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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所有制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演进*

刘守英 1 程 果 2

摘要：本 了 来 。 义 义回 体所有制 理论 源和实 体所有制 典意 会成文 顾 集 的 践演进 集 理论含 由经 全社

料 大 料。 义 小员共同 生产资 演 为斯 林 社会成员 有 循占有 变 模式部分 占有生产资 经典意 集体所 制依 改造

大 ， 小 大 。和 会化 生 线 过合作 道路将 农组织到 业 会 产中 依循 家特定目标农 农业社 产主 通 社 农 社 化 生 国

，采 ，体所有制 进集 方式以及高 中的生产 营分配 成国家工主线的集 取强制的激 体化 度集 经 体制 在达 业

， 了 义 。所 理 制 的混乱 打 国家特 目标主线下集体化目标的同时 造成 集体 有制 论含 和 度实践 应当 破 定 所

， 力 ，有 的 束缚和制 框定 依循生 观要求和 系变 际情况 推动 组合制 理论 度 产 发展客 社会经济关 革实 要素

， 小 ， 大 。升级 服 农弊 业社会化克 端 实现农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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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 对 了 大 择，集体所 作 种 中国 革与发展产生 重 响 制 迄今并没 得到客观的有制 为 变 影 的 度选 有 分析

。大 彩 一 一 ， 、结 量带有 情感 言论 直影响 制度的走 集体所 涵 性质与总 意识形态和 色 的 着这 向 有制的内

本 。 来，以 时 现 反 和解释 以 集体所 制建立和变革及实现形式等基 理论问题 常出 截然相 的观点 建国 在 有

。 一关 时 出 集体所有 理论争论共 次是建国 业发 路和合作化 速键 期 现的 制 有四次 第 初期关于农 展道 发展

，度的争 焦点是论 “ 后合作化先机械化 ”还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 果 国 作 集结 是中 走上合 化进而

。 二 ，体化 路 次是改 初期关于家庭联 承 责 性质和改 道路的争论的道 第 革 产 包 任制 革 结果是 1982 到年

1986年的五个中央“一 件号文 ” 布 一 了的 步完善和推 庭联产承 责任制颁 进 广 家 包 ， 的改革思但集体化

。 三第路仍然活跃在理论争论中 次是 20世纪 90 关年代 于“ 二 飞跃第 次 ” ，和 经 规模的 论 出农业 营 争

了 二 一 、 一 ， 一现 以第 次飞 否 第 跃 发挥统 营层次功能 观点 以及 统 社跃 定 次飞 经 的集体化 家庭经营与 会

， 对。 对服务体系相 的适度规 经营的 观点针锋 制 方化 结合 模 观点 两种 相 第四次是当前 集体所有 改革 向

。 村 、 十八 三论 制度 农 营 度等多 改革在 届 中全会的争 农 土地 业经 制 项 以后 ，面 关于克服 统分全 展开 传

小 了三散 农经 改革形成 的观营弊端的 种截然不同 点：一 重回集体化是 ；二 地私有化是土 ；三 家庭联是

*本研究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1XNH104）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本文通讯作者：程果。



集体所有制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演进

- 2 -

权任制的基 业 体产承包责 础上完善农地产 制度和农 经营 制， 织以组 化、 化规模 、服务 展 代农业化发 现 。

来 ， 来 ，也 必国以 的四次争论 明 体 制理论 源 实践演进研 现实重要 要建 说 集 所有 和 究既具有 性 具有理论

， 。性 认识不清往往 响政策制 和实践理论 会影 定 探索

， 来 ， 来上 集体所 具 晰 线 体所有 理 源于马实际 有制的理论 源和实践演进 有清 的逻辑 索 即集 制的 论

、 ， 苏 了 耕 、 大思 恩格斯经典理 在 经 时共 制 列 模式合作制 式集体农克 论 联 过 战 宁 到斯 林模 庄所有制的

， 。 苏实践 史值得反思 鉴 中国集 所有制 迁既受到 论其历 与借 体 建立与变 马克思集体所有制经典理 和 联

做 响法的影 ，也 国土地 传 和国家 度变革方式的影受到中 制度 统 制 响。本文 经 献和制度 析出发从 典文 分 ，

了 、 义 义 ， 了苏 、 大厘清 格斯经典 制的 实现形式 回 实践中列 模式 斯马克思 恩 意 集体所有 含 和 顾 联 宁 林

， 了 、 ，体所有制 述 集 制 形成与 最 给出简模式集 的制度特征和实施成效 概 中国 体所有 的建构 演变 后 要

。结论

二、马克思、恩格斯意义的集体所有制及其实现路径

（一）集体所有制的含义

马克思、 对 本 义 大 阈恩格 农 和 问题的研 是在资 主 社 视 下展开斯 民 土地 究 会化 生产 的。 来在他们看 ，

本 义 来 ，也 本 义 大 矛资 主 方式带 社会 高度发达 同时 会 私有制与生产 生产 的 造成资 主 社会化 生产之间的

。 ，应盾 为此 “ 对 本 料 ，作 及 身生产 产 的共同 有的基础上 重新 立 人在协 和 土地 靠劳动 的生 资 占 建 个 所

制有 ”
①
。 一 料 、他们旨 重新恢复 个 产品由自 共同 基础上的 劳 的劳动在 生产资 和 由人联合体 所有 动者

力和 动 都归劳 个人所有、 ，每个人都 有 终能得到全面充分发展的共 制 最 建立“ 动 的共同劳 者个人 所有

制”（ ，闻广严 1991）。 料恩 斯将生产资 的占 方 分格 有 式 为“ 人占有个 ”和“ 共占有公 ”，并预示个

有被人占 “工业的进步” ， 本 义 。除 而 占有会随着 的发展而 为可能所排 公共 资 主 成

本 料， 。最基 和最 共 有 公 基础 马 和 格土地作为 重要的生产资 实现土地的 同占 是实现 有制的 克思 恩

斯将“ 、 对有制作为公共的 体 所 的 立物私 集 的 有制 ”
②
，此 的处 “集体”是指“ 为自由人生产者作 的

联合体”（ ，鹏苑 2015）。 ， 义 了 本 义 本矛 ，因 克思意 的集 有制是为 服资 主 出的此 马 体所 克 基 盾而提

料 对 ， 对 料 权 ，与私 立 产 的 成员共 有 全民所 制同有制下生产资 私人占有相 是 生 资 所有 全社会 同占 与 有

义， 料 ，并不等同于 分 会 占有生产 的集体所有部 社 成员 资 制 “ 了 权在剥夺 个 作社并不存 人所有 的合 的

体所有制集 ”（ 村中 会科学院 发展研国社 农 究所“ 村 权体产 制度农 集 改革研究”课题组、张晓山，2015）。

而总 言之， 权土 体 意指土 有 全社会 员共同占有地的集 所有制 地所 的 成 ， 权而非 分 员 土地所有部 成 占有 。

（二）集体所有制的实现路径

。 ， 义 ，克思强调促 有制向集 过渡 在马恩经典 集体所有 的实现马 进土地私 体所有制的 但是 意 上 制

力 ， 一 。于现有制 在 路路径取决 度状况和生产 水平 而不存 单 的 径

1. 本 义大 ， 。主 有制的 实 无产阶 领导下的土地国 化在资 土地所 国家 行 级 有 ，克 确指出 只马 思明 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8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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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义大 ，才 ，在资 主 土地 国家 有条 土地 变为共同占 财产 并最 实现土所有制的 件和可能将 直接 有的 终 地

。 类 大 、大 ， 村 大 了在这 以 地 特 国 人 的农民 其国有化 产 规模经营和雇佣劳动为 点的 家 占农 口 多数 丧失

耕 权， ， 大土地的 有 农民要想脱离 困 要 是将 地主 封建主私有种 所 贫 首 任务 和 的土地“ 作由农业变 工人

耕团体 种的社会财的合作 集体 产”， 为变 “ 、集体的 家的财国 产”
①
。 长、口增 人口随着人 集中和社

大 ， 本 义 较小 采资 场 地 更易萌会化 生产的发展 主 农 主 块土 所有者 生 取“集 的和有 织的劳动并使用体 组

器 其 明机 和 他发 ”
②

， 。的想法 为促成土地 的可能因 等方 现土地共同成 共同占有 素 通过革命 式实 占有

， ， 、 、 计划、进而国有 之后 在 督下 全国 经 解 需化 国家的监 性 规模化 有 有组织的农业 营能 决居民 要与

矛产品价 续 涨和个 任意经营引致的 产 产 稳定的 盾农 格持 上 人 农 品 量不 。 此因 ， 力随着社会 展生产 的发 ，

对 ， 对 小 择，于农民 地个 有制及其 应 产都不会 最佳选和农场主 土 人所 的 生 是 “ ：将作出决社会运动 定

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
③
。

2. ，在 农 制 走土地 民所有 的国家 “农民 经 的道路自己 济 ”。 小 、 、土地 资金缺乏 依 自 或以 靠 己 家

耕 ， 。种为特点 国家 离土地 远得多 农属 的 国有化要 民“ 一小 对地迷 他那 块土地 这块仍然痴情 恋着 和他

权土地 纯粹有 所有的 名无实的 ”，“ 小 耕土地 此 的 分 的方所有制的这种形式以及由 造成 把土地 成 块 种

， 了采 ， 耕 本 尤式 用 代农业 良措施的任何可 性 时 种者 身变 任何社会进 地排斥 现 改 能 同 还把 成 步 其是土

对国有化 反 者的最坚决的 ”
④
。“ 权 ， ， 小产阶级掌握 情况下 实 土地国 土地分成在资 政 的 行 有化 并把

， ， 长， 了社 造 之 酷竞争 地 的增 从 给占有者提供块出租给个人或工人协作 只会 成他们 间的残 引起 租 而

靠 产 为 新的方便生 者 生的 ”
⑤
。 ， 了此 马克思否 民所有制 土地 化实现生产由 认 土地农 国家直接以 国有

料 。同占有的 能性资 共 可

了马 土地农民克思指出 所有制国家实现向“ 有集体所 制” 渡 是过 的方式 “ 己通过 的农民自 经济 道

路”
⑥
，所谓“ 济的道路经 ” 一 ，就是通 定 利 结实现农 生产的互助 实现过 的 益联 业 合作 最终 “集体所

有制”。 十 对明确 改造农民土 有制的两 错误倾他 分 地反 地所 种 向：一 权 权继承 或废是废除 除农民所有 。

佃 本 ， 一 才租 排 变 市工人 无 者和雇 工人的情况下 能 除 民只有在农民被 资 家 挤 直至 为同城 样的 产 佣 废 农

， ， 。二 ，制 否则就 得罪农民 破 盟 是在土 变革 能所有 会 坏工农联 地所有制的 中 不 “ 大用简单地 产把 地

大小 办 来 小转交给 民以扩 法 巩固 块农 块土地的 土地所有制”
⑦
， 导 地 更因为这实际上 致土 所有制 加分

落 ， 。和 后 不 农 的社会 生产散 利于 业 化

， ，此外 马克思 就 行 公社所有 的俄国 能否 利用还 实 农业 制 以及如何 “公” 大 、的 合作成分向 规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 4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 6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 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 6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 6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 69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 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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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 二 ，的集体所有 渡以摆脱 国农业 分析 俄国 既劳动 制过 俄 绝境进行 农 公社存在半公半私 重性 有“耕

，仍 所 期在农 社 个社员 间进行重分地 归公社 有 但定 业公 各 之 ” ，也的集 所 制 存在体 有 因素 “ 一每 个农

力 来耕 ， 来民用自己的 给他的田 产得 品留为己有量 种分配 地 并且把生 的产 ”，“ 及其附属房屋 物——

，园地 已 的私有财经是农民 产”
①

， 能 上 有 取决于 历等私有制因素 俄国是否 够走 集体所 制道路 该国 史

。 了条件是 利于发挥集体所 制 素 有利于发 私有制因素 以下四个 国农有 有 因 还是 挥 马克思从 方面论述 俄

村 ： 一， 本 义 本矛走向集体所 的有利条 第 资 主 盾导致集公社 有制 件 生产的基 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集体

必 势。 ：所 成 历 的 然趋 思 述道有制 为时代 史发展 马克 论 “‘ 村农 社公 ’的这种发展是 合 们 代符 我 的时

历史发 的方向的展 …… 本 义 ，资 它最发达 中所 的致命危机 种危机将 着主 生产在 的欧美各国 遭到 而这 随

本 义资 主 的消灭、 类着现代社 式随 会回复到古代 型的最高形 ， 到 产 占有而回复 集体生 和集体 结束。”
②

二， 本 义 ， 本 义第 为前资 社会早已存在并 续 今 社所有制 国农民公社 资 主 生产作 主 延 至 的公 俄 可能利用

力 。 本 义基础 过渡到集体 制 资 主 生 为俄国 实现方式的生产 直接 所有 产 农业公社 “集体劳动” 了奠定 生

力 ， 采 、 、 车 一 ，质 如 用 船 汽 等 要 过机器 业时代 样 俄国有产 的基础和物 条件 同俄国 机器 轮 不需 经 工 可

本 义 一 ， 。 三， 本能 收 制度的 切 益成就 直接 体所有制 公社 在集体所吸 资 主 有 过渡到集 第 俄国农民 身存

。有 素 公社的 地公有制因 土 制是“ 集体生产构成 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 势，国 的俄 土地 天然地

大 来适 用机器 规 组织起合于利 进行 模 、 耕行合作劳动的农 种实 业 ”，“ 习国 惯于劳动 合关系俄 农民 组 ，

小 ， ， 、这便 地经济过 济 而 国农民在没 行分配的 地上 在 以及于它从 土 渡到集体经 且 俄 有进 草 排水工程

， 一 了其他 面 在 上 体经营关系到共同利益的事业方 已经 定程度 实行集 ”，“ 小于 们从 土 经济有助 他 地

向合作经济 渡过 ”
③
。 ， 村 本 ， 必四 社所有制 处在灭亡和 缘 存在变 和 要第 农 公 身 瓦解的边 革的可能性

。 力 来 ， 来 ，家借助集中 手中的各 社会 量 这种外 的 瓦性 国 在它 种 压迫公社 压迫极有可能加速公社的 解

一 力当 量应 集中 切 “ 村公社的 发保证农 自由 展”， 村 本 义使农 公 成为俄国复兴的 素 优 主 国社 因 和 于资

。家的 度因素制

， ， 本 义 佃 二在此 克思认为 主 租 公半私 重性 社所有制 改造中基础上 马 英国式的资 在半 的公 的 是不

， 本 义 佃 。的 原因在 存 土 制 劳动是 的 克思提可行 于资 主 租 同公社所有制中 在的 地公有 和集体 相悖 马 出

来，实现公社所有制 集 所 过渡的路 是将公社所 农民组织向 体 有制 径 有制下的 起 实现“大 来组织规模 起

合作劳动的 ”
④
， 料 术落 。 ，以 服生产资 足和技 同时 马克 以此克 不 后的困境 思认为应当给予俄国公社

大 来 。规 起 劳动的 物 条件实现 模组织 的合作 现成 质

（三）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本 义大 ，也合 社既是资 主 土地 有 国 土地国有 之后进行具 营的单位作 所 制 家在 化 体生产经 是土地农

所有 家通过民 制国 “农民 经济的道自己 路” 。 一，对 本 义大实现集 的具体路体所有制 径 第 于资 主 土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 4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 4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 43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 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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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义 ， 权国 主 方 致公有 质 丧失 因 应当把土地交给 产 级所有制的 家 资 的经营 式将导 制性 的 此 无 阶 政 领

。 一 权，导下独立 营的合作社 旦掌 就应经 无产阶级 该“ 大 （ ）交给 租给 在国家 下独把 地产转 先是 领导

， ，立经 的合作 家仍然是营 社 这样 国 土地的所有者”，“ （ ） 对 料是 保 资社会 即首先 国家 持 生产 的所

权，这样合 的 殊利益 不可能压过全社 的 个有 作社 特 就 会 整 利益”
①
。 二，第 合作社 土地农民所是 有制

小 。 ，小 小 大 。改造 农的 指出 从事的 生产 渐被社会 生产的 所淘汰国家 形式 恩格斯 农所 会逐 化 生产方式

小 势 大合 他 织 社 产中作社能够在 农消亡趋 下将 们组 到农业 会化 生 ，“主 任 是使农 明白地看到要的 务 民 ，

， 才我们 挽 和 他们的房 和土地 只有 成合作社 作社 产 能做到要 救 保全 屋 把它们变 的占有和合 的生 ”，这

是不仅仅 “ 了为 他们 己的利自 益”，而且是“ 一他们唯 得救的途径”
②
。 讨 农 题恩格斯在 论法国 民问

， 采 小 ，不 制性方 造 认为时 强调 能 取强 式改 农 “ 一 ： 小 ，法 同志有 点是完全 确 违 的意志 任国 正 的 反 农

稳固的变革 是不可能何 在法国都 的”
③
。 一 ， 了 权 对格斯 无产阶级获 之后不能 待进 步地 恩 提出 得政 像

大 一 小 ，地产 强制剥夺占有者 样 农 “ 对 小 ， 把 的 产 占有变我们 于 农的任务 首先是 他们 私人生 和私人 为

， 办 ，作 的生产 占有 但不是用强 的 而 过示范和 此提供社会合 社 和 制 法 是通 为 帮助”，“ 不会违反我们

力而用 预他们的财 系他们的意志 强 干 产关 ”
④
。

， 料在恩格 的构想 占有是在 资 提 作 使用生斯 中 合作社 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 的前 下由合 社拥有

料 权 ，也 料 权 料 权（ ，的 就是占 生产资 的使用 而 生 资 体所有 苑产资 利 有 非 产 的集 鹏 2015）。合作社是

一 ，种 占有下的 种要 合具有以下成员共同 要素组合 这 素组 特征
⑤
：① 大 。土地要素 模化经规 营 “一个

村 教区的农庄或 民…… 一 大为 庄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 个 田 ”，“ 小 来土 起 并且 部把各 块 地结合 在全

来 大合起 的 地上进行 规模经结 土 营”， 来 。将 地 起 在合作 范围内共同 用土 集中 社 占有和使 ② 力劳动 要

。合作 员素优化配置 社成 “ 力耕共同出 种”， 力 。 一 ， 来够实现劳 的节省 节省出 的就能 动 进 步地 将 劳

力 大 ，副动 用以扩 生产或者从事 业 “ 大 一 ，是 的 另拨出 地 农民合 社支配 或是或 从邻近 田庄中 些田 给 作

给这 农 以 和可能性 从事副业些 民 资金 去 ， 了尽 主要是为 消费可能并且 他们自己的 ”。③ 本 素由国资 要

。 、 、 料 。家主 入 国家在 率 贷款 资 等方面导引 利 物质生产 为合作社提供支持 ④ 。合 升要素组 不断 级 土

、 力 本劳 要素的 与 组使得 动者的地 动 和资 集约 重 劳 “ ，经济地位 有 改 且这同时 保证总的社都 所 善 并 会

必构有 要的 农民 社转变为更 的形式会领导机 威信逐渐把 合作 高级 ”。⑤劳 产品按 分配与按动 生产要素

，劳分配相结合 即按照“ 、 力土 付 所 比例入股 地 预 资金和 出劳 的 ” 。进 算行结

， 了 本 义 矛 ， 料 大 ，而言之 克服资 主 内在 盾 现 社 产者共同 有生产资 的 产总 为 实 全 会生 占 社会化 生

了 对 未来马克思 出 与 制 立的集体 制的 构想 及不同 国家实现和恩格斯提 私有 所有 以 初始条件 土地共同占

有的路径。 本 义大土 有 应 实行土 有 后资 主 地所 制国家 在直接 地国 化 ，将土 交给合作社从事 产 营地 生 经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 416—4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 581—58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 57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 568—58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 581页。



集体所有制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演进

- 6 -

， 对农民所有 国家应引导 走经济的 强制 范和帮助首 成合作社 产土地 制 农民自己 道路 通过非 的示 先达 生

料 ， 。 ，资 的 产 逐渐向 所 的 发 有制因 合 经占有和生 集体所有制发展 土地公社 有制 俄国应 挥其公 素 用 作

对 料 。济逐 实现全社会劳动 生 资 同占有渐 者 产 的共

三、列宁模式集体所有制：农村公社制的强化、共耕制到合作制

十 ，苏 村 了 料月 命成功以后 在农 公社 探索 劳动者共同 生产资 集革 维埃俄国 基础上开启 建立 占有 体

。 ， 义 ，所有制 宁在推行 战 产 转 经济政 合的进程 列 土地国有化政策的同时 将 时共 主 政策 变为新 策 以 作

耕 ， 来， 义 大 。制代替 制 尝试将农民组 起 步 社会主 的 业社会化 生共 织 逐 实现 农 产

（一）土地国有化与农村公社制的强化

了 村 ， 十 一 。十罗斯开始 的农 在 月革命之 是政社合 组织 月从基辅 存在 上千年 公社 前即 的 革命成功

村 ， 苏 村 ，一 苏之后农 公 维 国 事 的主要 直 续到 联社并没有被消灭 而是作为 埃俄 农 土地 务管理 组织 延 推

才 。十六 奴 ，村 了 、行全盘集体化运 宣 退 史舞台 世 俄国农民农 集中居住动 告 出历 纪 化 社形成 “土地公

有” ，定期 的特点 这些 历经和 重分 特点 1861 奴年农 改革和制 1906～1911 平土地改年斯托雷 革之后依

。用然存续并发挥作

十 村 来 ， 义 了 ， 村 义命 农 不仅以 国 化名 消 地主土地所有制 且 社月革 给俄国 带 巨变 土地 有 灭 而 以 名

了 。 村 十 ， 一 了苏 苏灭 独立农 制度 农 公社 后的强化 影响 俄国及 联社消 民 于 月革命 在 定程度上 维埃 会主

义发展的方 和具体向 形式（金雁，1991）。十月革命胜利后，苏 布俄宣 “ 有废除地主土地所 制”，“永

权远 地废除土 私有 ”
①
，将“一切土地” ，国收归 有 “ 一 、全部土 连同 切建筑物 农 和 他 生地 具 其 农业

产用具 为全体劳动 产均 人民的财 ”
②
， 。 了 ， 村交给劳 尽管 上实行 土地 化 但是农动农民使用 法律 国有

， 来 。 一， 村 。社不仅 灭 反而发 公 为 实 者公 没有被消 挥着越 越重要的作用 第 农 社成 土地的 际控制 “农

一 ， ，民 地 求首先 于无偿地废除 切 式 土 有制 直到 民的土地私 营水平高的土 要 在 形 的 地私 农 有制 把经 的

村国家农庄交给 或 社……农民要求…… 村 、取 于退出 社 于单独 法律消关 关 田庄等的 ”
③
。土地国有化

村 ，实际上是 社化 “ ， 一 ， 村 ， ，民 土 每 于 社 或 上 但他们 不说它属于在农 眼里 地属于 个人 属 属于 帝 从

国家”（ ，雁金 1991）， ：宁列 指出 “ ，在解决由 支配土地的 们优先考谁 问题上 我 虑农业公社”
④
。

二第 ，村 苏社 中的土地平 定期重分 则在 俄 中得到贯制度 分和 原 土地改革 彻。1917 苏年全俄工兵代表 维

二 大 ：次 会埃第 代表 指出 “ ，地 均使用 据 动定额 消费定额把土地 配 劳土 应当平 即根 劳 或 分 给 动者”，

“土地应根 人口增加据 、 长 术农 增 和农作 况业生产率 技 提高等情 ，定 新分配期重 ”。1918年的《土地

》也 ：社会化法 规定令 “劳 的土地分动人民中 配应按照平分— ，行 各 史劳动原则进 根据 地区历 上形成

，的土地 制 使消费使用 度 — 力 力， 又动用地不超过每 农 现 的劳动能 时 能保证农劳 个 户 有人 同 民家庭的

①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 6—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24页。

③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05—106页。

④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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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无贫困之虞”。 三第 ， 大 少立田 独立农民 量独 庄和 减 。1917年《土地法令》 规定曾 ，“使用土地

， ， 村 采方式 不应的 受任何限制 各乡 可决定 用……按 农独立 庄…… 式等方 使用”， 也业人民 部农 委员

，为认 “在独 农庄不属于富农立 时” 。 十 ， 村 了可 持 但 月革命 后 农 公社不 主和教会保 现状 之 仅吸收 地

（ ）， 了大 （ ）， 村所有 且收回 量独 庄和独家 地段土 农 公社土的土地 地主 制 而 家农 田 地使用制 地所有

苏 对 势。有制在全 俄土地中占 绝 优 1922 ，年 农在主要 业区， 村公社土 有农 地所 制土地占 部土地的全

98%—99%，在西部 区 西 区占地 和 北地 65%—75%，在中 工业区占央 80%—95%（ ，曹维安 1991）。

将近实施 方针直到 农业集体化 的 1927年， 村 苏农 公社仍然 着全控制 96%的土 和地 95%的农户（金雁，

1991）。

（二）战时共产主义下的共耕制及其后果

村公社土地农 所有制被强化实质上是“ 地 化土 社会 ”，与 1885 来苏共 革命时 出年以 在民主 期提 的

村 一 （ ，打破 社 缚的土地纲领不 金束 致 雁 1991），也与列宁 1906年 3 义月提出 具有社会主的 性质的

。 ， ：地国有制 差甚 宁并不支持 平分和定 重分 他土 最终目标相 远 列 土地 期 指出 “ 布尔什维克我们 曾是

对 ， 了 ， 大但 还 这 因为我 愿 背 多数 民的意志反 土地社会化法令的 我们 是签署 个法令 们不 违 农 ……我们

不 强 农 受他们不 熟的思想愿 迫 民接 成 ……最 动农民通 受和 的体会自己 到好是让劳 过自身的感 切身 认识

谬平分土 是荒 的地 。”
①
在现实中，土地平分不断进行，1925年到 1926年，北高加索、中 土央黑 地地

， 龙 村 三 一 （ ，及 等主要 区 重分土 沃 涅什省近半数 社 两 金雁区以 乌拉尔 农业 都 地 的 是 年 分 1991）。频

权 ， 长 ， ，繁 土地重分导 用 不稳定 平分 统导致地块 细碎 影响 常的农的 致土地使 影响 期投资 的传 过于 正

业生产（ 雁金 ，1991）。因此，列宁提出，“ 耕 才 路只有实行共 制 是出 ”，才能“ 小脱 弊摆 经济的 病”，

耕 来， 。通过共 导 民组织 恢复和发展农业 济期望 制引 农 起 经

， 村 矛 尖 村 力 、重 是 农 阶级 的 锐化不利 和国家集 争胜 固新生政更 要的 盾 于农 稳定 中 量赢得战 利 巩

权， 耕 村 。 势推 制的更重 目标是 保障夺取 争 成行共 要 稳定农 和 战争胜利所需要的粮食 战 形 造 俄国国内

矛 尖 ， 村 子 ， 、 杀 对阶 化 农 的 命 和富农 仅拒绝将粮食卖 国 而 暴动 暗 等 式反级 盾 锐 反革 分 不 给 家 且以 形

苏 权新生的 维埃政 。 村 了国农 分为俄 “ 民贫苦劳动农 ”和“ 较 裕的农民比 富 ” 大两 阵营， 村要稳定农 ，

耕 。要推行就 共 制 1918年 12 ， ，列宁提出月 “ 义共 的 到我们的共同任务和我们的 同目 是过渡 社会主

， ， 耕经济 过 集 支配土 过渡到共 制渡到 体 地 ”
②
， 大 耕 ，期望 过 模 农庄共同 保证红军和通 规 集体 作 城

供应市粮食 ，使国 状态 机的困境家摆脱饥饿 和危 。1919年 2月《 义于社会主 地整理 社会关 土 和过渡到

义 （ ）》 ，主 农业的措施 条例 指出 土地“ 苏 ，先 于 场 的需要 用 于劳动 合首 用之 维埃农 和公社 其次 之 组

耕， 料和协作社的需 和 之 再次之用 于个体土地 取生活资要 用 于共 之 使用者谋 ”
③
。 一 地使这 规定为土

了 ， 义 一 了 。式从个体转 集体作出 度安排 主 为推进用形 变到 制 战时共产 这 转变提供 制度前提

“ 耕共 制”就 土 化 上组织 农是在 地国有 的基础 集体 庄，实行农 公有具 、牲畜共有（章 明前 ，1992），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7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356-357页。

③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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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劳作集 共同 ， 一统 经 管理营 ， 一统 分配。 耕 大主要在没 的基 进行共 制组织 收地主 庄园 础上 ，到 1920

年， 耕 耕共 织占有 地 积达制组 面 117.66万亩，其中 70%—90% 立在过去建 地主庄园之上（ 训杨承 、余

大 ，章 1984）。 体 组 成集 农庄 织形式 为“ 制集体 ” 苏 ， 、在 俄 实 的主要 式 包含农业公社 业首次 践 形 农

耕 （ ）三 本 （动 以及共 社 作社 种公有 同的基 形劳 组合 协 化程度不 式 参见表 1）。

表 1 1926年共耕制集体农庄不同形式公有化程度 单位：%

有程公 度 地土 工具 役畜 牲畜其他 家禽 筑物建 总资产

公社农业 100 99.6 98 95 80 98.5 98

劳动组合 55.5 75 15 13 18 31 30

耕共 社 33 53 3 4 0 6.5 15

料来 ： （资 源 沈志华 1982）。

其中，农 社业公 义共 则进行 和 配是按照 产主 原 生产 分 、 耕农民 愿加入的共 制组自 织（ 汉罗平 ，2015）。

成 但集体劳员不 动， 料 料而且全部生 活资 公有产资 与生 ， 、小 、 、私有 畜 牲畜 奶牛公社社员没有 的家

， 。 ，园地 没有 何私人 公社设立宅旁 任 副业经济 食堂 实行 义完全平均主 和“ 需按 分配” 义的 分共产主

（ ，章前明配方式 1992）。 组劳动 合 ， 料 ，即通常 集体农庄 主要生 资 于 农庄公有的 产 属 集体 员从事成

集体劳动， 按实行 劳动日分配， 一 一保留 量的宅旁园 从事 定的 庭副业但允许 定数 地和 家 ， 私允许庄员

、 。 耕 ，人饲养 共 生 性 动组织限制数量的家禽 家畜 土地 社是 产互助 质的劳 料资 属于农 个人所生产 仍 民

有， 料共同使 这 仍 有的生产用 些 属私 资 。 耕 稼成员在 种土 庄 的时候地和收获 集体劳动， 力同出共 劳动 ，

料共同使用生 和工具产资 ， 料部 产出按 动和生产分 投入的劳 资 分配（章前明，1992；陈荣佳，2005）。

表 2 苏俄列宁格勒、切列保维茨两省土地使用制演变 单位：%

年份
列 勒宁格 省 保切列 维茨省

村社制 地段制 集 制体 村社制 段制地 集体制

1922 79.1 20.5 0.4 79 20.5 0.5

1925 75.7 23.8 0.5 69.5 30.3 0.2

1928 80 19.3 0.7 71.2 28.4 0.4

： 。注 地 制 括 农庄和独 田段 包 独家 家

料来 ： （资 源 曹维安 1991）。

了 耕 ，苏 权 了一 ：共 制 维埃 政策 措施为 推行 政 给予 系列 支持 一 ，尤是给予 其是优等 地的优土地 土

权先使用
①
；二 、耕 料 ；三 大 （ 训、在农具 畜 待 供 支 余是 和其他生产资 方面给予优 是提 量资金 持 杨承

大 ，章 1984）。 ， 来 耕 苏 ，然 农 组织起 共 制并没有达到 领 摆 济困境的 的 甚至没有而 将 民 的 带 俄 脱经 目

本的基 目标达到预期 。占全国 0.4% 面积土地 、 全国拥有 0.5% 耕农户的 集体农庄共 制 ，在 1919年和 1920

年 供余粮为国家提 25.44 ，万 的普特 仅占这两年余粮总量 0.04%， 每 贡 全国平平均 户粮食 献低于 均水

。 耕平 制付出 代价却极其高昂共 的 （ 训、 大 ，承 章杨 余 1984）， ， 耕播种面积 降 土地 作状粮食 下 况恶

①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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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牧业衰化 畜
①
。 耕 ， 心农 组织 极性不高 他民参与共 制 的积 们担 “ 了大 ， 又如果有 农 那我 要场 当雇

了工 。”
②

耕制并没有共 得到迅速的发展， 勒 例以列宁格 省为 ， 体 仅从全省集 制占比 1922年的 0.4%上

升到 1928年的 0.7%（参 表见 2）。直至 1927年， 苏 村全 土地 社中 制、地 和集体制 比例仍然段制 的 为

95.5%、3.5%和 1%， 的集体农集体制 庄发展缓慢（曹维安，1991）。 耕 来共 制集体农 部结构 看从 庄内 ，

， 耕 （业公社 缓慢 农业 体 的 式农 发展极为 劳动组合逐渐成为共 制集 农庄 主要形 参见表 3）。

表 3 1918—1921年共耕制组织发展情况

年份
公社

（ ）个

劳 组合动

（ ）个

耕社共

（ ）个

耕共 制组织合

计（ ）个

耕参 共加 制的

（农民数 千户）

耕参加共 制农户

占 （比 %）

体农庄占集 用土地

面积

（ ）万俄亩

耕全部 地占 的比重

（%）

1918 975 604 1579 16.4 0.1 20.16 0.1

1919 1961 3605 622 6188 81.3 0.3 92.44 0.3

1920 1892 7722 886 10500 131.0 0.5 117.66 0.4

1921 3313 10815 2514 16012 227.9 0.9

料来 ： 训、 大 （源 杨承 余资 章 1984）。

（三）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合作制

义 耕 ， （尤 ）大大 了苏战时共 推行共 制 农 是 社产主 时期 的实践表明 集体制的集体 庄 其 农业公 超出

力 ，农业生 发 水平俄 产 的 展 “ ， 。建 人为的假公社 使 别 脱 众是最危 的事情立 个 人 离群 险 ”
③
这不仅因

、马克思 恩违背 格斯提出的“不能 农民剥夺 ” 本 ， 未的基 原 遭受到农 的广泛 能实现预则而 民 抵制 而且

。期的发展目标 正如列宁在 1920年 12 ：指月所 出的 “ 体 问题并 务 急集 农庄的 非当 之 ……必须依 个靠

， ， 。 义体农民 而个体 民 情 是如此 并 在最近不会 因此现在 向社 和农 的 况就 且 有所改变 还不能设想 会主

集体化过渡”
④
。

，苏 义 ： 一， ，此 维埃俄 开始从 主 政策向 征 为为 国 战时共产 新经济政策过渡 第 改余粮 集制 粮食税

恢 交换复商品 ， 大扩 流商品 通，允许农 自由贸易民 。1921年俄共（布） 十 大次 表 余粮征集第 代 会将 制

改为粮食税， 一在缴纳 定 后规定农民 的粮食税之 ，余 个人所有粮归 。“粮食税”代替“余粮 集制收 ”，

让“ 自由买卖农民可以 税后的剩余农产品”，同时“ ， 小展 和 的 展 工业发 农业 工业间 流转 发 ”，以保

较 心 ，证 民在 为 由地支配自己的 济 源 础上正确 且安 地生产 农民经济农 自 经 资 的基 并 经营 巩固 和提高生

。 ， ， 小 ， 小率 同 许农民自由 使农民成 名副其 生产者 这产 时 允 贸易 为 实的 商品 种 生产实际上是适应于

苏 力 一 ，农 产 的 是俄 业生 所做出 种让步 “ 本 义（ 本 义 轨 ）利用 特 是要把 纳入到国家资 主 道资 主 别 它 的

①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90页。

③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 365页。

④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 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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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义 ， 力 、 、 。为 和社会主 间的中间环 高生产 的 法和作 生产 之 节 作为提 手段 途径 方 方式 ”
①

二，第 维

持土地 制的前提国有 下， 对取消 个 歧视性政体农民的 策。1922年的《土地法典》 对土 占承认农民 地的

权， 权 。 对 心 ，调 不能剥 独 经营土 的 利 面 使农民关 人 益有 并强 任何人 夺其 立 地 个 利 即“ 复私有制恢 ”

， ：指责 列宁甚的 至解释说 “ 来 对 。我们从 没 民 消 和工具的个 有制 我们 除的是有废除过农 费品 人所 废

， ， 来 。制 而农民 租 地土地私有 没有私有的土地 他们是在 的土 上经营 ”
②

三， ，第 作社 搭建立合 建国

， 小 大 来。家 农民沟 的桥梁 将 生产和 产 系和 通 生 联 起 “ （然粮食税 味着可以自 下的 纳税既 意 由出卖剩

） ， 必 力 本 义 （ 、 本那么 就 须竭 设法 主 的这种 展 因为 贸易自由以后的 余粮 我们 把资 发 买卖自由 就是资

义主 的发展） 本 义 轨制 的纳入合作 资 主 道。”
③
此时， 本 义 一列 作社当 国 资 主 的 形式宁将合 作是 家 种 ，

本 义 计 、 、 ， ，利用资 主 的 种 于 督 监察 国 便于和它们 关系的特这 易 算 监 家 订立合同 点 通过 本资 主国家

义 小 （ 训、 大 ，农 杨承 余 章联合 1984）。

1921 共年俄 （布） 十 大 门 议第 次代 会作出表 专 决 ， 大将实施合 生规定 作制作为实现农业社会化 产

。 ， 了 ，一 、 计划战 所 制 即为 农 生产社 化 是国家利用合 社 先 散 无 的的 略方针 谓合作 实现 业 会 作 首 将分

买 变为集体卖 和 ；二 （ ），商业活动 织的 活动 即流通 散的农业 产连接有组织的 是通过有组 商业 将分 生

大生产的体到社会化 系中去；三 生 域是将合作制扩充到 产领 ， 义大会建立社 主 农业（王斯德，1988）。

来 ， 、 来，说 合作社 工具在流通领域 个 农 生产 商品 动同国家经 从而使个简单 以 为 使 体 民的 活 济联系起

义 。 ， ，逐步 为社会主 经 得注意的 列宁认 作化需要体农民经济 转变 济 值 是 为 实现合 “ 一整整 个历史时

， ， 也 一二十况 们 个 年代 在最好的情 下 我 度过这 时代 要 ”
④
。苏俄的 社 要分为 业生产合作社合作 主 农

： （又 、 、和 业 费 社两种 农 生产合作社 农业合作 社 生 作社和机器农 消 合作 业 可细分为 社 信贷合作 产协

） ， （ 、 、 子 ）社等 向农 提供贷 提供农业 谷 理 等协作 民 款 向农民 生产服务 例如机器租赁站 物整 站 种 站

术 ， ； （技 指导 留 保护农 的个体生产 农业 费 作 主要向合 社成员 包括和农艺 但保 和 民 消 合 社则 作 农民和

市居民城 ）出 的商售物美价廉 品、 料业生产资农 ，按 利于成员 价格收照有 的 购农产品（许新华，1998）。

表 4 二十年代苏联乡村中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发展情况

年份
村农 生产合作社 村 作农 消费合 社 体集 农庄

（ ）量数 个 农户占参加 （比 %） （ ）量数 个 参加农 占户 （比 %） （ ）数量 个 参加 户农 占 （比 %）

1921 24060 25000 16000 0.9

1923 31200 19224 20.8 16000 0.9

1925 54813 28 25625 22.7 21900 1.2

1927 79300 32 27165 14800 0.8

1929 198000 55 25757 57000 3.9

料来 ：资 源 训、 大 （杨承 余 章 1984）。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 2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90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 214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 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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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对 ， 类 ， 类 ，尤共 制集体农 明 比 农民 社组 积极性极高 作社组织与 庄形成鲜 加入各 合作 织的 各 合

村是农 生 快速发展其 产合作社 。1921年至 1925年， 村 从农 生产合作社数量 24060 长到个增 54813个，

农 农户数参加 户占总 的 28%。 一时同 期，集体农 仅从庄 16000 长个增 到 21900个，参 农 占加 户 比从 0.9%

增加到 1.2%。1929年， 村 村生产合作社 合作社数农 及农 消费 量分别为 198000 和个 25757个， 农参加

户占总农 重分别为户比 55% 约和 70%。集体农庄仅有 57000个，参加农户占总农户比重仅为 3.9%（参

表见 4）。

、 料 。 一，社 品 品供应 生 资 供应 方面具有重要贡 其 费 社逐渐合作 在农产 和日用 农业 产 等 献 消 合作

必 。成 国家供应日 主要机关为 用 需品的 1922年至 1929 ， 合作 转额占国家 周转额的年 消费 社周 零售 比

长了重增 近四倍，到 1929 达到年 67.9%（9909.4 布百万卢 ）（许新华，1998）。 二其 ，合作社成为国

。家 的 购主要 粮食收 者 1929 ， 国粮食 总 为年 全 收购 量 875.4 布，百万 消费合作社和农 合 社卢 业 作 收购

量占比分 从别 1927年的 21.2%和 11.8% 长增 至 33.9%和 38.4%， 家收购量而国 占比则从 64% 降至下

27.7%（ ，华许新 1998）。 三， 了大 料。其 农业生 作社供应 分农业产合 部 生产资 1925 农业生产年 合作

类 料 ：为 机社供应各 生产资 份额 农业 械 75%、 子种 63.3%、 料肥 61.8%、除虫药剂 42.5%、五金商品

51.2%（ 训、 大 ，承 章杨 余 1984）。 ， 苏 力 一其四 作制的实施使 俄 业 产 定程度的 复和发合 农 生 得到 恢

展， 长农 持续增业总产值 。根据《苏 计济统联国民经 年鉴（1959年）》，1921年至 1926年恢 期复时 ，

农业总 值年均产 增速达 14.48%，1927 和年 1928 较年分别 1926 长年增 2.54%和 5.08%。

（四）列宁集体所有制试验的评价

一其 ，利用和强化传统。 一第 ，村 度 解社制 走向瓦 ，村 难以消社传统 除。1906年—1911年， 国俄

力 权 村 ， 村 ，斯托 平土地改革以国 量 铁 摧毁传统 国农 公社 存 社制度走雷 家 和 腕强 俄 续千年的 向瓦解 农

。 ，村 ，村 义开始 立个体融入 但是 社制 并没有 毁 社传统民 以独 社会 度 被彻底摧 所具备的平均主 的共同

、村 大 。尤文 精 平 和定期 的 地制度 征仍然存在并发 巨 用 改革带体 化 社 神以及 均分配 重分 土 特 挥 作 其是

来 ，村 力 。 二，村 了农 分化 社仍然 平低下的 依赖 存基础 第 社 构成 实践民 是生产 水 贫困农民所 的生 传统

。 村体所有 制基础 土 等 统 所 土地全 成 共集 制的公有 地的平均分配和定期重分 社传 与集体 有制下 社会 员

一 ， 一 村同占 相 致 进 步发挥 社 统 的有 传 中 这些“公” 。 三，的因素 能够促成集 第 根深蒂就 体所有制 固

村 村 。十 ， 布 ， 未 一使土 有化表现为 月革命后 地国有 颁 并实施的 社传统 地国 社化 土 化法令的 不仅 能进

村 ， 村而 斯 土 冲击下 解 的 社成 承载和实现土地 有 的步摧毁 社制度 反 使得 托雷平 地改革 趋向 体 为 国 化 重

， 落 村 。形式 土地 有化实质上 地 社化要 国 被 实为土

二，对 村 。 义 ， 耕 了 村 、其 实际 的代价 战时 主 时期 共 很好地 定 巩农 制度不切 改造 共产 制 服务 农 稳

权 。 ， 耕 来 小 、固政 是 制 经 体化 提 业 产经营 率和和战争胜利等国家目标 但 以共 实现 农 济的集 高农 生 效

未 ， 本 耕 了 力 。增加农业产 的 标 现 根 原因 于共 制脱离 生产 发展 脱离量 目 却 实 在 当时俄国 的实际水平 实

， 一的公有化 剥 民家庭经 独立性 的集中统 集 配际 夺农 营 和自主性 经营以及余粮征集为主的 中分 等制度

了安 客观存 农 的独立 和意愿排忽视 在的 民 性 ， 对忽视农民 质 益 求物 利 的追 ，不仅遭 农民的普遍受 抵制，

。 ， 耕 ， 小 ，得农业生 产量 因此 不切实 共 制 不仅 是改造 形式 而且还使 产率和粮食 下降 际的 不 农的理想

。出不能为提高农业生产率作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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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一其 作 效实现 列 模式合 制从流通领域入 形 种 民所接受探索合 制的有 形式 宁 作 手 成 为农 的

， 料 ， 。 一，依存和协作 资 归社员 系各 节具有充分 性 第 农民 有充分关系 生产 所有 生产关 个环 的弹 拥 独

权， 择。 二， 一自主 生产 情 出 动 照劳动 股 统立性和 经营决策由农民根据实际 况做 选 第 劳 产品按 或者 金

， 、 。 三，分配 至个人直接占有 员 合 个人与集 之间能够按 换劳动产甚 社 与 作社 体 照合同交 品 第 合作社

覆盖生产、消费、信贷、农机、 机服务等 个环节农 各 ， 类可以就肉 、 菜蔬 、烟叶等各种产品进行合作，

来 。 ， 了社 分 性 式合作 分 重农民 愿和物质利益追 推 集 有制为合作 带 充 的灵活 列宁模 制充 尊 意 求 动 体所

， 了 。下农 生产的好转 济的恢复 制提 行的实践参业 和国民经 为集体所有 供 可 考

四、斯大林模式集体所有制——集体农庄

1929 ，苏 大 了 。联在斯 林 领导下 集体化运年 的 开始 全盘 动 1934 ， 本 ， 农年 全盘集体化基 完成 以

村 ， 苏 。动 主 的集体 取 农 公社 为全 联农业经济 织 主 式 农业集 化业劳 组合为 要形式 农庄 代 成 组 的 要形 体

了 来 ， 苏 权 了 村 ， 苏 村为国家工 资金 源 为 提供 和农 稳定的 但是 联农 农业化提供 维埃政 稳定 粮食 支撑 和

了 。业发 问题展却出现

（一）从合作社到集体农庄

，苏 ， 来列宁 合 的 针 种合作 坚 列宁时 遗留下逝世之后 共仍然按照列宁 作制 既定方 发展各 经济 持 期

的自由贸 环 下易 境 建立“ 村小国营经济 农 商品生产与 者”耦 ， 对小作社 实现 和国合的合 国家 农生产 内

大品流转最 程 调控商 度的 。转折 生在发 1927 囤年 和 积粮食富农投机 引发粮食收购危机之后， 场这 危机

了 （布） 大 ， 大引 党 工业化 业 体化的 论 争论的结果是 林发 联共 内关于 和农 集 争 斯 的“贡赋论”和工农

（布） 一 。 ，业 刀差成为联 正确的农 思想 收购危机仅仅 接原因 农 集剪 共 党内唯 业工作指导 粮食 是直 业

体化 层次的原有着更深 因—— 义 。 大 ， ，苏威 林 战 下 维埃摆脱帝国主 包围和战争 胁 斯 认为 在 争威胁 政

权必 ， 力 ， 义 ，加 推进重 业优先发展的工 化 而 生产 快速 展 避免被帝 而工业须 速 工 业 从 推动 发 国主 消灭

来 。发 则只 过农业集体 决展资金问题 能通 化 解

1927年，联共（布） 十 大 议五次代 发展农业第 表 会通过 集体化的决 ， 心重 通将联合农民的 从流 领

， ，移 领域 由 商 货币关 转为进行生产关 变 将 社转变为 体农庄的生域转 到生产 利用 品 系 系 革 合作 集 产组

， 了 。 大 ，式 开启 合 化的 斯 林认为织形 作化向集体 转变 “集 庄是整个 作社运 割的组成体农 合 动不可分

，也 计划 。 计划，分 组 实 的合作 是 农民从 售合作部分 是列宁的合作社 不可 割的 成部分 行列宁 社 就 把 销

，社和供应 作 提 生产合作 提高到所谓 的合作社合 社 高到 社 集体农庄 ”
①
， 。高级是合作社的 形式 1929

，苏 、 小 、 ， 大年 联提出吸 社员 合并 集体农 体农庄的 地收新 型 庄 建设集 联合组织等措施 以最 限度 增加

大 ， 了 。和 农 开始 农 盘 体化运 截至扩 集体 庄 由此 业全 集 动 1929年 11 ，月 集体农 发 到庄 展 6.7 ，万个

191万农户加入，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7.6%。1930年 1月 5日，联共（布） 了 速度 的集中央下达 高 指标

， 三 。 了 ，采 ， 了体化方 求全国各 年之内 化 各地为 盲 进案 要 地 完成集体 赶超先进 取强迫命令 出现 目冒

错的左倾 误。1930年， 耕体农庄 积 两年前集 地面 由 的 139万公顷激增至 1500万 顷公 。1929年 11月至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 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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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 3月，加入集 农庄的农户体 由 7.6%陡增为 58.1%。 制农民加 导致 的极度不满强 入集体农庄 农民

（ 斌戴隆 ，2009）， 了出现 毁 生产工坏 具、 杀 等现象屠 牲口 ，苏 采联 化只得 取措施暂时放慢集体 进程，

， 、 、小 ， 。例 强 加入集 庄 禁强迫 行宅旁园地 住宅 畜 的 化 恢复集 等如不得 制农民 体农 严 实 牲 等 公有 市

但是，集体 然快速进化进程仍 行，1933年，苏联 2000 了农户 被吸收进入多万 已经 20 个集体农多万 庄

（ 、 ，姜建斌 曹英伟 2009）。1937年， 耕集体农庄 别农户数量和 种面积占比分 从 1934 的年 71.4%、

87.4%增加到 93%、99%（刘国平，1983）。1953年，集体农 有 成为集 所有制的主要形庄所 制 体 式（吴

，彰仁 1987）。

（二）集体农庄所有制的特征

1. 。农庄所有 的性质集体 制 大 （ ）斯 林 区分为国 民所 与集体农庄 制将公有制 家所有制 全 有制 所有

本 。 料 （ ）两种基 式 与生 品都归全 国 关 企 营农形 产资 和产 民 国家 所有且所有活动与 家有 的国有 业或国

， 、耕场 从 农业生 的集体农庄是自 共 占 产工具 作 有土地的农 的主人为不同 事 产 愿 同 有生 国 民所建立 农

， 料（ 、 ） ，生产 地 机器 归国 有 国家为 提供帮民的企业 资 土 家所 其 助和优待
①
。1935 ， 了年 颁发 “无

（ ） 证限期 永久 使用土地的国家 书” 土 体的 地被集 农庄“ 来作自己 产 配当 的财 支 ”，但土地“不得买

，卖 不得出租”，地界“不 个别庄员 出集体农庄得因 退 而变更”
②
， 、 子动 种 及生 归属劳 产出的产品

体农庄所有于集 。1952年， 力将阻碍生 发展的 水平的集 全为 产 低公有化 体农庄所有制逐渐提升到 民所

，苏 大 本 料 ， ，有 型 生产资 国 机器拖 机站所有 并逐渐 立 品 制 将制 联将 农业基 收归 家 拉 建 产 交换 “集体

计划庄生产的产 民 的总系农 品纳入全 统中”
③
。

2. 庄的 安排集体农 制度 。第一， 划取消 成员的地 分不同 界 ，将土 整片的土地合并为 地由集体使用。

二， ，对 、庄 既 的 从事生 动 生产队 给的机器 农具和 畜 物第 建立固定 员在 定范围 土地上 产劳 的 拨 役 等 资

责负 ，依据产 情况调整并 劳动日分出 赋予庄员 值
④
， 长 本责合 配 队成员从 产生产队 负 理分 事生

⑤
。 三第 ，

计划 。 ，集体 庄的生 动受国家 家 集 与 构和国农 产经营活 严格调控 在粮食生产中 国 通过 体农庄 农业机 营

， 大 计划 ，拉 站所签 同 向集体农庄下 量 令 标 事无巨 地为集体农 营流通各拖 机 合 达 指 性 指 细 庄生产经 方

。 ， 少 （ ，定 在 化初期 不 集 庄的管理 都由国 仁彰面作出规 集体 体农 者 家派遣 吴 1987），出现不经过庄

农 席员直接任命集体 庄主 的现象
⑥
。 ，对第四 于 ，一民的劳 果农 动成 是 义 ，二按照 务 售制交给国家交

，三 子， ， 才是 实 报 交给国家 机器拖拉机 种 四是留 储备 是按劳动按 物 酬制 的 站 是留足 足各种基金 最后

。一 ，日 给庄员 般分配 地 35%—40% 苏 ，的 联集 劳动成果体农庄庄员 要上缴国家 农庄提留 30%，庄员

实 得际所 占 30%—35%（ ，明谢建 1985）。 ， 员在分而且 庄 配 30%—35% ，劳 成果时 存在的 动 还 “大

①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 297页。

②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 428页。

③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66年版，第 157、166页。

④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 414页。

⑤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 574、582页。

⑥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 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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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饭” 义 。 （布） 一 力 义 ，和平均 现 联 央 直致 于 服平均主 倾主 象 共 中 克 向 如 1929 行超额奖年实 励的

计 、制件工资 1935 计 、年 在劳动组合 农业工作 行 件制提出 内的 实 1948 收获量评年提出以 定队员或组

计 小 计 。 ， 、 计件 组 但 不具备 质 和数量 可比性 繁琐的 算 法员劳动的个人 制和 件制等 是 由于 劳动 量 的 方

， 落 （ ，容 庄员所接 等原因 这些 有得到充不 易为 受 改革并没 分 实 包雅玮 2007）。 ，第五 超额税和实行

义务 制交售 。1929年， 义为支 社会主援 工业建设， 大斯 林提出， 一种 购农民除普通税外还需缴纳 高价

，品 出售农 的 额税 这 工农业的买工业 并低价 产品 超 种 “剪刀差” 大。集 化 持续扩 与 相配合在 体 时期 之

的是，1933 义 了制取代 自年 务交售 1928 的预 同制年开始实行 购合
①
。与 1927年相比，1940 工业品年

大了价 与农产 别扩格 品价格分 5.5倍和 2.32 ，对倍 应的“剪刀差” 长了增 95.8%（ ，黄道霞 1988）。

（三）全盘集体化的后果

了 ， 小 义 。体 消 阶 纳入到 主 体农庄 有制中 集体农庄 有 以 密集 农庄 灭 富农 级 将 农 社会 集 所 所 制 其严

计，的组织 构和制度设 全控制在结 将农民完 集体农庄—— ， 了 ，家手 清 粮食征购 碍 从而在国 中 扫 的障

对 、 了 。 ，足城市 展 粮食等 业 面 常 作用 但满 和工业发 农产品的需求 支持国家工 化方 起到 非 重要的 是 全

来一 ：盘 体化带 列的后果集 系

一 。是粮食 量 滞产 停 不前 1913年至 1938 ，年 谷 总产量从物 80100万 到公担增加 94990 ，万公担

长了增 18%②
。 ， 一 苏期 联 却从但是 同 时 人口 13930 了万增加到 17055 ，增幅约万 22%，播 面积扩种

大了 37%（迈斯纳，1977）。 此因 ，谷物的人均产量和亩均产量均 于低 战前水平，尤 亩 锐其是 均产量

。 对 苏 力 了 大 。减 全 体 全 农业 产 造成 巨 破坏盘集 化 生

二 势。 《苏 计 （是 业 产 下降趋 根 联国民经济农 总 值呈 据 统 年鉴 1959 ）》，年 1929年全盘集体化

后开始以 ，苏 了联 总产值指数农业 除 1934年—1935年有短暂 升外持回 续下降， 到直 1937 才年 恢复并

超过 1928年的水平。1929年至 1933 盘 化 富 期间年全 集体 和消灭 农运动 ，农 产 指数和 牧业产业总 值 畜

值指数年 分 递均 别 减 4.42%、15.75%， 长植业产值 数年均增种 指 1.06%。1934年至 1936 ，大年 饥荒

《 判 》《 》 对 来后 撤销集 罪命 业劳动组合 章程 等政 农民控 放松带 农体农庄庄员的 令 农 示范 策 制的有限

。业生产的短暂回升 1937年至 1939 ， 、农 域 压 迫残余 农 加入集 农庄等年 业领 清洗 镇 以及强 个体 民 体

政策，使得 业 产 数农 总 值指 、种植业 值指数和畜 指数在产 牧业产值 1939 较年相 于 1937 下降年分别 了

9.70%、16.67%和 9.17%。

三 。集体农庄经 率低下是 济效 1926年至 1928 ，年 集体 产值为农庄年均 1.83 布， 一亿卢 仅占这 时

均期全国农业平 产值 274 布亿卢 的 0.67%， 三低 中参加 农 农户远 于这 年 集体 庄 的 重比 。 ， 三但是 这 年

了中国 给 集 庄和国营 场的援助占 算的家 予 体农 农 到 支农预 60%以上， 收富 价值而且还把没 农的 4亿卢

布 了 （ 训、 大 ，的 无偿给 集 农庄 杨财产 体 承 余 章 1984）。 ， ，见 集体农 和可 庄效率极低 集体制在发展

力 。农 方 及合作适应 业生产 面远不 制

（四）斯大林模式集体农庄制的评价

①
《苏联粮食法令汇编》，财政经济出版社 1955年版，第 45页。

②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第 726页。



集体所有制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演进

- 15 -

大 ， 了 义 ， 了林 行全盘 体化的集体农庄 不 摆 国主 的包 和战争的威 决 国斯 推 集 制 仅 脱 帝 围 胁 而且解

杂 矛 ， 了小 本 义 势， 了较 ， 了苏内复 免 生 发的资 主 趋 起 为发达 工业体的社会 盾 避 产自 建立 的 系 巩固 维

权 。 ， 、 ， 了 ，埃政 的稳 家 的 立 农业经 展 基础上定 但是 这些政治 军事等国 目标 实现 建 在 牺牲 济发 的 是

。将农业经济发展 于 属 的结果置 从 地位

一， 义、 。 一， 料其 经典意 列宁 所有制的 人占 产资 的集体 制与经与 模式集体 异同 第 部分 有生 所有

义 。 、 义 料 义， 未来典 集体所 区别 马克 生 全 有意 有制有所 思 恩格斯意 集体所有制与 产资 社会所 制同 是

也 义 。 ， 大 计划 义社会 就 会 所有制 全部内容 但是 斯 经 模 社会主 公 制分为全民是社 主 的 林 济 式将 有 所有

（ ） ， 大 ，际为国家 体所 两种 斯 林模 集体所有 成为集 有制 即生制 实 所有制 和集 有制 式的 制 体农庄所 产

料 ， 义 料占 集 制 典意 全 成 共同占 生产资 的集体所资 由集体农庄成员共同 有的 体所有 而非经 社会 员 有 有

制。 二第 ， 了 耕 摒 了集 庄制继承 制传统而 弃 路体农 共 合作制道 。 耕 义共 制具 的共 性质有不切实际 产主 ，

小 大 了 。 大而合作 实现 农改 和农业 产提供 成 体 制制为 造 社会化 生 功的实践参考 斯 林模式集 农庄 下生产

料 、 、 耕资 员共同 生 经营活 和产品分配高度 中 品 场被取缔 特征继承自集体成 占有 产 动 集 商 和市 等 共 制

， 。列宁晚年 考和 反思所开创 作制道路 彻底抛传统 经过理论思 实践 的合 被 弃

二， 、 。 大 ， 、激进的集 庄 现 提 军队 工 和其 强制 体化方式 斯 林认为 集体农 是实 从农业 取供应 业化

，采 了 、 。 ，市化所 资源的最佳方式 自 而 强制性的 进式集体化 化运动中城 需 取 上 下的 激 方式 集体 农民

划 、 ，一 ，对 采 、 ， 也贫农 和富农 方面 取强迫征 粮食 驱 灭的政策被 分为 中农 富农 集 赶甚至消 部分中农

； 一 ，采 大 。过 烈 作 灭 另 方 行 命令强 广 农民加入集体 庄因为集体化方式 于激 而被当 富农消 面 取 政 迫 农

1930年 1月，联共（布）中央政治 通过的局 《 办关于 速度和国 农庄 的 法集体化的 家帮助集体 建设 》要

苏 一 计划 大 必 ， 大 必 。求 联 绝 部分地 须实现 多数农户 政五 内 区 集体化 绝 须加入集体农庄 许多地方 府为

了 ，采 了 ，完 取 段 甚至成任务 强制手 提出“ ， 苏 权谁 加入集 农庄 谁就是 维埃 的 人不 体 政 敌 ”。 集全盘

， 了 义 本 ，体化的 制性和激进 典意 集体 农民 和物质利益 的基 原则 视强 式 违背 经 所有制尊重 意愿 追求 忽

了 村 ， 苏 。农业 生产关系 全 体 联 产处于 困生产和农 发展的客观规律 运动式的 盘集 化导致 农业生 严重 境

三，对 。一 ， 大 本来其 后发 家制度变革的影 方 斯 式的集体 有制为后发 资 源国 响 面 林模 所 国家解决

了 本。落 本来 ， 力 落提供 行国 业化和现代 设需要解 资 源问 平 后的俄范 后国家进 家工 化建 决 题 生产 水 国

义 ， 义 了取 利 主 探索出 体 为主要 度安排的工农业率先发生社会主 革命并 得胜 在社会 建设中 以集 化 制 产

， 本来 。 一 义品 刀 农业剩余 移到工业领 资 源问题 要社 国家包括中剪 差 将 转 域以解决 这 模式为主 会主 国

， 落 义 本。 一 ， 大沿用 成为 国家建 的经典范 论 和 架所 后 设社会主 另 方面 斯 林模式形成的理 规范 制度框

了 。 大 了 料体所有 理 创新和 度变革 斯 林模式 体 有 成 与全社 共同占有生阻滞 集 制的 论 制 集 所 制形 会 产资

义 料 ，典意 集体 的部 员占有生产 集体所有 这种集 排斥农民的经 所有制相异 分成 资 的 制 体所有制 和农户

权 ， 料 权有 于家庭 利 将生产资 所 虚置 “集体” ， 对下 是便于 农 生产的 制和农业剩余之 实际上 国家 业 控

攫 ， 。落 ， ， 义的 由 形 乎教条的 体所有制理 制度框定 中国 会主 建取 此 成近 集 论范式和 后国家 比如 在社

苏 ，也 了本 ，设中 联模式的 时 将这 有制理论 致 国照搬 同 种集体所 范式和制度框定搬到 国 导 这些 家集体

。 ，所 要变革 以 出既有 式 即便集体所有 在 践 得突破 这 国家仍然不有制需 时难 跳 范 制 实 上取 些 断遭受斯

大 诘 ， 。林集体所 式的 滞集体所有 理论创新 制度变有制理论范 难 阻 制的 和 革



集体所有制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演进

- 16 -

五、中国式集体所有制：演变与独特性

（一）农民所有基础上的集体化

1. 。所有制为变地主 农民所有制 权 ， 了 对得 为 民 地的需 兑中国共产党取 政 后 满足农 阶层 土 求和 现

权对新生政 民的承诺农 ， 了在全国 围 全 动 土地改范 内 面启 革。1949年 9月，《中华人 政治协民共和国

议商会 共同纲领》明确提出：“有步骤地将 半封建的 地所有 农民的土封建 土 制改变为 地所有制”。1950

年 6 ，《 》和 地 再月 中华人民共 国土 改革法 次明确“ ，废除地 级 建剥削 土地所有制 实行 民主阶 封 的 农

土 有制的 地所 ” 。的土 改革目标 到地 1952 ，年底 90% 了 ， 村的农业人 改革 人口以上 口完成 土地 占农

92.1%的贫农、 耕所持土地 全部 地中农 占 的 91．4%（孔祥智、片知恩，2019）。土地改革通过将地主

， 权， 耕 、 料， 权有 革 土 制 赋予 土 产 给予 农具等生产资 并 障 利土地所 制变 为农民 地所有 农民 地 畜 保 其

， 了 ， 了 力 。侵犯 激发 民的生产积 农业生产不受 农 极性 推动 的发展

2. 小化改 经济合作 造 农 。 小 小 村土地改 得 土地所 制为基 济成为农革使 有 础的 农经 经济的主要形式。

了 小 ， 了 小 。经 弊 央 用合作 路 造 农经 的历史进程 合作 的 点为 克服 农 济的 端 党中 开始 利 化道 改 济 化 特 是

， ，农民土地 有的基础上 互利原则 式的 互助和生产 农业生产 助组在 所 按照自愿 组织各种形 劳动 合作 互

、 （ ）。织 程度分为 和 生 社 作社 由按照互助 临时性互助组 常年互助组 农业 产合作 土地合 于“ 解 中把 决

苏国粮 问题的出路寄托 走 集 道路上食 在 联 体化 ”，尤其是 1953年 10 ，月 “ 夫毛主席 林科 宣曾引用马

布 苏的 集体 决粮食问题 果鼓舞到 的同志联依靠农业 化解 的成 会 ”（ 一 ，薄 波 1992）， 组开始转互助 向

义 。 ， （ ） 对 料社 初 生 社 土地 社 立在社 主要生产资社会主 程度更高的合作 其中 级农业 产合作 合作 建 员

， 一 （ 棠 ，私有 基 上 员土地作 入股和统 经的 础 将社 价 营 史敬 等 1959），入社各户 归社的生产工具 共同

（ 汉，使用 罗平 2004）， （ 棠 ，社 工协作且 同参加 史敬 等员分 共 社内劳动 1959）， 、社员入社自愿 退

（ 汉，社自由 罗平 2004）。 ，合 运 迅作化 动发展 速 1953 至年冬 1954 了 大年春 互 组 批转 的局出现 助 社

，面 全国的合 社 短短 月中从作 在 几个 1.4 了万 发展到个 10 ，万个 到 1954 作社数量年底合 迅速增至近

50 ，较 了万个 增加春季 380%①
。

1955年， 对 义 料中央 于社会主 业化进 和工业原提出 工 程中粮食 的问题，“苏 计划联是用有 地领导

了发 业 的 决和 展农 合作化 方法解 ， 也 才我们 用 个方法 解决它只有 这 能 ”
②
， 合作化运 由 加 进动 此 速并

。 料 ， ，入高级 阶段 高级社 等主要生 集体 制 社员参加 组织的集 劳动社 实行土地 产资 完全的 所有 社内 体

计划 ， 、 、 ，有 产 高级社 费 金 金 余部分 员地进行生 的总收入在扣除税金 生产 公积 和公益 以后 剩 在社 之

少 。间按照 劳取酬和男女老 工 酬按 同 同 分配 1956 ，年底 农业 产合作社发生 展到 75 （ ，其中 初级万个

分别社和高级社 为 21 个和万 54 ），万个 全 入合作社国加 农户在 占比达的 农户中的 96.3%③
，其中有

87.8% 了的农户加入 高级社（ 汉，平罗 2002a）， 义 本 。农 主 完成中国 业社会 改造基

①
参见当代中国研究所（2012）。

②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年版，第 371页。

③
参见当代中国研究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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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体化及其制度特征

1957年 11月， 泽东 议在 斯科参 会 时毛 莫 加 ，公开表示中 将国 在 15年 过英国后超 ，“ 东提 风压出

，倒西风 超英赶美”
①
， 也 了， 义 一 （同时给国 后再 提反冒进 搞 主 就是要 点 罗内指示说以 不要 社会 冒

汉平 ，2002b）。 泽东 苏 国后毛 从 联归 ， 议讨连续 度 题召开会 论经济更高发展速 的问 ，提出“ 足鼓 干劲、

力 上游争 、 义多 省 建设社 主快好 地 会 ”，由此开始“大跃进” 使 业 化转变为 业集体化并 农 合作 农 。1958

年 8 ， 泽东 国发出月 毛 向全 “办人民公社好” ， 议 了《 村信号 央在北戴河 通过 关于 农 建的 党中 会 中 在

议立 问题的决人民公社 》。到 1958年 9月 30日，全国人民公社达 23397个， 农 达参加 户占比 90.4%，

社平均每 4797 （ 汉，户 罗平 2002b）， 村 本 。国 基 实现 民公社化全 农 人

权 本 了 对 ，高级社 经 过 的集体产 实现 国家 农 社会经济 和控 民已 通 模糊 基 业剩余等 资源的动员 制 人

大、 、 权力 权力 一 一 ， 对公社则通 高级社更 覆盖面 和社会 高过比 强 更广 国家 度统 的政社合 组织形式 将

村 攫 了 村农 农 从 业剩余 到 社会治民和 的控制 仅仅 取农 拓展 乡 理和 。农民思想控制 民 社 所有制人 公 集体

了经历 “一大二公、 一政社合 ”体制到“三 有级所 ，队为基础” 革体制的变 。“一大二公、 一合政社 ”

村 本 ， ， ，人民公社 的制度特 是以人 为农 基 核 取 留体制 征 民公社作 算单位 逐步建立公共食堂 消自 地 将

、 、 小 ， 义 对 力、 料鸭 后的 树 体 有制的 余收归公社所有 平 主 动 生产资 无鸡 房前屋 等个 所 残 在 均 下 劳 等

， 。偿调拨 有 方试行工 制条件的地 资制或供给 “一大二 、 一公 合政社 ” 权人民公社 的产 激励 能体制 功

、 权 、 本 ， 三 ， 村大失效 丧失 监督 灾 成 农 和农 饥社员退出 成 高昂等缺陷 加之 年自然 害 酿 中国的 业危机

（ ，其荒 周 仁 1995）。 ，随后 人 公社退回民 “三 ，级所有 为 础队 基 ” ， 权力 ，即人民公 下放 实体制 社

、 大 （ ） 三 三 、三 ， 大行公 管理区 及 有制 管理 级核算 产 队或生 队为基社 生产 队 生产队 级所 和 级 以生 产

本核算单位，恢复社员自留地， 对允许社员 家禽、 的 和家畜 私养 自用， 许 规定经 庭 业允 社员按 营家 副 ，

所得 入归社员个人所 和 配收 有 支 。1962年， 村 一政策进 步 整农 调 ， 料明确将人 地等生产民公社土 资 的

权所有 单 本 大位和 算单位由生基 核 产 队（ 来相当于原 高级社的 ） 产队下降到生 （ 来相当于原 的初级社）。

，自此 “三 ，队 础级所有 为基 ” 本 ， 本 （为 社的基 架 在历次 整中基 保持不变体制成 人民公 制度 构 调 刘

，守英 2014）。

（三）集体地权分割与演进

“三 ，级 队为基础所有 ” 一 ，民公社体制 低下的制 农业 绩效低下和人 是 套效率 度安排 导致 生产 农

力 。 ， ，生产 遭到 坏 因此 制不断松业 破 集体所有 动 中央政策从不允许“ 到包产 户”和“分田单干”，

到“ 田单干不许分 ”，直至 1982年至 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突破“三 、级所 队 基有 为 础” 制体

， 、 大限制 明 指出包产到 户或 包干确 户 包干到 “ 义生产 制都是社会主 责任 ”， 了从理论上 家庭联肯定

。 ， ， 权 ，产 包责任 推行 至此 确 分 典 特征 即承 制并全面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 立 两 离是其 型体制 土

权 ， 本 权，所 属于集 集体向 集体成员 包 农 得土地的 包经营 农户 成为农业地 有 体 发 使 户获 承 家庭逐渐 生

本 ， 对 权、 权 权 权 ，动的 位 农户 所承 地的使用 益 和转 利不断得产经营活 基 单 包土 收 让 等财产 到完善 承

权权 ， 长。化 不包经营 能不断强 期限 断延 了 努力计庭 任制克 产 员 量困家 承包责 服 生 成 难 ，问题 了增加

①
参见胡乔木（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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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劳 的 励动 激 ， 了农业生产 动的经济效提高 活 率（Lin，1992）。但是， 庭联产承 土家 包责任制下

地 期预期不足承包 、 权承包经营 稳定土地 不 、 权农 不清等问地产 残缺 题（姚洋，1998；陈锡文，2002），

影响土地产 （ 、 ，出 冀 忠效益 县卿 钱 好 2010），造成土地资 配源的 置 （ ，效率低 琴徐 2006）， 了束缚

一 ， 村 了农业生产 步 展 国农 陷入进 发 使中 “ 饱陷阱温 ”（ 、 ，张曙光 程炼 2012）。

20 纪世 80 来 ， 了 一年代中 土地 和规模经营 而上地推 集体所 步演期以 的自发 流转 自下 动 有制的进

化， 权 权 一 权其 础 进 割方向是集体地 在两 分离基 上的 步 利分 。2013 来年以 ， 三权地 分置 中 集农 成为 国

， 本体所 制新的实现形式 基 向有 其 方 是“落 权、 权、 权集体所有 定农户承包 经营实 稳 放活土地 ”，在

权保 的同留农户承包 时， 权动经营 有序推 流转，推动多种 式适度 和构建新形 规模经营 型农业经营体系，

。 一，落 权。 村农 代 集 农 土地最终实现 业现 化 第 实 体所有 归本 体 员集体 有集 成 所 ， 权 对集体所有 包含

、 、 权 、 、 、 权 ， 权体 地 享有占有 用 收益和处 及发包 调 等 能 所有集 土 依法 使 分的 利以 整 监督 收回 集体

权、 权、 权 落 。 二， 权。的知情 监督 被 实 集体成 农户承包决策 到 员 第 稳定 权农户承包 本归 集体经济组

， 、 、 、 权 ， 权成 有 用 押 退出 地 各项 能 户承包 受法律保 并 得 调织 员所 享有使 流转 抵 承包 等 农 护 不 随意

。 三， 权。 了整 第 放 土地经营 为活 经营适度规模 大 ，和社会化 生产 权许承 户将土地经 法自允 包农 营 依

力愿配 给有经 经营能 的置 营意愿和 主体， 权 对 一依 有 限土地经营 人 流转土地 法享 在 定期 内占有、耕作、

权 ， 权、 权、 权、 权 权 。 ， 了丰收益 具 抵押融 使用 再流转 获得 收 偿 同时 全国 现 富的 利 有 资 征 补 等 能 出

三权 ， 州 、 村的农地 试验 例如 股份 社与职业农 合经营试 上海松分置地方 成都崇 土地 合作 民结 验 江 社型

庭农场家 试验、 州六 三权 三贵 盘水 促 变试验等。 ， 权这 验 形 相同 但 在 体尽管 些试 的具体 式各不 都是 集

， 大 小 ， 了利分 的基础上 构建农 社 化 体系和探 农业社会化 服分散 农置 业 会 服务 索 生产以克 弊端 推动 中

， 了 。国集 有制的新发 得 良好的 效体所 展 取 绩

（四）中国集体制度的独特性

1. 。中国 制与马恩集体所有 经典的异同 一， 义 。含 中 所 形成至第 集体所有制 不同 国集体 有制自 今

、大 、 村、 料， 义是 公社 队 产队或者 组等为 限 部 会成员占 生产资 而非 指全都 以 生 界 的 分社 有 经典意 所

料。 二， 。社会 产资 立和发展的 不同 人民 社集体 中国集体成员占有生 第 建 方式 公 所有制是 所有制的经

， 、 ，依 进 性 化推动 展 通过忽 农民意愿和物质 益 求典阶段 其建立 赖激 式 强制 的集体 其发 则 视 利 追 的高

来 ， 义 。 三，度集中生 经营和产品 与经典意 路径 第 互助合作 作化与经产 分配 实现 集体所有制 不同 的合

义 。 权 ，意 集体 合作制设 运 立 私 础上 通 助典 所有制的 想相同 互助合作的合作化 动建 在农民 有产 基 过互

小 ， 义作克服 弊端 与经典意 集 所 制合 农 体 有 提出“农民自己 经济道路的 ” 一 。的 径是 致的合作社路

2. 苏 。有制 的异同中国集体所 与 联 一， 。 ，尤第 集 有制的制 安排不 人民公社体所 度 同 中国的 体制

其是“三 ，级所有 队为基础” ， 大 ， 了体 斯 集 集体所 更 灵活性 予 农民家庭制 比 林模式 体农庄 有制 具 赋

权 ， 。 二， 苏 了 。更多 利 如 地等 第 中 国集体所有 经历 合作 两个 中的 例 自留 两 制演变都 社和集体化 阶段

苏 权 ， 小 ， 力两国合作 在尊重农 意愿和 上 实现 农 得 生化都 民 利的基础 户的互助合作 合作化都使 农业 产

。 ， 苏 ， 采 、 了 ，提 中 两国 作 不久 都 激进式 强制性的 体 方 行 全盘集 化有所 升 但是 在合 化 取 集 化 式进 体

了 。 三， 苏建立起 以 或者人民 的高 中的生产经 产品分配 制 第 中集体农庄 公社为载体 度集 营和 体 两国利

， 本 。 本集体化形 成 出 工 现代化 所 资 形成 粮食用 成工农业剪刀差 解决资 形 问题 于国家 业化和 建设 需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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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权， 攫 力，保障的目的 国 联 利用模糊 体产 增强国 剩余动员 速赶中 在 之后 集 家 取农业 能 以实现快 超

。结构转变的 目标和 国家

3. 。中国 体所有 性集 制的独特 一， 权 。 苏 村 ，第 中国 统 中 产的私有产 传统 与 联的 社传 不同 国土地

权 权 权 、 权 ，多元化 地 有 和产 系 多样化的土地 交 形 体所有制 构之前的土传统是 的土 所 体 产 易 式 集 建 地

权 了 ， 权 小 。 二，地主土地 民土 有制的转变 地 分散的 模经营 体产 经历 所有制到农 地所 处于 规 状态 第 集

所有制的适时变革。 本 工 建 之在基 完成国家 业化 设目标 后， 了集体所 出中国 有制 现 “ 权两 分离”和“三

权分置” ， 了 ，的理论创新 制 变 种变革被 置 部分成员 制的前提 是在和 度 革 这 预 集体所有 条件 实质上 此

， 权 权 、权 ， 、提条件下 将 工业化时 模糊和 体所有 进 家前 国家 代 虚置的集 行 利分置 利实化 赋予农户 庭

耕 权 权 ， ， 力 。型 体 受保护 等 关 利 从 激发农民生产积 性 高 生产 水平新 经营主 等实际 的 作 相 而 极 提 农业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 了 来 。 义 了 义 权回顾 集体所 论 源与实 所有 含 经历 经典 尊重农民文 有制的理 践演进 集体 制的 意 下

料 （ 义）， 大的全社 同占有生 会 制 林 体农庄利 会成员共 产资 的集体所有制 与全社 所有 同 到斯 模式集 所

料 。 大制 部分成 占有生产资 的集 所 制 变 斯 林模 集体所有制 所有制标有 的 员 体 有 的演 式 成为集体 准理论

本， ，践范 集体所有制 范式和实 模式为 袭 阻滞集 度和实 这套 理论 践 中国所承 体所有制的理论创新和制

。对 ， 藉 力、攫 ，也于 言 有制既 作 增进国 动员能 取农业剩 的 具 作变革 国家而 集体所 被当 以 家 余 工 被当

小 大 。 ，改造 农 实现农业社 的制度安 所有 论变革和实 进沿着两 主线和 会化 生产 排 由此 集体 制理 践演 条

。一 了 、 ， 力、攫展 是为 实现 等 目 增 动员能开 条主线 国家工业化 夺取战争胜利 国家 标 依循 强国家 取农

本 ， 义 权业 余和解 工业化资 形成问 等 的 体所有制 为忽视农民 成员占有剩 决 题 目 将集 定 利的部分 生产资

料 ， 一 ， 苏 耕 、糊的 所有制 形成 统 的生产 营和产 度 例如 联的模 集体 集中 经 品分配制 的共 制 集体化以及

。 一 了 小 大 ，人 社 由 的 另 条 是 改造 农 实现农业社会化 产 循中国的 民公 化均是 此衍生 主线 为 和 生 依 克服

小 力 ， 权 ，农生产弊 以及提高农 目的 按照 愿和 利以及物质 追求的原端 业生产 等 尊重农民意 农民 利益 则

小 、 小 大 ， ，苏将 规模 组织到农 要 重 和 级 联的分散的 农 业社会化 生产中 实现农业 素的 新组合 优化升 合

、 权 。制 国的互 合作运动以及集 所 制 置均是依 逻辑作 中 助 体 有 利分 此

一 讲， 义 必 小 大 ，进 步 经 所有制的 改造 实现农业社 生产的主 而不典意 集体 实现 须依循 农和 会化 线

长 ， 力 力 。 ，能 国家特殊 生 破 整 生产 的 因时期依循 目标主线 否则会造成农业 产 的 坏乃至 个社会 破坏 此

必 ，一 小集体所 制 须适时进行理 创 和 变革 方面 将国家目标 到改造 农有 论 新 制度 是 主线转回 和实现农业

大 轨 ， 一 小 大 ， 力社会 产的正常 道 面是在改 农和实 会化 生产化 生 另 方 造 现农业社 主线下 根据社会生产

， 力，会 关 进 所有制 论 新和制 变革 以持续提升 业 产 社会稳定和社 经济 系变化 行集体 的理 创 度 农 生 形成

。发展的基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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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Sources and Practical Evolution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LIU shouying CHENGguo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practical evolution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The theoretical meaning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has evolved from the classical sense that all members of the society share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o the

Stalin model that som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share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follows the main line of

transforming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and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production, as well as organizing peasants into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production through a cooperative approach.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under the main line of national specific goals has

adopted the compulsory and radical collectivization mode and highly centralized system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distribution. This kind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has not only achieved the goal of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but also caused confusion

in the theoretical meaning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There is a need to break the theoretical constraints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provided by collective ownership under the main line of national specific goals. The way to realize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production is to follow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factor combination, and overcome the disadvantages of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Keywords: Collective Ownership; Theoretical Source; Evolution of Practice; Socialized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of Small-scale

Peas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