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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杜润生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中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
他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紧密相连，是时代的缩影。
    杜润生，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县人。
1913年7月18日出生于山西太谷阳邑村。
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
1933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
1935年，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加入学联，后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总部宣传部
部长，华北各界救国会常委。
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被中共山西省委派到太行山地区打游击，建设抗日根据地，历任晋冀
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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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行署副主任，太原军调小组
一二九师代表，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
    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领导所在的新解放区的
土地改革和农民运动，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期间一度兼任中共淮西
区党委书记，中共豫皖苏四地区党委书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
革委员会副主任。
在领导中南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
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主张，批示指出：“我们同意杜润生所提的方法⋯⋯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
来应当如此”，并以中央名义转发。
他还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贫苦农民的阶
级基础上。
    1952年年底，调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任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从事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争论中，他支持邓子恢的稳步前进的主张，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
并存，并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的思路，因而受到点名批评，被解除上述职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明确了是非，此案得以平反。
    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兼院党组副书记。
先是参与中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
提出“以任务为经，学科为纬”的思路，把科学规划工作组织起来，完成了规划的制定，为奠定我国
科学现代化的基础作出了贡献。
1961年，主持《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以下简称“十四条”）的
草拟工作。
坚持党的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方针和“双百方针”，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纠正那种轻视知识分子的倾
向和浮夸的作风，保护了科学家，明确了党和政府科学政策和当前任务。
“十四条”在中央批转试行后，成为了中央的政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停职检查，受到冲击迫害。
1970年，到中国科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其后问题得到彻底平反。
    1979年，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
1982年，国家农业委员会撤销。
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改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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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继续负责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发展战略的研究，为中央和国务院提供有关决策咨询。
期间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0年即提出在贫困地区可以倡导全面推广土地家庭承包。
其他地区也可以因地制宜。
1981年冬，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并肯定了责
任制长期不变，结束了30年的争论，从此成为中央的决策。
这个文件得到了邓小平和陈云的高度肯定，并于1981年12月21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经建议，文件在1982年元旦发出，成为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此后，多次受中央委托，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特别是此后关于农村工作
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为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
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杜润生被公认是有深刻影响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后撤销。
离职后，他继续从事农村经济和政策研究工作，为改革开放事业进言献策，为农村、农业、农民谋利
代言。
时至今日，仍坚持不懈。
    杜润生是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财经领
导小组成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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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名誉教授、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名誉主任。
著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英文版）、《中国农
村制度变迁》、《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论集》（日文版）、《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
策纪实》及《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日文版）、《杜润生改革论文集》、《杜润生文集
（1980—2008）》等著作。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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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杜润生是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成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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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名誉教授、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名誉主任。
著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
《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 (英文版)、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
《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论集》
(日文版)、《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及《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日
文版)、
《杜润润生改革论文》、 《杜润生文集(1980—2008))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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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是在中国农村改革开始后才认识杜润生的。
当时我在安徽滁县地委丁作，所以我只能结合安徽省的实际，对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说起。
 一、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是从安徽开始
的，万里是有功的。
 1977年6月，因“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捂了8个月的盖子，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改组安徽省委领导
班子，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
他到安徽后，一方面领导全省人民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一方面恢复生产
，把安徽的农业搞上去。
他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已经解放30年了，安徽农村还是那样穷，农民生活还是那样苦时，他流了
泪。
他在调查研究中总结各地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开始起草了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
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省委六条”）。
万里说：“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没有人的积极性，一切无从谈起。
”“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政策，只要政策对了头⋯⋯群众就会积极起来，农业就会上得快。
”他提出：“我们是一条方针——以生产为中心，一个规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
定。
” “省委六条”，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正式公布后，全省广大干部热烈拥护，拍手称快，人民群众的生
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为此，《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3日，发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加编者按：“中共
安徽省委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边破边立，把认真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省委第一书记亲自动手，省委负责同志深入实际，就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掌握了第
一手材料，经过三个多月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调查、酝酿讨论，产生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
个问题的规定》⋯⋯安徽省委这样深入实际，注意调查研究⋯⋯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秀传统和作风的
一个好榜样”。
安徽“省委六条”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是清除“四人帮”极左流毒、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
，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信号。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向有关省的领导讲到安徽的六条。
从此拉开了中国改革从农村突破的序幕。
 在贯彻“省委六条”的过程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
论的情况下，安徽省广大农民冲破了“两个凡是”和各种“左”的禁锢，创造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
、大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万里冒着巨大风险和种种压力，对农民的创造满腔热情地给
予强有力的支持。
 1980年1月3日，安徽省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
会议开始时万里说：“邓副主席讲了，80年代是关键的年代。
今年一开始我们就研究农业，要把农业搞上去。
农业问题主要讨论三条：第一条是政策，核心是责任制，实行按劳分配。
第二条是规划，要因地制宜。
第三条是普及科学种田，大力培养干部。
”他号召大家解放思想，认真研究一下政策问题，提高对责任制的认识。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认识的杜润生>>

后记

2008年，当《杜润生文集（1980—2008）》三卷集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后，我们与该社负责人商量
，鉴于杜老已将此文集作为封笔之作，为此考虑在适当时候将他人撰写的回忆杜老的文章汇编成册，
仍由该社出版。
2009年5月，前往北京医院看望杜老。
告之准备编辑上述一书的打算，获老人认可。
此后，2011年着手收集相关资料。
在多方努力下，《我认识的杜润生》一书，在老人百岁生日之际与读者见面，为杜老祝寿！
    收入本书的文章，主要记述的是杜老在农村改革中的往事。
文章作者大多长期与杜老共事，或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相识已久，相知较深。
他们深深怀念那段思想活跃、风气民主、讲求实际、开拓进取的岁月，认为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珍
惜的工作经历。
为使读者从更广泛的角度了解杜老，本书还收录了部分媒体的报道。
但由于收集的资料有限，遗漏和不妥之处请予指正。
    参加本书资料收集和编辑工作的还有：曹力群、陈兆枫、李剑、杨劲筠、王梅等同志，特此致谢！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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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认识的杜润生》收入余展和高文斌主编的《我认识的杜润生》的文章，主要记述的是杜老在农村
改革中的往事。
文章作者大多长期与杜老共事，或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相识已久，相知较深。
他们深深怀念那段思想活跃、风气民主、讲求实际、开拓进取的岁月，认为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珍
惜的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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