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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了土地流转制度是新一轮中国农村改革的轴心。很快，

海内外对这个文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和其他方方面面

的改革不一样，农村的改革可以说是少数几个带有全局性影

响的改革。正因为如此，对新的改革或抱有高度的期望或表

现出极大的担忧，都是正常的现象。重要的是改革者能否保

持清醒的头脑，既不因为叫好声而飘然，也不因为批评声而

止步不前。 对土地改革抱乐观态度的是改革者。很简单，如

果没有对这一改革有良好的预期，就不会主张改革了。 赋权

、收入与土地改革 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根本性问题。的确，“

三农问题”中很多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土地入手。首先，农村

党政官员在土地问题上的腐败。地方政权利用手中的权力任

意征用农民在土地，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

。这方面的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已经造成了农民和地方政

权之间的高度紧张，从而也对整个政权造成压力。土地改革

就是要赋权与农民。 其次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很多年里，农

民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长。尽管中央政府在这些年里做了很

多努力，例如免掉土地税，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收

入问题。土地流转或者资本化显然可以是农民收入的一个很

大来源。反之，如果土地不能资本化，地方政府实际上一直

在通过各种方式掠夺农民的土地。 再次，土地改革也是农村

本身的生产方式的转型所需。农民现在是小规模经营，仅仅



依靠土地，尽管可能求得衣饱，但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正因

为这样，在工业发达的地区，很多农民已经离开了土地，也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的荒废。决策者希望通过土地流转

在纠正这个问题的同时造成规模经营。 说到底，土地流转制

度（甚至因为过于敏感而不能正面提出来的私有化问题）是

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趋势所需。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必经之路。 不过担忧者也并非没有道理。一是中国

仍然欠缺有效法治的保障。在实施这个新政策过程中，如何

保护农考试，大收集整理民的利益是个大问题。如果土地的

支配权仅仅从地方政府之手转移到资本之手，对农民来说，

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地方政府和资本这两者本来就是一体

的。所以，必须预防农民再次遭掠夺。 其次，正因为资本和

地方政权的强势，农民在土地流转问题上的“自愿”很难得

到体现和保证。这里，“自愿”并不意味着理性。如果城市

居民在资本诱导下，把国企股份廉价卖掉，农民也会在各种

情形下把土地以任何形式处理掉。 其三，人们也不能高估农

民的自我忍受能力。尽管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多年，但大多数

中国人并没有准备好接受市场规则的心理和能力。城市居民

也一样。在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一旦出了问题，城市居

民还是要找政府来解决。农村也早已出现这样的问题，例如

在集资问题上。 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找政府就地解决并

非毫无理由，因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市场，或者一个

好的市场制度。市场是一个受操纵的市场，权力和资本都可

以任意操纵市场的运作。 其四，土地流转出去了之后怎么办

？这个问题更为严重。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的企业

产生了很多影响，大量企业的倒闭造成了大量农民工的回流



。如果仍然有片土地，农民可以可以借土地为生。没有了土

地，那只好成为无业流民。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就是稳定器

。如果这个稳定器不再存在，那么土地问题很快就会演变成

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危机。 农村改革是各方面的动力机制 正因

为争议比较大，出台这个政策的决策者和有关部分似乎开始

倾向于谨慎和保守，开始在推广这个政策的范围、方式和各

种限制举措上作文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决策者很难预见

得到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大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预

见问题，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参考。 但从现在看，一些批评

者开始有倾向把农村浪漫化，名为为农民利益着想，但实际

上会阻碍问题的解决。例如一些人认为土地的问题并非农村

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村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对农村有大量的投

入，给农民各种权利。这是要通过把农民和土地永久地绑在

一起，使得农民和农村永久化。 也有一些人开始把农民看成

是一种“特权”，要把农民这个社会群体永久化。从历史的

角度看，除了把农业、农村和农民浪漫化之外，这些都不可

能是解决之道。“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依靠大量的农

村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出去，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新

的土地改革的困难并不在于土地流转本身，而在于与之相关

的配套制度改革。土地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配套改革

，就很难达到原来的预期。正是因为土地改革有“牵一发动

一身”的功能，其能够促成其他方面的改革。 实际上，农村

改革从来就是中国各方面改革的动力机制。中国的改革从农

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为其他很多方面的改革提供了莫大的动

力。如果没有农村改革，很难想象城市改革能够顺利进行。 

农村改革更是促成了农村本身的巨变。家庭联产土地承包制



马上导致了计划经济考，试大收集整理时代建立的农村人民

公社和生产队制度的解体。旧制度的解体导致了制度创新，

农民的实践和中央政策的结合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

地方民主制度。 承包制也为农村人口的流通创造了条件，农

村过剩劳动力进入城市市场，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不

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劳动力优势是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一

个因素。 可以相信，如果执行得当，这次土地改革可以再次

成为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动力。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

，呼声已经有年，也的确发生了一些政策层面的变化，但体

制层面的变化仍然缺失，农民工还是农民工。 和西方比较，

农民工是中国人为制造的一个社会群体。中国的工业化速度

前所未有，也吸收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并没有像西方社

会那样改变着农村的性质。 举例来说，一个从密西西比来的

农民如果在纽约找到了一个工作，那么就可以享受作为一个

纽约公民的权利，同时马上减少了一名农业人口。那么中国

呢？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工作

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但他们还是农民工，还是不能享有城市

居民的公民权。 曾经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论证为什么中国

还需要保持农民工这个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农民工是中

国经济发展的优势。这里，人们看不到些许道德感。这就是

总理温家宝多次抱怨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的背景。 

执政的道德基础会出现问题 中国的第一波工业化牺牲的是农

民，第二波工业化牺牲的也同样的是农民。第一波工业化把

农民固定在农村，第二波则把农民引入城市。如果这种状况

不能得到改变，执政的道德基础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

说为什么说土地改革可以成为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新动力



。不能说有关方面对农民工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因为党代表

大会上已经有了农民工的代表。就是说，已经承认农民工是

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具有政治参与权。但即使这样，在道德

意义上仍然有问题。 为什么农民工不能成为城市居民？不能

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农村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

等问题的解决都等待着政治社会改革。国家的工业化依靠牺

牲农民的利益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为什么这些财富不能回

归农村呢？经济越发展，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贫

穷人家的子弟的接受各种程度的教育越来越难了呢？ 很容易

理解农村和相当多的城市居民为什么在复兴着毛泽东思想。

他们已经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是一种穷人的权利哲学。 如果光

从发展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考量土地改革就会有很大的偏差。

如果没有社会政治的改革，土地的资本化就会变成农民的无

产阶级化。但如果能够把土地制度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

革联系起来，那么土地的改革就会变成巨大的进步动力。这

既符合农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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