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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社会学家视野中的中国农村工业

杨 雅 彬

早在三四十年代
,

张世文
、

费孝通
、

李景汉
、

张之毅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即对中

国农村工业的状况都给予了关注
。

他们的研究成果给我们 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及经验
。

80 年代费孝通对中国农村工业的研究
,

对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更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及深远的历史意义
。

总结与借鉴老一辈社会学家的理论及实践成

果
,

对中国农村研究乃至社会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

作者
: 杨雅彬

,

女
, 1 94 0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早在 20 年代
,

中国的社会学者即对工人及农民的生计进行过调查
。

30 年代出现的民族危

机激发了社会学者的爱国热忱
,

为振兴民族经济
,

对农村工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
。

80 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

激励着社会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模式
,

形成了一个

空前的农村工业研究高潮
。

一
、

确立民族工业的重要地位
,

走乡土工业发展之路

30 年代
,

我国受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
,

大工业无从发展
, 民生日益穷困

。

外

国与本国大工厂的廉价产品充斥着市场
,

给农村原有的手工业以沉重的打击
。

乡村家庭手工

业由于制造技艺的落后及生产者的毫无组织而渐趋衰败
。

然而
,
我国农村工业在整个国民经

济中又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

它是民族经济构成的主要部分
。

农村工业一方面满足人民不可缺

少的需要
,

另一方面 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的 日常生活要靠它的收入来补充
,

农村工

业的前途如何
,

确实是我们民族经济致命的间题
。

1
。

张世文的 《定县农村工业调奋 》 ①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张世文等人于 1 9 3 1一 1 .9 33 年对河北定县农村工业进行了调查
。

其

目的是
: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对如何改进与发展手工业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并提出可行的具体方

案
,

从而提高人们的民族经济意识及生产救国的觉悟与责任感
。

定县的农村工业调查
,

分为家庭工业与作坊工业二种
。

家庭工业是农民于农闲时自行操

做的一种副业
。

定县的 4 53 个村庄约有家庭工业 120 种
,

分为 7 大类
:
纺织工业

、

编织工业
、

食品工业
、

化学工业
、

铁工业
、

杂工业等
。

每村从事 3 种家庭工 业 者最多
。

定县 4 53 村总户数

① 张世文
: 《定县农村工业调套》 ,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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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 6 2 0 5户
,

从事各种家庭工业的约 4 3。。。户
。

4“ 村总人口 3 8 65。。人
,

从事各种家庭工业者约

有 8 0 8 0 0多人
,

平均从事家庭工业的赢利约占全年收入的 8
.

4%
。

作坊工业多属整年经营的一种

工业
,

并渐渐摆脱土地与家庭的束缚关系
,

具有雇佣的性质
。

定县城关及 6 区的作坊共有 5 大

类
:
化学工业

、

食品工业
、

木工业
、

五金业
、

杂工业
,

共有 1 7 8 2家作坊
,

从业人数有 1 9 9 12人
。

定县农村工业的调查
,

有概况与详细之分
。

家庭工业调查
,

概况调查以村为单位
,

包括

定县 45 3村的状况
,

详细调查以家为单位
,

包括几种家庭工业集中的村庄
。

作坊工业调查
,

包

括定县城关及 4 5 3村
,

城关作坊工业的调查 以家为单位
, 4 5 3村的作坊工业调叠么府为革在

。

调

查所采用的方法
:

( 1 ) 有的材料采用问题表搜集
:
有村概况与以家为单位的家庭工业间题

表两种
,

村概况与以家为单位的作坊工业问题表两种
,

共四种 , ( 2 ) 有的材料不能用间题

表去搜集
,

就根据问题的性质
,

拟成详细的纲目
,

分别去调查
。

如对 于各种工业的历史与沿

革
,

各种工业制度的演进
,

工业品制造工序与方法
,

所用机械的种类与构造
,

与工业有关系

的各种商业组织
,

学徒制度内容
,

包装运销的方法
,

经济税佣的情形
,

工业品输出的状况等

均采用调查大纲的方法
。

无论采用间题表方式还是调查提纲的方式
,

调查者均是在定县实地

观察中进行的
。

整个调查 包括了农村各种工业的历史与分布
、

原料
、

劳工
、

制造方法
、

工业

制度
、

运销及捐税
。

张世文用了三四年时间
,

在翔实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对中国乡村家庭工业的前途问题
、

中国工业制度的间题
、

发展建设与改造中国工业的原则
、

建设中国工业的步骤与办法提出 自

己的看法和建议
`
张世文等人认为中国乡村家庭手工业的前遨已陷入危机

。

他们认为虽然中

国家庭手工业当时的存在是有理 由的
,

一是农村有家庭手工业制品的原料
,

二是农家利用农

闲从事家庭手工业
,

三是乡村家庭工业产品的运输和销售都十分便利
,

四是从事家庭工业不但

可补助家庭进款
,

而且多能得到副产物的收入
。

但是
,

一方面 由于家庭手工业技术的落后
,

生产者的无组织
,

无法与外国的与本国的大工厂的廉价商品竞争 ; 另一方面由于工商业渐渐

的发达
,

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
,

与家庭手工业争原料
、

争市场
;
再者乡村建设

、

合作运动

及政府对乡村工业的现代化改造
,

必然影响家庭手工业
,

致使家庭手工业衰败
。

因此
,

张世文提出中国的工业制度
,

应集中与分散两者并重
。

集中的工业应是国防工业
、

交通工业
、

机器工业及其他国营的工业
,

如矿产
、

动力的供给等国家的命脉工业
,

这样便于统

一集中管理
,

严密保护和集中运用
。

关于人民日常生产需要的种种工业
,

除了非大规模经营

不可的
,

应尽量分散在各地乡村
,

根据人 口的多少
、

原料的生产
、

教育的状况
、

生活的程度
、

农业的经营
、

气民的副业
、

习俗的不同
,

以及全国整个经济产业发展的计划去分配
,

去建设
。
人

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工业分散在乡村有许多好处
:

( 一 ) 节省原料品与制造品的运输费用
,

从

而减少消费者的负担 , (二 ) 可 以吸收农村剩余的劳动力
, 以避免大量流入都市而产生的许

多间题
,

(三 ) 可 以增加农村的财富 ; (四 ) 自然吸引城市金融流入农乡 , (五 ) 战时免 于

敌人整个摧毁工业 , (六 ) 尤其是在外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

内有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下
,

大工业无从发展
。

而分散在民间的工业
,

则可以利用当地与附近的廉价的原料与劳工
,

供给

当地与附近的需求
,

如再利用合作统制的组织
,

则可以与外国资本竞争与抗衡
,

使我们的民

族工业能够建树起来
,

解决屏族生计问题
,

打破民族绎济的生死关头
。

至于发展
、

建设与改造中国的工业
,

应把工业建设作为全国整个经济计划里的一部分
,

并着眼于民族生存的基本需要上
,

能够达到民族经济的 自给自足就行
,

如要向外开拓市场
,

应发履以农产品为基础的工业品制造
。

作为中国工业建设应当根据三个中心去发展
: 一是国

,

转
’



参为中心
,

发展军事与交通工业 ; 一是应当以富源为中心去发展地带工业
,
一是应以人民需

`

要为中心
,

去发展县单位的工业
。

为了中国工业的建设要与教育中培养现代生产技能的内容

和有计划的训练培养人才相结合
。

张世文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
,

提出中国工业的理论步骤与办法
:

要把中国的工业整个的
、

有计划的建设起来
,

首先要进行全国大规模的调查与研究
,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国家

工业
、

省工业与县工业的建设方案
,

并指出私人经营的工业
,

也得与政府的工业计划连接起

来
,

受政府的统制
。

尤其指出县单位的建设
,

间题比较复杂
,

必须先作实验然后再推广
。

晏阳初在其为 《定县农村工业调查》 所作的序言中表述了自己的观点
: “

中国以往未曾

—
以后也将无由走入工业资本主义之路

,

则农村仍未尝不可以保持经济自足的局面
。

如果

应用合作的原则
,

把分散的原始式的小手工业
,

组织联合起来
,

作共 同之经营文加以技术方
面的研究改良

,

则农村经济之复兴方可青望
。 ”

当时对发展农村工业也有许多不 同的观点
,

李景汉在 《定县农村工业调查》 序中说 “ 有

人以为 … … 分散的与小规模的农村工业亦可以以合作的原则联合起来
,

稗能得到大规模工业

伪一切利益
,

而尽力免除资本家的操纵与剥削
。

还有人以为农村手工业
,

根本没有维持的可

能
,

机械工业迟早是要打倒手工业的
。

也有人 以为若要保存农村工业
,
非使现在的农村工业

从速现代化不可
。

也有人主张轻便的小工业是应该分散于农村
,

不应该使工业都集中于都市
。

此外
,

对于农村工业尚有许多不同的见解
。 ” 总之

,

张世文
、

李景汉认为
,

以中国农民之众
,

农闲之多
,

与人力之贱
,

得到合宜有利的农村副业
,

是与农村经济大有关系
。

若仍任其自然

变化
,

而不加以指导与统制
,

则中国农村工业的没落必更甚于今 日
,

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

要

想对中国农村工作得出有把握的结论与提出解决的办法
,

一方面自然是要看清世界经济的趋

势
,

一方面也须明了本国农村工业的事实
。

张世文详细局密的调查就是本着此意进行的
,

该

调查具有一般的代表性
,

不但对认识当时的农村工业的现状有实际的用处
,

而且也是一部中

国农村工业的重要史料
。

2
。

费李通对江村改革蚕丝业的调查

社会学家不但对农村工业情况进行调查
,

而且对如何改革农村工业也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

1 9 3 6年费孝通在江村经济调查中
,

对蚕丝业的改革进行了观察
。

在靠近发达大城市的江村
,

蚕丝业是江村居 民收入的第二个主要来源
,

蚕丝业的衰落深深地影响了农村人民的生活
,

因

此江苏女子蚕业学校在江村开展了改革蚕丝业的实验
。

费孝通正是对这样一个有意识地进行

经济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可能性和困难进行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观察
。

费孝通通过调查与研究
,

概括出影响农村工业发展的两种力量
,

即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

和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
,

这两种力量的互相作用导致了情况的变化
。

30 年代
,

世界经济在衰

退
,

而蚕丝业在世界性范围内向采用科学生产方法的工厂企业发展
。

西方国家纺织工业技术

的发展对生丝生产提出了新的精确的标准
。

以大批生丝出 口的江村
,

用传统手工缥丝是不能

满足这种需要的
,

因此
,

生丝需求量下降
,

价格下跌
,

家庭蚕丝业衰退
,

农村经济发展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

为了与西方国家纺织技术发展相适应
,

必须把科学方法引进村
。

但是如果

没有社会组织的相应变革
,

技术变革是不可能的
,

必须引起一种从家庭个体劳动到工厂集体劳

动的变革
。

在这样一个集体系统下
,

生产资料和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
,

因此
,

在组织

新工业中选择的社会原则应是与人民的利益相关
,

即新工业组织的原则应是
“

合作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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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学方法的引进
,

机器的使用
,

是增添人类幸福
,

而不是相反
。

改革是寻找一种正当的
办法使用机器

,

即人不应当成为机器的奴隶
,

而人应拥有作为生产资料的机器
,

只有坚持合

作的原则
,

从技术改革所得到的利益才能归于参加生产的人们
。

费孝通认为改革的蚕丝工业

应该继续是一种乡村工业
,

而且中国工业的发展不应 以牺牲穷苦农 民的利益为代价
。

一
当时

,

为了使进步的技术为人们所接受
,

并为学生找到职业
,

村庄的工业改革便成为作

为变革力量的江苏女子蚕业学校
,

迫切需要解决的间题
。

技术学校成立了推广部门
,

负责向农

村地区传播新的技术知识
。

为了使新的技术知识为农民群众所掌握
,

在当地领导人和执行委

员会的领导下
,

以入股合作原则组织了工厂
,

工厂遵照改革者和蚕业学校的意见行事
,

工厂

属于合作社的社员所有
。

费孝通的姐姐费廷生礴人于 1 9 2 9年开办起小规模的实验工厂
,

并于

1 9 3 5年重新装备了新机器
,

出口了最佳产品
。

在江村缥丝工厂的实验中遇到了种种困难
,

一是改革者无法控制市场的价格 , 二是资金

的短缺 , 三是农 民缺乏受教育的机会
,

不熟悉投股制度以及行使投票的权利来管理工厂
,

只

关心以利润形式分给他们的实际利益
,

对工厂的其它工作不了解
,

无法成为真正的主人 , 四

是机器的使用
,

引起的失业人口增加反响较大 , 五是城市工业的发展引起农村青年人口向城

市的流动
,

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下降
。

费孝通对江村蚕丝业改革的观察
,

及费达生对改革蚕丝业的实验
,

他们的目的是
,

通过

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
,

来复兴乡村经济
。
江村经济的调查是费

孝通对乡村工业研究的前身
,

也是对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之开端
。

3
.

张之毅的 《易村手工业》 ①

杭战期间
,

燕京大学与云南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
,

由费孝通领导
。

费孝通
、

张之毅

等对不同社区进行调查
,

研究了各种社区所遇到的现代化的间题
。

张之毅于 19 39年对云南省

易门县一个以手工业著称的农村 (简称易村 ) 进行了实地调查
。

张之毅很仔细的解剖了远离城市的典型内地的易村的经济结构
,

阐明了乡村工业在整个

结构中所占的位置
。

易村人多地少而贫
,

全村23 家共韶人从事编织蔑器
,

占全村户数 42
.

6%
。

这 23 家中 22 家都是田地的收获不够全家人食用
,

其中 n 家连食米都不够
,

编织蔑器的家庭手

工业在易村经济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

编织蔑器这种家磨手工业是在农困时用塞鲤决生
计困难的工业活动

。

这种地域性专门工业的发展
,

并不一定引起工业和农业的分离
,

这类工

业分散在多数的农家
,

在家庭经济上
,

农业和工业互相依赖的程度反而更密切
。

中国的传统

工业
,

就是这样分散在乡村中
。

中国乡村工业在农村经济中是必要的部分
。

人多地少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
,

单靠农业

不能维持生活
,

农民因生活所迫
,

不能不乞助于工业
,

而乡村工业正是帮助了农业来维持中

国这样庞大的人 口的生计
。

农村之所 以要维持这样庞大的人口
,

一方面是都市工业没有发达的

社区
,

人民除了乡村没有更好的去处
,

没有出卖劳力的机会
,

而农村手工业又利益不高
,

不

能离开土地而单独靠工业谋生
。

另一方面农业技术的低下
,

非拖住大批人口在乡下不可
,

因

为农业是有季节性的劳动
,

所以劳力得养着以备农忙之用
。

这样在农村
,

一方面要拖住大批

的人口
, 一方面又不能在农业里充分利用他们的劳力

,

再一方面农业的收入又不足于养活他

们
,

.

因此在农闲基础上用于解决生计困难的乡村工业就发展起来
。

① 张之毅
: 《易村手工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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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之毅在易村手工业调查中
,

将农村工业分为二种
,

一种是家庭手工业
,

在易村主要是

编织蔑器
,

另一种作坊工业
,

在易村是造土纸的作坊
,

这是传统工业中的一个重要形式
。

家

庭手工业在人多地少的农村是利用过剩的劳力
,

而易村的作坊工业
,

是发生在土地贫瘩的乡

村中
「

,
它是利用过剩的资本

,

并有专门工作场所的工业
。

易村的土纸坊
,

投资的利息高至六

分
,

比农业利息高五倍
,

而得利
一

高的是工具的所有者
,

并不是劳动者
。

尽管雇主与雇工大多

是亲戚关系
,

但还是具有剥削的性质
。

作坊工业如果算是传统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的萌芽
,

那

么这种萌芽在运输困难和市场狭小的 阻碍下被遏制了
,
从易村的土纸作坊的经营中可以找到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难以取得发展的原因
。

由于作坊工业的资金不能在工业里发展再生产
,

最

后又把
“
魔掌

”
伸向土地

,

使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

张之毅在这里说明了家庭手工业和

作坊工业对于农民生活上
「

的不同影响
,

家庭手工业是救济他们的力量
,

补助其生活之不足
,

而作坊工业更
、

促成了乡村中的贫富对立
。 ,

张之毅在易村调查正值抗战期间
,

此时乡村经济崩溃
,

手工业衰落
,

乡村工业受破坏
。

费孝通在自己原有的调查和张之毅调查的基础上
,

对乡村工业的复兴和前途提出了看法
。

他

在 《易村手工业》 一书的序言中说
: “

我们现在所要注意的是都市工业兴起后对于乡村经济

的影响
。

·

这些影响若是有害于 民的
,

我们得用什么方法来补救
,

这是第一层
。

乡村工业本身

是否必需以手工业为基础的? 我们能不能改变乡村工业的性质使它可以和都市工业并存 ? 这

是第二层
。

从乡村工业到都市工业是世界经济史上的普遍现象
。

可是在中国却另外还有一种

新的意义
,

因为中国本国的都市工业
,

在西洋先进工业的压力下无法发展
。 ” 因此

,

他提出

将一部分可以不集中的工业分散到农村
,

这样一方面可 以不降低广大乡村里农民的生活水平
,

来换取我们的新工业
,

一方面又不至于使都市与乡村在发展工业上产生锐利冲突
。
费孝通特

别强调
,

乡村工业要生存
,

要立足于战后的新世界里
,

必须在技术上和在组织上发生质变
。

乡村工业质变的第一步是引用机器
,
使乡村工业不完全等于手工业

,

把比较精制的部分

交给机器生产
,

那些不必需使用机器的部分留给手工业
,

藉以利用乡村里的多余劳力
。

乡村

工业部分机器化
,

就是将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在技术上加以联系构成相辅的生产部分
。

家

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单有技术上的联系
,

对农村的经济贡献还不会宏大
,

因为这种新式乡村工

业的发展反而会引起乡村贫富的悬殊
。

因此
,

还要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在组织上的联系
,
要

采取合作的方式
。

这样可 以不致使生产工具的所有权集中到少数有资本人的手里
,

而是分散

到所有参加生产的农民手上
。

用合作的方式组织乡村工业
,

可 以避免张之毅所说的
,

作坊工

业成为集中土地权的魔手
,

而使农村贫富悬殊
。

4
.

确立民族工业
,

走乡村工业之路

费孝通经过 30
、

40 年代对不同社区的调查及对比研究
,

进入理论研究阶段
。

在 1 9 4 8年出

版的 《乡土重建》 中
,

明确提出确立我们 民族工业阵地
,

在策略上「走乡村工业的路子
。

乡村工业主要从事的是轻工业
、

日用品的制造业
、

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的加工业
。

在

重工业里大规模的制造单位是技术上所必需的
,

但是很多的 轻工 业 中制 造单位一向并不很

大
,

如果建立在乡村里
,

比集中在城市
,

对于乡村人民经济上的帮助一定是更可观的
。

况且手

工业和机器工业是可 以配合的
,

在事实上即使是在高度机械化的制造工业里
,

手艺还是有重

要 的 地 位
,

在普通的轻工业中手工的成分也常占很大部分
。

在乡土工业里手工部分尽可保

留在家庭里
,

而把机器的部分集中在小型工厂里
,
手工和机器配合起来

,

这样可以说是工厂



杜区化
,

整个乡村可说是一个工厂
,

小型工厂是个核心
,

核心的规模可以技术的需要而规走
再者

,

乡土工亚在经济上的优点却有都市工业所不易得到的
,

最主要的是乡村工业牛工

资较低
。

维持同样的生活水平
,

乡村中所需的费用较都市里便宜
,

祝且乡间生活水平比都市

低
,

因之乡间居民维持生活的费用也低
。

当然最终城乡生活是要拉平
,

但在竞争中
,

在挑术
、

组织
、

经营各方面乡土工业在初期必处劣如所以可能设法减低成本的主要因素在工资一项
.

费孝通特别强调
,

以便宜劳力来减少成本并不是指资本主义工业组织中的剥削方式
,

而是在

劳动者自有或公有生产工具的组织中出锡的友式
`
尤其是在我们的技术

、

组织
、

经曹方式一

时难以赶上西方的情况下
,

即使是取消了娜溯
, 羲们还得在较低的生活水平上去和西方工业

相竞争才有希望
。

他指出
“
在已经成熟的西洋浸略性的工业经济的滩头

,

要确立我们民族工

业阵地
,

在策略上
,

大概不能避免走上复兴乡土工业的路子
。 ” “

如果我们民族工业豹建立
,

必然要经过一段艰难的过程
,

这艰难的过程中不允许担负很高的工资的话
,

乡土工业是最能

适应这过程巾的条件的
。 , ①

费孝通指 出
,

要确立民族经济
,

走乡土工业之路
,

这乡土工业必须要有新形式
。

一方面

在技术上求改进
,

技术的改进是提高生产力所必需的条件
,

一个社会的生活程度最后也决定予

生产力发展水平
。

但是单就技术上求改进却并不一定能提高社会上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程度
,

因为这里面还包含着一个分配何题
,

所 以要使乡土工业成为增进农家收入的生产事业户单在

技术上求改进是不够的
。

另一方面还要建立乡村工业的合作组织
。

我们说中国传统工业大林
上可以分三种性质

:
( 1 ) 皇家的独 占工业 , ( 2 ) 民间的作坊工业

;
( 3 ) 家庭工业

。

复

家工业是官方所独占的
。

民间工业中的家庭工亚
,

是在农闲塞础上用来解决生计困难的工亚
,

是以农业剩余劳力为基础的 , 而乡村的作坊工业 则不然
,

它的 基础 是农 业里累积下来的资

本
,

它需要特殊设备
,

雇用技术工人
,

这种作坊工业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起点
。

这种

工业因为原料
、

运销的限制
,

企业不易扩大
,

资本如不能吸收到工业上的再生产
,

反而会成

为集中土地的魔手
。

因此
,

在传统作坊工业中单引入新技术
,

将会加速土地集中过程
,

形成

更悬殊的贫富鸿沟
。

因此
,

要复兴乡土工业
,

在组织上不能不运用新的形式
,

这就是工业的所

有权属于参加工业的农民
,

这种工业的组织应当是合作性质的
。

只有生产者是整个生产过程

的主体的合作方式
,

才能保证生产者获得全部料益的权利
,

取消剥削成分
。

中国的民族工业要发展必须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服务子人民群众
。

费孝通通过对女蚕校推

广部在江村办丝厂实验的观察指出
“
数千年来没有受教育机会的农民和现代技术之间必解有

一个桥梁
,

这桥梁不能被利用来谋少数人的科益
,

而必需是服务性的
。

技术专门学校句角怡是

最适当的桥梁
。 ” 因此

,

在技术的需要之下
,

可以在合作基础上成立服务工厂
,

把那一部分不

宜分散在农家的集中到村单位的小型工厂里
,

再把不宜分散在村子里的
,

集中到中、乙村里为

一个区域中的原料生产者报务
。

中国的经济复兴资本从那里来? 费孝短指出
,

乡土是我们复兴的基地
。

假如土地祠题解决

了
,

农村币的财富平均分配了
,

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准到不饥不寒的程度是可以做到的
。

在此水

准上要开始节约
,

为了长期打算
,

我们要征服贫穷
,

只能把当前的享受延迟下去
。

延迟享受有

两条路
,

一条是强迫
,

一条是自愿
。

费孝通的观点是偏重于 自愿
。

因为在中国乡土社会中
,

最有

力的动机是
“

创立家业
” ,

一个勤俭起家的农户经常是要几代不懈的努力
。

客观的讲这种乡土意

① 费孝通 : 《乡土重建》 ,

上海观察社 1948年版第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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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有银多方面已不合现代要求
,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

我们要自力更生

积累资本
,

要求广大人民抛弃享受的欲望勤俭节约
,

还得通过传统的意识
,

来完成这艰巨的

任务
。

因此
,

费孝通认为
,

中国积累资本的能力还在乡土的基层
,

只要土地制度改了
,

从传

跳勤俭的美德下手
,

在所得归所有者支配的奖励下
,

表现出这美德的实际利益
。

在乡土墓层

上着乎开始积聚资本
,

充实生产
,
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才有着落

。

费孝通先生的这些理论
,

19 7 9年以后得以实现并对推进中国农村的改革发挥了重大的指

导作用
。

二
、

发展农村工业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

从 1 9 4 9年至今我国农村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了发展农村工业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必

由之路
。

19弓7年费孝通对江村的重访 , 1 9 7 9年恢复重建社会学后
,

在费孝通教授指导下社会

学料研和教学单位的社会学者对江苏小城镇的调查研究 , 以及 80 年代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

考察
,

都证实了上述的观点
。

1
.

未恢复的农村工业

1 9 5 7年费孝通教授重访江村时
,

与21 年前他在江村调查时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饮变
,

隆。晓年进行了土地改革
,

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

取悄了剥郁制度
,

经过社会生义改造运动
,

在农村成为集体所有制的社会
。

当时已经不是选择哪条道路的间题
,

而是怎样更顺利的在这

条包经选定了的道路上前进的间题
。

5 0年代解放了的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
,

农业总产值也有显著增加
,

由于扩大了复种面积
、

水利上的改进
、

肥料的增加
,

农业大约增产 60 %
。

如果农民的收入来源只是农业
,

那么农业

增产农民收入必然提高
,

但对于收入来源不只是农业的江村来说就不然
,

农民的收入是否提高

还婆看其副业的收入以及农副业的比例
。

江村当时农业收入大约占55 %左右
,

而农业虽增产

了大约 60 %
,

但还是抵不过全部副业收入
。

农民收入是否增加的关键是副业
,

尤其是对于人

多地少的地区更是如此
。

江村的纺织业
、

养蚕
、

养羊
、

养猪业得不到发展
,

船运也已停止
,

靠

单一的种植业要提高农 民的生活水平是困难的
。

农民生活水平提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副业方面

的水平低
,

1 9 3 6年江村的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 40 %
,

而 1 9“ 年却不到20 %
。

副业下降的帐

不能算在合作化的帐上
,
而主要是没有很好贯彻多种经营的 “ 统筹兼顾

” ,

适当安排的方针
。

尤其是在这个人多地少的具体情况下
,

只有农业和工业之间配合联系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

工业分散到乡村可以避免集中到都市所出现的许多间题
,

尤其是人口的过于集中
。

乡村工业

是农业技术改革的动力
,

对经济技术的发展都有好处
,

但当时乡村工业没有得到恢复
,

这种

情况使费孝通忧心忡忡
。

1 9 6 6一 1 9 7 6年 在 农 村以粮为纲
,

集体副业和家庭副业都受到了限制
,

农村的集体经济

强调统一管理
,

不考虑地区差异
,

加之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

使农业经济进入停滞状态
。

由于

单打一抓粮食
、

忽视了工
、

副业生产
,

在粮食生产上又忽视了节约成本开支的重要性
,

加之

人口的增长
,

个人收入停留在 1 9 6 6年的水平上
, 19 7 9年以后这种状态才得到了全面改变

。

忿
.

乡镶企业的一起

7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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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1年费孝通兰访江村
,

对江村进行了追踪调查
。

他看到了 1 9 7 8年后由于改变了抑制农民

积极性的错误政策
,

恢复和发展了农民的家庭副业
,

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增加
。

由于农 民生活

的改善
、

生产积极性的提高
,

同时也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

虽然 1 9 8 1年在农村实行了责任

制
,

这只是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
,

根据各地生产技术和群众的觉悟水平
,

改善经营方式和贯

彻按劳分配
,

并不是经济制度性质的改变
,

但却引起了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
。

这就是
:
在农

村经济结构中个体经济的增长
,

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农业 比重下降
,

副业有所增加
,

工业激增
。

江村的乡村工业的发展使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

以江村的一个大队来说
,

1 9 7 9年农业收入占50 %
,

副业占23 %
,

工业占27 % ; 1 9 8 0年农业占收入的 41 %
,

副业占19 %
,

工

业占4 0%
。

由于这个结构变化是在农
、

副
、

工三方面都增产中发生的
,

尤其是乡村工业的发

展
,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 19 8 0年比 1 9 7 8年人均收入增加约 1 / 3

。

在苏州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结构

中的 比例
,

1 9 8。年农业古 19
.

6% ,
副业占 1 3

。

2% , 而工业已占到 6 7
.

2%
。

费孝通指出
,

从农村经济结构中农
、

副
、

工三个方面来看
,

发展前途最大的显然是工业
。

乡村工业还可以分为两种
,

一种是用本地区所产的原料加工制造
,

中国称作 “ 农工商一条

龙
” ,

另一种农村工业是为都市里的大工厂制造零件
。

由于乡村工业的发展
,

使苏州地区的

农村居 民的职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

在一些村庄里主要从事工业的人口在 比例上超过了主

要从事农业的人 口
。

费孝通意味深远地说
: “

我觉得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前

所想象的目标 已在现实中出现
,
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

。
在人口这样众多的

国家
,
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

,

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 的 农 村 里

去
,

我称之为
`
工业下乡

’ 。

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
,

但是在

人 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
,

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

在这个意义

上
,

矜具体实现工农结合
,

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
。 ” ①

名Q年代初费孝通指导一个实行分工合作
、

集体讨论的研究队伍
,

从对农村的研究进入对

集镇的研究
,

其研究的着眼点首先是把集镇看作是城乡的结合部
。

费孝通从这个角度 提 出
“
类别

、

层次
、

兴衰
、

分布
、

发展
”
的十字研究课目

。

他采取的是实地观察法
, “

解剖麻雀
” ,

由点及面
,

从定性到定量的研究方法
。

集镇50 年代进入衰落时期
,

人 口下降
, 70 年代陷入谷

底
,

出现冷冷清清的局面
,

而 80 年代初期
,

正是中国各地小城镇开始复兴的时刻
。

各地的集

镇怎么会兴旺起来呢 ? 这个间题吸引了费孝通等人的注意
。

1 9 8 2一 1 9 8 4年费孝通等对江苏省的苏南四市 ( 苏州
、

无锡
、

常州
,

南通 )
、

苏北四市

(徐州
、

连云港
、

盐城
、

淮阴 )
、

苏中三市 (南京
、

镇江
、

扬州 ) 进行了调查
,

看到江苏各

地的发展是快的
,

但也是不平衡的
。

江苏省的经济水平呈由北而南逐步提高的趋向
,

北部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工农 比例是
“
工三农七

” ,
接近长江北岸的中部工农比例持平

,

过江

偏东的苏南已达
“
工七农三

” ,

靠近上海一些乡村
, 己出现

“ 工九农一
” 的比例

。

费孝通综

令挤纂纂霆霎攀礼霭履霆筹霆蓄霎爵暮馨摹篡霎董鳌鼻嚣馨籍囊雾履采的漪叠后i喜函宁认
多地少

,
工农相辅

”
这个对当地农村经济结构的概括

,

从此得出了发展农村工业是提高农民

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的观点
。

30 年 代后 期和 40 年代初期的云南内地农村调查
,

费 孝通 在

《乡土中国》 一书中
,

又同样指出
,

在一个人口众多
,

土地有限的国家里
,

要进一步提高农

民的生活水平
,

重点应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
。

时隔 30 年
,

费孝通教授的观点变成了现实
,

事

① 费孝通
: 《江村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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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证明了他的一贯主张是极为正确的
。

3
.

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

19 84 年费孝通除继续在江苏各地跟踪观察外
,

从沿海到边区
,

东西穿梭
,

南北奔走
,

刻

19 88 年底足足用了四年的时间
,
对各种农村经济发展进行对比研究

,

在此基础上提出苏南模

式
、

温州模式
、

珠江模式
。

费教授特别强调
,

模式主要是在显示它的特点
,

不同子其他地区

的个性
,

今后中国农村的发展
,

应当避免强制令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板
。

他所说的
“

模

式
” ,

是指在一定地区
,

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
、 -

( 1 ) 苏南模式

苏南地处沿海
,

人口密集
,

人多地少
,

历史上是农村手工业发达的地方
,

以`
工农相辅

”

来维持农民生活
。

即使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
,

也 曾有过一段时期为了外贸的需要
,

维持了一
, 定限度的传统家庭副业

。

在人口压力 日益增长下
, “
文革

”
时期大中城市大量技工回乡

,

在原

有
“
工农相辅

” `
的传统下

,

农民办起了公社和生产队的小工业
。

农业体制改革中农村里的大

量剩余劳动力解放了出来
,

进入了社队工厂
。

在苏南公社体制解体后
,

农土分了手
,

农业经

营承包到户
,

而社队办的企业却没有分
,

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
。

乡镇企业可以称作地方千

部经营的社区所有制
,

所有权是 属于乡或村全体居 民的
,

管理权在各级行政领导手上
。

费孝

通认为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
,

因为在生产队的具体

运作中他看到了传统大家庭的影子
。 `

一

了

一
( 2 ) 温州模式

-

温州虽也是沿海
,

人口密集
,

人多地少
,

但温州是个侨乡
,

该地农民一向有到海外经营

小商业
,

用侨汇补贴家用的传统
。

温州不靠近工业城市
, “

文革 , 期间也没有条件发展社队

工业
。

由于有经商的传统
,

在人口的压力下
,

起初只是卖工卖艺并偷偷地进行地区何的 贩

运
。

19 8 4年改革的政策承认长途贩运的合法
,

温州大批流动人口成为一支公开的流通大军
,

在国内开辟了大市场
。

这支流通大军
,

为了供应 已开辟的市场
,

回乡开办了家庭工厂
。

温州

的家庭企业家庭作坊属个体所有
,

其经济类型属私有制
。

现在这些家庭作坊已出现
“
走向联

合
”
的趋势

,

这是一种合作性质的集体所有制
,

这种合作组织常是以
“
亲戚

”
或街坊关系组

成的作坊
。

温州和苏南两个地方由贫致富是一致的
,

但由于境遇不 同
,

结果两地的经济结构

也各有特色
,

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

目前
,

股份制企业在中国农村迅速发展
,

股份制企业当然不全是家庭企业的联合
,

但对

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股份企业试点区来说
,

这种股份企业的试点正符合当地家庭企业联合的

趋势
。

在温州市
,

这种股份制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 1/ 3, 股份制企业已达 1
.

3万家
,

其

产值在 1 9 8 9年为 2 1亿元
,

到 1 9 9 0年已达到 31 亿元
。

( 3 ) 珠江模式

费孝通认为
“
珠江模式是抓住了香港和内地工资差和地价差

,

不失时机兴起的
,

是香港

经济的扩散
。 ” ①它是 以香港为中心向大陆扩散

,

形成了若 干层次的同心的环形地带
。

第一环

是深圳和珠海
,

这些地方 已成经济特区
。

第二环是广州附近的东莞
、

中山
、

顺德
、

南海四个

县
。

香港把许多劳动密集型的工厂或车间向珠江三角洲转移
,

因而引起了珠江三角洲原来用

在农业上的劳力和土地向这些新兴工业转移
,

引起了珠江三角洲附近熬区农村的变化
,

形成

Q 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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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珠江三角洲工业发展区
。

香港工业如果进一步扩散
,

由珠江三角洲沿西江和北江 延伸 出

去
,

前哨达到粤北和桂东地区
,

形 成 一 个 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这个经济中心服务的农副产

品的供应地带
,

这也可 以称作是第三环
。

至于以香港为中心
,

向大陆扩大得多快和多大
,

费孝通认为
, “

并不决定于香港的实力
,

而决定于我们的政策和投资条件
。

香港是个国际金融市场
,

资金是唤之即来
,

挥之即去拍
,

其来其去决定于利润的高低和风险的大小
。

如果我们国内安定
,

开放政策不发生变动
,

最后

限翩这阵港风的将是具体的投资环境
,

其中水电和交通是决定性的条件
。

这个机遇能否抓得

住
,

那要看我们自己是否有随势应变的解力
。 ” ①

香港的工业和温州模式都是由商业带出来的
,

相同的是都属于小型工业
,

不同的是温州

的市场在国内而香港却面向世界
。

再说上海的经济扩散和香港的经济扩散力相 比
,

所形成的长

江三角洲 比珠江三角栅的企业是相形见细的
,

苏南乡村企业发展紧靠上海这个工商中心
,

而

上海却比不上香港
,

因为它本身还菇要转轨
,

况且现在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不以工业为主
,

而

是以信息为主了
,

在这方面香港比上海是居优势的 , 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

研究 , 费孝通教授一再强调 、 要从
“ 因地制宜

,

多样模式
”

到
“

随势应变
,

不失时机
”
发展我

们的经济
。

4
.

扭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费孝通在 《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 一书中提出
,

对中国社会的发展
,

从乡土社会发展到

工业化后的现代社会
,

在这条道路上传统文化会起什么作用的间题
。

他认为
,

对传统文化的

悄极和积极的两个方面
,

都值得我们平心静气地加以分析和评估
。

要做到这点就不能从概念

到概念
,

而是要从活生生的一个个人的具体生活
、

思想和精神状态中去观察和体会
,

以求得

探浏的理解
。

对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前景
,

费孝通的观点是
: “

乡镇企业应从家庭工业化走向现代企业

化
,

在保存集体所有
,

为农 民服务
,

中小规模等特色的基础上
,

加强科学管理
,
引进现代技

术
, ” ② 在这个过程中

,

乡镇企业的领导者要加强理论学习
,

去掉多吃多占
,

任用亲朋好友

等带有封建色彩的习气
,

尽快缩短由农民企业家变成现代企业家的距离
。

如果九亿农民在越

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家的带动下真正富裕起来
,
中国的经济就走上了光明大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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