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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组织问题 

学者系列访谈之曹锦清访谈(一) 

毛志勇等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544】【字号：大 中 小】 

 

曹锦清，一位曾长时间行走在黄河岸边的学者，用他冷静的思考向我们展现了母亲河深处的农村现

实。这也是一位喜好述而不作的先生，古老的学人传统在他身上毕显无遗。接受了采访之后，他又

在继续行走在贫瘠的山村。 

  4月5日，借曹先生到武汉演讲的机会，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话题包括农村社会组织问题和

“三农”问题的转化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催生村民自治 

  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二十多年了，现在学界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甚至认为它间接导

致了“三农”问题的产生，您怎么看待这一制度？ 

  曹：1982年，全国推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项非常特殊的土地制度，虽然这种土

地制度在历史上有渊源可找，比如唐朝的均田制，但它的深度和广度远非均田制所能比拟。 

  讲到家庭承包制，要先讲责任，因为很多问题都在“责任”两个字上。原来有一句话，叫做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如果农民的劳动成果交国家、留集体的占了大

部分，农民自己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那问题就大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大问题”

就被农民发现了。另外，由于不公平的价格机制，也就是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民创造的

财富，相当大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城市。正是这两大原因导致了“三农”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但不能

说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必然带来“三农”问题。 

  记：家庭承包制“责任”的内涵是什么？ 

  曹：简单说就是“三提、五统”。所谓“三提”，就是对集体，即对村委会的责任；“五统”

则是对国家的责任，即对乡镇政权的责任。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国家是以牺牲农业和农村来

发展工业和城市的，而二三产业创造的财富却极少向农村转移，国家基层政权的成长主要是靠农民

创造的财富来支撑。 

  记：家庭承包制责任制出现后，乡村政权组织架构也发生了变化。 

  曹：对。土地分散了，农民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但村一级的财政开支却还是要农民自己来

养，所以就催生了村民自治制度。但这一制度没有完全满足自治体的需要，后来逐步完善，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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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四大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但无论选举谁上台，都要承

担吸取农村资源的职能。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农民承担国家义务的加重，村委会的职能便越来越

行政化了。 

   

  需要发展新的农民合作化 

  记：有人说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让农民无法组织起来，对此您怎么看？ 

  曹：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发展新的农民合作化道路了。我有一个判断，假如说“三农”问题有根

本方面的话，那么农民的组织就是其中之一。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是孤立和分散的，这有

助于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降低了农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农民与市场的交易成本。 

  单个农民作为小规模的生产单位，对市场价格是没有干预和调控能力的，发达国家在早期走的

是农民合作社的道路。在那些国家，土地虽然是私有的，但农民可以采取各种合作的方式，提高小

农经济与市场谈判的能力。农民有了这种博弈的组织，就可形成一种社会政治力量，增强谈判能

力。 

  记：您的意思是可以通过组织来维护农民权利？ 

  曹：差不多。现在，有不少“三农”专家都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是农民的权利问题。

咱们法律上规定人人平等，而实际不会平等。马克思曾发出了伟大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

合起来”，我认为，劳工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可能逐渐达到人人平等，不然法律只是一纸空文。所

以我想，农民应该通过村委会这个自治体来学会组织。这是一个社会组织、社会民主和社会法律的

学校。搞几份乡村组织的报纸、杂志，发动点人去做试点实验，都可以。 

  其实，上世纪30年代也存在“三农”问题，那叫“农村破产、农民贫困、农业衰败”，他们还

总结农民自身存在的问题是“贫、弱、愚、私”。私不是指自私，而是指分散，我们要研究为什么

农民缺乏合作能力和合作意识。合作产生的红利如果超过合作成本，就应当可以产生合作并能持续

下去，这些问题都很值得去研究。现在，我国农村的合作组织差不多有15万个，其中有效运作的6－

7万个，基本上是原来乡镇政权里面的组织转换过来的。 

  记：从现实层面看，您觉得政府在建立农民组织方面能发挥什么作用？ 

  曹：农民自己不组织，地方政府要帮助农民也难。你看，现在一亩地给农民补贴10块钱，给的

成本很高，而且出现了很多给错的情况。如果组织起来，信贷问题也好解决，农民可以将农业产业

链延长，这两块都可以赢利。如果用50年时间，发展许多农民组织，中国的“三农”问题就会得到

很好的解决，地方政权的状况也会改善，地方自治也会做起来。 

   

  免税后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记：中国的大多数省份已经取消农业税了，您认为时机合适吗？ 

  曹：我觉得现在取消农业税正当其时。农业占国家GDP的比重，2003年下降到14％。14％的

GDP养活50％的人口，这样城乡的差距算出来是6倍。农业如此弱势，农业利润如此之低，还对农民

收农业税是不合理的。 

  近50多年来，中国搞工业化、城市化，一直向农业要钱，而目前，工商业收入已占GDP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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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以说，取消农业税对全局发展没有太大影响，而农村政治却可以因此基本稳定下来。国家花

了这么少的一点钱，却取得了这么大的社会、政治效果，何乐而不为呢？ 

  记：但是取消农业税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譬如乡村财力的凋敝。 

  曹：你说的实际上就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没钱了怎么运作的问题。我认为，首先，要考虑中国

是一个13亿人的共同体，处于利益的相互关联之中，中央代表全国，通过税收体制进行比较均衡的

分配，并承担对地方政权的转移支付。但是目前，迫在眉睫的是转变地方政府职能，要鉴定哪些事

是最紧迫的公共事务，把钱花在办最重要的事务上，这个原则应该先确定下来。 

  记：转变政府职能，一般会涉及人事变动和人员分流，这是比较现实和敏感的问题。 

  曹：是的，很敏感。我觉得，如果这批裁汰下来的人，仍然要由国家来安排他们不低于改革前

的工作，那么这样的改革是没有空间的。唯一的出路是他们也要去打工，把这一有特权的阶层变成

一个打工者阶层。当然，不要搞“一刀切”，乡村这一级，不同的区域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曹锦清，1949年生，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1986年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曾任教

于上海市城建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

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

《中国七问》等。其中《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是他与同事花了4年时间，在浙北的一

个乡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著成，该书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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