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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导言

　　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之际,«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下

简称“学报社科版”)在“七一”重磅推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专题,该专题亦是

学报社科版创刊４０年特别策划之一.沿着大历史观视野下党领导的“三农”工作的思考以

及百年来党的组织建设两条线索,专题精心组织了６篇文章.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１０
年工作、改革开放之后的４０年发展两段历史对“三农”研究的启示,到从大历史观思考脱贫

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朱信凯、黄承伟两人的研究从历史的维度对党领导的“三农”
工作和研究进行了对话;宋俭、霍军亮、徐明强等人的３篇文章则紧扣武汉地域和“三农”场

域,聚焦党的组织建设,讨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活动、基层党组

织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角色定位与能力建设研究、组织覆盖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

经验;梁伟军等梳理了建党百年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历史演进与经验启示,专题以系统

分析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束,从学理上突出彰显了党的先进性、人民性本色.马克思

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新的百年已经开启,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判断下,“三农”仍然是蕴藏最多问题的学术“富矿”,我们的研究

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 在党的坚

强领导下,学报社科版扎根三农、服务学术已经４０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学报社科版在构

建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三农”研究过程中理应有更大贡献!

百年党史 鉴史悟农

朱信凯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办公室,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　在百年党史的光辉与坎坷中,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贯穿党史的重要主

线,其反映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值得每一位农业农村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者深思.

结合现实,回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１０年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４０年发展两段历史,可以

带给我们很多深刻启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有关农业合作化的争论和实践,启示我们农业农

村工作要实事求是,要循序渐进;农业农村发展是个慢变量,不能急于求成.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来的历史则启示我们,要始终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既要有一个脚踏实地的决策

咨询的参谋部,也要有一个统筹管理的大部制的农业农村顶层结构,当然,这些都离不开要

有一大批有志于农业农村事业发展的热血青年.新时代广大青年应知农、爱农,投身中国

“三农”事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　党史;“三农”问题;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３２９．０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４５６(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０１０４

DOI编码:１０．１３３００/j．cnki．hnwkxb．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１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１００

周
年
特
别
策
划

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风雨兼程,百年华章,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多少蜿蜒

与崎岖,凝结了无数智慧与心血,成就了如今盛世辉煌.在百年党史的光辉与坎坷中,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一直是贯穿党史的重要主线,其反映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规律,值得每一位农业农村理论研

究与实践工作者深思.学党史、悟“三农”,鉴往可以知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１０
年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４０年发展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一、农业农村发展是个慢变量,农业农村工作不能急于求成

　　一快一慢、相得益彰;急躁冒进,往往欲速则不达.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城市是个快变量,
农村是个慢变量.当前者的发展因过快或过热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后者可以有效缓冲.中国发展经

验一次又一次证明,城市发展一旦出现问题,外出务工的农民就可以迅速地回到农村,回到他们的宅

基地与承包地,各种经济社会危机就可以得到有效缓冲和消弭.因此,当我们面对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

机、２０１８年的金融危机以及２０２０年的新冠疫情时,中国社会经济仍然都能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与

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２０２０年我国华东地区某省的撤村并居引发了重大舆情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就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教训.这组对比告诫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农业农村工作是一个慢变量,急于

求成的代价都是惨痛的.
当然,在我党的百年党史中也不乏教训,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时期,毛泽东与邓

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争论就值得认真回顾与总结,这一争论主要体现在他们对于农业合作化终极

目标、对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评估以及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和规模这些问题在思想认识上的差异.

１９５２年中央调五大书记进京,邓子恢同志从中南局被调到了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

作部部长.此时,刚成立的中央农工部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加速推进合作化.邓子恢到农村调研并很

快得出结论,当时的合作化速度不是慢了,而是快了.他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的农民有被迫加入

合作社的现象.甚至一些乡镇村干部向农民宣传,入社才是社会主义,是跟着毛主席的,否则就是跟

着蒋介石的.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了部分农民入社并出现了一些破坏生产工具的现象.例如,浙江

出现了大规模杀鸡宰牛的现象.当时农民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完成土改,土地和生产资料都是个人

的,现在个人入社,那就意味着土改获得的生产资料和要素又要归还集体,与其交还给集体,还不如自

己宰杀吃掉.于是邓子恢向毛泽东报告,建议合作化速度应该放慢,要规范合作社的发展[１Ｇ９].总的

思路是要把合作社办的有吸引力,必须要超过中农的生活水平,把包括富农在内的广大农民吸引过

来,从而不断壮大合作社,他强调连滚带爬,欲速则不达.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加速发展农业合作社的观念已经基本形成,但听了邓子恢的汇报,他还是

下去做了调研.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时代,这次调研内容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结果是,毛泽东

的调研结论与邓子恢的截然相反.毛泽东不认为农村的情况像邓子恢讲的那样糟糕,反而认为农民

都是主动自愿加入合作社,因此,他还是坚持合作化要加速,并对邓子恢为规范合作社发展而提出的

建社标准,亲自逐一进行批判[２].
除此之外,邓子恢对于解放初期农民成分结构的判断也与毛泽东存在分歧.邓子恢认为整个社

会的结构是纺锤形的,中农、下中农比例最大,处于两端的贫农与富农的数量都很少.基于此,他认为

要把中农团结起来办社,再把富农吸引过来.而毛泽东调研之后认为,社会结构依然是金字塔型,即
贫农的数量最大.两个人对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他们对合作化速

度和规模理解的差异.
毛泽东和邓子恢关于合作化速度与规模争论的结果是,邓子恢被毛泽东批评是“小脚女人”“东摇

西摆的在那里走路”,有着“数不清的清规戒律”[３Ｇ４].邓子恢的建议被全面否定,继而中国的合作化速

度不断加快,通过不断的小社并大社,我国很快就实现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此时邓子恢作为

第一任中央农工部部长,干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失去了在决策层的话语权.关于合作化速度的争论

以邓子恢的失败而告终,最终导致中国盲目推进合作化,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雪上加霜,整个经济社

会发展出现了倒退.

２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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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１９６１年中共中央在广州开会时,毛泽东曾说“我们俩(他与邓子恢)之前有些小冲突,但现

在统一了”[５].虽然如此,但合作化加速的进程已经无法掉头,人民公社体制已全面铺开.这段历史

给我们两个重要启示:第一,农业农村工作要实事求是,要循序渐进;第二,农业农村发展是个慢变量,
不能急于求成.

　　二、农业农村改革需要一个参谋部,需要一个“大农业部”,农业农村研究

需要一大批热血青年

　　什么时候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就会稳定前行;什么时候忽视农业、农村和

农民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就会付出较大的代价.
我国农业农村改革的历史从１９７９年开始.１９７９年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至１９８２年撤销,代之

以中央名义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后者于１９８５年更名为国务

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常被并称为“九号院”,一直存续到１９８９年被撤销.九号

院最大的贡献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５个中央一号文件.
整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农村改革相对滞后.从中央农村改革的参谋部

来看,当时仅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里面设了农村组,后来又设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但该小组在

９０年代并没有独立的机构和编制,也没有独立运行,其直接为党中央提供决策服务的职能被大大削

弱,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城乡以及农村内部包括干群关系在内的各种

矛盾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可以说,我国城乡关系的裂变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很多人把城乡差距扩

大、城乡关系的裂变归因于改革前计划经济体制或者城乡户籍制度.这都是一种不了解历史的误解,
甚至是有意抹黑历史.

２１世纪初开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逐步做实,并从中财办剥离出来,经过２０年的发展,逐步

形成了当前的格局.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到２０２１年,中央又连续１８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

件.新时期的中央一号文件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５个一号文件有些不同.２０世纪的５个关于农业

的一号文件都在每年年初元旦后发布,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目的是让农民以及农村

的基层组织从一年之初就可以开始谋划一年的农业生产,让农民对土地分配政策形成稳定预期,从而

放心投入.而２００４年以后发布的１８个一号文件,之所以冠以“一号”,更主要是为了体现中央对农业

农村工作的重视.因此,这两类一号文件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屋建瓴,持续推进农业农村领域的深层次改

革.十九大之后,又进一步完善了农业农村工作的顶层设计,将中央农办合并到农业部,组建成立农

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的组建成立,不仅是把农村管理的相关职能整合进来,以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统筹管理,同时也是参谋与决策执行职能的合并.脱贫攻坚任务结束后,国务院扶贫办整体改组

成立国家乡村振兴局,重新回到农业农村部.这一举措再一次加强了农业农村工作的顶层设计,让农

业农村部能够统筹发挥更大的作用.各个阶段农业农村工作顶层设计的不断完善,目的就是要让农

业农村部门有一个强有力的参谋组织能力和决策指挥能力.
过去４０年的农业农村改革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和一群人,那就是杜润生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

组.九号院的核心人物是杜润生.１９５３年邓子恢做中央农工部部长的时候,杜润生是农工部的秘书

长,后来邓子恢靠边站,杜润生也被调离至中国科学院.一直到１９７９年,中央把他从科学院又调回国

家农委任副主任,当时的国家农委主任是王任重.１９８２年,国家农委撤销,中央农研室和中国农研中

心成立,他同时任两者的主任[１０Ｇ１２].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存在的时间不长,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农村发

展问题研究组由杜润生牵头,是一个非正规机构.当时聚集了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从大学里面走出

来的年轻人,包括王岐山、林毅夫、周其仁、陈锡文、杜鹰、杨勋、谢扬等.杜润生领着这些体制以外、甚
至有些大学还没毕业的年轻人到农村去调研,发现并总结归纳了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内

的各种责任制形式.在杜润生的带领下,这帮热血青年直接向中央觐见,推动了中央层面的突破,从

３第４期　 朱信凯:百年党史 鉴史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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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领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场扭转中国命运的农村改革.２００８年,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首届中

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给了杜润生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及数位独立获奖人,奖励他们为农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做出的理论贡献.这批热衷农业农村研究的热血青年可以说是中国农村改革

的主要推动者.
总之,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总结发现,农业农村改革需要一个参谋部,需要

一个大部制的农业顶层设计,需要一大批有志于农业农村研究的热血青年.当前我们正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不断融合、一二三产业不断融合,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关键在于人,在于要造就一大批有情怀的新农民、扎根基层的新生代和有志于农业农村研究事业

的新青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经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本
文系根据作者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４日在华中农业大学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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