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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农村改
革的深入和生产力的发展， 由原人民公社经
济框架发展起来的乡、 村、 队三个层次合作

经济中， 村级合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

很大变化， 纾济比较发达的上海近郊县变化

尤为显著。 在新的形势下， 进一步发展农村

合作经济， 走共同富裕道路， 基础要不要放
在村一级？如何加快这个层次经济的发展，
充分发挥其作用？这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中亟需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试图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和探讨。

一、 村级经济基础地位的形成

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川

沙从1962年贯彻＜＜六十条»开始， 人民公社

实行了 “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 ， 这是为适
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确定的体制， 对农

村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70年

以后， 随着乡镇工业的崛起， 多种经营的开

展， 农村三个层次的合作经济都得到了很大
发展。 到1988年全县农村合作经济总收入达
到41.2亿元， 比1970年1.1亿元增长了36.5
倍。三个层次合作经济的发展中， 乡、 村两

级发展较快， 村一级尤为显著。从川沙情况

来看， 村级合作经济已经历了三 个 发 展 阶
段： 一是起步阶段。从1971年开始， 在原来
经营少量畜牧业和粮食加工的基础上，为推
广农业机械， 实行以工养机， 举办了一 些以
农机修理和手加工为主的企业， 到1978年，
全县325个村半均每个村的工业产值由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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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4 万元上升到28万元。二是初创阶段。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 农村

由单一的农业经济转向农副工全面发展， 开

始创办 一 些以加工为主的工业。到1984年，

平均每个村的工业产值达到114万元。三是发

展阶段。从1985年开始， 国家对发展乡镇企

业的政策逐步放宽， 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

全面推行和完善， 又为村级经济的发展创造

了条件， 村级企业逐步由单纯加工转向自制

产品，使村级经济跨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到

1988年，全县322个村，工业产值平均每个 村

410万元、 为1984年的3,6倍。 目前村办工业

已有 一定规模。1988年底， 全县已有1333个

村办工业企业，4,03亿元固定资产， 主要经

常纺织、 缝纫、 塑料、 工艺品、 皮革制品、

印刷、 化工、 机电、 五金、 冷作、 铸造等行

业， 有2000多个产品。1988年， 工业利润达

1,53亿元， 平均每个村47,5万元。农牧副商

各业也相应发展。全县已有254个村建立了

农业综合服务队， 有近5000名专业 服 务人
员。 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大中型拖拉机、 联合

收割机、 动力脱粒机等各种农业 机 械有近
5000台， 总动力10,59万千瓦， 占农村 农 机
总动力的42·4%。有144个村办畜牧场． 还
有一批村创办了商业和仓储企业。出现了一
批比较富裕的村，1988年有40个村级企业毛
利润超过100万元， 占总村数的12,4%，其中
有12 个村超过200万元， 最高的黄楼乡界龙
村达到428万元。这些村在全县村级经济发展
中已起着带头、示范和引路作用。

随着村级合作经济的发展， 农村三 个层
次之间的经济结构的变化， 劳动力结构、所



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也起了变化。1970年在
人民公社总收入1.1亿元中 ， 公 社 一 级 占
12.1%，大队一级占9.2%，生产队一 级 占
78.7%；到1988年，全县农村合作经济总收入
41.2亿元中，乡一级所占比重上升为51 -3%, 

村一级上升为37.5%，队一级下降至11.2%。

从劳动力结构来看，1970年全县农村26.7万
劳动力中，93％在生产队， 乡和村只有7 %; 
到1988年，在28.4万农村总劳动力中，除在

乡办企业8.5万个外，村一级企业的劳 动 力
已由1970年的1.2万个增加到7.3万个，占了

村、队两级企业劳动力总数的85%。从所有制

结构来看，1970年三级共有固定资 产原值
3938万元，生产队一级占了76.2%， 乡、 村
两级分别只占14.3％和9.5%；到1988年，三

级共有固定资产13.4亿元， 乡、 村两级所占

的比重分别上升到了57％和35.3%，生产队
一级所占比重下降到7.7%。 从分配结 构 来
看，1970年村、队两级集体分配总额731万元

中，生产队一级占了62.8%，村 一 级 只 占
37.2%；到1988年在这两级集体分配额2.57

亿元中，村一级所占的比重上升到62 -3%,
生产队一级所占的比重下降到37-7%(6 个

蔬菜 乡，蔬菜生产仍由生产队统一经营，去

掉这个因素后，21个粮油乡生产队集体分配
所占的比重还要小得多）。 由于从 生 产 经

营、 劳力投向、 财产拥有到收入分配，重心

已由生产队逐步转到了村级合作经济，农民

的心理状态也起了变化，他们已把依靠集体
经济共同富裕的愿望主要寄托在发展村级经
济上。 他们说： “靠生产队规模 小 ， 力蜇
薄，靠不起；靠 乡隔一层，范围大， 摸不

着，只有村富起来，看得见，摸得着，有盼
头” 。

三个层次合作经济发展中，生产队一级
所占的比重大大缩小。 这是因为： 第一， 随
着衣村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农村工业已成

为整个农村经济的主体，而生产队由于规模

小， 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 技术和管理等方

面都受到制约， 特别是在乡镇工业向上规

模、 上等级、 上水平方向发展的情况下， 更
难以适应；第二，由于生产队一级经济实力
差，在农业双层经营中集体统一经营这个层

次的功能也难以发挥；第三，转移农业剩余

劳动力、 提高农民集体分配收入的任务，生
产队一级也难承担。 由此可见，生产队的基
础功能已经衰退。 乡 一级合作经济的总收入

比重虽然占了大头，但由千乡级合作经济的

归属范围较大，进一步发展 乡办工业制约因

素又比较多，在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的情

况下，只能在村镇建设、 为农服务和社员留
利等方面承袒一部分开支。 因此，从现阶段

来看，进一步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担，很自
然地落到村一级合作经济组织身上 。 实际

上， 乡、 村、 队三个层次的合作经济，已经

形成这样的格局： 乡级为龙头， 村级为基
础，队级为辅助。

所谓农村合作经济的基础，是指在一定

地区范围内农民集体所有的、 能够全面组织
生产经营、 进行本地区建设、 不断提高农民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
用这个定义来衡量，在川沙县村级合作经济
的基础地位已基本形成，主要特征： 第一，

它已是全村集体财产所有权的主要拥有者，
第二， 它已是村范围内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

者；第三，它已是农业双层经营中集体这个

层次的主要承担者；第四， 它已是扩大再生
产、 壮大电体经济的主要实施者；第五， 它
已是村民共同致富的主要依靠者；第六， 它

已是农村生产设施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主要实

施者。 总之，确认村级合作经济 的 基 础 地
位，是为了使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的水

平，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取消生
产队一级所有制，更不是并到村去搞统一核
算。 所以 ，与过去那种搞的 “穷过渡” 是有

本质区别的。

二、 发展村级合作经济的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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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村级合作经济， 充分发挥其基

础功能作用，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探灿的
战略意义。

笫一， 从农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

化方向发展的要求来看。 象川沙这样人多地

少，以承包口粮田，兼业务农为主的情况下，

农业如何向专业化的规模经营发展？推行大
户专业承包， 一则土地集中不起来， 再则承
包者也难找， 还要依赖于集体服务和贴款，

生产要素的组合和土地产出率不理想。比较

理想的路子， 是通过强化村一级的农业综合

服务队功能， 逐步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扩
大集体统 一作业的比重， 使80％左右的农业

作业蜇由村一级的综合服务队承担， 把农业
技术要求、耕作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实行外延型规模经营， 并通过这条路逐步转

变成为由农业综合服务队专业承包的、商品

化和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有一定规模 的 农
场。走这条路子， 关键是要发展村级经济，
增强村级经济实力。

笫二， 从建设 “四个基地” 的 要 求来

看。 郊区农村为城市服务， 成为供应城市副
食品的生产基地、外贸出口产品生产基地、

城市工业扩散基地和科研中试基地， 已越来
越多地靠村一级合作经济。 目前川沙县农村
提供的副食品总量中， 30％的肉猪、50％的
鸡蛋、25％的鸭蛋、7.4％的牛奶、 5 % 的

肉禽， 是由村级企业提供的；1988年川沙县

村办工业13.2亿元产值中， 有60％左右是屈
工农联营企业或为市区工业配套生产 的 产
值；1988年82个村办出口创汇企业， 出口产
品拨交值1.22亿元， 占全县出口产品拨交值

总数的19.1%；还有一部分村， 与科研单位
攀亲联姻， 提供中试基地。 同时， 村级合作
经济上缴税收也十分可观，1988年川沙县村
级企业上缴的税金就达1.07亿元， 占全县财
政收入的30.4%。

笫三，从农氏要求尽快富裕起来的愿望

来看。 川沙县28,3万名农村劳动力中，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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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万名在村、 队两级。 村级经 济发展快

慢， 对千农民能否富裕起来关系极大。 从川
沙县界龙、庆丰、益民等11个富 裕 村 和滨

一、 楼下、黎明等12个贫困村的对比中可以

清楚地看如由于经济发展速度不一样， 前
者1988年村均分配总额135万元， 户均得 益
2077元；后者村均分配总额11.5万元， 户均

得益279元。 农民共同富裕， 不仅反映在分
配上． 还体现在集体财产的增加上和福利事

业的发展上。 农民反映：
“

个人富， 富 一

户；村里富， 大家富。
”

由此可见， 要实现

农民尽快富裕起来的愿望， 必须加快发展壮
大村级经济。

笫四， 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
蓝图来看。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最
根本的是要解决农村问题， 变农业国为工业

国， 这就要求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的建
设。而象上海郊区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应该

走在前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资
金哪里来？除国家和县乡补贴一部分外． 主
要靠村一级合作经济的积累。 随着村级经济

发展， 川沙县村级合作经济用于农村道路、

桥梁、文化、福利设施的资金很可观。 近几

年主要由村投资建设的水泥路、钢渣路等道
路有1391公里， 桥梁1374座， 幼儿园和托儿
所408个， 文化活动室204个， 小学校53所，
办公室用房1319间， 并有半数以上的村按装

了自来水， 有8.3万农户吃上了自来水 ， 占

农村总数的53%。 总之， 实施村范围内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 已经落到村合作
经济组织的身上了。

笫五， 从实施川沙县经济发展的战略目

标来看。 川沙县村一级经济， 在整个农村经
济中占有一定比重． 哪一年村级 经 济 发 展

快， 整个农村经济发展也就快；反之， 整个
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就缓慢。1985年全县村
级工业产值增长58.6%， 超过了乡级工业增

长36.7％的幅度， 这一年整个乡镇工业增幅
达到50%。 1986年村办工业只增长10.3%.



低千乡办工业增长20.1％的幅度， 这一年整
个乡镇工业增幅也下降至14,8%。1988年全

县乡、村、队工业产值比上年净增9.5亿元，
其中村级净增4.64亿元，占了48.84%。而且

从县、乡、村各个层次的实际情况来看， 村

级经济的发展潜力较大。目前． 有八分之五
的村， 企业利润都在50万元以下。如果经过

两年左右的努力， 使这部分村级企业利润超
过50万元， 即达到一般水平， 全县村级企业
的产值就可增加13亿元左右， 这样全 县 在
1990年之前工农业总产值超过50亿元的目标

就完全能够实现。

三、发展村级合作经济的目标和对策

从川沙县的实际情况来看， 加快发展村

级经济的条件比较有利， 它与其他经济层次

相比， 既有共同的优势， 又有独特的优势，

归结起来有： （1）基础优势。 川沙县的村

级经济在市郊起步较早， 发展较快， 目前多
数村都已拥有一定规模的厂房、设备， 而且
有的企业生产任务尚未吃足， 还有一批闲置

的厂房和设备可以利用。同时， 有相当一部
分村级企业已由单纯搞加工转向自制产品，

由单一产品转向系列配套产品， 由内销产品
转向外销产品，打入了国内外市场。不少产

品已在国内外市场上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2)环境优势。川沙地处浦东开发区的腹

地， 随着浦东地区的逐步开发， 投资环境日

益改善。 陆家咀新隧道已经通车， 黄浦江大
桥开始动工兴建， 煤气管道已通到县城， 程
控电话和塘川公路拓宽工程正在抓紧施工，
县内公路及河道纵横交错， 水陆运输可通各

村。 另外， 还有已建成的南区污水排放管道
和即将动工建造的第二条东区合 流 污 水管
道。优越的地理环境， 必将吸引更多的国内
外客商前来投资合作， 共同发展经济。(3)
外联优势。川沙同上海市区、外省市 和海
外的联系历来比较密切， 目前已与23个省

市的100多个县建立了横向经济技术协作关

系， 已办起城乡联营企业182家，其中村办联

营企业84家； 已开办中外合资、合作企业24
家， 其中村办的 9 家。所有这些，都为村级合

作经济发展对外经济合作、扩大横向经济联
合创造了良好条件。 (4)人才优势。多年

来， 通过培训和实践的锻炼， 各村己造就了
一批事业心比较强、善经营、会管理的入

才。在1600多名村办企业厂长中， 年龄在30

岁左右到45岁之间的占83%， 具 有初中 以

上文化程度的占91%，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具

有大中专文化水平。与此同时， 还引进和聘

用了一大批 “星期日工程师” 和离退休的技
术管理人才。不少村还同大专院校、科研单

位挂钩， 开展技术协作， 进行 “星火” 项目
攻关和推广座用。这个优势， 必将在进一步
发展村级经济中发挥巨大作 用。 (5)经营

优势。村经济合作社作为地区性的合作经济
组织， 在经营机制上具有更多的活力， 能够

自主经营、自行决策、自我发展 、 自 我积
累、自我制约， 在企业用地、劳力安排、资

金筹集等方面比乡办企业方便。在经营上实
行农、副、工、 商各业综合经营， 便于内部

调节， 扬长避短， 发挥各种优势；尤其在实

行财政包千的情况下， 超缴部分有相当数量
可返回给村使用， 使村级经济增强了扩大再
生产的能力。

当然， 发展村级经济也有不少难点和制

约因素。 主要反映在： 一是有将近三分之一

的村经济基础薄弱， 骨干外流， 行业和产业
结构不埋想， 靠自身发展难度较大。二是有

相当一部分的村办企业还停留在来料加工或
变相加工的状态， 未形成自己的产品；有的

村虽有自己的产品， 但档次、质量不高， 因
而缺乏竞争能力。三是在当前压缩基建 投

资、收紧银根的情况下， 村级企 业面临资
金、能源和原材料紧缺的困难更要大一些。加

上信用社贷款利率一般比银行营业所高， 对
村级企业项目开发和正常经营制约较大。 四

是对发展村级经济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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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重视。 从村自身来看， 不少村的领导
只满足于 “ 门头开得出， H子过得去， 年底
好交帐” ， 缺乏远大目标和加快经济发展的
具体设想从外界来看， 有些同志认为村办
企业比乡办企业层次低， 因而不愿与村办企
业搞协作。 尽管有以上这些难 点 和 制约因
素， 但只要在思想上足够重视， 工作上摆上
位置， 充分发挥各种优势和有利条件， 努力
克服各种困难， 村级经济在现在的基础上更
快、 更健康地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

发展村级合作经济战略构思应是： 增强
经营能力， 提高经济效益， 强化综合功能，
发挥基础作用， 把村级合作经济逐步建设成
为城郊型、 多功能的新型经济实体。 其要 点
是： （ 1）确立村级合作经济的基础地位。

从上到下对村级经济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
战略上注重研究， 工作上摆上位置， 政策措
施上积极扶持。 (2)形成农、 副、 工、 商
综合经营的新格局。 总结富裕村 的 实践经
验， 综合经营新格局应具备以下三条： 一是
村合作经济组织（不论称合作社或称公司）
成为综合经营的经济实体，二是形成比较合
理的经济结构， 即村办工业有一定规模， 农
业的大部分作业措由村综合服务队承担， 畜
牧副业形成基地， 第三产业有相应发展；三
是各业有比较健全的经济核算制度， 有比较
完善的经营承包责任制。 ( 3)提高村办企
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要把调整产
品结构、 不断开发新产品、 提高产品的质量
和声誉， 作为村级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 建
立起自己的骨干企业， 创出有市场竞争力的
当家产品。 调整产品结构的重点还要放在外
贸出口上， 逐步提高外向型经济 的 比重。
(4)增强农村全面建设和提高农民生活水

平的功能。 要正确处理好扩大再生产和改善
生活的关系， 统筹安排， 有步骤地搞好村的
全面建设，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逐步提高
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川沙县村级合作经济的发展目标分为三

一 60-畸

个阶段： 即1989年到1990年'" 1991年到1995
年和1996年到2000年。 这三个阶段村级合作
经济的总收入和毛利润的平均递增幅度 为
14.7％和13%。

加快村级合作经济发展步伐， 实现战略
目标， 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主 要 的 是 ：
(1)切实加强思想和组织建设， 全面提高

村级班子的素质。 “村富要靠班子带” ， 建
设好领导班子， 这是加快发展村级经济、 加
强农村合作经济基础的关键所在 。 班子建
设， 重点是思想建设。 不断提高他们执行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的自觉性， 增强
发展集体经济， 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事业心和
责任感， 坚定带领群众搞好农村两个文明建
设的信心和决心。 在加强思想建设的同时，
要抓好组织建设。 关键要调整和选配好村级
领导班子。 同时要完善村合作经 济 组 织 体
制， 修订合作社章程， 健全民主管理制度，
强化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核算 和 管 理 职
能， 处理好同 乡合作经济组织和生产队的关
系， 发挥乡合作经济组织的龙头作用和生产
队的辅助作用。 加强经营管理知识培训， 全
面提高村领导班子的素质。 (2)建立和健
全企业积累机制， 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 一

是健全积消调控机制， 提高企业积累水平。
在确定净收入和分配基数的基础上， 按照分
配增长低于净收入增长的原则， 进行分配。
要正确处理好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关系， 经营
者奖金要同经济效益和职工奖金双挂钩， 在
确定经营者基本工资和职务津贴的基础上，
其奖金一般掌握在职工平 均水 平 的2 一 5
倍。 二是制订积累使用管理方法， 确保再生
产投入。要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大力压缩非生
产性开支。 除了提取以工补农和社会性开支
的资金外， 按创利水平不同的村， 确定积累
使用的比例。 一般可掌握毛利润在50万元以
下的村， 积累用于再 生 产 的 比 例 不 少于
60陷毛利润在50万元以上到100万元之间
的村， 积累用于再生产的比例不少千80%,



毛利润在 100万元以上的村， 积累原则上全

部 用于再生产。 三是建立合作基金制度， 把
部分消费基金转为生产基金。 要使村办企业
职工名副其实地成为合作经济的成员， 增强
对企业的疑聚力， 有必要建立合 作 基 金 制

度。具体办法， 可根据不同的分配水平， 发

动企业人员在分配额中留一定比例作为企业
合作基金， 可暂定以10年为期， 实行保息分
红。四是加强企业基础管理工作， 增收节支
降低成本。此外， 鉴于村级企业负担较重，

积累率低， 建议市税务部门在税收方面应按

照规定尽可能给予优惠， 对贫困村所属企业
所得税减免限额由利润不满 10万元提高到不
满20万元， 超过20万元按照累进税率在超过

利润数计征所得税；对企业利润不满 10万元

的村， 除减免所得税外， 同时减免产、 增、

营税， 减免的税款应作为国家扶持基 金 。
(3)完善各业经营承包责任制， 充分调动

企业和职工积极性。重点是： 进一步推行村

办工业企业的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 完善承

包合同， 合理确定承包指标。兑现合同时，

要经过严格审计， 既负盈又负亏。村办企业

一般不搞个人承包， 个别不景气的小企业如

搞个人承包， 指标要定得恰当， 超利要 分
成， 集体应得大头， 承包者要由担保或现金
进行抵押， 亏了要赔。 在农业方面， 重点要

健全和完善村综合服务队的承包责任制。 对

村办畜牧场和经营第三产业的企业， 也要因

业、 因单位制宜， 健全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
制， 以提高经济效益。 (4)加快新技术的

推广和应用， 走科技兴村之路。第一， 要大
力发展 “星火项目” ， 积极引进和推广新 的

有发展前途的科技成果， 以促进村级经济的

发展。第二， 要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 新 品

种， 发展立体农业， 走循环利用， 生态农业

之路。 第三， 加快工业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

术改造， 要对各个企业装备情况， 进行全
面分析， 订出计划， 分批分期进行技 术改
造。 第四， 注重科技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和

引进， 使每个村企业都拥有一定 的技 术力

量。 (5)抓两头促中间， 推进村级经济的
平衡发展。 一方面要认真总结和推广富裕村
的经验， 县、乡都要直接抓几个拔尖的典型

村，以树立榜样；另 一方面，对经济薄弱村和

贫困村， 要采取有效措施， 大力扶持， 促其

尽快转化。 县、乡要加强领导， 落实具体部

门负责抓，组织各有关部门与贫困村挂钩，给
予重点支持， 促使经济薄弱村和贫困村尽快

致富。 (6)强化对村级经济的 领导和 管

理， 组织各方做好服务工作。 县、乡两 级党

委和政府， 要把发展村级经济作为一项战略

任务， 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 明确县、乡抓

好村级经济的主管部门， 县要指定一个部门

主管， 会同有关部门， 共同做好对村级经济
的管理、指导和服务工作。各乡要有专门机

构抓村级经济并在力量上适当加强， 切实帮

助村合作经济组织解决在发展经济中遇到的

实际问题。 要组织县、乡各有关部门全力扶

持村级经济的发展：金融部门要积极筹措资
金， 尽力帮助解决资金困难；工业主管部门

要主动出击， 加强与有关方面的联系协作，

帮助开发项目、 调整产品结构；计划物资部
门要大力开辟各种物资渠道， 帮助解决原材
料和能源不足的困难；商业供销部门要主动

提供市场信息， 加强横向联系， 帮助开辟产
品销售渠道；工商、税务、土地、 环保、 用

电、 物价等部门 ， 都要简化手续， 减少环
节， 热情服务， 提供方便， 支持村级经济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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