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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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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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口号，已经提出半个多世纪。
今日重提，意议明显。
新农村，不止是刷墙、安电、铺路、修厕所，更在于农民社会主体地位的确立，在于其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的改变。
达到这一层，又需要农民作为社会主体的自主意识的确立，并由此在社会主义原则的导引下，自觉而
有组织地展开对于社会关系的变革和自身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展。
　　研究农民问题，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然要涉及各种具体问题，但不能视标忘本，而应由
本达标。
这个本，就是农民的权利，是民主法制所确立并保证的农民的社会主体地位。
据此才能解决具体问题，才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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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古代的土地权利关系　　自秦而汉，中国就率先建立起农业文明中最先进的集权官僚制，并
实行小农经济，发达农业生产方式，中华民族由此而凝聚并延续两千余年。
农民是集权官僚制下的生产主体和文明主体，其权利远多于同期别国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下的奴隶、
农妈，因此有较多的自由和生产主动性。
但集权官僚制所规定的农民权利，只适宜小农经济，由此束缚了农民素质技能的提高，特别是阻碍农
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的转化。
这是中国社会长期滞的原因。
欧洲只是到14-15世纪才形成初级的集权官僚制，而且存在时间很短。
虽然也有农民，因重商主义及其导致的工业化，欧洲的农民并未像中国农民那样长期作为社会生产的
主体，但其出现和存在，也证明了集权官僚制和小农经济在人类历史上的普遍性。
　　一、中国率先进入的集权官僚制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　　集权官僚制的主要特点，就
是废除世卿世禄的封建领主，代之以皇帝名义的中央集权，委官郡县。
而所集之权，主要就是土地所有权，进而是对全国人口的人身权。
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在周时可能只是理论上的，但秦汉以后，则成实际，唐柳宗元对此论曰：　　秦有天下，裂都会
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
以为得矣。
　　那些信奉“欧洲中心论”的人为此曾将中国这段历史称为“畸形的封建制”，虽用心良苦，但又
有什么价值呢？
相反，我们完全可以说，秦汉以后中国的集权官僚制非但不是封建领主制的“畸形”，反而是其予盾
演化的必然，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中国古代之先进于欧洲，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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