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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乡村转型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刘守英 陈 航

摘要： 村 义乡 与乡 转型 马克思主城 关系 是 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的 。部分重要组成 思运用马克 生产

力与 产关系生 互 的政治 法动 经济学方 ， 讨了 村探 乡 的 及其独特形态 特性，并分析了城乡 系 所关 变化 引

发的 村 ，系乡 统转变 研究了 村变影响乡 革、 发引 村 ，乡 展困境 作 机 出发 的 用 制 提 了 村乡 现代 的可能化

。路径 马克思 义主 村乡 转型理论对解决 中国当下 的 村问题乡 、 村实现乡 振兴 ：有重要启 第示 一，中国

村问题是当下的乡 ，城 变的 映乡关系演 集中反 按照城 的 重构市 逻辑 村乡 系统只会加剧 村乡 问题。必须

新重 思考 村 ， 找 村乡 系 的独特 和 在 寻 乡 系统 复兴机理统 性 内 逻辑 的 。第二， 力和生产关运用生产 系互

动方法对 村中国 迁乡 变 的分析表明， 村 力乡 生产关 变革适 际时当 系 应生产 实 ， 村乡 制 效显度变革绩 著；

村 力生产关系 革 生产 现当乡 变 超越 实时， 村则会加剧乡 发展困境。 村实 振兴 要高度 视 业现乡 需 重 农 生

力的发展产 。第三， 村 村依循马克思 代化的路要 关于乡 现 径深化乡 地制土 度 革改 ，促成农业 的重要素

，新组 与持续合 升级 以 ， 。现农业工 城乡 展实 业化 推动 融合发

关键词： 义马克思主 城 系乡关 村乡 转型 村系乡 统 制度变革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村乡 转型是一个国 构家结 转型和现 化代 的标志， 本 是其基 表征 村 门乡 农业部 和 门非农部 生产率提

高、 村乡 发展 、模式变革 村 来 、 村 村乡 居 样化 念 方式改变 代化程民收入 源多 乡 居民观 和生活 以及乡 现

度提高。 十 来，改革开放四 多年 中国 了经历 快速的经济 构转型结 。 ，过程 但是 长由 期存于 在的 二城乡

构元结 、 对 村市 向的 以 其价值的城 偏 制度安排 及 乡 文明及 忽视， 村乡 展发 从属于城 展市发 ， 村乡 单向

源和输出资 要素， 村 力身 相应的物 生产 发展乡 自 因丧失 质基础而 受阻、 力农业竞争 下降， 村非 经乡 农

济萎缩（ 守英刘 和 ，熊雪锋 2018）。 村留守乡 的农民缺乏 机经济 会， 发 差城乡 展 距 大。 计过 统 数据显

示，1978－2022年 民人均可中国城乡居 支配收入之比由 2.56变为 2.45，2007 到最年达 高值 3.14①
，城

展差 碍乡发 距成为阻 构转型和国家结 实现现代化 大的最 短板。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项目批准号：22XNQ002）的研究成果。本文

通讯作者：陈航。

①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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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义关系与 马 思主城乡 乡 转型是 克 济学政治经 究范畴研 的重要组成 分部 。马克思 了追 社溯 不同 会

村经 结构济 下的乡 迁变 过程， 村 单元以乡 为 讨论了 村乡 的 ，其特性形态及 在城 系乡关 了格局下分析 乡

村的 村变 发革以及乡 展 的面临 困境，运用 力生产 与生产关系互动方法 讨探 了 村 迁乡 社会变 原因的 及其

响机影 制，提出了改变 村乡 命运的 能路可 径。 村 对 村克 乡 洞 解决 的马 思关于 的 见 当下中国 乡 问题以及

村实现乡 振 启示兴有重要 。

一、乡村特性与转型困境

（一）乡村形态及其特性

1. 村 一种乡 作为 独特的 。形态存在 村克思 从马 和恩格斯 乡 溯源 了角度论述 村乡 一作为 种独特的形

态 在存 。 村 一乡 之 种所以成为 特的独 形态， 三有 个 。原因 一 类是人 生存方式发生了 徙迁 到 的从 定居 重

大 。转变 “一 类 来， ， 、 、旦 终 定居 始 随种种外界 的 地理的 物人 于 下 这种原 共同体就将 的 即气候 理的

等等条件， 的特 性以及他们 殊的自然 质—— 落的部 性质他们 ——等等， 少或 地发生而或多 变化。”
①
二

。是土地 化 地最性质的变 土 初仅仅“ 类 一 对为人 动的 般 象而存在作 劳 ”
②
，无须 类 类人 的 便协助 向人

料供 物 现成提 食 等 的生活资 。 落 ， 类随 实现定居着部 共同体 人 自然地 落将脚下的土 为部地视 共同占有

， 料，财产 依 提供生活的 并且越发 赖土地 资 这使得 一 对土地由 般 动 象转 农 生产的劳 变成参与 业 的劳动

料。资 为 于在土地上开便 展日 生产常 活动， 落 ，部 常 共 土地 空 依靠粗成员通 在 有 所决定的 间内居住 并

糙的工具（例 栅栏如 ） 来，将聚居点 防护外围 起 以便 来土地 其保护 并隔绝 自 余 落部 扰，同体的骚共 由

此形成了村落产生的基础。“ 一 大地是 个土 实验场， 一个 库是 武 ， 料既 动资提供劳 ，又 料供劳动材提 ，

，还提供共 体居 地 同 的 础同 住的 方 即共 体 基 。”
③
三 村落 。 力 、 术是 着 进步以及的出现 随 生产 发展 技

对 料 产技能的掌生活资 生 握， 类不再 花费 物人 将全部劳动 于搜寻食 ， 了开始有 一定闲暇， 木能够利用 、

石、 料韧皮纤维 然材 制 具 且建等天 造生活器 并 造房屋，出现了“ 村落居而成 的某些萌芽定 ”
④
。 居定 、

土地 了有具 村落 三性 及 出现 原财产属 以 的 个方面的 因使 村乡 成 一 。种独特的为 形态

2. 村 。乡 的特性 作为独特的形态存在的 村， 村担着 旧 条件下进 生产乡 承 维系乡 在 有经济 行稳定再

的功能， 了具有 独并 有的特征。一 对是 地的土 依赖。 本 义资 主 会以农业生产为主前 社 ， 类地是土 人 “生

存 条的首要 件”
⑤
。 一农 依赖 土民 定范围的 地而生， 村乡 为成 进行农 及农民赖以 的空业生产以 生活 间。

二 为单是以家庭 位从事 业 业结合农 和手工 的经济活动。 长 ，由于农业 受动植 的 配 存生产 物生 规律 支 在

“ 一 （ 一 ）期间 劳动期间的不 致 后 仅仅是 的生产 和 者 前者 部分 ”
⑥
。这使 农 家庭 外得 民 在农忙之 存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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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村以兼顾手 足家庭生活 庄存 要闲余 可 工副业 满 以及 续的日常需 。“ 落、农 公 庭的业部 家庭 社或家

， ，也 。二 。狩 、 、耕 ，剩余 余产品 既 农业劳 业 动 者 并进 猎 捕鱼 种劳动和剩 包含 动 包含工 劳 是同时 的

。没有相应 工具 行 纺 当 是农 业的 是不 的 织和 等等 初 业中的副 。”
①
三是提供 自足基础自给 上的农业剩

余 村以维系乡 。 ，会 农 土地 与 的结合社 民家庭依赖 以及农业 手工业 可以 动生产通过劳 出 存续所家庭 需

一 料， 、 ， 本活 包括 物以 工具等 基 实现自给 足的 切生 资 食物 织 及 自 。同时， 民农 家庭 通 赋 等手还 过 税

一产段向非生 人员提供 定的 ， ，剩余 满 级的消费和 用于足统治阶 享乐 “公共储备”或“ 本支付共同体

的身 费用”
②
， 此以 大 、支持 规 交通等公 业模的灌溉 共事 的发展， 、治 事和以及政 军 宗教等 。活动 四

村落 。一 一是隔离与分散的 形 定数 人 范态 量的 口在 定 围的 耕 ， 村 、地上 统 分散土 从事 作 传 庄呈现隔离

的状态。“ 少 较大 ， 村落， 村落 一 ， 一城市外 全国 为 这 全分 而除 数 的 分解 种 具有 种完 离的组织 且自成

小个 世界。”
③

，由此可见 克思马 村 本 一 ， 村 一勾勒 的基 特 性 乡 是的乡 性具有 般 即 、为生 农种以土 工

、 、 一结合 自给自足 自 体的成 结构，它具备“ 部 坚 性和内 的 固 结构”
④
。 保 的紧密联农民 持着与土地

， 、 ， 本 料，农业为主 工 合的 够不 出 家庭存续 质资系 维系着 农结 生产方式 能 断再生产 基 满足 需要的物

其 村 ， 村活 围局限 保动范 于 庄 使乡 持了超稳定 ， 了确保状态 村 。社会的自我运行乡

（二）乡村变革的动力机制

力社 分工 产会 和生 的 ，推发展 动了 ，生 关系 起 系包括城产 的变化 引 整个社会关 乡关系的演变。这

一系列 虽然变化 对 村乡 构成了 ，性冲革命 击 也但 推动了 村 。乡 变革

一 来 。工农分工 离 城乡关 初是是 带 城乡分 系最 “ 一无差别的统 ”
⑤
。早 的城 赋税期 市通过 等手段

村 ，寄生于乡 之上 以 ， ，各公 限 剩 为 没有 济社有 的农业 余 生 独立的经 基础 城市 作为仅 “经济结构上的

赘疣”
⑥
—— 。 力 来 ，单纯的消费 而存 生产 农 业从农业集团 在 随着农业 进步带 工 分工 工 中分 来，离出

开始成为 门。的劳动 强独立 部 恩格斯 调，“ 一 大第 次 工社会 分 ”
⑦

，即 农分工所导致的城 分离工 乡 引

本 村 。城 脱 乡 土地 发 要求生产起 市和资 离 和 实现独立 展 工业发展 的 ， 口集中 人 等要素的 来带 工聚集 业

生与城市的产 发展， 对 ， ， 少了开 相 独立的 从单纯的 集团向 转 减城市 始具备 产业基础 消费 生产集团 换

对 村乡 的依和土地 赖。 一城乡的这 分离，不仅 得使 村传 工统乡 农结合、自 自 的生 生给 足 产方式发 松动，

村 少 ，开始接受 行为 与城市 互换 满足乡 居民 量的交换 居民 劳动产品以 生活需要， 本还 隶属于乡导致原

村 ，源不断流 市的各种资 向城 从而 村 身 持续影响乡 自 的 发展。“ 了 、 、市已 表明 人口 生产工具城 经 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3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页。



马克思主义乡村转型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5 -

本、 ； 村 ：享受 求 这 事 而在 全 隔绝和分和需 的集中 个 实 乡 则是完 相反的情况 散。”
①

二是 权等的 利导致 关系不平 城乡 发生变化。 着随 力生 及 品产 发展以 剩余产 的增多，私有制 始开 产

生和 ， 对 ，城乡关 的 离逐 立 城发展 系由单纯 分 渐转向 乡之间 矛 ，围绕物质利益 断爆 与不 发 盾 冲突 这影

响了 村乡 统的系 ， 村 。 ， ，乡 在古典时 中于城市居 照军运行 致使 结构被摧毁 期 农民集 住 按 事方式组织

来起 以保护乡村 ， 来 扰土 共同抵御 骚的 地财产 自外界的 。此时的 村 ，耕属于城 为 市的乡 附 市 地表现 城

， 村 。 了 ， 村 权对 奴绵的 争导致乡 结构遭受 坏 到 纪 统 强 的高 使领土 连 战 破 中世 时期 乡 治 农 度压迫致 农

奴 ，市逃亡不断向城 以 庇 ， 对 村 对 ， 村行会组织的 而引 及乡 战寻求城市 护 从 起城乡 立以 反 城市的 争 乡

于动荡之处 中。同时， 村 也经济结构乡 受到城市工 的 击商业发展 冲 。由 逐渐 代实物于货币 取 成为普遍

， 村的 易手 贵 向 市 民交 段 乡 族开始 城 居 贷款 ，城 致城市能并购买 市的产品 导 够通过“ 、的垄断价格它

、 、 村赋税 会 它 商 和它的高 济上剥削它的 制度 它的行 的直接的 业诈骗 利贷在经 农 ”
②
。 本 义资 主 原在

， 村期 因为始积累时 乡 “ 动圈地运 ” 本 对的 击以及资 家 农民的 夺而 无冲 剥 陷入 序状态，这使得“大量

料 ，的人 制 生存资 分 不受法律保 无产 市场突然被强 地同自己的 离 被当做 护的 者抛向劳动 ”
③
。

三 本 义 产是资 主 生 方式 来带 村乡 的 本根 改变。在 本 义资 主 发展 大 ， 村到 工 期之前 续业时 乡 仍然存

着“ 拙古老 然经朴 的自 济”
④
， 小守旧的 农依然维系 传统 产 式着 的生 生活方 。 便 部分 纺即 有 农民兼营

布，纱和织 们但他 仍然保 市隔离的持着与城 ，状态 布 。需将 流动 能 资只 纱和 交付给 代理商就 取得工 马

，克思 注意到和恩格斯 大工业的 、 本 义 村 ，发展 机 以 资 主 式向 的侵入 彻底器的发明 及 生产方 乡 了改变

村 ， 村传 乡 的 结 乡 民 生产 以 发生统 封闭 构 使得 居 的 生活方式 及就业手段 了 大巨 变化。“一 村旧切从农

的生产方 生的 体式产 关系就会解 。”
⑤
具体而言： 一第 ，彻 农业和手 庭结合底割裂 工业的家 。一方面，

、弃农业 成 城市放 生产 转型 为 织工是当时 民的理性农 择选 ，由于市场的 大扩 以及对布 ，匹 增需求的 加

， ， ； 一 ，从 纺织 资 分兼业农 业 以便在织 赚取 方面事 工作的工 不断提高 部 民放弃农 机上 更多收益 另 机

业器在工 中 来 ， 了 必 ，用带 劳动 普遍提高 生产工 会 劳动 起工 品的应 生产效率 缩短 业品的社 要 时间 引 业

， ， 村 落，价格暴跌 在市场 争机 影 家 手 业发竞 制的 响下 乡 庭 工 生衰 “ 也老 庭工业 渐渐最古 的封建的家

瓦解”
⑥
， 来 。 二， 。 本的生存 源只 农业 于租 的 理 农民遭农民 剩下 第 农民服从 地农场主 直接管 受资 主

义 ， 料 ， ， 了剥夺 同赖 存的生 离 能沦 工人 属于为 获取利益而 营农 资的 以生 产资 相分 只 为农业 从 经 业的

本 。家 “ 了 ， 了 ，农 主 这种 的 成 他们的 的实际剥削 土地租地 场 成 农业工人 实际指挥官 剩余劳动 者 而 所

本 义只和 租 主发生直有者现在 这种资 主 地农场 接关系， 且是单纯 币关系 系而 的货 和契约关 。”
⑦

三第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1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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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乡 发展 。屈从 城市发展 为服从城 和工 展完全 于 市 业发 的 、要求 本满 资 开拓足 家 市场和 大交扩 换的需

， 村 ， 必 料 ， 本不断为城 康的劳动者 所需 业发 的 地 为资要 乡 市提供健 及其 的食物 为工 展提供 需 原 与土

大 ，投 的空间范资提供更 围 为工业 村消 广 的农费品提供 阔 市场。 ，大 村此 工 的发展导致农 从属由 业 于

，城市 “ 的 属 资 阶级农民 民族从 于 产 的民族”
①
， 村 本和 城市和资乡 农民只能在 家的统治与支配下被

。展动发

， 本 义 村可 方式 乡见 资 主 生产 在农业和 的渗透使得 村封闭 传统乡 结且稳定的 构 现出 ，松动 直至发

生 本根 ，变改 而 改变且这种 具有不可逆性。 本 义 ， 糙 小在资 主 场竞 粗 业 法 与 块市 争下 的手工 无 再 土地

耕 ； 村此 的农民转作彼 结合 留守乡 化为 ，工人 进农业 入 本 义大资 业的主 农 生产中，其 动过劳 程受到资

本 ， 了 ；村 ， ，家 不再仅仅为 庄遭受城 统治和 市 行频 质交 无的控制 自给自足 市的 剥削 与城 进 繁的物 换

法再维系封闭隔 的状绝 态。 ， 村此 再 产由 乡 无法 生 出 ， 。传统 构 的发展路的乡土结 只能走向新 径

（三）乡村发展的困境

村 ？处去 在乡 向何 马克 恩格思和 斯 来， 本 义 村产方 渗看 资 主 生 式向乡 的 透实现了 对城市和工业 乡

村 ， 一业的完全 这 冲击和农 统治 给 村乡 来了带 构 塑与 可能结 重 转型的 。 此与 同时， 本 义资 主 社会生产

也 村的高 达 乡 迁度发 为推动 变 、 村 了现乡 充 提实 转型创造 分的物质前 。 村当时的 在两条乡 发展存 路径：

村乡 市化城 和 化农业社会 。从 村 角乡 城市化 度看， 管城市已 源集聚尽 经呈现资 、交 捷通便 、市场集中、

采 易 优购容 等 势， 村也 本较 、 较但 借成 环境 好等条件与城 形成乡 能凭 低 市 竞争。“ 势今 城 方天优 在 市

面， 村 又 村 办明天 降 新工厂可 多的程度农 的工资 低到在农 开 以获利更 。”
②

本资 家 村乡 成在 立新工厂，

， 来 、工厂 工 带 人口 需 在工厂附在 周围营建 人住房 求和资源 近的 ， 、集中 使 围 住房得工厂周 的 商店和

也 来，市场 渐发展起逐 “ 村 了 来 心这种工厂 有许 经 形 的 座工 中乡 多已 变成 后 成 整 厂城市的 ”
③
。从农

化角度业社会 看， 一进 步推动农工业发展 业的 ，大 权 ，变革 有 得片土地的所 以明确 地土 被 大于 土集中

地所有者手中， 本并由农业 租种资 家 。 本在 的 接管 续投 下农业资 家 直 理和持 资 ，农业开始按照社 化会 、

， 大集 方 能 规 应用约化 式经营 够 模 科技 ， ，械 动生产率 土地产量得 断增和机 促使农业劳 显著提高 以不

加。“ 少了， 一 ， ，的人 地 产品和过 者比过去 因为伴虽然种地 数减 但土 提供的 去 样多 或 更多 随土地所

权 来 ， 耕 ， 大， 料有 系革 是 作 法的改进 协作的扩 产资 聚关 命而 的 方 生 的积 等等。”
④

然而，以 两 路径上 条 都存在 端弊 。 村 村 一致乡 出现 的弊病乡 城市化导 和城市 样 ，农业 化以社会 破

力农业 价坏土地和 劳动 为代 ， 续发展受农业持 到阻碍。 权地所有 归 并不实土 属于 际 耕从事 作的 地所土

有者， 会这 本 对阻 农业资 家 土地进行 资碍 投 ， 力 一限 业 进 发制农 生产 的 步 展，农民受 有土地所 者与农

本家的共同业资 剥削 现境况而出 持续恶化的状况。

一 村 。弊病是乡 出现 在 和马克思 恩格斯 来， 村看 乡 城市化的 力是将城市 解决的实质 已无 问题转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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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力，到 从而 市的乡 疏解城 压 也但这 使得 村 。 本来 本 义乡 产生同 的问 源 集 是 主 生样 题 资 向城市 中 资

本 ， 又 染、 、件 集中 会造 资源短缺 基 施供产的基 条 但人口过度 成环境污 础设 应不足等“ 市病城 ”，提

本成高经营 ， 本的运行效影响资 率。这使得 本 力 本 义 大 ，资 家 图离 主 生产 城 重新开资 所造就的 市 迁移

村 ，乡 去 营到 经 并 村，将同样的生产 式复 乡 占 民 地方 制到 继续侵 农 土 以 ， 村营 乡建造并经 新工厂 促使

，演变成新的城市 村乡 也就自然会出现“ 一工厂 的 切城市所产生 弊害”
①
。 村，在乡 更 间被卷多的空

，入 更多工业革命 的 村 力 本 榨乡 进入工 动 程中 家的 削和 取劳动 业并在劳 过 遭受资 剥 。 、资源 住房以及

本 对匮 村基础 方 乏 乡设施 面 就相 的 ， 以适难 应“ 小 大手 向 工业过从工场 工业和 生产 渡”
②

人口过程中

来过度聚 的剧集带 变。 、 又 一修建 造 步提高开辟街道 铁路等改 行为 进 了 ，住 程度 工人房的短缺 只能挤

， 、 染、 、 ， 力 。在贫 环 恶劣 卫生 化 疾病肆虐的影响 动 遭 灭民窟中 受 境 空气污 恶 劳 到毁 性破坏

二 。 本 义 ， 一 了是 业 展受 主 业社会化 程度上促成 生产农 发 阻 实现资 条件下的农 虽然在 定 农业 效率

， 也提高的显著 但同时 会引发农业的发展问题。 认为马克思 ， 本 义 ，资 主 方式在 用 破生产 农业的应 会

、 力 ， 对 ， 。 一，坏 动 等 产要素的发展 阻碍 业的 影 的 续 展 第 之土地 劳 生 农 投资 响农业 持 发 人与土地 间

必 ，物质交换存在 要的 本 义 生产方式会资 主 农业 破坏这种物质交换， 而进 力。破 自 持坏土地的 然 为保

力土壤的持续肥 ，“ 东应当把取 地的 西人 自土 还给土地”
③
。然而， 本 义资 主 人口 中于城市生产将 集 ，

、 本 一 门， 料将农业转 为从 工 支 的 部 只 向 原 以满足 活换 属于 业 受资 配 个 向城市单 输送粮食和 城市的生

需要和生 要产需 。 一 了 ， 了 ，这 乡之 交 破坏 人与 的物质交 得过程割裂 城 间的物质 换 进而 土地之间 换 使

“人以 消 掉的 组成 分不能回归土地衣食形式 费 土地的 部 ”
④
， 村 力 ，乡 土地 降 的 便的 肥 下 而城市 粪 污

染则难以 理得到处 。 二， ，的应用迫 动者沦为机 附属第 先进农具 使农业劳 器的 物 从而 力劳动破坏 的全

。 ， 大展 农场主逐 影响 农业 地面发 受租地 利目标的 规模 应用科技 械 提高 率和机 以 生产效 。 一这 化推变

了 术 ，动 农业技 进步 成促 了 ，土 量 但地产 的提高 也 得使 了 一业劳 练 接受单 分农 动者为 熟 操作农机而 工

训的 练。 们他 、 一 ，只能束缚 定的 职能 具 域于固 岗位 局部的 和 定的工 活动区 局 村 ，限于 精神乡 和土地

， 才 ， 力 畸和肉 发展基 坏 产志 产 能 抑制 劳动 只能得到 面且 发体的 础遭到破 生 趣和生 被 片 形的 展。“劳

料 奴 、 ，资 时 现为 手 的手段和 穷的手段 劳 程的 时动 同 表 役工人的 段 剥削工人 使工人贫 动过 社会结合同

对 力、表 个 自由和独 织的压制现为 工人 人的活 立的有组 。”
⑤

三， 也地归属 农 能得第 土 于不从事 业 到

，的土 所有者地租 地 这 本 。将影响农 资 家 资业 的投 决策 展发 本 义 对 ，主 业需 业资 农 要 传统农 进行改良

、 、采 较 、 。 ， 较大括集中土 壤 用 好的农 设基 用建 需 规模包 地 改良土 具 建 础设施和农 筑等 因此 要进行

， 。的农 中部分投 永久性 地 物理 而业投资 其 资会 地改良土 的 性质 然 ， 本 义 权资 的土地所有 并不属主 于

本 ，直接 农 家管理 业的资 ，此因 本 来 ，业资 得 带 的全部 面临着土地农 家难以获 农业投资所 好处 并且 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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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抬 险有 高地租的风 。这将会“ 、 对 对租 主所进行 是 他自己 而是 土限制 地农场 的 最终不 有利 地所有者

有 的生利 产投资”
①
， 力 一 。阻碍 地和农业生产 的进 提高土 步

三 。民 化 克是农 状况恶 马 思指 ， 本 义大 、出 业 不断发生 中在资 主 农 发展过程中 的租地集 对先进农

具的 小 佃 耕 ， ，用以 农破 使 人口持续应 及 租 者和自 产等现象 得农业 过剩 在 大农业工人 程度加 竞争 的同

也时 使得 。 一农 工资 低 第业 不断降 ， 大 来对 力 ，集中的土地上 规模 用机 农 的 遍 约在 应 械带 业劳动 普 节

产生了大 过量农业 剩人口。“ 大 了说机器在 使用 多避免 使工 的那如果 农业中的 机器 厂工人遭到 种身体

，的 么机器在 使用在造 人上 损害 那 农业中的 成工 ‘过剩’ 了生 为强 用方面却发 更 烈的作 。”
②

二第 ，

门也 ， 长 力业部 服从市场机制 竞争 受 增 竞 压农 的 规律 到日益 的 争 。 势 大 佃 小 佃占 不优 的 租 者 断将 租 者

耕 ，自 农从市 出去 致和 场上排挤 使小 佃 耕 ，租 自 农者和 接连破产 “ 潦他们使 穷困 倒”
③
， 能只 被迫放

耕 ， 大 本 ， 大了 。 三弃自己的 和资 家那 雇农 从 后 军队作 到 地主 里当 而壮 农业 备 伍 第 ， 市工 发展放城 业

缓以及机器 不断的 改进使得 村 ， 一 了 村和 业 以吸 乡 推动 乡 失城市 工 难 纳更多的 人口 这进 步 业人口的增

加， 了加剧 农 人的业工 竞争程度。“ 了人彼 争 高峰工 此间的竞 达到 最 ，而工 最低限度资则降到 。”
④
然

， ，由于农 属 在农而 业的自然 性 忙季节农业 产生 会短暂地需要更 劳动多 力， 又这 使农 人 不业陷入 手 足

。 对 、 力的困 临 的劳动 不境 面 这种 时性 局部性 足状况， 本家资 力 ，并不是通 高工 就业过提 资吸引劳动

村 儿 也大乡 童 规模参而是迫使 妇女和 与 动田间劳 。这使得 ， 一的平均 进工人 年龄下降 步 了加剧 农业工

， 。 ， 村 本 义人的 争 工人工资再次下 此外 在 起 用 血缘 法 制度竞 降 曾经 传统乡 作 的 关系和宗 关系被资 主

摧毁， ， 本 双再为雇农提 出雇 外关 雇 着地主和 的 重农场主不 供超 佣关系的额 照和保护 农遭受 农业资 家

，剥削 的处境他们 不断恶化。雇农“ 了 ，不仅 强 劳 强度 而且他们为自 进行 的 围被迫加 动 己 劳动 生产范

也 小了益日 缩 ”
⑤
。

可见，一方面， 本 义资 主 生产方式冲击并撬 了 村动 乡 传 结构统的封闭 ，终结了 村乡 态和的稳 停滞；

一 ，另 方面 囿 本 义 本 ， 村于资 的 乡 发展主 制度 身 局限性 陷入 。困境 克思和恩马 格斯 本 义将资 主 制度的

村问乡 题“ 咎完全 经不 应当前情况的社会 度归 于已 适 制 ”
⑥
，即 社 产 系 经不当前 会的生 关 已 再适应乡

村 力 ， 了 村生 而破坏 参 的重要产 的发展 反 与乡 生产 要 ， ，素 影 业的响农 持续发展 使致 农 不民的境况 断

，城乡差距恶化 大拉 ， 对城乡 立加剧。不仅如此， ，资产阶 题 方式 灭问 而是将问级解决问 的 不是消 题

题转移到 他其 村， 村 本 义的 为 主 产 不断乡 乡 服从资 生 而 陷入危机。 来，在 格斯看 要马克思和恩 真正解

村乡 问题决 ，必须 村 力彻 革已 生产 产底变 经不适应乡 发展的生 关系。“ 必 ，的生产方 变革旧 式 须彻底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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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特别 的分工是旧 须消灭。”
①

村 类 一 ， ，有 除限 要素 步发展的制度障碍 立新 度只 破 制乡 各 进 建 的制

村 ，重 乡 构并彻底 塑 结 使 类 村 和 加合适的各 乡 要素 资源按照更 方式进行 ，组织 让 村 桎乡 突 统分破传 工

梏，将 村 从固 岗乡 居民 有职能和 位中 来，才 村 。放出 能实解 现乡 转型

二、乡村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马克思和 斯恩格 力将生产 与 关 及其 用生产 系 相互作 的 治经济学方法用于 析政 分 城 系乡关 演变 及以

响影 村乡 转型 素的决定因 ， 了 一转型提供 的分析方法为研究城乡 具有 般性 。一 ，方面 力农业生产 进步

来 ， 村 一 ， 村工农 和 差别统 走 统乡带 分工 城市 乡 由无 向分离 传 摆脱 、分散 自 封 格局隔绝 给自足的 闭 。

， 于但是 由 城市具有要素聚集和生 集中产 势等优 ， 村乡 势转 中 于劣在城乡 型 处 地位。 一 ，面另 方 随着

力 ，断发展生产 不 原始公有制因 力不再适应 社会当时 生产 状况而解体。 ，剩 的积累随着农业 余产品 私

有制 ， 村产生和发 利益分得以 展 乡 化导致权利结 变化构 ， 对 ，系转 立城乡关 向 了这既阻碍 村 力乡 生产

的 ，发展 也 来了带 乡 程城 交换过 中的 。平等不

（一）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影响

术技 进步 动推 ， 来生产分工深化 带 的 、 ， 力专 化 促成生产业化 社会 的 高提 。“一 力个民族的生产

，发展 明 现于该民 发展程度的水平 最 显地表 族分工的 。”
②

术技 迁变 、 力生产 发展 工和分 间的之 关系

其及 动 变化态 也反映在城乡关系 村和乡 变迁上。

， 力 村 力。 判 了业 产 步是 迁 克思批 地 学派关于农 础首先 农 生 进 推动乡 变 的基础动 马 继承 重农 业基

， 对 类 、 村 。一 ，地 想 强 生 发展以及 重要作用 农业生位的经济思 调农业 人 存 社会 乡 变迁的 方面 产为人

类 必 料。 类 本存 发展 的物 资 人 生存发展和创 历史 前 够 活生 和 提供 需 质 造 的基 提是能 生 。 文明最 的民族

未 一 ， 必开 样 都 须首和 化的原始人 先满足吃、喝、 本 。 了 ， 类住穿等基 需求 存保生活 只有实现 生 障 人

才 ， 一考 层次的发 动历史的会去 虑更高 展 进 步推 创造。“ 必 、 、 、 ， 才人们首 住 然后先 须吃 喝 穿 能从

、 、 术、 ； ， 料 ， 一 一政治 学 艺 宗教等等 所以 直 的物 生 生 从 个民 代事 科 接 质的 活资 的 产 而 族或 个时 的

一 ， ， 、 、 术 ，发展阶段 础 人们的国 施 法 至宗 是 基定的经济 便构成基 家设 的观点 艺 以 教观念 就 从这个

来础上发展起 的。”
③

一方面另 ， 类 力超过 存需要 产 步促人 生 的农业生 进 进 村发展 乡 变迁社会 与 。在农业再生 过程产 中，

艺技 会更加熟练， 术技 不断会 进步， 条生产 件会不断 ， 力善 农业生改 产 将得到 ，发展 劳动生 得以产率

，提高 使“ 支配 间 被直接生 物生产占可供 的劳动时 不致全 产者的食 去”
④
， 业剩余农 劳动和 业 余农 剩

。 ， 、 ，产 出现 业劳动生产率越高 业劳 所 超 自 消费 余品得以 农 农 动者 生产的 过 身 的农业剩 产品越多 从

来 ，农业中释 余人口就越放出 的剩 多 业人农 口 门 也转移 规向非农部 的速度和 模 就 大越 。这些现象对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5-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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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本 、 门部 乃至整 会经济身 非农 个社 都将 ，深 影响 动城 发展产生 刻 从而推 乡 和 村乡 转型。

因 ， 门此 业部 展农 的发 和 力生农业 产 的 步进 成为 村 力，乡 迁的基础推动城 发展和乡 变 动 从而 响影

整个社会（ 村）乡 的包括 财富 长增 明和文 。进步 “ ，动 需要的农 产率 是全超过劳 者个人 业劳动生 部社

会的基础。”
①
“ 长 ， 少增 文明 通常 与生产食品所需要 劳动 用 相 的财富的 和 的进步 都 的 和费 的减 成 等

例比 。”
②

， 力其 产次 社会生 的发展既能 ，促成工农分工 也会 村 。致乡 孤立化导 发展 农业 力生产 的进步使得

农业产出 ，持 直接劳动 需要续超过 者的日常 仅一部 动者的分劳 农业劳动就 以为 会的 存和发足 整个社 生

必 料， ， ，展提供 需的 质资 劳 以 再 行农 是 农劳动 依 农物 其余 动者可 不 进 业劳动 而 单独从事非 靠交换从

，业劳动者 获取 业和 工手里 食物 实现工 农业的分 。 ， 也使得然而 这 一城乡 差别统 走 离和关系由无 向分

对立。“一 ， ， 也部 分工 起工 业劳动同农业劳动 分离 引 的 离 城个民族内 的 首先引 商 的 从而 起城乡 分 和

对乡利益的 立。”
③

了 、马 四个方面 分工 城乡分克思从以下 论述 工农 离对 村发展乡 ：的影响

一是 着随 工 业业脱离农 并向 ， 村市集聚 乡城 经济逐渐被 。 、简化为 经济 受 城 分离农业 工农分工 乡

，手工 从农业生产的间隙的影响 业 中被剥离 来出 ， 村 。一不 为 副 而存再仅仅作 乡 业 在 方面， 业工 发展

，产的高度要求生 集中 需要“ 力 、 力、大 料劳动 更加集 多地 生产 资中 更 利用自然 量 以及劳动 等等的集

中”
④
，这就 类 ； 一使 业的劳动 及投入 资 在城 集中 方面得从事工 者以 工业的各 源 市不断 另 ，随着城市

，工业 持续的 发展 “ 对 村 势城 活 到 都 农 占市实业 动 处 实业活动 优 ”
⑤
，致使 村 糙的手工业乡 粗 在市场

争中不断失 场竞 去市 并逐渐瓦解。 拢 势， 村业呈 聚 经济工 现向城市 的趋 乡 则 一，逐 越发趋同渐走向单

。业经济于农

二 村是乡 居民受 于制 ， 。 料固 经济 会仅限于农业生产 工将 资 过 区 为不定分工 机 分 物质 的生产 程 分

， 类操 作分派给同的局部 作 并将各 操 不同的 动者劳 。 了 、为 积累经验 实现 ，提高熟练操作以 生产效率

长 一 。 ，各 者被 期束 的局部职 及 定的 城 分离个劳动 缚于固定 能以 劳动工具 乡 之后 “ 分工 生产工具以 和

为基础”
⑥
， 一社 居民会 第 次被划 大群分为两 体， 村即 市居 民城 民和乡 居 。 村 受局限的乡 居民沦为 “乡

村动物”
⑦
， ，从事农业劳只 动 其 小 耕 少 料，生产 量的 资 围依赖 块 地和 农业劳动 生活范 被 一限制在 定

村 ， ，空间之内 同自然 交 个人 发展 到阻碍的乡 主要 和土地打 道 的全面 受 。“ 一 大 ，第 次 分工 即 市和城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 3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卷（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3年版，第26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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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 村分 使 居 陷于 愚乡 的 离 立即 农 民 数千年的 昧状况。”
①

三 业是农 本因资 与 而回到土地分离 传统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 村城市 离 看做和乡 的分 还可以

本 ， 本是资 分离 看做 不依赖 存 和发 始和地产的 是资 于地产而 在 展的开 。”
②

本城 分离使得资 能够脱乡

、土地 独 的 展离 进行 立 自由 发 。 ， 本 门。逐利 动 流向获益 市部 与此同在 目标的驱 下 资 会自发 更多的城

时， 门 本业部 聚仅农 自身的资 积 在“ 小 内狭 界限 进行”
③
。 业中农 “ 本 势资 的 优分散仍占 ”

④
，能够积

资金规累的 模有限 积且 累速度缓慢。 料民主 将农产品作为直接 生存农 要 的 资 将并 其用于本人 家 消及 庭

，费 的除此之外 剩余才 少 本。 ， 村 本商品进入 并换回 量的 资 因 的资会作为 城市贸易 货币 此 乡 能利用 有

， 对 ， 长业 处于极低 期坚持限 针 农 的投资 水平 农民 “ 来单 验的和 下 经营凭经 刻板沿袭 的 方法”
⑤
，乡

村发展 体滞后整 ，呈现“ 对相 孤立化”
⑥
的发展 势态 。

村四是乡 因 力城 生乡 产 差距而陷入 展发 。 术 ，生产的技 工农业发展 赖的困境 工农业 要求不同 所依

物质基础也 在差存 异。 本 ， ，资 为基础 农 的发展为工业以 的发展 业以土地 基础 这使得 村城市和乡 在分

工之后走向了不同 发展的 道路。 ， 了 杂得益于人 和资 不 城 在 展过 复口 源的 断积聚 市 发 程中产生 的生产

， 了换 实现和交 “工 同农业劳动 离商业劳动 的分 ”
⑦
， 来带 了 长社会 不 国日益频繁的 交往以及 断增 的

内外贸易。由于“ ， 也业依赖于 的发展 发 要以 条件商 城市 而城市的 展 商业为 ”
⑧
， 工水平的提高以分

大 ，及 会交 扩 于 市 现社 往的 反作用 城 实 了 大丰 本 ，资 以 积累 为城 供源的极 富 及资 的持续 市发展提 了不

力竭动 。相比 ，下之 村乡 仍处于停滞 ，状态 农民的 力 本资 变人 没有改 ， 力 大城乡生 断扩产 差距不 。在

， 力不 物质条 水 下 城 发展 终处于非均衡状态同的 件和分工 平 乡生产 始 。 本 义资 主 方 主在 生产 式占据 导

， 力 未 ， 大地 后 城 到 展 凡是 工 地方位 市生产 得 前所 有的发 业渗入的 ，“ 了 村城市最 胜 乡终战 ”
⑨
。

由于 大， 村 矛 ， 村距不 外 乡 陷入困城乡差 断扩 乡 内 盾激化 境。一 ， 市及工业 所需的方面 城 发展 历

，包史条件 括“ 大、 本 、 、 了 来 大市场 的积 各阶级的社会地位 改变 夺 的 人的扩 资 累 的 被剥 收入 源 批 口

的出现”
⑩
， 村在 础上都建立 剥削乡 的基 。 村 类乡 各 在市场作用 争机 向利生产要素 和竞 制的影响下 润

门城更高的 市部 动流 ，为城市提供了发展所 、 本 力， 村需要的 资 和受 动 自身市场 压迫的劳 乡 则 缺因为

乏 应的物质基础而发 受阻相 展 。 一 ， 本 ， 村 ，面 资 张 需要 城 被动另 方 为满足 扩 的 乡 屈从于 市统治 实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3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69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520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370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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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虽然科技进步和机器发明 村在乡 和农业中 ，到应 发 得得 用 但这种 展却使 “ 来农业越 越变成仅仅

一 门， 本是 个工业 全由资部 完 支配”
①
。

（二）制度作为生产关系的影响

， 料关 是人 接生 过程中相互交往所 成的 关 资 有 是生 起生产 系 们在直 产 结 社会 系 生产 所 制 产关系中

本 。基 方面 生决定作用的 产关系的 ，尤变革 其是原 有制始公 的瓦解和 ，有制 发私 的产生和 展 引起了以

心所有制 个社会经 度为核 的整 济制 的 （ ，变 刘 春革 林岗和 元 2000）。这使得 料质资 有方式物 占 发生改

， 村变 乡 农业 素 式和 的要 结合方 也 ， 村 、 村之 变 乡 阶 乡 经济主随 改 利益关系 级关系以及 体的 择选行为

均发生相 化应变 ，这些变化引发 村 。乡 变迁

， 有首先 所 制 了改变变迁 村 。 划乡 和 素结合方 克思将 的 单要农业的要 式 马 劳动过程 简 素 分为“有

本 ， 对 料目 活动或劳动 身 劳动 和劳的的 象 动资 ”
②
。其中， 对 料象 劳 资 具 参劳动 和 动 体表现为 与生产

一 生产要素 件的 切 和物质条 。 类 必 才 ，各 要素 须 结合 的生 结 由生产资相互 能进行现实 产活动 其 合方式

料 定所有制决 。一般而言， 力制会随所有 着生产 的进步、分工的 以及 济条件的改变而演发展 经 变。“劳

， ，动 所 共 体 及以 为 制 归根主体 组成的 同 以 此共同体 基础的所有 到 力劳动主体的 发展底归结为 生产 的

一 ， 一 对 一 。 一和该 应 动主体相 关系和他 然的 定 某定阶段 而 阶段相适 的是劳 互间的 定 们 自 关系 直到 点

， 。 ，为止 产 然 便转入解体是再生 后 。”
③
一旦所有制改 ， 料变 资 关物质 的占有 系就会 ， 类改变 各 要

也间 随之素之 的结合方式 改变。

在 村 业乡 和农 中，所有制的 化变 会使社会的 生产 新 方式和交再 过程形成 的生产 往形式。 产方式生

和 形式的交往 变化 生会产 两个方面的 ：响影 一方面，会改变 ， 类旧有的经济 件 使 产 物条 各 生 要素和 质

，条 得到件 发展 例如： 村乡 变为城市， 耕野变为 地荒 。 ，而且 本 也劳动者 身农业 在 着改变 。“他炼出

，质 通 发 造着自身新的品 过生产而 展和改 ， 力量和新的造成新的 观念，造成新 式的交往方 ， 的需新 要

的语和新 言。”
④

一 ，另 方面 能为新的要 进入 提素 生产 供可能。 来新 生 方式 参的 产 使原 无法 与生产的

种要素进各 入生产 程过 ，新的交往 有利 的市形式 于在更广阔 场中 ，更 新形态要 高获取 高级的 素 从而提

农业生 素产要 的 杂复 程度。“ ， 一 也 ，越 发达 要素 越是不仅形式上 而 实际 为农业 是 它的 切 就 且 上作 商

，也 ， 来 ， 一 （ 子、 料、 、入 业 是说 自 些生产者 肥 牲畜 畜产品加 农 就 这些要素 外部 是另外 的产品 种 品

等）。”
⑤
因此，所有制 了不仅变迁 改变 要传统 素，还 引新的要 产吸 素参与生 ， 了提高 杂要 程度素复 ，

为 方 提供要素结合 式 了 。 村 类行空 乡 各 要素之间的关更多可 间 系发生 ， 村乡 农 以 非农重构 资源在 业 及

，重 过程和再产业之间 新配置 劳动 生产过程也发生改变。

，其次 了产关财 系变迁导致 村乡 利 阶益关系和 级关系的对 。立 马克思认为， 有制的发私 展不仅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14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14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卷（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3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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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益 局 还城乡利 格 会改变 村乡 内部的利益关系和 ，阶级 系关 村乡 一中 现经济 第 次出 “ 有 产的私 财

集中”以及“ 来 小由 农向无产 化此而 的平民 阶级的转 ”
①
。

从利益关系 ，由于看 “ 一 的经 先 利益每 既定社会 济关系首 表现为 ”
②
， ，在不 制关系下同的所有

、 村 对 料 ，居民 乡 内 群体 的结 方式或占有关系存 区别城市 居民及其 部 生产资 合 在 得这使 体 生不同群 在

关系 地产 中所处的 位存在差异。 ，因此 （ ）各个 实际获得的 利益 和性群体最终 物质 财产 的水平 质也有

。一同 制发生所不 旦所有 改 ， 产条件下 的利益变 原有生 结成 格局也 化会变 ， 村乡之 乡 内 的城 间以及 部

利益关系也随之 。 ，调 私有 出整 制的 现 了改变 ，原 公 制下 占 局始 有 财产共同 有的利益格 使得财产朝向

一 ，群体及其所 间集某 处空 聚 从而 村 。城乡 乡 利益不平产生 之间以及 内部的 等

从阶级关系 ， ， 斗 、 对看 阶 起源和 社 存在 利益 级之间的 争 冲突和级的 发展基于 会 的物质 阶 立“首

了 ， 权力 来先 经 而 行 政治 实 的手段是为 济利益 进 的 不过是用 现经济利益 ”
③
。 村城 及乡 内部乡之间以

， 一利 局的益格 变化 进 步使 村城乡 乡 阶级关系之间或者 内部的 也随之改变，从而使城 民在物乡居 质资

料 矛 。产 交换 发生 冲突 私有制的出现的生 和 过程中 盾 ， 来带 村城乡 乡 益 局以及 内部利 格 的 ，调整 使得

对联 出现 立相关 的阶级关系 。 对这种 立 村乡之间表现 市和 政治在城 为城 乡 在经济和 方面的 削剥 和被剥

、 ， 村削 统治和 系 在乡 内被统治关 部则 村 对 ， 对表现为 级 业直 者的 迫和剥削 城乡乡 统治阶 农 接劳动 压

立成 影响为 村 迁乡 变 因的重要 素。

， 心最 以所 的 度后 有制为核 社会经济制 及其 村 。变 居民的经济 私有 发展迁影响乡 行为 制的产生和

对 。 了 矛利 化和城乡 为 维护既 益并缓 利 引起导致社会 益的分 阶级的 立 得利 解因物质 益 的 盾和 ，冲突 处

，于统治地位的阶级 建立 的 机会 相应 制度和 构 以“ ，正在 会 的现象永使 开始的社 分裂为阶级 久化 而且

权 对使有产者阶 削无 利以 者 永久化级剥 产者阶级的 及前者 后 的统治 ”
④
。 一这 动以所有过程将推 制为

心核 的整 济 度体个社会经 制 系的 。迁 生 和交往过程变 产 会 ，形成 的激 约 人 彼 之间新 励和 束 改变 们 此 结

， 。赖 从而影响 为成的依 和制约关系 人们的行

村 ， 权 ； ， 也乡 受城乡 等制 民的 济 限制 同时 受到制度不平 度的影响 居 就业和经 利受到 农民生产 限

， 。一 ， 村需要向 提 剩余 面 乡 遭受城乡不平等制 的影制 统治阶级 供 劳动 方 会 度 响。 些这 制不平等 度包

括 对中世纪反 封建制度、 ， 本 义 村工商业发 规约 资 主 时 行的 者的维护城市 展的行会 期实 歧视乡 劳动 就

业制度 。等 “ 了 村、计 。 村 一 ，定 城市和 和日劳动 资率 农 期 应为法律规 农 件劳动 的工 工人受雇 限 年 城

工人 应在市 则 ‘自由市场’ 。 ，上受 支付 法 的 要 监禁 工 支付高雇 高于 定工资 人 被 但接受高 资的人要比

工 到更严厉的资的人受 处罚。”
⑤

村 ，这些 制度 制 顺利进入 商业城乡有别的 安排会限 乡 居民 城市和工

使其 权 ， 村 择 ，获得与 同 的经 就业 会 乡 居民能够选 的 间有无法 城市居民 等 济 利和 机 空 限 被 村束缚于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8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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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业农 。 一 ， 村 也方面 活 度因素的另 乡 的内部 动 会受到制 约束。 的生产不仅 满足农民 需要 自身以及家

， 一庭的 需 定的制度 统治阶级 剩余劳再生产 还 要服从 要求并向 提供 动。来 ，阶 的压 重自统治 级 迫越严

， 。 ，农 需要提供的剩余劳 就越 民 行 就 受限 纪民 动 多 农 的经济 为 越 制 在中世 时期 农民“ 满足自己在 的

向封建主交 物贡需要并 纳实 赋以后”
①
， 一生产 用还能 定的商品 于交换。 本 义 ， 本 义到资 主 时期 资 主

度的渗入制 使 ，民不断 强农 提高劳动 度 农民的 本 。和生 都服从于农业资 家 直接生产 活 的 管理

， 心由 有 为此 以所 制 核 所 ，形 结 会成的制度 构及其变化 改变 村城 间以及乡 居 部的乡居民之 民内 利

益关系。 制于 益 及受 既定的利 关系以 与其 ， 村 权 ，相 乡关系 乡 拥有的 生 变适应的城 居民 经济 利发 改 他

们 以及 们与城市居民之间 所面 收 中 利 机会之间 他 从 临的 益机制 获 的 和程度也 。在 规则所存 差异 这些新

来 村带 约束将影响 民的的激励和 乡 居 经济行为。 对 择 ， 村 一各种 策 中 乡 居民在 选 进行决 的过程 只能在

， 、的社会关 约下实 益 们追 维系 身及家庭再生产的 为推定 系制 现自身利 他 求利益 自 行 动了 会社 关系的

变动， 一进 影响步 城乡关系 村 。和乡 变迁

（三）技术和制度的互动

心有制为核 济制度以所 的社会经 的变 与迁要 术 心以技 为核 的 力产生 的 相发展阶段 适应。 术技 进步、

力生产 发展 采 来，用相应的 方式将 的 济主 起要求 生产 参与生产 经 体组织 以 、立新的生产关系 推 社建 动

会 体制度 系 迁的变 ， 会这 一 村 。步影 系进 响城乡关 以及乡 变迁

， 力 、首先 生产 发展以及由 加的进步 分工 此增 积累促成 度变制 革， 村 对只 乡 立的条使得乡 能在城

。 力生产 和分件下发展 工的 来发展带 生产关系的 革变 ， 了改变 ，进行 产和分配的经济形 从而人们 生 式

改变 料、人 动 劳 工具 品 关系们在劳 材 动 和劳动产 方面的相互 。“ ， 也分工 同发展阶段 就的各个不 同时

是 种不所有制的各 同形式。”
②

力早 低下的生 及有限的 分工相 有 形与 期社会 产 水平以 自然 适应的所 制

式 公有为原始 制。 匮 ， 类 少 ，在 乏的物质条件下 只能 占 财 和 具人 共同 有 量的 产 工 从事有组织的采集或

动生产劳 ， 。 力并且分 果 农业生产 和城享劳动成 进步 乡分工所 来带 的社 率会生产效 的 不提升 了仅引发

村乡 和土地所能 料提供 食和原的粮 数量的 长， 大还 出 量 剩人增 析 农业过 口并使其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

。产生 这促成了 料 ，物 资 积累 产 此产生质 的 以及剩余 品的增加 由 了 。剩 分配问题余产品的 不过， 始原

公 使有制的局限 得 往往这种分配 是“ （ ）及其产品 的分配 无 数量上劳动 的不平等 论在 或质量上 ”
③
。

了 ， 对为 解分 中由 分配不平等造成的 突 并 结 确缓 配过程 于 冲 分配 果进行 权、 ，有 保护占 和 必须执行普

认 规范遍 可的准则与 以约 行为束人们的 。 ，因此 力 ，不 合生 始公 解 有再适 产 发展的原 有制逐渐 体 以私

心制为核 系伴随着的制度体 “ 必的 然性积累 ”
④
而 来。发 起 由 分工 实现城乡居民的建立和 展 于城乡 已

本 ，分 以及 地 离 有 的出离 资 和 产的分 私 制 现强化了对 ，乡 和保护城 财产的分割 这就 乡在持续的使得城

了 矛 ， 对交往 益而 盾社会 中为 各自利 不断爆发 产生 立。“ 对 才城乡之间 在私有制 围内 能的 立只有 的范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5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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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①
， 村 对 。能 城乡 件下 展乡 只 在 立的条 发

，其次 制度变革加剧 对 ，城乡 立 村 。碍 发阻 乡 持续 展 马 思和克 恩格斯 调强 ， 一展并非私有制的发

蹴而就， 是最初只 “ 一作为 种反常的、 来从属 制的 起于公社所有 形式发展 的”
②
。 本 义资 主 时期直到 ，

“ 了 一 了 对体的 切外 消除 国 发 的任 的纯 私有制抛弃 共同 观并 家 所有制 展 何影响 粹 ”
③
才开始占据统治

，地位 引 社 经 制度进而 起整个 会 济 的 。 ，有变迁 私 制不断发展 使得 对城乡 益冲突和阶 越之间的利 级 立

尖 ，发 所形 格 固化锐 城乡分离 成的分工 局不断 。 村 ， 料乡 屈 分工 主要 粮食和 功从于固定 承担 原 的生产

，只能能 获得“ 面的 展片 发 ”
④
， 力整体生产 发展受 制约到 。 村 ，产 的乡 生 是片面 而因 也生产其 成果

面是片 的。 ，然而 村 对 、 、 料 ，民 衣 食 住 活资 的需求 面的乡 居 等物质生 是全 所以， 必民之城乡居 间 须

，交 向城市和 度安排进行 换 而偏 工业的制 使得 村 。因为不 而 受损 思引 斯密的观乡 平等交换 遭 失 马克 用

，点 认为城 交换 是乡 实质 “一 一原 品 定量 产定量的 产 同 的制造业 品交换”
⑤
， 采 一通常会 取城市 定的

，和措施制度 例如“ 对 一制造 上的 限加在 业和 外贸易 切约束和 制”
⑥
，以 使制造业 更贵促 产品卖得 。

，这样 村 ， 村需要用 劳 量的 产品 行支付 乡 剩余乡 就 蕴含更多 动 土地原 进 就 ，通 城乡 流过 交换 向城市 这

约制 了 村和农乡 业的发展。“ 一 东 ，凡 里能提高 品价格的 西 降低是在 个国家 制造业产 都会 土地的原产

，品的 使 展缓慢价格 从而 农业发 。”
⑦

，最后 制度 术技和 对 村乡 变迁的 响具有影 阶段性。 克 认为马 思 ， 对 力系 生 具有能动的反生产关 产

作用。“ 力 一会的 生 到 阶社 物质 产 发展 定 段， 一便同 其 存生产关 关系它们 直在 中运动的现 系或财产 （这

只是 关系生产 的法律用语） 矛发生 盾。 力 力 桎梏些 由生产 的 变成生产于是这 关系便 发展形式 的 。”
⑧
在

， 术 力 ，每个经 应 发展 进步 生产关系济时期 适 技 和生产 的 会 来 术带 生产 素结 式 动要 合方 以及劳 技 和组

织形式的改进。旧 件和生产 发展有的物质条 要素得到 ，为新要 入生素进 产提供了可能， 一在 定时间内

了进促 力生产 发展的 ，满足了 对的发展需 其 物质 求经济主体 要及 利益的追 。 着统 为巩 既得随 治阶级 固

利益格局建立 ， 料相关 安 资 占 和使起 制度 排 生产 的 有 用 固情况被 化， 动方式转生产的劳 变 约受到制 ，

矛社会发展 化与 成 盾新变 现有分工形 ， 了引发 对 矛立 盾利益 和阶级 ， 力不利于生产 的 ，续发展持 生产

系关 对 力 来。 村 ， 对 村 力生产 碍 用就 推及 乡 变迁 各个阶段的 产关 生的负向阻 作 显现出 至 生 系 乡 产 的影

也响 现 促进呈 先 后阻碍的“倒U型”变化，从而 村影响城乡 发展关系和乡 。如图 1所示： 促进在 阶段，

力应生制度适 产 发展， 力 ， 村产 展 乡 发展生 得到发 迅速， 村乡 力城市的生 距与 产 差 小缩 ，利益冲突或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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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 未阶 盾尚级 激化， 对乡 立 在私有制条件下已 存在城 虽 经 ， 较展但发 为缓慢；在 碍 段阻 阶 （自A点起），

村 力 桎梏， 势生 乡 生产 发 优 地位的城 保护 立现存 产关系成为 展的 占据 市为 既得利益建 了城 制乡有别的

，破坏度环境 了城乡 然平衡交换的自 ，加深了 对 村市 乡 的城 剥削程度，致使 对 尖 ， 村城乡 锐 乡立日益

。展受阻发

城乡对立生产关系

对生产力

的反作用

时间

A
O

图1 各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对城乡对立的影响

注： 对 力左轴表示 产关 产 用生 系 生 的反作 。 力平 以上 示 应生产 发水 轴 的部分表 生产关系适 展，对 力生产 起促进作用；

力水 以下 生产 应 展平轴 的部分表示 关系不适 生产 发 ，对 力生产 起阻碍作用。 村 对 力各个阶段 生产关 影 呈的乡 系 生产 的 响

现 后阻 的先促进 碍 “倒 U型”变化。 对右轴表 城乡 程示 立的 度， 村 力 对关 促 乡 生 得 缓慢生产 系 进 产 发展使 城乡 立发展 ，

村 力 来 对 尖生产 乡 生产 发展 乡 立关系阻碍 带 城 日益 锐。

思和马克 恩格斯 研的 究表明， 对 力不同时期 生产 的反生产关系 作用使得 村乡 段 变化变迁呈阶 性 。

中世纪初期， 业农 的 村 村普及以及封建 度在 建 乡 据 配地制 乡 的 立使得 占 支 位，实现了“ 村对城乡 市的

统治”
①
，“ 村业在城市 市的各种关 模仿工 中和在城 系上 着乡 的组织”

②
。 一中世 发纪的进 步 展是“在

村 对城市和乡 行的的 立中进 ”
③
，城市 业及其 组 得以手工 封建行会 织 发展。 会制 造就行 度 了“城市的

对 村 、 势商人和 工业 的 有 租 农场 工手 者 农 土地所 者 地 主和农业 人的优 地位”
④
，使得在城 程乡交往过

中， 村城市能 济上在经 剥削乡 ，通过“ 较小 村较大以 量 农劳动交换 量劳动”
⑤
获取超额利润， 城实现

本 ， 对市资 的 城乡 立积累 开始 ， 村乡 展受显化 发 阻。 本 义 ，主 原 积累阶段 代表当时 先进在资 始 最 生产

力 ， 村水 工 度 工场 先 制度阻碍平和分 程 的 手工业 最 在没有行会 的乡 萌芽。 村这些乡 发展快速，逐渐变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卷（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3年版，第25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卷（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3年版，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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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 且并 “很 每 最繁荣的快就成为 个国家 城市”
①
。 大 ， 本 义 来业时期 资 度带 城在 工 主 制 市和工

力生业 产 的显著发展， 、 村 ， 对 尖使得 业屈从于工业 乡 屈 于城 乡 锐农 从 市 城 立持续 化，资 阶级产 凭借

济在经 上 的统治地和政治上 位加强了对 村 。和劳动者的乡 剥削

三、乡村现代化的路径

力 一 桎梏社会 安排 生 发展的现存的制度 成为城乡 产 进 步 。这使得 对 尖 ， 村矛立日益 锐城乡 乡 盾不

断加重， 村乡 转型受 制约到 。 村 ？现乡 代化 马克思和恩格如何实 现 斯认为， 本 义 力社 产资 主 会的生 发

村 了 ，展 实已 型 物质基础其 经为乡 转 提供 坚实的 “ 来新的社会制 底铲 的手通过建立 度 彻 除这些弊病 段

备已经具 ”
②
，对 村 力 ， 类 尤乡 生产 发 经济制度 变革 破 生 要素不适合 展的社会 进行 除限制各 产 其是土

， 、 ， ，地要 持续发展的壁垒 在 工带 城 条 下 构城 质 流动 促成素 以 农 以 带乡的 件 重 乡间的物 交换和要素

村乡 类各 、 来， 村在更广阔的 内 以 态和 方 与联合起 乡 的要素 范围 更高级的形 更合适的 式组织 从而打破

，固定分工 有助于 、 村 。工 融合 转型 展实现城乡 农 下的乡 发

一 村 。 一 ， 村 布 、是乡 土地制度改 作为 富 源 土 的占 系 局 农革 切财 的原始 泉 地 有问题关 着乡 的产业

本业的 以及直接劳 的根发展路径 动者 利益。“ 未来级的 这 的解决工人阶 将取决于 个问题 。”
③
马克思

格斯和恩 指出， 村 存土地 重 地位 形式乡 现 制度中占 要 的两种 —— 小民 块土地所有制农 和 本 义大主 土资

，有地所 制 均存在 ， 本 ，也显 端 既 地 展 不利于 要素明 弊 不利于土 身的持续发 土地作为 在 村乡 产 构业结

中的 。合理配置

以土地被 小 、 小 ， 对 力成 家庭劳动 投资为特 农民 块 制 产生切割 块 依靠 并且缺乏 征的 土地所有 会 地

和劳动力 ， 。 一的 费 并且排斥现代农 的各 良浪 业 种改 措施 第 ， 小 ，将 地 割成 营土 切 块进行经 会消耗土

力， 耕 。小 ，的自然 提 的生产费用 所有 土地 农 产工具 会地 高 作土地 土地 者通常仅将 视为参与 业的生 根

对 ，的主观意 家庭的 调 土地 和利 难以全面考虑这种 割和 方据个人 愿或 私人利益 整 的分割 用 分 利用 式是

本 未来 。 ， 来会 响 地 身 质 发展状况 过分割土地 生产否 影 土 的物理性 以及土地 的 事实上 通 调节 也会影响

，和农 发土地 业的持续 展 “ 力的肥 随着 割的程度 减土地 土地被分 而递 ”“耕作土 产 用却地的非生 费 按

一 本生产 具 身被分割的比例 递增照这 工 而 ”
④
。这就 料使 有 的 产资得农民 限 生 只能被 ，散分 地使用 农

民面临着“ 来 料 来生 越恶化和生 越 越产条件越 产资 昂贵”
⑤

窘 ， 长成生 种 以的 境 促 产增 的各 需要难 得

到 。 二满足 第 ， 小民及其家 缚于分 范将农 庭束 散的 土地 围内，造成了对 类 力 大 。的巨 费 农民所人 劳 浪

小 一 ，拥有的 块 地通 在土 常存 个限度 “ 大 力 耕 ，也 小既 于 以自 量 的限度 不不 他 己全家的 通常所能 种 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6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9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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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养家糊口 度足以让 的限 ”
①
。 了 ，为 地 并 地 能够满足 庭的日常充分利用土 且保障土 的生产 个人及家

， 、 ，必 大遵循传 营 式 生 低下 农民及其家庭 须将 的劳 间 占 的需要 统农业经 方 产效率 的 量 动时 投入所 有

小 ，土地块 之上 由此导致对 力 大 ， 力 门耗费 使这 法再参与其 的生劳动 的极 些劳动 无 他部 产。由于土地

， 也是分 者 行散的 生产 只能进 “孤立劳动”
②
， 返于土地日常往 和 ， ，居点之 然 生交定 间 只同自 发 往

其 。 三质条 和精神条件的发展 限 第物 件 有 ， 小 耕资 农 身 局限 地 作缺乏 金以及 自 的 性致使土 不具备合理

。一 ， ，的条件 民所拥有的 有限般而言 农 资金 他们 小 了一 本，块土 出为拥有 地已经支 部分成 “这其实

少了小 本 本。 少了 料是 农在他们 产领域 支 的资 地减 们的生产资 的数相应地减 的生 身中可以 配 这相应 他

， 小了量 而缩 产 基从 再生 的经济 础”
③
， 对 、采使 农民 持 进农具并 技得 土地进行 续投资 用先 应用科学

术的可能性降低， 了阻碍 进程农业现代化 。 小 ，所 统治地位 方 农民购 地在 块土地 有制占 的某些地 买土

所支 价 甚至 到农 生产难以进行的程付的土地 格 会提高 业 度。“小 来块土 有 性 说 斥社地所 制按其 质 排 会

力 、 、 本 、大 对产 的社会形 会积聚 规模 牧和 的应劳动生 的发展 劳动 式 资 的社 的畜 科学的累进 用。”
④

、大 耕 本 义大 ， 一的 模 作以及 为特征的 土地所 能 在 定以土地 集中 规 雇佣劳动 资 主 有制 虽然 够 程度

，促成 业的繁荣 使得沿袭 统经 农 方 转 为上 农 传 验的 业经营 式 换 对 ，先 科 用 但仍然进农技和 学的普遍应

。 ， ， 本 本农业的合理 马克 经营 条 制 农业资 工业资难以实现 经营 思指出 农业 受到自然 件的限 家无法同

一 ，对家 产过程样 生 进行“ 、的 面的 见的 制共同 全 和有预 控 ”
⑤
。一 ， 本 义般而言 参与资 主 业生农 产

料、 本物 包 各 动植 器 定资 等的 质要素 括 种 物性材 机 以及其他固 。 料 长由 性材 的生产于动植物 和生 “必

一须服 界规从 定的有机 律”
⑥
，其 本数 完全按照 的个人意 变投入 量无法 农业资 家 愿改 。而机器和其他

本 ， 本 ， 一 本固 资 等 服从 业资 家的直接管理 要花 量 增 投定 却能够 农 只 费 定 资 就能 加 入。因此，在农业

产生 过程 ， 本 对和其他固 的增加会相中 机器 定资 投入 更快， 料 对 。动植 入会 是物性材 的投 相 不足 但 农

料产需要依 性材业生 赖动植物 ， 料机器 资资 的投等物 入增加， 本 对 料得 业资 物材 需求增使 农 家 动植 的

加。 对 料 较 长 ， 料 。这会使得 植物 需 它 供 增 更 植 的上涨 动动 材 的 求相 于 的 给 快 引起动 物性材 价格 植物

料性材 的 一 少， 一 又 料 大价格上涨 会导 减 另 起 性材 生产方面 致相关需求 方面 会引 动植物 的扩 。这会促

采 料 料 ，使人们 远的市 者 用其 原 进 代替从更 场 购原 或 使 他有机 行 使得 料 ，动植物性 供给 甚材 增多 至超

， 又 ， 料 ， 料需 由 会引 跌 性材 的再 影响动植物 的供过 求 此 发价格暴 阻碍动植物 生产 再次 性材 给状况及

其价格。 ， 一 本 对变 农业生产 业生产 样 资 家 生 全 控制如此重复 动 使得 难以像工 实现 产过程的 面 。“资

本 义 矛 ， ， 本 义 （ 本 义度同 理的农业相 盾 或者 合理 业 制 不 容 虽 度主 制 合 说 的农 同资 主 度 相 然资 主 制 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马克思主义乡村转型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19 -

术 ）的发展进农业技 。”
①

，此 还强调外 马克思 ， 本 义 ，在资 地所 所实 发主 土 有制基础上 现的农业 展

来 本是用 尽快 所有者和 资 家的 段不过 增加土地 农业 财富的手 ， 破坏 地会 人与土 、 村乡 间的物质交换之 ，

对 力 榨存在 的持 和地 续 取 滥用， 对及 业 动者 机以 农 劳 个人发展 会的掠夺。“ 本 义主 农业的资 任何进步，

， ， 一 力都不仅是掠 动者 步 而 土 巧的进步 内提高土 的任夺劳 的技巧的进 且是掠夺 地的技 在 定时期 地肥

， 也 力 。一 ， ， 大何 是 坏土 久源 的进步 个国家 例如 美合 越 业 为进步 同时 破 地肥 持 泉 北 众国 是以 工 作 自

， 。 ， 本 义 了 术 ，己发 这 就越迅速 生产发展 社 产过 合 只展的基础 个破坏过程 因此 资 主 会生 程的技 和结

了一同 切财富的是由于它 时破坏 源泉—— 和工人土地 。”
②

两 地所有 形种土 制的展开 式尽管 ， 都体不同 但 现了制度“对 对 本 、农业生产和 土 身的 经地 合理 营

和 良 设置 制维护 改 所 的这种限 和障碍”
③
。 ， ， 了 ， 对马克思认 的利益 应该 制度因此 为 为 社会 土地 进

， 力 采 。 小且在 度 生产 状况 的措施和 在农民 有 占统行变革 并 不同的制 条件和 下 取不同 手段 块土地所 制

， 采 力 小的地 决不 取暴 手段剥夺 或者治地位 方 农 采取 预干 措施 小 ，速 的 亡 而加 农 灭 是要 示通过 范或帮

小 ， 小 大 ，农的私人 产过渡到合 的占 块土 为助将 占有和生 作社 有和生产 使 地结合成 田庄 小农使 能够进

耕行共同 种，并且按照“ 、 力土地 预 所 劳 的入股 付资金和 出 比例”
④

配收分 入。 ，与此同时 由于将土

来 大 力， 村 ，结合 行 营 变 多余 以 业劳动 不 工作或者被地 起 进 规模经 而 得 的劳动 可 在乡 从事工 至于失去

。 大 ， 大 、 本结于 阶级 制 地位的地 私有的 由 资 家管迫集 城市 在资产 土地所有 占统治 方 将 地主 农业 理的

转 为土地 变 “共同的、 家的 产国 财 ”
⑤
，将土地的直接使 和配 给用 置交 “ 来的 业 动者联合起 农 劳 ”

⑥
，能

够 村 一 一 ， 本 ，和 服从于 个 级的统 指挥 彻底 资 的使乡 农业的生产 生产者阶 从而 改变劳动和 关系 消灭将

本 义 产方式应资 主 生 用于农业所 来 。 ，带 的弊 此 土地 用病 由 占有和使 系的关 ， 使农 生产摆脱变革 促 业

， 来 小束缚 原 受 地 块 及 限 而 以土 化以 私有制 制 难 得到 ，科 器发明 将 地占有应用的 学进步和机 在新的土

， 来 力 力 ，形式 业生 到充 合 动者能在 地 和破坏 前提下和农 产方式中得 分利用 联 起 的劳 避免浪费 人 的 得

大 、 耕 来 一 ， 村 也规 机械 带 的 好处 乡 的产业结构 得益 地 系 变到农业 模 化 作所 切 会 于土 占有关 改 所 来带

， 布 ，的 优 更加合理要素配置 化 从而形成 的 局 “ 、 、 ， ，一 门矿业 工业 总 生产 理农业 之 切 部 将用最合

来的 组方式逐渐 织起 ”
⑦
。

二 工业是 与 、农业 城市与 村乡 互动发展。 克思和马 恩格斯 为认 ， 力，业发 很强 辐射能工 展具有 的

门个别工业部 为利因 用科技 机 发 而获进步和 器 明 取收益 行的 为， 门 ，其余工业 仿 从将会吸引 部 相继效

门 ， 也而推动 部 和 进步 或 获得科工业 整个社会的 农业 直接 间接地 技 、 发明以及 改善的进步 机器 运输 益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58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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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一 来成 工业 带 的 果是无穷无尽的经形 的 推动所 结 ”
①
。一 ， 对方 工业 业 接 带面 会 农 产生直 的 动

， 。 大 ， 对 ，作用 按 式进行经 中土地扩 农 营规 的投促使农业 照工业的方 营 通过集 业经 模 增加 土地 资 广

术， 、 、 ， 采用 学技 改良 先进农具 系统的 并泛利 现代科 土壤 使用 实行 轮作制等 用“集体 组织的和有 的

劳动”
②
，农业生产者可以提升 生农业 产效率、提高土 产量地 ， 长增满足日益 的居民需要。 一另 方面，

工 过发展业还会通 与农业相 门， 对 。关联 接 农 动 益于工商 不断完的工业部 间 业产生推 作用 受 业体系的

， 、 、 门也 ，大 力善 制造业 业 与农 相关 产业部 得以发展 量 动 通 事机器 运输业 商 等 业经济 的 劳 过从 “农

产 要 的制业生 各 素 造和输送”
③

，而 业生产 为 提供充足的 基础间接参与农 农业发展 物质 。这使得农业

， ，生产 好 新发明的 工具 使用 进行运 的 场购 的机 和者能够更 地利用 机械辅助 道路 输 从更远 市 买便宜 器

料， 训 。原 并能雇佣到经 良好 农过 练的 业工人

对随 工 农业着 业 影响的 ， 对 村 也断 的带动作 强不 加深 城市 乡 用 得以增 。城市可以 其在借助 经济和

， 村 。上的 引 向新的发政治 统治地位 导乡 走 展路径 其一， 村。以城市精 导乡 由 政 集中神指 于经济和 治

， ，代表 市的统治阶级通常 倾向 定 市 制于城市 城 会 于制 偏向城 的 度 这会使 村乡 被 ，视 流忽 并因为要素

失而走向衰败。 村 ， 村 划破解乡 衰败 需要 农民 进为 困局 城市将乡 和 整体囊括 发展规 ，共同制定发展目

， 村 ， 村 权发展起代 利益的 乡 利保 益实标 表乡 群体 注重 的 障和利 现。“ 村把农 的生产者置于 们所他 在

心 ， 心区 的 神 导之 在 人作为他 天然代表者地 中 城市 精 指 下 使他们 中 城市有工 们利益的 。”
④
其二，推

动社会文明、 村 。乡 愚 要 和分工深 市居民在 生产生 会 历消除 昧 城市的 素聚集 化使得城 日常 活过程中 经

杂 ，复 交往 接触的社会 和 这会引起城市 民的居 “ 心 力和 精 奋竞争 特有的 振 ”
⑤
， 而提 率从 高工作效 并

习 ， 一 。 ， ，的学 和发 现整个城市 的进 通过 的 交流促进个人 展 进 步实 文明 步 因此 可以 增强城乡 联系和

村 ， 村长推动 向乡 蔓延 消除乡 然 交道城市文明 逐步 期只同自 打 的落 。愚昧 态后和 状 其三，依靠城市解

村 。 长 、 ， 村 ， 、决 社会 受 隔 状 的影 局 靠自身解 市场乡 问题 期封闭 绝 态 响 乡 存在 限性 难以依 决社会化

化冲击所 来 ， 来 村 桎梏的负 依赖 乡带 面问题 需要 城市 破除 发展的 。“ ， 村社会机体 农 中是慢的疾病 在

性的， 大 了而在 城 成 性的市中就变 急 ， 了人们 现 这种疾病的真实 质和 的 法从而使 发 性 治疗 正确方 。”
⑥

三 ， 。重 城乡 实 和城乡融是 构 物质交换 现工农结合 合 和恩格斯马克思 ， 本 义认 主 生为 资 产方式和

力 ， 、 、换方 产 及工商业 通工具 世 易等的 和 展规 远交 式下的生 发展 以 机器和交 界贸 扩展速度 发 模已经

了远超 私有财产和个人交出 换所 ，能 的 使 场 机不控制 范围 致 市 危 断爆发， 对乡城 立日益加剧。 ，因此

力 桎梏， ，不仅 制生产 发展 度 更 制度要破除限 的制 要建立新的 体系 促成“ 、 、工 交换的共业 农业 同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53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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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①
， 类 门 来，各 生产部 更合理 织使 能以 的方式组 起 使 类 、各 素在 乡 工农之间得以自 交物质要 城 由

， 力 大 、 布 划。换 优 以 现 产 在 广 局和协调 言并且 化配置 实 生 更 范围 更 空间的统筹 规 具体而 ： 一，第 要

。一促进 和人 的均 面工业 口在城乡间 衡配置 方 ，要实现“大 布工业在全 能均衡的国的尽可 分 ”
②
。随

大， 术着工业 扩 进步 通改 使得范围不断 技 以及交 善 将 村 势部分工业转 到乡 生 营 具移 进行 产和经 更 优 。

这不仅便于“ 料接 挂钩直 同原 的生产 ”
③
， 少减 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和费用， 能帮 设起还 助农业区建 体

现其禀 势 村 ， 、 ， 村优 业 使农民 地就近参 业经营 劳 增强 济复赋 的乡 工 有机会就 与工 从事工业 动 乡 的经

杂 ， 村促使乡 产业走向繁度 荣。 一另 方面， 促要 成“ 布尽 能 平均人口 可 地 分 于全国”
④
。通过工种变

和产业教换 育等方式 ， 择使劳动者个 到全 发展 会 根据个人人得 面和自由的 能顺应社 需要并 兴趣选 所从

， 必 ， 力事的岗 生活的 局 于特 工结 或特定的空间范围 而实 动 和位和 地区 而不 限 殊的分 构 从 现劳 在工农

乡 的自 优城 间 由流动和 化配置。“ 人都没有 动范围任何 特殊的活 ， 门而是 以在 展都可 任何部 内发 。”
⑤

二，第 。农 城乡融合 调要实现工 结合和 马克思强 ， 对 、 ，只有消 乡 立 实 合 及城灭城 现工农结 以 乡融合

才能缓解 、 染， 村、 ，现实世界中水 空气 土地 重 城 与 人与 间 实和 的严 污 重构 市 乡 自然界之 的物质交换

力 术 一 ，现生产 步发展 并且和技 的进 得到“ 术田间 工之 统 结合作业和技 加 间的有系 的紧密 ”
⑥

来所带

一 。 、 ，随着以工 以城带 推的 切好处 带农 乡的逐步 进 在消除 、 ， 大城乡 差别之后 便可在更 围工农 的 范

内 力 划生 筹实现 产 的统 规 ，促 工农成 、 高 合城乡在更 形态上的结 ，在“ 二避免 性和缺点者的片面 ”的前

下将提 “ 村 来活方 结城市和农 生 式的优点 合起 ”
⑦
， 促使并 “工业 业生产发 密的联生产和农 生紧 系”

⑧
。

四、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村 义系 乡 转 克思 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城乡关 与 型是马 主 畴的 。 力重 成 克 运 生产要组 部分 马 思 用 与生

， 讨了 村 ， 了 来 村系 经济学方 独特形态及 性 分 变化产关 互动的政治 法 探 乡 的 其特 析 城乡关系 带 的乡 系

， 讨了统转变 探 影响 村乡 变革、 村引发乡 发展困境的 用作 ， 了 村 。机制 代 的可 马克提出 乡 现 化 能路径

义 村 对主 乡 转型理论思 解决 村下中 乡当 国的 问题、 村现实 乡 振 有重兴 要启示。

一第 ， 村 。城 系统 马克乡关系与乡 思 义主 村 村型理论将乡乡 转 视为一 ，个系统 类认为人 、居 土定

地的 村落属 的出现财产 性以及 村 一使 种独特的 而存在得乡 作为 形态 ， 村乡 具有 、 、土 生 工以 为 农结合

、 一自给 足 自成 体的结构特自 征。 来 村 ， 、城乡 变 是 系 的整 农关系 化带 的 乡 统 体改变 工 分工 权利结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32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686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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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村和 机器生 发乡 结构的产方式引 解体， 一 对城乡 别的关系从无差 统 走向 立， 了 大产 城乡差距生 巨 的 。

本 义 来 村 。 ， 本方式带 乡 化和农 但 资 主资 主 生产 城市 业社会化 是 导下的 村乡 城 化市 使得 村乡 了出现 环

、 染、 、境 劣 空 卫 疾 肆恶 气污 生恶化 病 虐等“城市病”。 社农业 会化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 时同 ，也

使得人与 之间土地 的物质交换 、中断 力土地肥 、到遭 破坏 业劳动者农 一技能单 化。 本资 化农业使得土

权地所有 业 营者向非农 经 集中， 、 、大 小 ，租上 侵蚀农业利润 机器 挤农 动 农 业地 升 排 业劳 农排挤 农 和

。农民状况恶化 村 。中 问题是城 变的集中反 国国当下的乡 乡关系演 映 中 拥有 ， 对业文悠久的农 明 农民

， 、 ，地 农工 农副土 的依赖 互补 以及村庄的非正 系使式关 传统 村 了 。超 定状 共产 在乡 形成 稳 态 中国 党

重构 村 、乡 秩序 建立起 ，采 二 村 了国家 秩 城 元 制和 城 快速的工体制 序后 用 乡 体 乡 服务于 市战略促成 业

， 也 了市化 但 引发 差距化和城 城乡 较大、 。 对 村 村后等 马 变迁及乡农业发展滞 问题 依循 克思 乡 困境根

， 村 力 力 ，也的分析 中 乡 问题 化 程中 间生 和财富创造能 差距 反映 乡源 国的 既是城市 进 城乡之 产 的 是城

二 来 大 。 村 ， 力 ，也带 城 差距 改 要弥合城 展差距 要改 致元体制 的 乡 加 的结果 变乡 状况 既 乡生产 发 变导

。 村 ， 村 ，城 制度 按 的逻辑重 甚至继续 作为城 只乡不平等的 如果简单 照城市 构乡 系统 将乡 市的附庸 会

村 。 ，必加剧 因此乡 问题 须重新思考 村 ， 找 村 。乡 系统的 特性 在 乡 统 兴机独 和内 逻辑 寻 系 复 理

二第 ，运用 义 村 。 力马 经济学方 国乡 变迁 马 将生克思主 政治 法认识中 克思 产 与 系及生产关 其相互

用作 经济学方 分析的政治 法运用于 城乡 演变关系 以及影响 村乡 转型的因素， 村究城 转型和乡 变为研 乡

了 一迁提供 有 般 分具 性的 析方法。 ，马 思 为克 认 力 村 力农 步 迁的基础业生产 进 是推动乡 变 动 。他同时

也 ，注意到 力社会生产 的发展会 村孤立导致乡 化发展，使 村乡 化为农业经济简 经济， 村 济机会乡 经 单

一化为农业生产，农业 本资 离土 到因 脱 地而回 传 生产统 方式。 ，马克思强调 生产 变 物 资关系 革导致 质

料 有方占 式的 ， 村乡 素结合方改变 和农业的要 式也 ， 村变 乡 利益关 阶级随之改 系和 关系以及 村经济乡

主体的 择为行 选 变化均会 ，从而引致 村 。迁乡 变 村 。中国的 迁受制 深 影响乡 变 度变革的 刻 传统 建地封

所有制主 使得土地分 不均配 、 佃 系主 关 紧张， 力业 产 展受农 生 发 到限制。 国中 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

将 地主所有制 为农 有制封建 变更 民的土地所 ，从 本根 上 了 村 。变 秩序改 传统乡 农民 有制的土地所 被认

以适应 化为难 国家工业 ， 了而国 以集 所有制为特征的土 制度因 家开展 体 地 改革， 了 村改 度 基变 乡 制 根 。

义民公 体 主 分配方人 社时期集 生产和平均 式的 缺陷内在 了挫伤 农 极性民积 ，使得 长产率农业生 增 缓慢、

民 难农 生活困 。 ，为此 了国家推动 庭家 联产承包 ，任制改责 革 归 家庭 营的 构当中农民回 到 自主经 结 ，

农业绩效明显改善， 村 力层农 基 经济活 逐步恢复。 村 训 ：中国 迁 当生产关乡 制度变 的经验教 是 系变革

力 ， ； 力 ， 村应生产 实际 度变 当生 革 产 现实时 就会引发适 时 制 革绩效显著 产关系变 超越生 制度变革 农

。 ， 村，展困境 题 国当 业生 关系面临新的变革 民离 农 地 念 始发 和农民问 中 下的农 产 农 土出 民的土 观 开

，村 。 ， 一 ，改 转 在准确把 变化的特征 动新 变革变 庄出现 型机会 如何 握阶段性 下 推 轮土地制度 实现生

力 ， 村 大议 。 ，要 化配置与 以适应农 产 发展 振 的重产 素的优 重新组合 业生 是当下乡 兴 题 但是 要避 重免

走封闭僵化的集 化老体 路， 力据 产 展 经济根 社会生 发 和 关系变化情况， 所有制的 和进行集体 理论创新

制度变革， 探索 求的 制 式积极 适应时代要 集体所有 实现形 。明确界定由 所有集体 的 权，资 产 避免源的

出现以“ 侵私 公”或“ 权以 侵公” 情况的 。 许允 集体资源的 ，多种 营形经 式 例 、如 营 作 营集体经 合 经

， ，和 等 源的经营 员按份共有 不公委托经营 确保集体资 收益由成 避免 平的 。分配 组织 时在 农业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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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尊重农需要充 民的 权和 利意愿 ，采 小取有 改造 农利于 和推动 大 ，业 会化 制度 排 提高农农 社 生产的 安

民的组织 程度化 ， 小农 元 新 农业 形 作关系促成 户与多 化 型 经营主体 成紧密的合 ，建 企农利益立紧密的

共 制享机 ，以克服传统小 本 义经济 场农 和资 主 农 存在 弊端的 。 ， 力 ，同时 生产 的发 没有没有农业 展 就

村 。乡 振兴 城 互动随着 乡 的增强以及 民需求结构居 的转变， 业农 的 和内涵 功能也 之随 变转 ， 业农 由单

一 生的粮食 产转向具有生态、健康、休闲、 等多文化 种功能的 合型复 农业， 长业链农业产 条延 、一二

三 合 在形成产融 形态正 ， 杂 杂农 由低复 度 复 度转产品供给 向高 变。 化 育着 业革这些变 孕 农业产 命。因

，必此 须适应需求转 以及 发 段变 农业 展新阶 ， 发 业多开 农 种功能， 成 链的延伸促 农产品价值 。把握农

要素投入结 化新业 构变 特征， 快农 改通过加 技进步和 进现代要素投入效率， 力规避劳动 地成有效 和土

本上升 的所造成 益受收 损， ，农业 酬率提高 报 降低农业与非 产业农 之间的 产 差劳动生 率 距，提高农业

力。竞争

三， 村 。 了 村 ：一 对第 化的可行 思设想 乡 现 的路探索乡 现代 路径 马克 代化 径 是针 小块土农民 地所

有制和 本 义大 地所有制资 主 土 ， 采别 取的弊端 分 不同 和手段措施 ；制 变革推进土地 度 二是工业与农业

；三 。 村 村 了 ：互动发展 是城乡融 马克 于 化 路 设想 乡 引合 思关 乡 现代 的 径 为中国的 振兴提供 指

一， 村 村 。其 乡 土 革为乡 现代 定基地制度变 化奠 础 是土地制度 中 本础 制度国最为基 和根 的 ， 村农

村土 革是乡 现 的突破地制度改 代化 口。 据需要依 力 ，有条 产 状现 件和生 况 一进 步 村探索农 土地集 所体

。有 实制的 现形式 一方面，持 推进续 改农地制度 革。 大 村 权离土出 使 有 的行使和农民 规模 得集体所 维

存在护 困难。需要 权 权 ， 权、 权确集 利 边界 解决 农民承包明 体所有 的 内涵和 集体所有 土地以及 权经营

，模 问题的关系 糊 权集体 利受损以避免 的 。 ，同时 对 权 ， 权加强 承 的保 索 愿 出 包 的包 护 探 农民自 退 承

，机制 并在新主体进入 业农 后重视对耕作者权 保障利的 ， 耕平等保 者通 取得护 作 过流转合同 的土地经

权营 ， 。农地使用 期的稳定以实现 和投资预 一 面另 方 ，改革 村 。地 度农 建设用 制 由 集体 设用于现行 建

， 村 大 来地和宅基地制 改革 乡 模 移 农房度 滞后 人口 规 转 带 和宅基地的闲置、村庄的 败破 。城乡互动增

强 得使 本 村人口和资 回流向乡 ， 求和 经 的用地需新的居住需 从事非农 济活动 求要得到满足。需给予乡

村 权更多用地 利， 集 建设 让完善 体 用地转 、 权出 和抵押的 利租 ，允许农 和集 织 体 设民 体组 利用集 建 土

地从 济事非农经 活动，以 村 力乡 产业发释放 展活 。 权农民更完整 基地赋予 的宅 利， 权地使推动宅基 用

来 本口 序开放向外 人 和资 有 ，显化 和农房价宅基地 值， 现实 农民 农 的宅基地和 房 权财产 益。

二， 。实现 业工业化其 农 依赖单一 长要 的数 或 进 能 现农素 量增 质量改 不 实 业现代化。根据要素成

本 力益结构变 动收 化促成劳 、 本资 、土地、服务、 术 类等各技 要素的 组合重新 与匹配，才 推能 动农业

生产方式转变， 来 业生产率带 农 的 续提高持 以及 收农业 益的 长增 。 力有竞 的农业为建设 争 ，必须打破

农业 素组 定要 合锁 ， 一 善 业 素市进 步完 农 要 场， 类要促成各 素充分流动，持续优化 投入结构农业要素 ，

增 械加机 、 术服 代要务或技 等现 素投入， 力 本 本低 和土地成降 劳动 成 ， 代要素和 要素并保持现 传统 的

一和 调 致适度配比 协 ，推动 长素投 由数量增 转为组合 配要 入 适 ，促进 业农 工业化。

三， 。其 现 乡融实 城 合 动城乡互 增强使得 本 村等生产要 入资 素向乡 输 ， 来。城乡融合 已经阶段 到

， 一 ， 。 村在 些 融 素 影响要 间的合理 需要改 市 或乡然而 仍存 阻碍城乡 合的因 素在城乡 配置 变单向城 化

维突围思 ，推动人口、产业等在城乡 的间 布重新 局，促进 权利 农城市 向 民 一进 步开放，赋予进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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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市居民同城 等的医疗、教育、 权养老等 利； 一立城建 乡统 的 权利土地 体系， 地改革征 制度， 现土实

地收益在国家、集体和农 间的公民之 平分配， 划符 规 和 制条 下促成农民集体建 用地在 合 用途管 件 设 与

权有 地 有 等 利国 建设用 享 同 ， 者 发鼓励使用 利用自主开 、转让、参股、 多种形式开 体建租赁等 发集 设

用地； 农完善 村 ， 本金 全 下乡融制度 健 社会资 政策，降低 本城乡流动 成要素 制度 ，吸引 类各 入要素进

村乡 ，实现 合城乡融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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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t Rural TransformationTheo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China

LIU Shouying CHENHang

Abstract: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research scop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Us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method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Marx explored

the unique form of the countrysid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system caused by changes in

urban-rural relations, studied the mechanisms affect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riggering rural development dilemmas, and

proposed possible paths to rural modernization. The Marxist rural transformation theory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solving the

rural problems of China at present and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First, China’s current rural problems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reconstructing the rural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city mode will only aggravate the rural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rethink the uniqueness and internal logic of the rural system and find the mechanism of its revitalization. Second, the

analysis of China’s rural changes using the interaction method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shows that when the

change of rural production relations match the re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rural system reform will lead to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when the change of rural production relations go beyond the re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it will aggravate the rural

development dilemma.Achie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requires great empha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hird,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Marx’s path to rural modernization, deepen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 and enable the recombination

and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agricultural factors in order to realiz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eywords:Marxism;Urban-ruralRelations; RuralTransformation;Rural System; Institutional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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