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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十多年来农民各阶层的分化
,

是一场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变革
。

这一分化是比较复

杂的
,

分化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

(一 )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农民分化的根本原因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

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

农村经济迅速发展
。 1 9 8 9年农村社会 总 产值 达

60 亿元
,

粮食总产26 亿斤
,

棉花总产 1
.

3亿斤
,

农民 人均收入 4 77 元
。

河北省沧州地区人民基

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

并有部分农民开始富裕起来
。

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

已有48 万多

人从事非农产业
,

占全区劳动力总数的 29 %
。

一些统一服务搞得好
、

机械化水平高的村
,

只

有 20 %左右的劳力搞农业
,

其余劳力搞二
、

三产业
,

有的还从外村招聘了部分劳力
。

(二 ) 党的正确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是农民分化的决定因素
。

党的路线正确与否
,

对于整

个社会
、

政治
、

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
同样

,

对于农民的分化也非常重要
。

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
,

党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出发
,

制定了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

发展多种经济成份
、

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
、

在共同富裕的 目标下

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方针
、

政策
,

使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

很快
。

到 1 9 8 7年底
,

全区从事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达 了3 0 0 0多户
,

30 万人
,

占全区劳动力

总数的 18 %
,

其中私人企业 6 76 个
,

从业 1 2 3 0 0多人
,

分别占个体经济户数
、

人数的 O
。

94 %
、

4
.

1%
。

其中雇工 1 0 2 2 3人
。

(三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

是农民分化的重要前提
。

在农村改革以前的旧体制

下
,

农民干什么
,

都由集体决定
,

自己没有权力
。

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制后
,

扩

大了生产者的经营自主权
,

农民获得了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
,

在搞好土地经营的基础土
,

剩余劳力和剩余时间可以从事二
、

三产业
。

从沧州地 区情况看
,

一般每个家庭四
、

五 口人
,

承包 10 亩左右的土地
,

一个整劳力能管好 15 至 20 亩土地
。

这样
,

有两个劳力的家庭
,

就可抽

出一个劳力转向二
、

三产业
,

或者农忙时务农
,

农闲时搞非农产业
,

使农民各阶层逐步分化
。

(四 ) 农民科学
、

技术
、

文化素质的提高
,

是农民分化的必要条件
。

在改革开放
、

发展

商品经济的实践中
,

广大农民受到了锻炼
,

从事二
、

三产业的能力得到提高
,

逐步向非农产

业转移
。

除全区 6 76 个私营企业的 2 10 0 名企业主
,

80 %多是原乡村集体企业的厂长
、

会计
、

业务员和原村干部
、

退休千部
、

工人外
,

全区从事乡村集体企业生产的 18 万多人
,

都是新形

势下的新型农 民
,

他们多数是二
、

三十岁的青壮年
、

初高中毕业生
,

思想进步
,

拥护党的政

策
,

集体观念强
,

接受新事物快
,

有一定的生产技术
,

是农村工业生产的主力军
。

这支队伍

的发展壮大
,

对于加快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有着重要作用
。

(五 )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 自然资源是农民分化的重要外因
。

沿海省市为什么比内地省市

农民分化的快一些
,

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有直接关系
。

沧州地区虽处九河下稍
,

部分士地

低洼盐碱
,

但优越条件也很多
:

东濒渤海
,

北连唐山
、

秦皇岛
,

南临山东半岛
,

与辽东湾相望 ,

离北京 2 00 多公里
、

天津 1 00 多公里
,

是环京津经济区的组成部分
,

易于接受京津两大城市的经

济辐射 ; 全区有 88 公里的海岸线
,

29 6万 亩的内海水域
、

49 万多亩的滩涂
,

蕴藏着较丰富的海洋



生物资源
、

盐业资源和海洋能源
,

具有发展海洋捕捞
、

海水养殖
、

盐业
、

盐化工
一

fl1 海
.

上运输

的有利条件
;
津浦铁路和四条国家级的公路纵贯南北和东西

,

各乡镇全部通了邮路
,

交通运输

方便
。

所有这 些 条 件 对农民分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

过 去只会
“ 土里刨食

”
的庄稼汉

,

由于受

改革开放的影响
,

不断破除安于现状
、

封闭保守思想
,

增强开拓创新
、

对外开放意识和商品经

济观念
,

利用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走南闯北
,

从大城市引进资金
、

技术
、

人才
、

设备
,

和城市的

工厂
、

企业
、

学校
、

科研技术部门搞联合
,

发展乡镇企业
,

发展外经外贸事业
。

一

全区生产和

经营出口创汇产品的企业 已有 1 5 0 0多家
,

从业 15 万多人
,

生产和出口商品 14 大类
、

1 50 多个

品种
,

销往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

年创汇 7 0 0 0 多万美元
。

一些农民还直接出国谈生意
、

做买卖
。

(六 ) 传统观念意识的转变是农民分化的思想基础
。

从沧州地区农民分化的情况看
,

解

放思想
、

更新观念
、

转变意识
,

对农民分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

80 年代初
,

由于封建残余思想

的影响
,

农民习惯于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生活
,

面对农民各阶层的分化
,

不少为看不惯
,

思想抵触
。

认为种地是农民的本份
,
务工经商是不务正业 , 把私营企业主和资本家等同起来

,

认为他们没好人
,

说什么
“ 不三不四的成了万元户

” , 还有的认为
,

到私营企业干活
,

是受

剥削
,

不光彩
。

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和宣传教育的深入
,

农民不断增强商品经济观念
、

竞争观念
、

市场观念
、

效益观念
。

靠劳动致富的冒尖人物受到人们的尊重
,

私营企业主也受到

公正地对待
,

小青年也愿到私营企业干活
,

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学会务工经商
。

由于 “ 无商

不奸
” 旧观念意识的不断破除

,

经商农民迅速增加
。

全区个体经营的商业
、

饮食
、

服务网点

计 4 4 0 0 0多个
,

从业 10 万多人
,

占全区社会经营网点数的 85 %
,

比 1 9 7 9 年增长 12 倍
,

还有

3 1 0 0多人从事贩运活动
。

私营企业刚刚出现的时候
,

小青年都不愿到那里干活
,

私营企业主

只好招聘亲戚家的成员
。

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
,

一些小青年争着上私营企业
。

(七 )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加强是农民分化的重要保证
。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如何
,

对于

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对于农民各阶层的分化也是如此
。

从沧州的情

况看
,

领导班子坚强有力的村
,

集体经济发达
,

农民多是从事集体企业的生产经营
,

个体工

商户和私营企业很少
,

甚至没有
。

这些村的特点是
,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

集体经济发展快
,

农民共同富裕
,

农民各阶层的分化是有组织
、

有领导的
,

是健康和顺利的
,

也易于巩固和发

展
,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

东光县曲庄村
,

过去由于领导班子弱
,

是全县闻名

的贫困落后村
,

绝大多数农民搞种植业
。

后来由于建立了好的党支部
、

村委会和经济合作社
,

带领农民迅速改变了面貌
。

全村 3 1 9 3亩土地
,

专业队承包和家庭承包相结合
,

实现了水利化
、

园田化
、

机械化
,

粮食亩产 1 2 50斤
,

棉花亩产 15 0斤
。

兴办起 14 摊集体企业
,

全村 5 70 名劳动

力有 35 0名搞工商业
,

还招聘外村劳动力 80 多名
,

年人均收入 14 0。多元
,

集体积累人均 2 8 0 0

多元
,

实现了共同富裕
。

由于集体经济日益壮大
,

有吸引力
,

只有极少数人搞个体工商业
,

没

有私营企业
。

全县开展 了学赶曲庄的活动
。

那些领导班子软
、

散
、

懒或瘫痪
、

半瘫痪的村
,

集体经济薄弱
,

甚至成了
“ 空壳

” ,

农业落后
,

没有集体企业
,

农民不是都被捆在农业上
,

一齐

受穷
,

就是各奔前程
,

自谋出路
。

有些这类村个体工商户多
,

也有私营企业
,

出现了贫富悬殊的

现象
。

这种农民分化是自发的
,

存在的弊端很多
,

比如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生产经营的盲

目性很大
,

容易出现风险
,

而且承担风险的能力弱
;
他们中掺杂使假

、

投机诈骗
、

偷税
、

漏

税
、

行贿送礼等间题比较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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