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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3_81_E5_86_9B_EF_c49_83423.htm “我们要培养出农民自

己的精英，新农村建设必须由农民精英来带领和实施一系列

举措。”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还能存活多久，温铁军心中也

没底，但他始终坚信这一理念 在温铁军的一系列头衔中，有

一个特别需要点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 “我在很多

场合都强调农民最需要的是组织起来。”在这点上，文质彬

彬的温铁军绝 “我不主张直接搞生产合作。”温铁军在经过

国内外的广泛考察之后再次得出这个结论。然而，兰考县三

义寨乡南马庄村的无公害大米是个“异类”。 “最近我正在

思考一个问题，产业资本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本报记者 侯

利红 发自北京 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

军而言，“三农”问题不是哲学思辨，必须扎扎实实调查研

究，然后才敢“开方子”。 在温铁军眼里，中国的“三农”

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

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

的时期内无法化解。他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是

“农民、农村、农业”，并希望通过组织反映9亿农民数量上

的优势，改变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3月25日，在以“中国新

农村建设：乡村治理与乡镇政府改革”为主题的中国改革国

际论坛上，温铁军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观点：新农村建设的

根永远在农村，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无法消化庞大的农村

人口转移。然而，4天之后，在一场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网上论

坛中，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



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研究室主任陈剑波等专

家不约而同站在温铁军观点的对立面，他们意见一致，认为

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导

方面，即新农村建设首先应减少农民，其次才是建设。 日前

，就这些问题及温铁军20多年的实践之路，《第一财经日报

》对他进行了专访。 2002年，温铁军正任《中国改革》杂志

社总编辑，在编辑邱建生等人的推动下，以《中国改革农村

版》为平台掀起了全国大学生下乡支农调研的民间浪潮

。2003年7月19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创立，温铁军担任院

长，地址在河北省定县翟城村，而翟城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

开展乡村建设的实验地。温铁军希望能在翟城重续晏阳初的

梦想。 之后，学院遵照初衷对农民实行免费就学教育，开展

多次培训，并在合作化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社会各界

对此非常关注，普遍认为这是晏阳初乡村建设运动的延续和

复兴。 然而，自开始，温铁军就承受多种审视与质疑。 最直

接的质疑就来自村里。2004年夏天，学院在实验地里种上了

西瓜，但等到收成时，却发现比村民地里的小了许多。这成

了村里久传不衰的笑话。 观念上的差异更是让村民鄙视学院

知识分子的一些做法。由于学院负责人强烈反对农业过量使

用化肥和农药，因此，学院墙内的80亩地不许使用化肥农药

，不许随意锄草，于是，一到夏天，学院的树木茁壮成长，

杂草也跟着疯长。这一点在村民眼里就是最为他们不齿的“

懒惰”。 村民们更不满的是投资并没有直接得到相应回报。

他们当初满怀期望地划出地来，结果在这块地上除了看到来

来往往的人、不断投进的钱、不停维修翻盖的建筑，曾经热



切期待的学院给村里带来经济效益的大好局面并未出现。 他

曾在总结乡村建设实验的意义时如此表示：“晏阳初及他的

队伍在乡村建设上，前三年没有什么成果，仅限于教小孩洗

脸、刷牙等，但他通过在定县的试验，成功地总结了经验，

并使得‘rural construction(乡村建设)的概念成为一个国际概

念，从而各种资源都能够顺利地向定县实验区汇聚。知识分

子在乡村建设上更重要的是总结本土的经验并使之上升为话

语。” 至于实际推动乡村面貌的改变，温铁军认为，试验者

固然重要，但那更是政府的责任，“因为政府拥有资源”。 

“我们要培养出农民自己的精英，新农村建设必须由农民精

英来带领和实施一系列举措。”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还能存

活多久，温铁军心中也没底，但他始终坚信这一理念。 温铁

军始终认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远远不能将大多数农

村人口转移出去，目前中国农村的土地还不具备私有化的条

件。当前为使农民富裕、农村发展，必须进行乡村建设，并

谋求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合作是农村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的

重要方式。”在一次培训班上的开学讲话中，温铁军这样强

调：我们所说的搞合作社，就是让更多的农户参加进来，把

在户范围内平衡风险这样一个机制变成村范围内。” 温铁军

为课堂上的农民精英们描绘这幅美好蓝图：综合性的合作社

一旦搞起来之后，大家都占有股份，无论干什么，种粮的、

种菜的，只要统一销售，大家就可以共担风险。统一购买农

业生产资料，统一销售，年底按股分到红。如果今年粮价跌

了，但菜价上了，那卖菜统一销售收入高，大家仍然可以在

卖菜上分到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