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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自从秦始皇武力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废封建，立集权，将全国土地收归以皇帝名义的国家所有，释
放农奴为农民，并均配土地占有权由其耕种，两千余年来，农民就是华夏大地生产的主体、文明的主
体，但不是社会的主体。
他们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却也在小农经济中被异化为以皇帝名义的国家土地所有权的附属物，以
自己剩余劳动所提供的税租供养统治自己的官僚地主，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过程中再生产着集权官僚
制的经济基础。
　　中国革命就是要废除集权官僚制，解决农民问题。
革命的主要参加者，也是农民。
与历史上农民起义不同，农民参加革命不是争取继续做农民的条件，而是根本改变使农民成为农民的
集权官僚制和小农经济，提高农民的素质技能，变农业生产方式为工业生产方式，并以工业技术和产
品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向这个目标大迈进了一步。
但随后的集体化，又因取消农民的权利，限制其主动性而步入困境。
集体制中的联产承包则使农民退回小农经济，只有在承包了使用权的小块土地经营和廉价出卖劳动力
使用权的自由，但除了因大量使用杂交种子、化肥、农药、激素所增加的农作物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外
，农民依然是农民。
　　农民仍占中国人口的多数，农民问题仍是中国的主要经济和社会问题。
这说明中国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
其原因，有人套用外来观点，说是因为“生产力水平太低”。
但生产力不过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的社会表现，在中国，作为主要劳动者的农民素质技能的程度，又是
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根据。
由与社会主义制度和原则相悖的行政集权体制所固化的个体小农经济，特别其对农民作为社会主体的
权利的削弱、限制，严重地束缚着农民素质技能的提高。
这才是农民问题真正的原因，生产力水平只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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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自从秦始皇武力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废封建，立集权，将全国土地收归以皇帝名义的国家所有，释
放农奴为农民，并均配土地占有权由其耕种，两千余年来，农民就是华夏大地生产的主体、文明的主
体，但不是社会的主体。
他们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却也在小农经济中被异化为以皇帝名义的国家土地所有权的附属物，以
自己剩余劳动所提供的税租供养统治自己的官僚地主，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过程中再生产着集权官僚
制的经济基础。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农村（第4辑）>>

书籍目录

理论探讨　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农业发展问题与对策　民族区域经
济与民族经济的失衡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深层制约机制与化解对策　新中国支持合作经济组织
发展的税收政策　我国循环农业发展与农村能源消费问题研究　当农民成为农民工　农户经营决策行
为的影响因素：比较静态分析　谈谈农民的城市化田野调查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
社会效应　辽宁绥中县旅游客源市场发展问题研究　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遮镇曼恩村庭院经济调查分析
　中国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保障模式探析——以云南省西双板纳自治州基诺族乡为例　基于能值分析的
大园村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于CEM模型的恩施富硒绿色食品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　
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认识与思考——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中平村的实地调研　试论四排村赫
哲族产业结构调整　以文化产业引导经济全面发展的新农村建设新模式研究——以北京市昌平区香堂
村为例专题思考　内蒙古发展模式研究　我国农村五保户供养制度的运行效果及完善建议　西部少数
民族地区农村金融运行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民间金融发展综述　朝
鲜族农民对子女教育的理性选择　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践与思考——以云南省布朗族
乡勐昂村为例　新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回顾及思考　关于中国集约农业发展必要条件的探讨　提升农民
表达利益诉求能力的新举措——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豫西山区贫闲原因分析
　新农村生态文明构建探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农村（第4辑）>>

章节摘录

　　竹器编织，是曼恩村最为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也是在傣族物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项传统技
艺。
曼恩村内家家户户都有从事竹器编织的人，村民家中竹编的饭桌、凳子、帽子、背箩、筛子、簸箕、
竹篮等随处可见。
由于曼恩村所在的勐海县是普洱茶的发源地，茶是该地区的重要经济作物，因此，曼恩村村民们主要
编织用来装茶砖的竹箩（当地人也将其称为“茶箩”），销售至勐海县内的茶厂使用。
　　2.赕佛用品制作　　赕佛用品制作，是依托于曼恩村所在的傣族地区宗教文化信仰发展起来的一
项特色庭院经济。
“赕”是西双版纳傣族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一种民间祭祀活动，简单地说就是向庙宇捐献财物，求佛消
灾赐福，它与傣族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
曼恩村制作的赕佛用品，主要包括外形呈亭状、供寺庙内佛爷诵经坐的佛台，以及呈宝塔状、俗称“
铁塔”的祭祀器具。
赕佛用品主要使用结实、轻便的铝片、钢管等材料制作而成，外表雕刻有精致的镂空图案，主要以莲
花、孔雀、凤凰等佛教传统图案和傣族纹饰为主，并且使用色彩鲜艳的油漆、金粉涂饰外表，美观、
结实耐用。
　　据入户调查发现，曼恩村内的富裕户均有参与以上两项庭院经济。
以村民岩温龙为例，全家6口人，儿子以外出打工为主，农忙时节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妻子和女儿以
赕佛用品制作为主业，两位老人主要从事竹器编织、饲养家禽。
岩温龙作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参与各项生产、经营活动。
2008年，岩温龙一家总收人为60000元，收入来源构成如表1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2008年，种植业生产收入仅占岩温龙家全年收入的25％，而竹器编织和赕佛用品制
作两项庭院经济收入的所占比例高达55％，且吸纳了家中的妇女、老人参与生产，最大限度地利用了
家庭劳动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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