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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及其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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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理论界和学术界一般认为，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是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式废

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并以较低的土地价格出售给农民，然后按照“国有土地私有化→小自耕

农经济的普遍出现→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一种简化逻辑发展起来的。事实上，美国资本

主义租佃制大农场的形成并不是靠小自耕农场之间的竞争、分化和兼并完成的，而是通过国会与大地产商、金

融集团联合控制并以地租形式分配资本平均利润的过程，美国式道路的真正含义是“国家与资本的联盟”和

“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 

 
  关键词：小农制；现代农业；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美国式道路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主要是从土地所有权变革

的角度，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既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这两

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的道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在前一种

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同时分化出为数很少的‘大农’，使农民

遭受几十年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

地的革命所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

场主，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较广泛较迅速。”[1]（p204～206）他在这里着重阐述了土地国有
化和政治变革的关系，即“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国有化是

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惟一方式，而且是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1]（p392～393）之后，列宁在《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
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中，从社会经济结构和演进形式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强调的这样一个真理，即“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并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

地使用权的形式。资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封建的、‘份地农民

的’、克兰的、村社的、国家的等等。所有这些土地所有权形式，资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只是采取的

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2]（p153）这样就把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思想延伸到了一个
更高更深入的层次。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决定性的胜利是农业对整个市场机制的依赖，而这种

依赖乃是建立在土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业生产者的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即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占领是

以一种完全的商品化（即土地的商品化和农业生产者之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先决条件的。美国农业资本

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要特征就是：“资本家对农场主的替代”、“农民向雇佣工人的转化”、“大

规模资本经营取代小农经济”。总之，“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1/3的农场，并且间接统治

着所有农场。按照一个总的计划把占全部生产总额一半以上的百万农场的生产组织起来，这在现代各种

各样的联合以及交通运输技术广泛发展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2]（p236）因此，“遵循马克思的
方法对农业问题进行探讨，其要点就在于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们必须研

究，资本是否掌握农业，假如能掌握住，那么它又是怎样掌握的；农业是否会发生一种变革，是否要摧

毁旧的生产形态，是否会引出新的生产形态。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判断马克思的理论是否适

用于农业，是否注定要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过程恰好就在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

之前停止下来。”[3]（p12）在这里，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特殊形式和资本掌握农业的全
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演进作出准确的合乎实际的总结和

结论。”[2]（p236） 

 



  一、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的真实过程 

 

  美国是一个后发资本主义的“新大陆移民国家”，是一个“根本不知道封建制度为何物，绝对没有

封建制度的经济残余的国家”。同时，“美国还有大量无主的、闲置的、无偿分发的土地，这是所有资

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2]（p203）所以，美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是通过对南部各州奴隶主农庄施
行暴力的方式进行的。在那里，暴力是用来对付奴隶主——地主的。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

产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小地主。对于拥有许多‘空闲’土地的西部来说，为新生产方式创造新的土地关系

这一使命是由‘美国土地平分运动’，由40年代的抗租运动，由宅地法等等来完成的。在这里，农业靠

占用无主的土地，靠耕种从未耕种过的新土地还可以得到发展，也确实有了发展——以最原始最粗放的

畜牧业和农业的形式发展。资本主义欧洲的那些老的、文明国家根本没有类似的情况。”[1]（p241）总
之，在列宁看来，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是在用革命手段割断农奴制大地产这一长在社会肌

体上的‘赘瘤’之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1]（p205）据统计，直到1900

年，美国土地面积在20～174英亩之间的农场主占到了全国农户总数的69.7%。[4]（p248）如果以1862年
颁布的《宅地法》将160英亩土地作为“小农”的标准，那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仍是一个以小

农制为主的国家。然而，这种建立在小块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自耕农经济是极为不稳定的，他们经常受

到工商业资本家在农产品收购和加工环节上的盘剥，受到银行资本家在农业贷款利息上的剥削，加上铁

路公司高额的运费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往往不堪重负而纷纷破产。因此

到20世纪初期，美国农业中使用雇佣工人的家庭私人农场占到了全部农户的46％，而17.2％的大农场产

值却占到了全国的52.3％，资本主义的租佃制、抵押制和雇佣劳动制形式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所以，

列宁指出：“美国是个幅员最广大、关系最复杂、资本主义农业的色彩和形式最繁多的国家。这里我们

看到：一方面，奴隶制的——在这个场合也就是封建的——农业结构正在向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结

构过渡；另一方面，在这个最自由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广泛，特别

迅速。同时，在这个国家中还进行着及其广泛的建立在民主——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垦殖开发。……总的

来看，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农业不仅通过加速发展粗放经营地区中土地多的大农场的方式获得发展，

而且通过集约化地区在较小地块上建立生产规模更大、更资本主义化的农场的方式发展。自耕农在农场

主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农场主的增加又落后于人口的增加，大农场的生产集中的情形实际上

更明显，小生产受排挤的现象实际上更严重，更深刻。小农业日益遭到剥夺。”[2]（p236～238）比如，在
1900年到1910年这10年间，美国农业从业人员由10381765人增加到12099825人，增长了16%，农场主人

数由5674875人增加到5981522人，增长了5%，雇佣工人人数由2018213人增加到2566966人，增长了

27%。“这就是说，雇佣工人人数增加的百分比为农场主人数增加的百分比的5倍以上。而在美国1200万

农业从业人员中，雇佣工人已有250万人，即占到了21%。”[2]（p167～168）总之，“美国南北战争以后，
农业革命把农业从原始的、拓荒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产业变成了一个在科学的、资本主义

的和商业化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现代产业。”[5]（p33）在这一时期，“美国人生活中的中心事件就是国
家从一个巨大的、农业的、乡村的、孤立的、地方的和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的、城市的、一体

的、全国的和现代的社会。这个进程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延续至1900年以后。”[6]（p9）比如，从1870
年到1910年的40年间，美国城市人口由621.7万人增加到4199.9万人，增长了7倍，乡村人口所占的比例

由74﹒4%下降为54﹒3%。[7]（p184）只不过，“美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现在所处的阶段比较接近于工场手
工业阶段，而不是大机器工业阶段。在农业中，手工劳动还占优势，机器的使用相对来说还很不广

泛。”[2]（p236）特别是在1803～1867年的短短几十年内，美国领土面积从230万平方公里迅速增加到
930万平方公里，吸引了人数众多的穷苦农民、南部种植园奴隶主和大批的土地投机者到西部开发。因

此，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并不像德国那样“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

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步骤地、毫无顾及地施用暴力。所以，我们将第二条发展道路称之为美国式

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区别于第一条道路即普鲁士式道路。”[1]（p389）比如，在1800年～1900年的
100年间，美国总人口由530万人猛增至7600万人，农业劳动力的比例由74.4%下降为37.5%，而乡村务

农者人数却并没有绝对减少，即从127万人增加到1092万人。在这一时期，美国农场总数从不到200万个

增加至573.7万个，产权人在农场主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为64.7%，家庭自耕小型农场的比例占到了

57.5%。正如马克斯·韦伯在《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中评价说：“回顾历史，

像美国民族那样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展望未来，这也许是人类历史

中最后一次能够享有如此自由而伟大的发展机遇，因为在全世界空旷土地正在减少。”[8]（p113） 

 

  当然，上述这些认识和理解只是抓住了“美国式道路”的一些表征。事实上，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并

不是按照“国有土地私有化→小自耕农经济的普遍出现→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占主导地位”这样一种

简化逻辑发展起来的，更谈不上是创造出了一种所谓“和谐的和博爱的人道主义奇迹”。事实上，在美

国宣布独立以前，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在制定土地法律时所遵守的“国有

土地成人皆有，小块占有，免费使用”的平分土地原则，进而把美国建成以农民经济为主体的资产阶级



民主共和国这一政策主张，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大地产集团和金融集团的强大压力和抵制而失败。P·巴恩

斯曾在《美国大规模的占地运动》中评价说：“像杰菲逊这样的人期待着由公共教育和政府对西部领域

的明智分配孕育朝气蓬勃的农业民主。然而，当时和现在一样，政客们对‘快捞一把’比‘促进民主’

的兴趣更浓。美国耕地的授予历史——在一个半世纪馈赠出去的几亿英亩土地的纪录成了现代人年报中

公愤持续最久的事情。欺骗、诡计、贪污和盗窃大量存在着，但是，更令人气愤的是对社会上土地不平

均分配的后果置若罔闻的态度。议会的确也偶尔采取了诸如1862年宅地法之类的具有远大卓识的措施，

但是，它却更经常地把共有土地批售的权利给予了投机商，而没有给予拓居人。议会没有奉献给屯居者

的那部分土地，州级法律部门、土地管理处和内务部一般也会照给的。”[9]（p133）而在美国宣布独立以
后，1785年颁布的第一个土地法令规定：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国有土地一次性购买不得少于640英亩，

每英亩的拍卖底价为1美元。1796年又将每英亩国有土地的拍卖底价提高到2美元。但这种按大块出售国

有土地的法律，只是对大土地投机公司和种植园主有利，而对一般小农场主因其缺乏资金只能从大地产

手中二次购买或租用，结果是让拥有雄厚资本的大地产和金融集团垄断了对西部土地的开发经营权。据

统计，从1796年到1860年，美国联邦政府把占本土面积75%的土地资源投向了资本市场，共出售国有土

地2.75亿英亩。而当时美国的西部移民家庭年现金收入还不到100美金，让他们独立运作大多是处于次

等的、贫瘠的、偏远的160 英亩宅地，第一年至少需要投资1000美元。这样，不少农民只能以其宅地作

为抵押来获得农业贷款，一旦无法按期偿还借款本息，债主们就将没收其抵押宅地。可见，“宅地法”

的实施并没有造就出“真正自由的满怀自食其力的天真幻想的独立小农的移民宅地”，而是让大地产商

和金融集团从中牟利大约5～6亿美元，这些巨额的土地资本几乎全部投向铁路、矿业、制造业等非农领

域，转化成了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10]当然，这种做法也引起了大批西部拓荒者强烈的抗争，最终迫
使美国国会几次对土地法律进行调整，1800年将出售国有土地的最小地段降为320英亩，1804年降为160

英亩，1820年降为80英亩，1832年降为40英亩，同时将每英亩土地售价由2美元降低至1.25美元。1841

年颁布的“先买权土地法案”规定：“占地人”有权按最低价优先购买自己开垦的不超过160英亩土地。

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又规定：“凡年满21岁的男女公民，只需交付10美元的申请费，在所申请的

160英亩的宅地上定居和垦殖5年后，就拥有对该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据统计，从1860年到1950年，美

国将2.5亿英亩国有土地授予了西部移民。但从19世纪下半叶起，美国联邦政府却以赠与方式将西部土

地的3/4出售给了铁路、学院以及军人等，由此直接引发了第三次土地资本投机活动的高潮。比如从

1850年到1871年，美国赠予各铁路公司的国有土地总计1.8亿英亩，平均每亩售价仅为0.57美元，使铁

路公司成为仅次于联邦政府和各州实际的土地持有者。可见，美国西部的土地开发及其农业资本主义的

发展是与工业革命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从海岸导向内地的铁路、没有连接河道的运河、没有横跨大陆

的铁路和电报、没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没有能割大草原草皮的农业机械、没有征服诸土

著民族的连发枪，荒野原是不可征服的。”[11]（p309）因此，从1860年到1900年的40年间，美国西部移
民总人数达到1400多万人，其中有近200 万个农户无偿获得宅地为28300万亩，但在新建农场中其土地

来源只有16%归因于宅地法，其余的大部分农场土地来自于大地产公司再出售和联邦政府现金出售。仅以

加州为例，这里的农场主都不是独立的小自耕农，约占18%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几乎控制了州内80%以上的

土地。到19世纪末，美国大约有700万人失去土地，由乡村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达到了360万人。[12]

（p12）可见，美国资本主义租佃制大农场的形成并不是靠农场之间的竞争、分化和兼并完成的，而是国
会与大地产商、金融集团联合控制并以地租形式分配资本平均利润的过程。总之，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

“美国式道路”的实质是“国家与资本的联盟”和“用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 

 

  二、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的新发展 

 

  进入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货币资本作为最先进、最发达的生产要素“成为发动整个社会再生产

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成为推动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

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13]（p173）尤其是在美国，农业中的资本渗透和规模扩张越来越大，资本集中
度越来越高，国家与金融资本的联盟越来越紧密，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总的看，当

代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是高度的商业化、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工厂化、知识化、社

会化、国际化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农产品商品率和国际市场竞争

力。从1910年到2005年，美国从事初级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由1200万人减少到不足200万人，所占经济活

动人口的比例由33%下降到0.7%。全国农场总数由1935年最多时的681.4万个减少到1945年的596.7万

个，到1989年进一步减少为217万个，目前仅剩下不到200万个。平均每个农场经营土地规模由1950年的

191英亩增加到2000年的435英亩，扩大了127.7%，其中500英亩以上的大中型农场增幅为43.3%，年销

售额在2500美元以下的家庭农场减少80%，年销售额在5000～10000美元之间的小型农场减少62%，采用

租赁经营形式的农场面积超过45%。[14]比如在20世纪初期，美国工业最发达的新英格兰和大西洋岸中部
地区平均每英亩耕地使用农具和机器价值分别为2.58美元和3.88美元，而到2002 年全国平均每个农场

建筑和土地市场价值为53.8 万美元，机械和设备市场价值为 6.66万美元。1930年代，美国创办一个农



场只需要投资1000美元，1940年增加到6000美元，1972年增加到10万美元，2000年增加到15万美元。

如此巨大的农业资本投入，单靠小自耕农场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赖国家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在

1950年，美国农场债务总额为130亿美元， 1970年增加到530亿美元， 2000年增加到1970亿美元。从

1950年到1983年，美国每个农场平均债务由2205美元猛增至9万美元，约占农场资产总额的20.6％，甚

至有的农场主欠债数额高达几百万美元，每年仅支付贷款利息一项就需要花费几十万美元。从1980年到

1996年，美国农场主支付银行贷款利息总额由163亿美元增加到316亿美元，所占农场费用总额的比率由

11%上升到15%。租佃农场主支付给不在地主的地租总额也由1984年的86.4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70亿

美元。这两项支出已成为目前美国农场主经营费用中的最大项目。所以有学者提出：“在美国赚农场主

的钱比农场主赚的钱要多。”[15]（p170～181）可以说，美国的现代农业主要是靠“资本输血”喂养大
的，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相比，农业利用的资本数量多得不成比例，也有学者把美国农业称之为“债务

农业”。因此，随着以大农场为代表的美国农业与金融资本联盟的日益加深，与劳动利润相比，农业资

本获取的利润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不正常的状态。比如在1949年，美国农业中农民劳动所得占43%，而

到1968年劳动所得仅占19.99%，资本却得到了80%以上的农业利润，“这是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分配

上的一种完全反常情况。这种畸形的经济过程似乎正在加速发展。”[15]（p273） 

 

  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政府为了保证务农者的收入与其他部门就业者

保持一个大致相当的水平，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法律政策，主要包括固定农产品价

格补贴、补贴性市场价格、出口补贴、限制竞争性农产品进口、加强对种植和市场销售的管制、提供农

业优惠贷款、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和科学研究投入等等。在1960 年代，美国农场家庭平均收入为 

4054 美元，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收入为 6237 美元，前者仅仅相当于后者的 65%；而到2002 年，美国

家庭农场平均收入达到 65757 美元，城市家庭平均收入仅为 57852 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14%。到

2005年，美国农场净收入为832亿美元，其中政府补贴高达227亿美元，占30%左右的大农场从中获得了

75%的补贴。美国农业土地市场价值的25%来自于政府的财政补贴，不足200万农民每年人均获得政府财

政补贴高达11450美元。[16]根据2002年由美国国会通过的“农业安全和农村投资法案”，联邦政府计划
在2002～2011年的10年间将向农业提供1900亿美元的巨额补贴，这比过去的农业法所确定的财政补贴数

额增加了接近80％。目前，美国的棉花生产成本是国际平均价格的2倍，但联邦政府每年仍拨付39亿美

元的财政补助，“这种情形的出现不仅对美国农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而且对世界农业的稳定

也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17]（p142）比如从1996年到2001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世界农产品价格持续下
跌，美国农产品价格指数也下降8﹒1%，但其生产资料价格却上涨了7%，结果是大多数农场主的经营收

入全面下降，其中遭受损失最严重的是小农场主。“据1996年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个统计资料表明，全国

有6﹒1%左右的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黑人占绝大多数，贫困率最高的是美国南部的农业区域。”[15]

（p434）可见，当代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强大与繁荣，不仅是资本排挤土地和劳动的结果，而且“政府规
定的税则、农业补贴和农场劳动的宏观干预政策，一直就是影响大规模合营农场发展的潜在动力。因

此，不能说这种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它是强制接受的结果，是注射财政激素的结果。”[9]（p200）总
之，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农业问题，也不是纯粹的市场机制问题，而是资本的

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是政府介入农业进而保障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利益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从

19世纪“西进运动”中把土著印第安人作为野蛮人排斥和屠杀而获得了工业革命的资本原始积累，到20

世纪对世界能源资源和“粮食武器”的垄断，再到21世纪的“基因大战”，其所展开的正是从土地、劳

动力、资本、技术到能源、生物基因的血腥掠夺史，而其背后隐藏的最大秘密就是“资本对农业高额利

润的追逐”和“国家与金融资本的联盟”。这两大特征是深刻地内在于“美国式道路”之中的。比如在

1971年，美国农产品贸易盈余仅为19亿美元，而到1981年则猛增至270亿美元。目前，美国农业产值仅

占GDP的2%，纯粹务农者所占经济就业人口的比例仅为0﹒7%，但其农产品出口却占到全国出口总价值的

8%，且一直处于盈余状态。2006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达到770亿美元，其中小麦出口占世界市场的 

45%，大豆占 34%，玉米占22%，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农业部长近日宣布，2008年

农业出口预计将达到1085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盈余大约在300亿美元。据美国农业部测算，农

产品出口每赚一美元利润至少可为其他经济部门带来1.32美元的利润，每出口10亿美元就可创造出17万

个就业机会。目前，美国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仅为0.7%，而食品和农牧业部门的增加值已经

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9%，全国纯农牧业生产领域就业人数仅占l%，而食品、服装、纺织等部门就业人员

的比重占到15%。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转基因技术产品出口已经占了农业和食品出口的35%，

年出口额高达120亿美元。1996年美国从转基因农业中得到的净利润为9200万美元，1997年净利润上升

为3﹒15亿美元。而在过去两年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中，与农业技术关系最大的生物技术类指数上涨

了330%，市值已经达到3000多亿美元，成为第二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目前，美国通过转基因技术和生

物遗传技术不断形成新品种、新食物、新饲料、新农药、新化肥、新兽药，使国内生产和对外贸易不断

扩大，有效地控制了21世纪世界农业出口与粮食流通市场的主导权和垄断地位。[18]可见，“美国农业
改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同整个制度的变革的动力相关联的。这一改革的发生是由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



某种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性决定的。”[9]（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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