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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在1988年之后虽然把主要精力从社会经济史转入法律史研究，但最近十年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对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关怀。
2001-2002年间，曾经抽出一年的时间详细探究18世纪中国和英国农业变迁的异同。
当时作出如此的选择主要是因为国内外在美化清代历史的大潮流下，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但是比较荒
谬的研究和分析。
其后，2004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退休，隔年（现在是每年）在国内为研究生们开课，对中
国的现实问题从消极的关怀（想而不写）转到积极的关怀，并把写作对象从美国的学术界转到中国的
学术界。
在此期间，发表了好几篇关于中国农村现实的论文，主要从历史视野来探讨当前问题的起源和可能出
路。
2009年年初完成了我的法律史第三卷的中英文稿之后，便把主要精力转回到农村问题的研究上来。
在我看来，国内经济史和经济学领域近年来的趋向与法律史和法学非常相似，同样片面模仿美国2008
年前二十多年在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所形成的学术主流，在法学界是法律形式主义，在经济学
界则是形式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缺乏对其他学术传统的理解，包括今天已经再次成为美国学术界主
流的法律实用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在法学方面，笔者经过二十多年的耕耘，已经完成了详细论证西方现代形式主义学术多方面的不足的
三卷本，虽然也同时论证并吸纳了其符合中国实际的部分。
在农业和农村问题上，本书是和我法律史研究相似的第三卷，把我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书的经济史研究与当前的现实问题连贯起来，论证美国新古
典经济学的众多盲点和误区，但也同时论证并吸纳了其适合中国的部分。
当然，此书和上两卷也有一定的不同：历史研究要求尽量做到参考所有能看到的材料，而现实问题的
研究则一般不可能具备如此的条件，首先是因为材料太多，同时也因为现实牵涉面更广，而又不断变
化，没有可能做到像历史学那样详尽的研究。
本书研究的范围只可能是问题的局部，而且在相当部分的章节中，探索和推测多于结论。
这方面本书与其说是前两本的第三卷，不如说是从历史视野对现实问题的一种初步思考。
虽然如此，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尽量重新核对了此前发表过的各篇文章的内容和数据，作了相当
幅度的重写、修正、删节和补充，然后再把它们和新写的章节连贯成此书。
笔者是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而发表此作的，深觉自己做得太少、知道得也太少；但另一方面，则被一
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所推动，觉得近年来国内这个学术和理论领域已经步上了歪途，越来越脱离农村和
农民的实际问题。
对国内众多对农村实际情况拥有深厚了解的农业干部和实践研究者来说，希望自己在经验实际方面的
认识基本准确，而在理论方面起码提出了值得讨论的问题。
当然，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此作为理解和解决当前的农村问题作出微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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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业在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堪称一场隐性革命。
今天回顾起来，其主要动力其实来自农业外，不是传统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选种与化肥，更不是机械
化，而是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非农部门的发展以及收入上升，而导致的人民食品需求转型
，特别是畜－禽－鱼和菜－果消费的大规模上升，由此导致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
它其实是个由消费变化所推动的农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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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方面，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国家体制显示更多令人不满的弊端，尤其是官僚机构的更加臃肿
、权力的商品化、部门的牟利化等；另二方面，它也明显呈现了一定程度的韦伯意义中的（“理性”
或现代性）“科层制化”，建立或扩大了许多专业化的合理部门与管理体系，诸如环保、食检、质检
、城建、机场、交通等。
其实，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同时包含三种不同来源的成分：历代王朝时期的“官僚”体系、革命时期
得自苏联模式的“干部”体系以及新近提倡的现代西方“公务员”体系。
高密度人口自始便是高度集权的历代政治体制下的官僚制度的社会基础；由之形成的大规模社会动荡
则是现代共产党革命所建立的全能政权的根源；而市场化改革下的模仿西方则是新公务员制度的来源
。
正是这三者的组合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
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这个“体制”在改革过程中，确实成功地激发了乡村基层和地方党政干部发展
经济的积极性，让他们带动了全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点已是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的共识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国家体制既是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也
是其众多弊端的根源（详见第十章）。
对于改革30年的经历的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失误在于他们所认为必须削弱甚或消灭的“体制
”居然在经济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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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编辑推荐：中国农业在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堪称一场隐性革命。
今天回顾起来，其主要动力其实来自农业外，不是传统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选种与化肥，更不是机械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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