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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的各项制度中，小农经济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至少已有2500年

以上的历史了。这种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低投入—低产出①。 
虽然，就一般意义而言，小农经济的低投入是由它的低产出决定的。但是，决定

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低投入的主要因素，却在于国家(或地主)对小农的剥削过重。

换言之，所谓低投入主要是人为的。 
众所周知，传统农业社会对于农业的投入，主要就是劳动力的投入。用最通俗的

话来说，就是农民必须吃饱饭才有力气种地。农业税高达50％，小农要想吃饱，就

不得不寻求粮食替代品。据《管子·禁藏》估计，此类粮食替代品，约略相当于小

农粮食收入的2／3。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对此类粮食替代品的生产都很重视，制定

了严格的制度，以保证小农再生产的进行。此外，小农还要从事纺织原料和成品的

生产。《管子·禁藏》上说，这是小农生活的“旁人奇利”。但是，除去小农自用

和“布帛之征”，这个“旁人奇利”并没有多少剩余。 
    总之，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在国家(或地主)的高额剥削下，其实并没有自己的

经济，只不过是劳动工具而已。其结果，就是小农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投

入，用尽可能少的土地，并且主要依靠人力和简单工具，来进行农业生产；而小农

以大量的粮食替代品来维持生存，实际上也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的投入。这两

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因这种低投入—低产出模式而得到强

化：一方面它有利于人口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它有利于小农核心家庭的再生产。中

国之所以自古就形成为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此。 
    从秦汉到明清，成百万、上千万乃至几千万甚至近亿的小农户，由于高额的剥

削，他们实际的市场购买力几乎逼近于零。然而，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是

商人“乘时射利”的受害者。这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工商人口微乎其微，工商

规模极为狭小。对于近代以前中国的城镇人口，有学者估计为总人口的5～10％，取

其中数则为7.5％②。这个估计可能偏高。但是，即便如此，其中大部分人对农产品

的消费，仍得自于国家财政。只有工商业者和一般城镇平民的农产品消费，才取自

于市场。这就注定了农产品市场极其狭小。以粮食为例，一州、一府、一省，十几

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小农户，遇到年景稍佳，略有丰收，集合起来就是一个巨

大的绝对量，挤在狭小的市场上会有什么出路呢?中国历来都讲“谷贱伤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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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里。 
    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低产出，以及这种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加上城镇农产品

市场消费人口过低，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的市场化需求，从而也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工

商业发展空间的狭小，制约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当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经济的近代

化转型，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同样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如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

济。如果要说制约中国发展的历史传统，这就是最主要的传统。近代中国的工商业

之所以难以发展，就是因为占人口90％以上的小农太缺乏购买力。然而，在近代中

国，小农经济对中国工商业发展的这种制约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因种种原因而

被忽略，反而使“耕者有其田”成为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主要目标。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最终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革命以后，农业税的大大

减轻，对于传统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低产出的确是一种改善。与此同时，农村和城

镇的人口比例也迅速发生变化，从1949年的8.4：1，缩小为1953年的6.5：1，然后

是1956年的5.9：1③。然而，农村总人口却也在迅速上升。截至1953年6月，中国农

村人口比1949年增加了3800万以上。尽管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低产出一

般不是由人地矛盾决定的。但是，当农村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人地矛盾势必会加

剧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低产出。无论是消灭地租剥削，还是实行轻徭薄赋，都不能

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小农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惟其如此，当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改变

城乡人口结构，就应该成为改变中国农业低投入—低产出问题的关键。可惜的是，

1956年以后，农业的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而20多年以后，当中国重新恢复小农经济时，据1981年的统计，当时中国农村人口

已增长到约8亿③，较1953年增加了2.8亿以上，而当年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之比为

3.8：1。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低产出问题变得更为严

重。1981年，中国实际的耕地面积约21亿亩，如果每亩增产10公斤，市场上就可能

增加210亿公斤。而生产超出了实际的市场需求，势必造成粮价下跌；增产越多，价

格就跌得越猛。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一般是不会通过投入来增加产出的。 
    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低产出，作为一种继续在发挥作用的历史传统，对中国经

济未来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它是一种限制性的生产结构，

即：(1)它仅仅有利于自身在数量上的扩展；(2)这种数量上的扩展极不利于它自身

的结构变迁；(3)极不利于农产品的市场化；(4)一般而言，它在本质上也不追求产

量的增加。 
毫无疑问，中国的小农经济的传统，严重制约着我们的发展。我们怎么才能从制

度上改变这样的传统，是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如土地产权、农业规模化经

营、城市化及城市规模、节约型城市、城乡一体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口居住制

度，保障制度、劳动制度、教育制度等。总之，要研究小农经济的传统和如何改变

这种传统，必须研究现实中与之有关的一切问题。研究者尽绵薄而已。 
 

注释： 
    ①参见拙作《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史林》2004年第3

期。 
    ②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中国农史》1996

年第1期。 
    ③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版，第404页。 
④《1949—1984光辉的三十五年统计资料》，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年版，第9页。 
 

作者简介：程念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235)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请点击注

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最新评论 (共有 1 条评论) 发表时间 作者 回复

` ` ` 2006-08-19 19:51 pm 笑笑 0 

更多评论...

Copyright © 2002 -2003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phpArticle modified by tphs Version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