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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必亮：多样化的中国村庄发展道路模式 ( 2 0 0 6 - 0 6 -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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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特征进行概括的话，我认为至少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应该予以

方式(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所谓“模式”或“道路”)明显地从单一性走向多样化，也就是说从单一的集体农业经济
方式。这一点在村庄发展层面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明显。 

  以最近刚刚由有关组织与机构推出的“中国十大名村”为例，江苏省的华西村主要是通过发展非农产业

该村的年产值目前已达到了300多亿元，其扩大经营规模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于它对周围的村庄实施战略兼

方略上选择的也是工业化道路，但在经济组织的许多方面则具有比较浓重的、人们通常所说的“红色”味道；

持着“集体经济”成分的村庄相比，安徽省的小岗村从一开始就是以实行土地承包到户而逐步地瓦解原集体

园村和江西省的进顺村则分别是通过发展高科技和旅游业而带动与促进村庄发展的… …这说明中国农村

现得十分清楚了。在目前情况下，试图再用一个统一的所谓模式比如说曾经出现过的“大寨模式”、“苏南模式
基本上是不现实的。相反，中国村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会更多的表现出多样化特征。 

  毫无疑问，“巴伐利亚试验”(以下简称“试验”)也应算我们所提到的促进村庄发展的多样化模式之一。所不同的是，
巴伐利亚州和赛德尔基金会共同设计与资助的一个旨在探讨中国村庄发展道路的试验。也就是说，它是一
发展模式的试验。这个被试验的普通村庄就是位于山东省青州市的南张楼村。根据本刊记者撰写的相关
试验本身具有比较明显的两个方面的特点，即它的很不同于其他村庄发展的优势之处与它同时所表现出的不足之
试验，它的出现与发展对于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村庄发展的道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非常有意

  根据我的理解，该试验所体现出的很有价值的村庄发展之道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试验
规划下进行的，包括科学地设计村庄发展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村庄发展的功能分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人注重规划、精于设计的重要特征。其次，“试验”非常重视村庄的社会发展与环境建设，教育、卫生、文化事

重要位置，该试验努力做到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村庄层面上得以均衡实现；再次，“试验”也十分重

城乡差别(即材料中所说的“城乡等值化试验”)，试图通过提升村民的整体生活质量而尽可能地将村民留在土地上、留在村庄里；最

后，“试验”特别重视土地与农业在村庄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把“土地整理”作为村庄发展的最重要工作
创新的最重要产业而集中有限资源加以促进。 

  正因为该试验具有这样一些好的特色，所以总体上讲，不论是其经济效果，还是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在一定的地域范

在本村，也影响到相邻与相近的村庄)都是不错的。同时，根据记者提供的材料，我认为该试验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

意、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其中，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试图将这样一个曾经于50多年前在德
的德国的农村发展模式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加以推广可能是不现实的，而且也行不通。 

  第一，从理论上讲，今日中国农村之发展实际上是受到了多种非常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的，譬如说
响，不少村庄在很短时期内就彻底改变了其原来的面貌，改革以来广东省东莞市的农村发展过程基本上就
于受地方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村庄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都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政府政策对其发展的影
庄就是这样的；还譬如说，受文革期间特有的意识形态影响，不少村庄在其今天的发展过程中仍然融入了

我们以上提到的河南省的南街村就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因此，在这样一种受多元因素(包括政治的、文化的、

等)影响的环境中，试图用一种单一的发展模式来统一人们的行为选择，理论上是讲不通的。相反，多元化的
发展方式选择。 

  而且，从今日中国之现实来看，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大规模工业化(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早期工

模的城市化过程现在得以全面推进，恰适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过程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市场取向的

尚集中于村庄层面)都直接影响到中国村庄发展的方式与方向问题。这些因素所产生的综合影响最终将集中体
模式上来。加上村庄发展本身受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与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因此，从宏观上讲，不论是什
的试验多么的好、它的优越性多么的多，试图作为一个样板加以推广，根本上就是不可行的，尤其在目前急
此。 

  第二，这项试验在基本理念设计的某些方面，我认为从目前的现实来看，也是很值得商榷的。譬如
将村民留在土地上、留在本村，而不是进入工厂、不是进入城市，因此，试验的设计、组织、指导与资



上没有花钱支持。但现实是：如果没有工业企业在该村的快速发展(目前该村已经建起了80多个企业)，没

事各种服务业，南张楼村可能现在仍然很贫穷，这项试验也很难持续到今天(已经持续15年多了)。这中间
以上所提到的历史机遇与迅速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对目前中国村庄发展形成重要影响外，中国目前存在的

程度也不支持“试验”的这一基本理念。而目前中国农村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环境与中国农村高度紧张的人地
一样的。相反，从总体上讲，促进目前中国村庄发展的重要理念之一倒是需要通过各种试验来找到各种

农业、从村庄转移到城镇的各种方式与方法。也许“试验”设计者的想法在未来的某一个时期对中国农村

在。根据记者对于这个村的调查材料，实际上，我认为“试验”的这个基本理念也根本不适合被试验的南

验之所以到目前为止应该说还算比较成功，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村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按照
是执行了相反的理念，即通过利用国际试验这样一个无形资产与品牌争取到了许多发展非农产业和进城、出

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再譬如说，“试验”将“土地整理与村庄革新”的目标确定为“改造环境、改善生产条件、完善基
目前中国村庄发展的现实看，这些都应该属于另一个层次的目标，形成好的发展机制、建立好的村庄治理

更加根本的问题，更为重要的目标。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目前的改革而言，不论是企业改革、银行改革，

标”的意义要远大于“硬指标”的意义，形成好的制度与机制远比多赚一点钱和多增加一些设施重要。这是由中
的历史性特征所决定的。 

  第三，我认为“试验”的某些提法需要改进，应该根据中国的定义来界定试验的一些概念。如果完全

国来的话，那就不是中国的试验了，而且容易引起许多理论研究与各方人士对话与沟通之间的误解。“试验

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希望使我们中国人也都明白“试验”的内容的话，可能采用一个类似于“村庄综合发展

  最后，我必须表达我本人对于“试验”设计、组织、指导者和资助者 — 德国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赛德

步建设成为宁静祥和的“田园牧歌”式的新型农村是我们共同的美好愿望，但实行这一美好愿望的现实选择

样化的，而不是单一的；而且正如负责“试验”的维尔克先生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项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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