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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结构为主导的传统农业社会。数

体现着小农的特性，所以，研究中国就得深入地研究小农经济。[1]在这方面

法国小农和恩格斯对法国和德国农民的考察，对小农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三

地，不论获得的形式如何。二是在生产形态上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

上的相互隔绝，又表现在纵向上的相互分离。小农的这三个特征是紧密地

只靠小农自身的内在凝聚力和外在扩张力是不能够形成整体意义上的社会

不致于一盘散沙，这就是强大有效、且纵贯上下的行政权力。但是，在中

和能力依然制约了国家或中央权力对小农约束和干预的效能，于是形成了

中央高度集权的官僚制集团；在下，是一个分散的无紧密联系的松散的小

历史进入到20世纪中叶，一直到现在，由于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

变化，开始脱离传统的小农经济状态，进入到一个前后相继的国家化、市

小农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了，也已经超越了商品小农阶段。并越来

社会化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进入到社会化小

当然，小农的社会化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

史性变化，并且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一个结果而已。因此

形态的中国社会，只有在宏观社会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微观的小农才

五十多年的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国家全能主

体这一时期。二是实行改革开放和开始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主要是指20

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相对应，小农社会化也经历了前后继替的三个阶

阶段主要表现为小农的回归，特别是小农的组织基础——社会基本单位—

入一个新的时代，即社会化小农时期。对社会化小农而言，其发生的起点

阶段才开始表露出它自身的特性。 

一、消灭小农：纵向一体化

传统小农社会或小农经济之所以能够稳定和长期延存，主要原因在于小

沙”或“相互隔绝”的状态。因此，要改变传统小农的生存状态，改变传统

统小农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只有

对小农而言，主要就是打破个体式的、家庭式的经营状态，建立起一

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得到了明确反映。由最初的生

最后发展到人民公社，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实现

济状态和小农社会方面的作用有：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它它它它破坏了小破坏了小破坏了小破坏了小农赖农赖农赖农赖以存在的前提和以存在的前提和以存在的前提和以存在的前提和组织组织组织组织基基基基础础础础。。。。按照马克思、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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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是家庭对一小块土地的拥有。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

权和使用权人。到农业初级合作社时期，农民虽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权人

和收益分配权的是代表国家意志的集体组织。农业高级合作社时期，农民完全失去了土地及

一直持续到人民公社解体。 

伴随着小农存在的前提条件的破坏，小农存在的组织基础——家庭，

别是自给自足经济功能的损失。初级社时期，农业生产统一经营，粮食集中

生产消费功能均让位于集体组织——初级社。由于家庭独立核算和经济功能的

社会功能——特别是教育功能、养育和赡养功能——也随之丧失了。这意味

家消灭了，小农经济被集体经济取而代之，小农社会被国家——社会一体化取而代之

由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破坏了小农赖以存在的前提和组织基础，

户自主经营的方式，转变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集体化的共同

农紧密地、但是机械地结合在一起，更主要的是，它将小农置入一个能够

其次其次其次其次，，，，它它它它主要表主要表主要表主要表现为现为现为现为小小小小农农农农的的的的纵纵纵纵向一体化向一体化向一体化向一体化过过过过程程程程。。。。小农的社会化主要表现为两

和范围、空间上的拓展；另一个是纵向的社会化，指小农与国家权力之间

统中国社会，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

其下是一个乡绅自治的小农社会。即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小农与国家权

20世纪中国的历史改变了这一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不仅

导农民们翻了身。现代国家政权通过政党开始首次与小农发生了直接的关

改造则是国家政权直接干预农民的生产活动，到合作社时期特别是高级合作社至人民公社

始成为农业生产的组织者，在国家权力意志的统一支配下，实现了“生产

这一时期，小农开始直接进入国家行政调控体系，国家权力通过两条

组织整合，小农个体成为公社的社员，而公社又是国家权力的基层单位，

自治州——区、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这一军事化的组织

人民公社实行政经合一的管理体制，通过军事化的政治组织实行计划经济

民的人身自由。这样，通过一体化的组织建设和对经济活动的严密控制，

家权力之间的纵贯上下的直接联系。 

再次再次再次再次，，，，它它它它表表表表现为现为现为现为小小小小农农农农之之之之间间间间的平等化的平等化的平等化的平等化过过过过程程程程。。。。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传统

道德规则，人与人之间重视尊卑关系和辈份差异。个人因其生命周期和自然性

镶嵌于家族之中，家族在与自然村庄同构的基础上镶嵌于地方性社会之中

个体不具有自主的独立性，个体之间是根本不存在着实质性的平等关系，

会，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的家庭化，而非小农家庭的社会化。 

社会主义新中国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地方在于，它不仅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

人。土地革命和改革延续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平均主义，将有产阶级从上层

锁，建立起了一个基于经济地位（财产）相对平等意义上的社会。 

农村集体化和国家化过程中，农民个体之间的关系更趋平等化。主要表

二是政治上的平等。农村集体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农业生产资料的国家化过

上，农民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者，他们在集合意义上成为国家财产

政”的国家政权，农民与工人阶级一起成为是国家的主人。作为集合意义

律平等，而且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即是说，不仅他们相互之间是平等的，

二、小农的回归与

历史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小农家庭回归的序幕

算和经营自主权；并且同时，还通过一些制度改革开始解下束缚小农民行

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小农经济形态。对应传统小农经济的特征而言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小小小小农农农农的前提的前提的前提的前提条条条条件得到了恢件得到了恢件得到了恢件得到了恢复复复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一家一户拥

经营的方式从集体那里获得耕地，不象传统小农时期有些小农有属于自己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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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开开开开始成始成始成始成为为为为独独独独立核算立核算立核算立核算、、、、自主自主自主自主经营经营经营经营的的的的经济单经济单经济单经济单位位位位。。。。耕地虽然以个

都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家庭作为独立的核算单位，既要考虑到整个家庭的

面，还要考虑到家庭生活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家庭投资所需如货币开支

等，上缴国家税费和实物等，都被纳入到家庭经营计划之中。 

正是由于家庭恢复了经济功能，其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功能也随之恢

活动并不是家庭活动的全部，除了基本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之外，家庭

家庭教育和赡养功能等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恢复。更为重要的是，家庭已

中，作为一个完整的责权利一致的社会行动单位，家庭自主地处理同外部的能量和物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农农农农村社村社村社村社会会会会回回回回复复复复到相到相到相到相对对对对平等的小平等的小平等的小平等的小农时农时农时农时期期期期。。。。由于农业生产仍然回复

分工为主，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具有了同构性特征，农户与农户之间很少在生

两者结合为标准，但都是以个体为单位，家庭规模与经营面积之间存在着

间不仅在家庭结构、家庭规模上差不多，而且在经营结构、经济形态、产

到相对平等的小农时期。 

与传统小农及小农国家化时期不同的是，此一时期赋予了小农之间平等化以

表现在小农个体之间。家庭之间的平等主要是指，这一时期，任何一个家庭都不受到家族或

它家庭一起共同受到国家的约束，国家权力保证了家庭之间的平等。个体之

上的平等，是权利和机会上的平等。这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

策，它不仅突出了农民个体作为社会人的财产权利，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开

正是因为家庭成为了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农民个体成为了独立自主的社

身而言就具有了实质性的社会意义。不仅表现在经济上的平等，还表现在人格上的平等

者意义上的平等，农民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 

三、小农的市场化：横

国家化阶段打破了传统小农与国家权力的隔膜状态，将小农纳入到一
改革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则解放了加在小农身上的权力束缚，把小农从行政
和社会单位，小农获得了自主的社会行动能力。不过，这是建立在对小农
“限制”角度而言的。在这个过程中，小农一直扮演着消极的被动者和接受者角色
小农的社会化过程而言，更主要的表现应该是，小农积极主动地面对外部
国小农的社会化进程而言，外部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从计划经济体制
的生产方式及过程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社社社社会会会会主主主主义义义义市市市市场经济场经济场经济场经济将将将将小小小小农农农农与与与与外部市外部市外部市外部市场紧场紧场紧场紧密地密地密地密地联联联联系在一起系在一起系在一起系在一起。。。。要建立社

买者和卖者实现等价交换的市场。而要形成和保持一个市场的正常运作，

易主体对其所售产品有自主的决定权，再次还必须保证各个交易主体之间

在公平、等价的基础上，才能保证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 

从维持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所需的条件来看，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解

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的固定租金契约，在上交固定税收的前提下，剩余的部分和增加的部分都

配。在实行粮食专卖制度时，虽然农民不能选择买家和进行讨价还价，但

牢牢掌握在农民自己的手中。在粮食专卖制度取消后，农民自己不仅可以

选择买家且与买家进行讨价还价。农民不仅拥有了对属于自己那部分农产

地位上，是一对一的纯粹的市场交易。 

这正如马克思所言：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5]（P103）。基于商品经济

基础上的市场交换使得小农们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个性，它把小农置于一

济完全显现了出来。对小农而言，他们在市场面前都有相同的准入机会，

是有了小农们在市场这一社会最主要的领域中的起点平等，才会有农民在社

奠定了前提和基础。在罗尔斯看来，虽然人们之间的不平等是由社会的、

自然的因素是个人无法选择和决定的，人们的不平等，只有建立在个人选择

会平等 “使得人们的命运被个人的选择而不是被他们的环境所决定。假如我在一

那么我的成功与失败将被我的成就而不是种族、阶级或性别所决定。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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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中，人们的成功或失败将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努力的结果。因此

是给予我们的。”[6]（P56）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经济真正实现了农民的平等

利不谋而合，可以说是建立在直接的所求与所有的对应基础上。两者一结

年代末90年代初的“十亿农民九亿商”，以及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规模的

资源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大规模契合是多么地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 

除了农产品销售市场外，农民同样在生产资料市场上享有独立的、平等的市

是，在生产资料市场上，农民是买者，商品销售者是卖家。与计划经济时

者和供给者。这对小农而言有着根本性的意义。他们的购买对象有多个选择

合作社垄断了一切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于是，不论是产品销售市场还是生

对多头，任何一方都难对市场形成垄断。 

这对小农的市场化或社会化行动能力和行动范围的构造作用是积极而明

了一个整体意义上的生产者地位突显出来了。即是说，小农们不仅获得了

他们还把自己的销售和购买行为与市场和外部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通

得及多寡不仅与他们的生产效率和产量直接相关，而且还与它所生存和进

的关系。这样，小农的生产行为和销售过程就与外部的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其次其次其次其次，，，，市市市市场经济场经济场经济场经济促促促促进进进进了了了了农农农农村村村村内内内内部的相互部的相互部的相互部的相互联联联联系系系系。。。。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

散到千百万个小农生产手中。这不仅是农村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对农业

个个都是一个全能的农业生产者和管理者，所有的农民们都在从事同一种

程。 

农户之间在农业过程中的安排差异还使得劳动力和农业生产劳动需求之

或者是空闲；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过程对劳动力的急时需要。这一矛盾基本上

识到了这一对矛盾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如果任凭这一矛盾存在并发展下去

最终结果虽然要经过一段时间才显现出来，但绝对是农业产出总量的下滑

分。 

实际上，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合作的传统，也是基于家庭劳动力与耕地面

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或运动。如今情况略有不同，主要是市场或成本

要更加强烈和明显，但基本的合作结构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

换。不过，与传统时期小农之间关系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相互关系特别

上，而这一切又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小农的市场化改造。 

从社会关系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促进了农村内部与外部市

联系；不仅加强了生产同构性家庭之间的相互关系，还促进了异质性家庭之

业家庭之间的联系）。这在那些缺乏劳动力且无法履行社会功能的家庭之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市市市市场经济场经济场经济场经济拓展到小拓展到小拓展到小拓展到小农农农农的方方面面的方方面面的方方面面的方方面面，，，，小小小小农农农农日日日日趋趋趋趋融入到一融入到一融入到一融入到一个横个横个横个横向一体化的社向一体化的社向一体化的社向一体化的社

的全部，还有消费行为。对农民消费而言，家庭消费总额、消费质量和消

市场在促进农民消费质量提高和消费种类增多方面越来越起作用，农民的消

1980年代以来农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情况。从整体情况来看，自20世纪

呈下降趋势；在1993年以前，人均水果消费量最多只有7.5公斤/年，而1993

后，人均消费量没有低于17公斤/年；肉类基本稳定在同一水平上；奶制品

种变化趋势说明，一方面，近年来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

品，农村与农村外部物质的交流量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而言，农民的消

实际上，市场对小农行为的引导作用不仅仅限于经济行为领域，而是

奥肯所说，“经济仅仅是社会的一个方面，并且必然被‘嵌入’一个成功的社

的一个方面而已，通过经济交往活动，内在地构造了小农的行动能力和行

小农的方方面面。主要表现在依次逻辑推进的三个层次：小农行为日趋市

体。 

小农行为日趋市场化，小农日益与市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现在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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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这一点与传统农业生产活动和农民行为目的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外，现在的小农不再死守“一亩三分地”，也不再奉行“袋中有粮、心中不慌

下的情况下，纷纷洗脚上岸，“摇身一变”成为建筑工人、产业工人、私

持，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家庭功能日趋社会化。除了家庭经济功能的社会化以外，家庭的其他社

由家庭之外的组织或力量来承担。虽然家庭仍然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

产的周期已经拉长，有的家庭已经不再承担此项功能（如丁克家庭），导

上由国家教育机构和组织——幼儿园、学前班、小学、中学以及大学来承

一个补充性的作用。由于代际的差异及就业的社会化[9]，子女更多的是与

多是冷冰冰的钞票。在家庭成员生理和心理需要方面，婚姻关系、血缘关

余的寄居场所。 

农村日趋与城市社会融为一体。市场化首先将农民的生产生活与城市和工

市、工业与农民再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加入WTO则更进一层，将中国

乡统筹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发展战略则将国家的发展、城市的繁

家关照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同时，农村也正在被“发现”。“资本下乡”

理、技术、知识等，与劳动力或土地相结合，直接改造着农村的技术结构

隔膜的同时，也让农民的钱袋子迅速地鼓了起来，还带动了农村的道路建

产和销售，促进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转换或升级。对生活在乡村的农民来

识，了解了市场信息，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可以说，“一国两策，

入一个一体化的过程之中。在地球成为“地球村”的同时，农村也正在被全球化

四、结语 

小农的社会化是一个立体式的过程，既表现为小农脱离家族和地方性

能力和活动范围不断扩展并与其它小农发生横向联系的过程。从历史来看

国家化过程，以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为第二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彻底地破坏了

农业生产者。后一阶段在回归小农的基础上，不仅赋予其独立的社会单位和行

了条件和空间。正是由于前后相继的两个向度的一体化过程，小农开始进

农向国家小农再向社会化小农转变的过程。 

从小农社会化的过程来看，国家与市场两种力量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国上下脱离的两个社会的格局，建立起了纵向一体化的国家——农民体系

层建筑和政治机构推动的，而它是又通过生产方式的革命来达到的。因此

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方面而已。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主要表现在国家和政治意

小农及其社会化而言其作用是附属性质的。而市场则对小农的社会化改造起到最直接的作用

把小农个体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并把小农置入一个广阔的天地之中，这才有了小

作用是次要的，而是说，在小农的社会化过程中，国家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的回归，更不可能有后来小农面对市场时迅速地市场化和社会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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