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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走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之路

——英国社会转型经验教训的借鉴意义

社会转型，是指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

尽管各民族因历史的与现实的原因而采取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但

人类文明的发展轨道却展示出：这些民族在生产力与社会文明的

发展程度上具有大体相似的发展进程，客观上存在着比较先进的

国家昭示着比较不发达国家未来发展景象的客观趋势。因此，不

发达国家也就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汲取经验教训。

这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经验教训可以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具有

借鉴意义的基本原因。

一、英国通过“圈地运动”等暴力方式，逐步完成了从传统

农业向大农业的转变过程；而我国则需要汲取与避免英国“圈地

运动”的教训，在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大农业的过程中，通过保

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在农民自愿基础上采取适度规模经营的方

式，逐渐从小农业过渡到现代大农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以前，英国也是一个分散的小

农经济社会。从15世纪开始到18世纪，英国社会就已经缓慢的

但却十分明显地出现了从传统小农经济向大农业转型的迹象。经

过大约三个多世纪的发展，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基础。

这一过程以封建家臣的解散而带来的农奴制的崩溃和“自由的自

耕农”的大量出现为前提。开始于大封建主大量掠夺“公有地”

和小农的分散的零星土地的“圈地运动”，受到了16世纪“宗教

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的推动，最终完

成于英国掠夺土地的国家立法。英国的国家立法曾经同暴力掠夺

土地的行为斗争了150年，但最终却通过“公有地圈围法”而“使

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

在这三个因素的推动下，到了1750年前后，“自耕农”被“消灭

了”，而到了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

灭了”。

到19世纪，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开始

了，那就是所谓的“清扫领地”（Clearing of Estates），即“把人

从领地上清扫出去”。这被马克思称之为“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

的顶点”。所有上述掠夺方法的结果，就是“为资本主义农业夺

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

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从而标志着英国完成了对小农经济的

最后掠夺，为资本主义农业扫清了障碍。

以英国实现工业化为楷模，法、德、美、日等国分别以各自

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尽管其方式不

同，但在改变小农经济格局，建立起资本主义大农业，并将农业

置于工业生产方式之下，使之为工业服务的基本立意是共同的。

这实际上为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我国农业不仅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且还仍然处于小生产规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我国农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维系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长期不

变的土地承包权保护着这种生产规模，使农业难以实现大规模的

农业经营。而且，贫困地区的农民生活还仍然十分贫穷。如果离

开了可以维系其生存的土地，农民的生活就会难以为继。怎样在

保证农民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寻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农业

现代化之路，是在进入新世纪后摆在我国面前的重大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不能重走英国当年“圈地运动”的老路。虽然

“圈地运动”会较快地造成土地的大规模集中，有利于采用规模

化生产，但采用这条道路必将造成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那种不人

道的、非理性的悲惨景象不应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但我们

又不能任由其按照客观必然性而缓慢地转向大农业。正确的抉

择，应该是既要保证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及其经营方式，又要通过

农民自觉自愿的联合经营来逐渐走向现代大农业。

这是一种有别于当年人民公社制度的农民新联合。实现这种

新联合的最大障碍是农民缺少资金。因此，解决资本的途径也就

大体上包括了两条：一条是已经达到一定富裕程度的农民相互之

间的集资，也就是拥有一定资本的农民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通

过明确各自的土地权益来实行联合经营。其所需资本或者通过联

合各方平均出资来解决，或者通过国家的农贷政策来解决；另一

条则是外来资本的投入。它既可以是国家投入，也可以是私人投

入；既可以是本地资本投入，也可以是外地资本投入；既可以是

境内资本投入，也可以是境外资本投入。但最根本的条件，就是

必须保证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农民可以凭土地承包权入股，也可

以退出土地经营，向外来资本索取土地承包权的补偿。

究竟应该采取哪种途径，取决于当地农民的实际情况。因此，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

下，“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公

报也强调“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

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十六届五中全

会继续强调“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

层经营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

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正是汲取资

本原始积累时期英国“圈地运动”所产生的教训，在我国农业转

型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

二、英国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使失地农民被强制转化为城

市工人阶级;而我国则要汲取与避免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非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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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待失地农民进城务工的教训，在因耕地较少而出现过剩农业

劳动力进城打工的形势下，采取一系列政策，保护农民工的权益

伴随农民土地被剥夺的过程，从15世纪末开始，英国就通过

国家立法而强迫失地农民完成向城市工人阶级的转型。失去土地

的农民，既不能被当时发展还很缓慢的新兴手工业所吸收，又不

能适应新状态下的纪律。因此而“大批地转化为乞丐、盗贼、流

浪汉”，“因此，15 世纪末和整个16 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

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

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产生农业过剩劳动力

势在必然。尤其在我国这样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少的国家更是

如此。我国现有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在70%左右。在农

村人民公社时期，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被当时的严格户籍制度所约

束，农村改革将其释放出来。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逐

渐出现农村过剩劳动力进城务工的现象。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

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一股巨大的洪流，总数大约不少于

一个亿。

然而，由于追求利益导向的作用，我国在近十几年来也同样

出现了用工者在劳动条件、用工时间、工资待遇、子女教育、劳

动保障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非人道地对待农民工的问题。

三、英国伴随着封建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的变革，造成了由

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是以消灭农民家庭手

工业、将农民的生活资料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为代价

的；汲取与避免这一教训，我国在积极推进社会转型的同时，必

须因地因时制宜，保护农民的多种经营，积极发展非农产业

英国的封建农业向资本主义大农业的转变，不仅使整个社会

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渐转化为工业社会，而且还产生和扩大了工

业资本的国内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创造了条件。

自1992年我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作为改革的目

标模式以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已经在十几年来取

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农产品的商品率较低，农民的收入较少、购

买力较弱，农村市场还有极大潜力。因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对策中提出，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加强农业设施建设，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里的“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际

上已经包含了农村中的多种经营和农民的家庭副业在内。因此，

也就需要改变发展单一农业产业的格局，在提升农业科技含量的

同时，提倡和保护农民的家庭副业和农村的多种经营。这是我国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基本情况应该做出的

明智选择。

对于像中国这样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掠夺的经济基础薄

弱的国家而言，实现社会转型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为缺少资金

这一点。因此，通过财税政策、信贷政策和国债制度来筹集和使

用资金，就显得十分必要。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政策和制

度的形成与运作，在国内体现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

在国际社会中体现的则是与所有国家平等互利地发展经贸关系，

既不是个别人发财致富的源泉，也不是掠夺其他国家的手段。这

正是我们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所存在的经济政策导向的失

误中所汲取的教训，也是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规定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人为

本”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要按照“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的要求，既要把发展的目的定位在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

为了人民的幸福美满、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也要把发展的力量和

途径定位在依靠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上；二

是全面的发展，也就是不单单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是要达到

发展速度、结构、质量与效益的统一；三是协调发展，也就是经

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与资源的可开发利用、与环境

的保护之间的协调；四是可持续发展，也就是在经济发展中，生

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人与自然达到了和谐

的发展。

实现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切实

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党领导发展的大政方

针和各项部署中，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把推进经济

建设同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统一起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

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

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的有效体制机制。”

显然，这是我国在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

过程中必须全面坚持的发展理念，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

之路的全新思路。

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是社会发生全面变

化的结果。它不仅仅是单方面的经济问题，而是在经济、政治、

文化的交互作用中使全部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革的过程。对于后

发国家而言，一方面要面对发达国家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发达

经济所产生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面对本国国内因经济不发达所产

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压力。发达国家尤其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

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国情，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之路。

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白津夫估计：“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

中，我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总规模估计在1.6亿到1.8亿，平

均每年转移量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人

数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而在现有经济结构下，每年只能供

给1200万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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