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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收入了作者自1980年至1998年发表的几乎全部讲话、文章，共 256 篇、102万字。
前10余年作者处于农村工作的领导岗位，其论述主要是回答农村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认识问题和实际
问题，着重对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阐述，为中央、国务院提供有关的政策咨询；后10多年作者离开了
领导岗位，其研究和论述的重点，更多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上，探索与农村改革和发展相关的因素，
继续对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尤其是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相配套的基点上，
阐述了建立民主法治、监督和制衡机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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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润生（1913-），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人。
1932年10月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
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
1933年到北京。
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
1935年因被同乡告密遭到逮捕，关押数月后释放出狱。
在 “一二·九”运动中任学联代表。
1936年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区队长和宣传部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进入太行山根据地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投身根据地政权建设，历任晋冀豫抗日义
勇军三支队队长，中共太行山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教育处处长，晋冀鲁豫边区
政府委员，教育厅秘书主任，太行山六分区专员、二分区专员，太原军调小组军事代表，太行区党委
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太行行署副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随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下。
亲身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后来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所在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后担任中
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淮西区工委书记，中共豫皖苏地区四地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领
导中南地区土地改革。
1953年初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农业
合作化。
1956年后，历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中共中科院党组副书记
，1961年主持起草《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14条意见》。
197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持起草农村政策
文件，特别是五个一号文件，提倡小城镇发展战略。
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
改革开放以来，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
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农学会名誉
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
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政策。

　　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杜润生
文集》（1980—1998）、《中国农村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以及日文版《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论集》
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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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  　（1980年9月14日）　我国农业集体化的过去与现在　  （1980年11月28
日）　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　  （1981年2月）　给有志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青年　  
（1981年2月11日）　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1981年5月11日）　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981年6月29日）　坚持改革，稳步前进　  （1981年10月20日）　促进农业发展的几个前提条件
　  （1981年11月13日）　了解改革，支持改革　  （1981年12月18日）　农村工作的历史性转变    
（1982年9月4日）  　要继续把政策放活    （1982年10月21日）  　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村合作经济的新
发展    （1982年11月23日）　对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说明　　（1982年12月31日）　银行要
支持农村发展商品生产    （1983年1月12日）  　几个政策性问题    （1983年3月2日）　关于农村调查研
究的问题    （1983年3月6 E1）　商品生产和商业工作    （1983年3月12日）  　咨询机构的作用    （1983
年5月6日）　农村经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983年8月20日）　当前农村的几个政策性问题    （1983
年9月1日）  对《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的说明    （1983年12月18日）　社队企业还要
进一步发展    （1984年1月6日）　　  ⋯⋯中册下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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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1980年9月14日）（四）我国地大人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本身又有多样化的
结构，因此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结构与形式必须是多样化的，过早地主观地把它定型化是不
利的，也是不可能的。
只有通过多样化，才能达到定型化，而定型化，仍然将是多样的定型化。
多样化，包括适用于生产力水平较高地区的一些形式，也包括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某些过
渡形式。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排斥运用多种多样的低级的过渡性的适合群众要求与水平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
。
既然过渡，必然是不稳定的，性质不甚明确的，不完善的。
有些地方过去走得太快了，群众跟不上来，需要适当迂回或退却，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然后前进
。
这样，将更便于我们达到最终的目的。
合作化初期，曾采用互助组及半社会主义形式，在私有基础上联合经营。
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5年底，加快合作化步伐，一些地区一步登天，从单干跳到高级社。
而今，群众又主动退下来了，不过变了个办法。
一年来，综合群众要求，一是劳动报酬与产量挂钩，二是把经营范围划小，从队到组、到户、到个人
。
而“到户”，就是退到农户经营。
（五）包产到户是什么性质？
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和一种责任制，因为肯定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且都程度不同地与集体的经营
保持着某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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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95岁生日的时候，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入了我自1980年至今发表的主要文章和讲话共256
篇。
因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作为文集本书乃属封笔之作。
余展、张太英、李剑同志承担了本书的编辑工作，刘堪同志对部分文稿提出了修改意见，赵建廷、李
慧平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作出了许多努力，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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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杜润生文集(1980-2008)(上中下)》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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