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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湖南省目前小农生产方式的现状是：农业生产经营处于小规模经营阶段，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模式没有改变； 

农业生产工具落后，农业科技水平低；农业基础设施、农业水利设施、农村道路交通及农村生活设施相当落后；农村社会化、农 

业组织化程度低，政府对农业的物质和财政支持力度小。导致目前小农生产方式存在的原因主要有：社会历史及体制上的、 

政策法规上的、市场经济在农村发育不健全方面的、政府经济手段有很大偏差以及农民心态方面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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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属我国中部省份，地处长江以南，地势南高北 

低，内有湘江、资水、沅江、澧水流向洞庭湖 ，是我国的农业大 

省。农业发展如何，影响湖南省富民强省战略。为了研究湖 

南省影响农业发展的原因特别是小农生产方式存在状况，我 

们成立了课题调研组，根据第一产业增加值及粮食产量等因 

素，按该省相对比较发达农业地区、中等发达农业地区和欠 

发达农业地区三类选取部分县(市)农村进行分层抽样调 

查n]。2008年暑假，课题组成员 ，以发放调查问卷、个别访 

谈以及召开小型座谈会等方式对选取的样本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的地方包括：沅江县南大膳乡永东村，岳阳县人字门乡 

电信花园村，常德市石公桥乡桃树咀村，常德市鼎城区双桥 

坪乡双桥坪村，湘乡市白田镇星辉村，涟源县石马山乡石梅 

村，衡山县开云乡板桥村 ，祁东县金桥乡官山村 ，耒阳市三都 

镇洪塘村，资兴市鲤鱼江乡红旗村，茶陵县下东乡头铺村，张 

家界市永定区后坪乡侯家湾村，安化县清溪乡红光村，新化 

县田坪乡上新村，蓝山县总市乡土木村等。共发放调查问卷 

527份，收回有效问卷492份，收回率为93．3％。 

一  目前小农生产方式的存在状况 

湖南省在洞庭湖平原和湘、资、沅、澧四水的下游平坦地 

区，农业的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农业水利、交通等基础设 

施、农村社区的建设、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现代化农业生产 

工具和农业科技的运用、农业的社会化与组织化程度等都相 

当不错。但是，全省的整体J情况，却不容乐观。 

(一)村民的农业生产经营处于小规模经营阶段，传统 

的粗放型生产模式没有改变。一是人平可耕土地面积少，但 

是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缺乏精耕细作。通过对上述地方的被 

调查对象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后发现，人平可耕土地在0．5 
— 1亩的情况占多数，为被调查总人数的37．7％。由于很多 

乡村山多地少，加上责任田承包到每家每户，客观上制约了 

规模经营。再是由于土地的投人大产出少，又受各种自然灾 

害和气候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很大，村民觉得在土地上的过多 

投入不划算，即使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又有少量的农业补贴， 

也不如出外打工挣钱好，因此，部分村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 

不高，种田成了附带的活儿，留守的老弱者成了种田的主力 

军。特别是土地荒芜已成为严峻的事实，有的农户是小部分 

荒芜，有的农户是大部分甚至是全部荒芜。农业的短期行为 

也是突出的问题，在水稻产区，相当一部分农民种田带有明 

显的随意性，不作精耕细作的打算，有的一年只种一季，够自 

家吃就行了。二是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商品化程度低。 

村民主要从事种植业，且以水稻为主，没有形成区域农业特 

色或明显的产业带，一些村民附带从事养殖业，主要养一些 

猪鸡鸭等家畜与家禽，从事专业种植或专业养殖业的农户数 

量并不多，而且规模不大。同时，被调查的一部分村民的农 

产品商品化率低，因为种的粮食不多，养的家畜家禽少，没有 

多少农产品要出卖，其农业生产活动带有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意味。从商业性的特色农业看，已经开发出旅游资源的村 

很少，大部分村组的集体经济基本荡然无存。总的情况见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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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的农业生产工具落后，农业科技水平低。这 

严重影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有相当一部分 山区与丘 

陵地区的农户依然在使用耕牛、锄头犁耙等原始的生产工 

具，有的地方的农户甚至连耕牛、犁耙都没了，有的只用锄头 

及其它手工工具从事耕耘。在平原地区的农户农机使用率 

也不高。从我们的调查统计中可 以看出，自购农机与租用他 

人农机的占总的被调查对象的48％。多数农民缺乏现代耕 

作技术，不知怎样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等知识，不会使用 

地膜、大棚等物质条件以使农作物适应气候条件的变化。上 

级有关部门对农业的科技扶持也是相当有限的。上级派科 

技人员扶农，赠送科技书籍，提供科技信息，提供科技设施与 

设备等情形不多。总的情况见表2。 

表 2 农户小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统计表(％) 

(三)村庄的农业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农业水利设施、农 

村道路交通及农村生活设施等不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要 

求。一是原有的农业水利设施老化荒废。很多村在毛泽东 

时代所兴修的渡槽断毁、渠道废弃、水库失修，各家只管着自 

家的责任田，遇水就水灾，无水就旱灾。而现在正在建设水 

利设施的村庄也不多 ，占6．5％。二是在一些平原辽阔的耕 

作区，毛泽东时代还建设过机耕道路，适合于当时人民公社 

大型拖拉机犁地、插秧、收割用的，现在也已经基本没有派上 

用场。近年来也有种粮大户出资修建机耕路，但此种情况并 

不多见 ，占20．8％。三是农村的道路交通也不容乐观。一 

些村庄仍是通泥巴公路，通柏油公路和通水泥公路的不多， 

由于道路不畅，信息闭塞，外面的惠农物质进不来，村里面的 

新鲜农产品出不去，农村经济自然是活跃不起来。四是农村 

生活设施更是相当落后，担水、洗衣、做饭占去了农民大部分 

时间，相对地缩短了农民生产劳作的时间。有的村民的饮水 

条件很差，使用简陋的不洁净的露天井水；农民烧火煮饭也 

还相当原始，烧木柴和烧稻草、麦杆的还依然存在，使用沼气 

的与使用液化气的很少。说明部分农民过着小农生活。总 

的情况见表 3。 

表 3 小生产基础设施与生活条件统计表 (％) 

(四)农村社会化、农业组织化程度低，政府对农业的物 

资和财政支持力度小，农业抗风险能力差。一是农村社会合 

作组织发育不全。很少有农机合作组织 ，良种配送与农药、 

化肥等生产资料质量和价格保障合作组织，农产品加工合作 

组织，农产品运输与销售合作组织等社会化组织化程度很高 

的经济实体，也很少有适应土地适度流转的中介组织。二是 

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村的实物和资金援助力度不够。上级直 

接对村里的水泥、钢材等物资、农业耕作与灌溉等机械设备、 

农产品种收及加工运输等机器设备和化肥、良种等援助得很 

少。上级有关部门对村里有资金与项 目援助的也不多。三 

是农村的金融信贷组织体系非常落后，农业发展得不到政府 

有力的金融支撑，农民贷款数额相当有限，只得年复一年重 

复简单再生产。有的人家从来没有从银行贷过款，有的人家 

虽然贷过款但也不是为了农业生产。总的情况见表4。 

表 4 社会化组织化程度及政府物资、财政援助统计表(％) 

二 小农生产方式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我们调查发现的问题中不难看出，湖南省农业发 

展滞后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小农生产方式的束缚与困扰，而小 

农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又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深刻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具体说来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历史及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经历了二千多年 

的封建社会，小农生产方式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彻底推翻了极不合理 

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扫除了不平等的封建剥削关 

系，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发展了农民的个体经济，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在一个时期有过相当大的发展，但 

受小农经济的局限，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以适应工业化的要 

求，却很困难。党为了避免在农村重新出现两极分化，也为 

了帮助个体农民战胜各种难以克服的自然灾害，遂作出了社 

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要求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形 

式，完成土地制度的新的变革。但是后来由于“大跃进”、人 

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原因，我国农业生产遭受 

很大挫折，并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一新的不合理的体 

制。湖南省也同全国一样，实行了一整套的城乡分割的体 

制，以牺牲农业、农村为代价，换取工业、城市的发展。主要 

有三个弊端：一是户籍制度，把户口人为地分为农业户口和 

城市户口。在城市，工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政府全都包 

揽，顶职、公费医疗、退休养老等社会福利一应俱全；而在农 

村，农民却享受不到这些社会福利。二是农村人民公社制 

度。这一制度就象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广大农民被固定在这 

一 组织里，附着在土地上，不能流动。在农村公社里，几乎没 

有什么工业、没有什么商品交换 、没有什么市场。三是工农 

产品价格剪刀差。等量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的工业品远远 

高于农产品，以此换来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积累。此外，国 

一 一一一～一 一那 一一～～～一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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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还用统购统销政策征收各种农副产品，强制性地拉大城乡 

收入差距 ，造成了农村 日益贫穷落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 

农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 

业大发展 ，湖南省也不例外，但“小农 ”状态 日益凸现，集体 

经济脆弱，承包集体责任田的单家独户农家，难以齐心完成 

农田基本建设 ，也无力抵御大的自然灾害。 

(--)政策法规上的原因：一是现在农村的土地所有权 

界定模糊。按照宪法的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宅 

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农民承包土地只有 

经营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属于集体，但属于哪个集体，就 

不很清楚，土地所有权究竟是属于乡镇 ，还是属于行政村，抑 

或是属于村民小组?《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就 

不一致，前者将土地所有权归于行政村，后者将之归于合作 

经济组织，也就是归于村民小组，这种自相矛盾就不免让取 

得土地经营权的农民难 以享受到完全的土地使用权和争取 

最大收益的权利，农民就不会在土地上花很多的投入去精耕 

细作，而只会是短期行为。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没 

有培育起来。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承包经营 

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人股等方式流转，但 

湖南省和全国一样 ，并未形成合理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其 

主要困难有三：第一是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需经发包人同 

意，而发包人主体的模糊，导致流转的困难。第二是土地流 

转收益机制不健全，当前农村土地价值缺乏科学的评估依 

据，且土地流转的收益又存在多头争利问题，往往农户的利 

益得不到保证。第三，农村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缺失，如农 

地评估机构、土地融资服务机构、土地保险服务机构等中介 

组织非常缺乏。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土地大规模的流转 

肯定是不现实的，它会影响农村的稳定。但是，土地不适度 

流转，农业就难以形成规模经营效应和效率，农业的小生产 

方式就难以根本改变。 

(三)市场经济在农村发育不健全的原因：自1992年在 

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十多年了，但在 

农村，真可谓“春风不度玉门关”，市场经济的脚步非常缓 

慢。农业是高投入低产出的部门，而且对农业的投入收益预 

期长，风险大，没有特殊的优惠政策，包括投资奖励政策、信 

贷鼓励政策、税收减免政策等措施，没有几家企业或公司愿 

意投资进入这个低利润的领域。按照经济学的原理 ，如果是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中，不管是在生产、分配、交换 

与消费的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领域，投资者所赚取的利 

润，最终都将是接近社会平均利润，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如果某个环节或某个领域利润严重偏低，那么，社会的资金、 

技术、物质与人才等资源，就会流出利润严重偏低的这个环 

节或这个领域到利润严重偏高的环节与领域。其结果就是， 

原来利润严重偏低的环节或领域逐渐的利润升高了，社会的 

资金、技术、物质与人才等资源又重新流入；而原来利润严重 

偏高的环节或领域慢慢地利润降低了，社会的资金、技术、物 

质与人才等资源又重新流出，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所以说， 

如果不是人为的原因，工业利润、商业利润、农业利润等都将 

是接近一个平均值，在平均值上下波动。但是，在我国，湖南 

省也不例外，农村的市场经济体制没培育好，部分成了盲区， 

农业的市场化率、商品化率非常低，该市场化、商品化的没有 

市场化、商品化，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产物比比皆是，指令性 

的生产、定价与销售依然存在。例如，有乡镇今年要农户种 

这样，说如何如何赚钱，但后来承诺的价格与销售途径却兑 

不了现，乡镇干部原来的心愿是好的，但农户亏了本却没人 

负责，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明年又要农户改 

种那样，可能农户又亏了本，又无人负责。只因他们是弱势 

群体，根本无法抗拒和摆脱这些指令性的东西。所以，农村 

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小农生产方式就难改变。 

(四)政府经济手段有很大偏差：政府对城乡的财政投 

入和公共产品的提供显失公允。过去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 

结构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定的缓解，但后来，改革开放的大 

部分成果向城市倾斜，各级地方政府都把财政的投人和公共 

产品的提供放到城市，省政府把钱大部分放到省会，地区与 

市政府把本地区与本市的钱大部分放到市级城市，县政府也 

如法炮制把钱大部分放到县城，到了乡镇一级就没钱了，难 

怪乎前些年农民负担重，农村教师工资发不出，以致来我国 

看过偏远农村的外国人慨叹：中国的城市象欧洲，中国的农 

村象非洲。现在情况有了好转，但观念与机制并没有根本改 

变过来，政府在财政投入上和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即使在农村 

与在城市一样多，也还不算公允，为什么呢?因为农村人口 

占大多数，因为过去我们一直亏欠农民，因为农业是低产出 

高风险的产业。更何况至今没有哪一个市、哪一个县的财政 

预算在所辖农村的投入大大超过了本级城市的投入。在大 

部分农村，如我们调查的一样，水利灌溉设施、道路、饮水、生 

活卫生等基础设施非常落后 ，资金缺乏问题严峻，社会保障 

与养老保险才刚刚起步，文化设施一片空白，新农村建设的 

任务还相当艰巨和繁重，从近年湖南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来 

看，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只享有社会保障支出10％左右 

的费用 ，而占人口总数 20％的城市居民，却享受到社会保障 

支出9o％的费用，从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来看，政府花在城市 

居民身上的费用是花在农民身上的费用的 20倍 以上 j 。 

严格地讲，今后各级政府对城乡的财政投入和公共产品的提 

供应重点转向农村，因为城市已经漂亮了，无须锦上添花，而 

农村相当落后，须要雪中送炭。不要说人家欧美怎样重视农 

村发展，就拿韩国、印度来说，他们都非常重视农村的发展， 

韩国的新村运动自1971年就开始了，印度的卡邦乡村建设 

搞了 40多年的民众科学运动。我国的“村村通”工程是一 

项民心工程，但湖南省搞得还不全面、还不彻底；国家又实行 

了免农业税与对农业进行补贴的政策，这是万古流芳的盛 

事，但对农业的补贴，有些地方政府变相克扣了，有的被生资 

部门的贩子把好处又捞走了。湖南省是农业大省，在这些方 

面不仅不能落后，还应该超前，更要有些创举。只有痛下决 

心，敢为人先 ，才能成为农业强省，并能农业兴省。 

(五)农民心态上的原因：湖南省农民中多数存在稍富 

即安的心态，积淀了很深的小农意识，发展现代农业还遇有 

他们思想观念上的阻碍，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他们这种心 

态的形成是与其跟土地打交道分不开的，土地是生养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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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有了它就有一种安全感。所以，要是他们离乡打工，即 

使无人愿意租种他们的土地，他们宁愿土地荒芜，也不愿交 

给集体接管，因为万一城里无工可打时，耕种自己那份土地 

是最可靠的。在经营观念上，虽然开始了“以农为本”向亦 

农亦工亦商的转变，但瞻前顾后、循规蹈矩的心理普遍存在， 

不象广东、江浙等沿海地区的农民那样敢于完全脱离土地去 

外面冒险、敢于闻市场，头脑中始终保持着农民的色彩 ，安分 

守己、保守主义、平均主义的思想意识还 比较浓。农村的干 

部素质与领导能力也有待进一步加强。而村民的自身素质 

不提高与农村文化设施建设落后是密切相联的，从我们的调 

查中可以看出，在农村有农民图书馆的占1．3％，有农民培训 

学校的占7．8％，有农民科技馆的占1．3％，有其他文化设施 

的占2．6％，没有任何文化设施的占87％。很多农村长期没 

放电影 、没唱戏剧 ，所以，一些农 民没事时就是打麻将、纸牌 

或者买。‘六合彩”。而群众对干部的看法是 ，认为村干部都 

能够或部分能够信任村务工作并能带领群众致富的占24． 

1％．所以，要改变湖南农民的小农意识和传统观念，既要借 

助市场经济的春风，又要加强宣传与教育。 

湖南省要变革小农生产方式 ，发展现代农业 ，必须要有 

好的对策。2008年 lO月 12日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真 

如春风吹拂农村大地。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坚决贯彻和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 

精神。要解放思想，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 

政府要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加快农业生产 

方式转变，允许农 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 

适度规模经营；要健全农业投人保障机制，增加农村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的投入；要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 

度。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科学规 

划产业布局；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 ，加强农业生产工具的提 

升，支持农业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的提高；要建立新型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村的社会化组织化程度，健全农村 

各种社会合作组织。要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强农村的 

文化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与科技素质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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