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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东有辉煌的过去、美好的现在，一定会有灿烂的未来。
这次出版的《广东改革开放30年研究丛书》，对广东改革开放30年巨大成就、实践经验和未来前进方
向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深入研究，内容涵盖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城市、农村、科技、教育
、社会、党建等10个方面，为全面深入研究广东改革开放做了大量有益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希望全社会高度重视广东改革开放问题的研究，希望有更多的专家
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积极投身到广东改革开放问题研究中去，进一步把广东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巨大
成就、成功经验和前进方向总结好、阐述好、宣传好，为推动广东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开辟广东
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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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
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美国CSA杂志主编，中国
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兼职教授。
曾先后到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和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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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导论第一章  变革始于土地制度  一、新中国对土地制度的探索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集体
化的修正　　（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阶段    （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定和完善    （三）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作用  三、农村股份制：对集体化的否定之否定    （一）微观经营与宏观经营的矛盾
   （二）广东农村股份制改革    （三）广东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几种典型模式  四、万丰共有制：提前实
现的共产主义样板  五、广东农村股份制合作制的意义及问题    （一）广东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创新    （
二）广东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意义  六、广东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历程    （一）广东土地制度创新背景    （
二）广东土地制度创新的具体举措    （三）广东土地流转第二章  乡村工业化与广东乡镇企业的兴起　
一、乡村工业化溯源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乡村工业化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
工业化尝试    （三）广东乡镇企业发展历程    （四）广东乡镇企业发展特点、成就　二、摸着石头过
河    （一）四处找钱    （二）“星期六工程师”    （三）无孔不入的推销员    （四）大树底下好乘凉—
—挂靠　三、广东“四小虎”    （一）南海模式    （二）顺德模式    （三）中山模式    （四）东莞模式
   （五）广东其他乡镇企业发展模式  四、排头兵中的前锋    （一）思想解放的先驱    （二）制度创新
的开拓者　五、前路漫漫    （一）广东乡镇企业发展的新态势    （二）乡镇企业“二次创业”    （三
）对乡镇企业转制的反思第三章  乡村都市化　一、乡村都市化的概念和道路选择　二、珠江三角洲
的乡村都市化    （一）珠江三角洲城市化概况    （二）珠三角乡村都市化的类型    （三）乡村都市化
的五项主要指标    （四）乡村都市化的启动机制    （五）广东城镇化发展动力    （六）广东城镇化经
验　三、乡村都市化之后    （一）珠三角城市化发展新特征    （二）广东乡村都市化的成就与问题    
（三）广东城市化未来发展趋势　四、乡村都市化的深化：村改居第四章  农业现代化第五章　区域
农村发展第六章　广东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第七章　广东农村税费改革第八章　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第
九章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第十章　广东农村社会文化第十一章　农村劳动力转移第十二章　农
村生活方式变迁第十三章　广东新农村建设第十四章　广东农村改革开放的回顾与展望结语：从传统
到现代附录：广东农村改革开放大事记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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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共有制是随着万丰村的高速发展而伴生的生产组织形式，它的实行，打破了常规经济积累，实现
了生产水平的快速飞跃，使一个贫困落后的农村焕然一新，基本实现了农业、工业、教育、生活水平
等方面的现代化。
1997年，万丰村总资产达到9.6个亿，工农业总产值近7亿元，总收入1.2亿多元，村财政收入3500万元
，人均年收入2.2万元。
村里基础设施完善，兴建了自己的医院、影剧院、酒店和公园。
群众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人均住房超过100平方米，可以享受各种村集体提供的福利，如免费医疗、教
育、养老基金等。
　  有分析认为，共有制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宣布了农村现代化探索的初步成功。
　  首先，共有制以一种新型的所有制形式推动了生产力发展。
它以股份制的形式联合多元利益主体，适应产业社会化的潮流，把多方面力量联合起来，构成经济发
展的启动基础。
产权的规定，按股分利，将大量的农村闲置资金从消费资金转化为生产基金，有效实现了健康的投资
渠道，有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
由许多投资形成的共有制集体经济，使产业结构在充足的资金基础上得以转型，建立现代化企业，并
在吸收外资、合作、合资方面能够进行自主选择，以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结构。
　  其次，共有制对现代化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初步勾勒。
一是共有制把人们通过产权关系固定下来，建立了一种&ldquo;个人所有制的联合体&rdquo;，从而在
这种基础上实现了人与人的平等和互利；二是共有制贯彻了社会主义原则，通过集体的力量消灭不平
等，从而消除了剥削和分化。
共有制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突现，它使公有制的三个本质特征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生产资料更体现
出共同占有的性质。
共有制包括国家、法人、企业集体、企业职工个人、社会个人五种成分，有效地提高了个人对国家集
体财产的关注程度，彻底改变了以前&ldquo;人人都是主人，人人不把自己当主人&rdquo;的怪现象。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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