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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20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
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
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
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
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
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
复杂性前所未有。在当前我国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只有 46.7%的情形下，加
速农民的现代化转型，推进农民的全
面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难中
之难”，也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

标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中之重”。葛
志华《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一书，
紧扣现代化与农民这一主题，以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自由观为指导，
“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这一宏大历
史叙事背景出发，借鉴中西方现代化
理论的核心要义，系统全面地梳理“农
民的前世与今生”，多维度分析“现代
化途中的农民境况”，积极借鉴日、韩、
法等典型小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民
转型的经验与教训，阐释现代化应是
既“化物”又“化人”的核心观点，并进
行系统论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
代我国农民转型与发展的路线图。

一、谁是农民：传统社会到现
代社会相对稳定的小农制度           

《传统农民到新型农民》开宗明
义指出，“弄清‘谁是农民’，既是研究
‘三农’问题的逻辑起点，又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基本前提”。然而正如
书中所言，对于农民的定义莫衷一是，
“很少有哪个名词像‘农民’这样给人
类学家、经济学家和农村社会学家造
成那么多困难”。欧美学者在讨论农
民概念中，由于观点差异太大，还曾一

度发生过激烈争论（秦晖，1999） 。但
如果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就会发现，农
耕是文明的基础，是人类生存与发展
的前提，农耕文明是人类史上的第一
种文明形态（葛志华，2023） 。人类祖
先就地取材、使用手工制作的简单工
具集体从事粮食作物的生产、实现群
居化的定居生活，使人类从食物的采
集者变为食物的生产者，由此出现了
农民群体，也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
的社会群体。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
一，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自战国时
期以来，中国逐步发展出了以精耕细
作、自给自足为代表的小农制度，小规
模家庭经营是中国农业的本源性制度
（习近平，2022） ，这一体制延续了两
千年之久。虽然朝代迭代更替不断，
但小农制度一直保留下来，并成为“亚
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葛

志华，2023） 。也因此，谈及历史上的
农民，更多谈到的是小农制度。这种
小农制度具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生
产经营的规模小；二是以满足家庭消
费为主而生产，生产单位与消费单位
高度吻合；三是兼业经营，农业与家
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的农民转型之路探析

读《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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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依靠非农收入平衡家庭支出（葛

志华，2023） 。小农制度不仅成就了
中国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历史，也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
国社会两千年来形成的宗法一体化
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在停滞的同时又
保持着难以摧毁的生命力（金观涛、

刘青峰，1984 年）和“独尊儒术”的国
家思想意识形态与之无不相关。而
农业生产自身，也陷入了长期的停滞
不前，出现无增长的“内卷化”（黄宗

智，2000）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西方
列强侵略、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
心的世界经济新体系，陷入内忧外患、
积贫积弱的黑暗境地，开始走上被动
式的“应变性现代化”道路（罗荣渠，

2004） 。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
靠广大贫农开展土地革命，消灭地主
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全面推行
耕者有其田制度，新中国建立之初在
全国建立起了土地小农所有制。为全
面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目标，中
国共产党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在
农村先后实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
及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摧毁了
小农制度，在农村建立起“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到 20
世纪 70年代末，中国建立起了较为完
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
化目标，但是也付出了牺牲农业、农民
的沉重代价。1978 年末，中国农业人
口占比 84.2%，城市化率仅有 17.9%，
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 97.5%，以乡村
户籍人口作为总体推算，农村贫困人
口规模 7.7 亿人。

改革开放后，1979 年邓小平同志
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强调社会主

义必须摆脱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并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恢复家庭承包经营在农业
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
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最终写入了第
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从此广大农民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
下无迁徙权、无生产经营决策权的单
纯劳动者，重新成为独立决策、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小农制度被
重新确立起来。

经过改革四十余年的不懈探索，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
上的创新突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推进和拓展了
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指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
衔接”，并初步形成了引导小农户走上
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基本政策框架。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并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促进广大小农户
增收，让农民能够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成为新时代“三农”的中心工作。

二、走向分化的农民群体：探
索多重路径的现代化转型之路        

大国小农、超小规模农户仍然是
当前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面。按照
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小
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 98%以
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
的 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
地面积的 70%。农业农村部政策与

改革司发布的《2020 中国农村政策与
改革统计年报》显示：2020 年耕地在
10 亩以下的农户仍有 23210.7 万户，
占比 85.1%。另据 2020 年中国社会
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中国
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对东中
西地区 10个省、50个县 3800 余农户
的抽样调查显示：样本农户户均承包
土地 10.58 亩，其中劳均年龄超过 50
岁，初中教育程度占主体；与全国平
均水平相比，15 岁及以上样本人口文
盲率高出 2个百分点，18-22 岁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低于 9个百分点。超小
经营规模、老龄化、低学历化是当前中
国农户的突出特征。

经过改革 40 余年的发展，中国
农户群体已经并正在更加快速地分
化着，初步形成了三大类：一是追求
利润最大化的专业农户，以各类家庭
农场、专业大户等为代表，按照农业
农村部的统计，2022 年纳入名录管理
的家庭农场超过 400 万家，他们已经
实现企业化、专业化经营，是“形式小
农”；二是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基本实
现非农化和半城镇化的名义小农，以
进城农民工群体为代表。按照国家统
计局今年 4 月最新发布的《2022 年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2 年全国
农民工总量达到 2.9562 亿人，其中进
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达到 22.6 平
方米，45.7%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
的“本地人”，85.2%对本地生活非常
适应和比较适应，反映出农民工群体
与所在城市较高的社会融合度；三是
构成农户主体的兼业化小农户，其家
庭收入主要来自非农的工资性收入和
以农业为主的家庭经营收入，两者约
占其收入构成的 3/4 以上。按照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1 年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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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配收入 20133 元，其中工资性收
入占比为 41.96%，也是农民增收的
主要贡献源，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占
比 34.63%，其中六成来自农业经营	
收入。

对于广大兼业小农户的转型出
路，学术界存在一直存在着较为激烈
的争鸣。有学者认为，应跳出生产力
导向的“小农消亡论”预设框架，推进
农业向生态化、个性化以及生活化的
现代化变革，走上以小农为主体的中
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之路。而针锋相对
的观点认为应促进农地经营权向种田
大户集中，公司农场将成为中国未来
农业微观组织的重要形态，还有学者
认为应把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核心来培育。较为代表性的
观点认为，引导农户走组织化的道路
应成为重点，农民合作社是关键载体
（魏后凯、苑鹏、芦千文，2022） 。从近
几年中央的政策导向看，以分工深化
为导向的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
营齐头并抓，一方面因地制宜，加速推
进土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适度规模
经营，促进小农离土非农化；另一方
面鼓励扶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健全
完善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为
在地小农提供全产业链服务，探索多
模式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对接的发展	
路径。

三、未来方向：农民实现去身
份化的职业化                                    

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上，农民的
非农化、城镇化和市民化三位一体，农
民非农化与农民职业化相伴而生（葛

志华，2023） ，“去身份化”和加速农民

的职业化，应成为未来加速最广大的
兼业小农户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
它不仅是建立起以科学技术为支撑
的经济增长机制、大众民主的政治制
度、高流动性的社会系统和崇尚自由、
平等的文化系统，也确立起个人的行
为理性和自主性（谢立中、孙立平，

2002） 。因此，现代化的本质应是人
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在新时代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
量发展中，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彻底破
除城乡二元体制，加速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进程，培养农民树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引导农民形成与新时代
发展相适应的自主独立的思想观念和
行为取向，全面参与到社会化的大分
工中，成为有知识、有技能的专业化生
产者，最终实现从身份农民向职业化
劳动者身份的转型和嬗变。

总之，站在传统农民变迁的视角
看，现代化的过程是农民非农化、职
业化、组织化、市民化的过程，是传统
小农脱胎为职业农民、“历史弃子”蜕
变为“时代宠儿”的过程，中国式现代
化展现出的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
新图景，这就是葛志华《从传统小农
到新型农民》给我们的启示。我和葛
志华素昧平生，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
读到此书，不仅受益于书中的真知灼
见，更受益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利用业
余时间潜心做学问的执着精神，令人
敬佩也弥足珍贵。虽然书中个别观点
值得商榷，个别论证存在一定的重复，
但瑕不掩瑜，全书的主题思想不由得
使人联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学
部委员翻译的、法国著名作家H ·孟
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一书的开场白：
“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

处，这就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
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两本书
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异曲同工之妙，可
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式
现代化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以及对于
拓展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路径的独特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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