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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曹东勃同学收集整理了他近年来写作的有关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主要文章并编成这本书。
他请我作序，理由是我熟悉“三农”问题。
对这个理由我不敢认同，因为我没有专门学习过农业经济学；住在城市也久不下乡了，所以对农民、
农村和农业都有了隔膜。
但另一方面，即使谈不上熟悉，我仍然很关心农民、农村和农业。
因此，我愿意为比我更熟悉也可能更关心“三农”问题的东勃的这本书作序。
　　东勃为这本书取的书名《滞留在现代化中途：“三农”问思》很有特点。
东勃的专业是经济哲学，他本人对大历史很有兴趣。
“现代化中途”一说便是一种大历史观的反映。
一方面，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在总体上已经走出了前现代化并在现代化的路程上走了一段路，另一
方面，它们又还没有走完现代化的路程。
同时，中国各个地区走的速度有快有慢。
所以，正如东勃指出的那样，“当下的中国，许多领域都正处于前现代问题、现代性状况和后现代体
验交织并存的时空背景下。
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呈现出]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复杂的现状”（
方括号内容为我所加）。
这样一个“现代化中途”的复杂现状，既给我们观察、思索和分析中国“三农”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困
难，又给我们建立理论、提出政策、实施方案造成了巨大的机遇。
每一个关心中国的人到中国农村走一趟，都会同时感受到困难和机遇。
东勃现在刚刚26岁，比我整整年轻30岁。
如果说我这样的年长者到农村看到的更多是困难，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必然感到机遇，感到自己大有用
武之地。
正是因为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还有那么大的困难，正是因为只有农民、农村和农业现代化了，中国
才可能现代化，年轻人才有了在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上建功立业的机会。
我认为，东勃在这本书里告诉我们的他的思考，表现了年轻一辈在中国“三农”问题面前的勇气和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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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颠覆性的变迁过程，其核心、内容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韵过渡。
置身于这一幕宏大历史舞台的中央，中国的“三农”问题虽已被推入现代化轨道，却滞留于中途——
此间充满了共时性：整体性和复杂性，让人困惑，也催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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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东勃，男，1983年生于辽宁阜新。
2001年至今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
先后获得文学与管理学双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现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并始终对“三农”问题持有浓厚的兴趣。
在《读书》《学术月刊》《改革》《社会科学战线》《经济学家》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
，在《书屋》《文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东方早报》等报刊发表书评及时评40余篇，
被《新华文摘》等转载、摘要多篇。
曾获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上海赛区特等奖，第七届上海市
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成果三等奖。
2002年，被评为上海市三好学生；2005年、2007年，两度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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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农业经济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两难困境　小农经济改造与中国农村改革　夯实现代农业基
础助力国内需求起飞　现代农业，还是后现代农业?——从丁磊养猪说起　“消费者主权”今犹在乎—
—兼议食品安全问题　城乡发展与美好生活第二篇　粮食研究　中国古代的粮食储备制度　1950年代
中国粮食政策的评估与启示　粮食主产区“憋粮”现象的背景与诊断　再议粮食主产区“临时收储”
政策——兼答朱晓峰先生　国际粮荒敲响了粮食安全的警钟　空库和亏库，这是两个问题——兼论中
储粮轮换制度　北粮南运，谨防“好心办坏事”　恪守“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底线　“海外
屯田”又何妨　多哈回合农产品贸易谈判：中印的鸡肋?　大豆战争的困境与启示　18亿亩耕地红线绝
非危言耸听第三篇　千村调查　辽宁阜新白玉都村新农村建设调查报告　东北干旱地区发展现代高水
效农业的路径分析　农村教育出路究竟何在?——基于“千村调查”的研究　“千村调查”感言——我
为什么喜欢研究“三农”外六篇　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耦合——兼论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　人口快
速老龄化背景下都市养老模式的转变　求解“永不消失的问题”——医疗改革的民生经济学分析　政
治体制改革：基于官僚制视角的研究　改革的而立之年　旧邦新命三十年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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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返小农”的经济逻辑　　从1978年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
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开始承包土地，为期15年；到1993年第一轮承包期结束，又开始了第二轮为
期30年的承包期。
同时，1984年颁布的新《宪法》明确规定了村集体对于农地的所有权，中国的农村土地由国家所有变
为集体所有。
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通过、2003年3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法》不仅仅明确保护了农民对于集体所分农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同时也将与产权相关的最为关键
第三种权力，即转让权赋予了农民。
这项法律规定，农地的转让权属于农民（即承包方），而不属于集体（即发包方）；进行农地转人的
原则是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强迫和阻碍；农地转入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
有转包、出租、互换等各种形式；农地转让的价格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最后，由农地转让所获得
的收益归农民所有。
除法律上的保障之外，政府高层也在多个场合重申农地制度的长期稳定性，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人大
会议结束后答记者问时表示，要长期保障农民对于土地的经营权，“15年不变，30年不变，也就是说
永远不变”。
这便是最近30年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演变的大致轮廓。
　　这里面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自中共十六大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将“长期稳定以家庭联
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替换为“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
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2004年以来的几个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有所重现。
两相对比，变化之处在于淡化了“联产”和“责任”两个关键词。
这是因为，直到1984年，由于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重视以及粮食短缺状况确实比较明显，我国的粮食生
产和流通领域仍然执行着统购统销政策。
在集体经济下，农民向集体承包土地，并承诺完成一定的国家定购任务，这就是对国家和集体的“责
任”；而单个小农户的具体种植决策也受到国家和集体意图的影响，因而地块虽然分包到农户家庭，
但一定区域农产品的品种结构仍由集体统一规划，这就是承包基础之上的“联产”。
而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1亿吨，粮食大幅增产使农村第一次出现了“卖粮
难”。
统购统销在这种粮食生产过剩的背景下就失去了意义，于当年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的20余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粮食贸易条件和市场环境不断改善，农民的种植决策权
、经营自主权也得到加强，所以就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演变为现在的“家庭承包经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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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解决“三农”问题，需要理性、宽容，需要抵制任何极端的或“绝对正确”的口号。
我很高兴地看到比我年轻30岁的曹东勃现在已经体会到这一点。
他不但在本书前言内反对把学术讨论变成政治问题，提出对各种观点都“需要作同情之理解”，而且
在全书中贯彻了这样的立场。
中国需要对“三农”问题的更多理性思考和扎实研究。
东勃这本书正体现了这样的思考和研究。
同时，本书用通俗语言生动解说和讨论了中国“三农”问题和有关理论。
这种解说特别重要，因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最终靠的不是书斋内的研究，而是包括农民在
内的中国广大民众，靠的是大众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理解。
　　——胡景北（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意志银行基金教授）　　在担任《上海证券报》评论主编期间
，当我第一次阅读曹东勃先生的作品，立即感受到一种阻挡不住的迎面而来的清新——不仅是为他的
认真、细致和严谨，更为他用智慧眼睛洞悉到的事实、探寻到的问题症结和提出的具体而有针对性的
建议。
曹东勃先生围绕耕地问题的有关思考和论述，不仅反映了他丰富的资料积累和严肃的研究态度，其鲜
明的立场更反映出一位研究者对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强烈的责任意识。
　　——时寒冰（资深财经媒体人《上海证券报》评论版主编、首席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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