跃”的先进典型，“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
情况搞起来的，不要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
生搬硬套”; ［3］（pp.316～317） 又要及时总结他们在“第一个飞跃”基础上实现“第二个飞
跃”的有益尝试，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为探索“第二个飞跃”渐次实现的道路积累实践经验。 

  （左鹏，博士，副教授，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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