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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激发了社会活力，同时进一步暴露了潜在的深层矛盾。
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不同，中国的改革被称为渐进式改革，由易到难，由边缘到中心，它是通过创造
增量来激发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并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畛域，分田承包、乡镇企业、民营企业都是
此类实践。
这种改革适应了中国非正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所以其成效在短时期内很显著，不过，我们同时也
应该注意到那些处于核心区的未改革的体制也在利用改革的成果不断巩固自己的防线。
 既然现代化、城市化难以逆转，市场化的渗透又无所不届，农村所面临的尴尬也是免不了的，这既有
规律性的客观因素使然，也有人为的体制性因素作祟。
这些力量综合在一起就使得农村的面貌怪异起来。
现代化和现代性之间的不和谐是由于在社会分化过程中，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子系统变迁速度的
不匹配所致。
现代化和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引致了农村居民内心的焦虑以及社会失范和政治不稳定等诸种社会
现象。
本书就是从现代化、城市化规律的自然属性以及传统体制的人为因素这两个方面探讨它们对农村的型
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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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重工业既是新政权存续的坚实物质基础，也被认为是一国经济现代化水平和国家实力的体现。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此前一个世纪中国所遭受屈辱的历史对实施这种战略的推动作用。
追赶发达国家和民族复兴是数代仁人志士的梦想，尽管他们方案不同，甚至价值关怀殊异，但是赶超
和强国的理想却是一致的。
“赶超”正是此后主导社会主义中国官方经济战略思想的主要逻辑线索。
工业化就是它的政治。
　　但是重工业是资金高度密集型产业，这和当时中国的要素禀赋显然是不匹配的，也就是说优先发
展重工业并没有比较优势。
重工业化在物质上除了要求充沛的资金外，由于其资本有机构成高，在劳动力结构上就表现为对农民
非农就业的排斥。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对农村户籍的限制乃至“上山下乡”运动都是其体现。
　　农业部门对工业化的支持在物资上主要通过农业税、储蓄、工农产品“剪刀差”等三种方式。
通过农业税征收是汲取农业资源支持工业化的最基本、最直接的方式。
1952-1990年间，不考虑其他费用，仅农业税及其附加税就征收了1527.8亿元。
采用“剪刀差”的方式来获取工业化资金的好处比较间接，与税收相比，特别是和重税相比，在心理
上易于为农民接受。
关于剪刀差，毛泽东曾论证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
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
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
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
。
国家利用计划体制，以不公平的价格交换既获得了相关工业产业的超额利润，又降低了工业部门的工
业原材料与工业劳动力的成本。
1952-1990年间，我国农业通过“剪刀差”方式为工业化提供了高达8708亿元的资金积累，平均每年223
亿元①。
改革开放之后，“剪刀差”依然存在，其相对量虽然在不断缩小，但绝对量仍在大幅度增加，1990年
的“剪刀差”绝对量是1952年的近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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