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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社会政治

经济条件为据，分析农民特点，解决农民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中国共产党人把

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农民

理论。该研究以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切入点，对中国马克思主义

农民理论的历史渊源、核心内容与当代价值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这对于进一步解决好“三农”

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民富裕、农业繁荣和农村和谐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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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farmers has always been a fundamental problem in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Based on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classic Marxist
writers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and proposed the Marxist theory of farmer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farmer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combined the Marxist theory of farmers with China's
specific practice and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Marxist theory of farmers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is paper takes the Par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of farmers and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Marxist theory as the entry point, and conducts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 core content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Chinese Marxist theory of farmers. This is of great
benefit to further solving the “three rural”issues,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prosperity of farmers,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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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恩格斯认为，农民的重要性在于“农村到处都是人口、

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重要因素，农民所从事的农业是人类生存

和创造历史的首要条件以及一切社会的基础[1]。”马克思主

义农民理论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过程，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不断指导中国实践，和中国实践不断自觉提升为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辩证统一过程。本文用大历史

观回望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实践，把握历史、总

结规律、展望未来，进而在新时代新起点更好地推进乡村振

兴工作，创造出中国农民新的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2 把握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农民理论研究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西欧国家正历经深刻变

革，手工生产逐渐被机器大生产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

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同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也愈发尖锐，进而引发了新的社会对立危机。马克思、恩格

斯的农民理论基于英、法、德主要西欧国家的社会状况，围

绕着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解放这两条关键主线来展开，深刻

探讨了当时社会变革中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内在联

系与发展规律。

其一，农民阶级兼具保守性和革命性。在科学社会主义

创立前后，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

变，他们不再仅把农民当作革命中的同情对象，而是认为农

民是一个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保守性的阶级。一方面，农民

具有保守性。农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在政治上是脆弱的。只有在确认了参与革命能够真正对他们

有利且能带来好处时，农民才会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

下参与革命；另一方面，农民又具有革命性。农民作为劳动

者，同剥削者、压迫者存在着根本利益冲突，天然具有反抗

剥削和压迫的本性。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农民失去土

地并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

无产阶级政府，才能提高农民地位，从而改变其经济状况。

所以，农民必然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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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看作自己天然的同盟者和领导者[2]。”

其二，现代的农业组织形式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形式。

马克思曾指出，“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

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变革的基本内容[3]。”

其中，一是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二是建立农村合作社。一方

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

泉[4]”，是农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他们根据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矛盾运动，认为土地国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产

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地位后，应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利用暴

力手段无条件地将私有土地收归国有，租给合作社独立经营，

国家收取级差地租。另一方面，在组织形式上，要让农民通

过合作社来实现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在原则

上，要坚持自愿、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在方法上，个体

农户“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

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5]”。

其三，推动城乡融合，促进农民全面发展。马克思、恩

格斯敏锐捕捉到 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城乡关系

对立矛盾，揭示出城乡关系从相互分离到走向融合的总体演

进趋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手工业和商业逐渐从农业中分

离出来，产生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城乡关系开始

走向分离。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下，机器大工业生产模式蓬勃

兴起，促使分工协作以及生产社会化达到了极高程度，各类

生产要素大规模地从乡村向城市聚集，城乡关系逐渐走向对

立。不过，这种对立属于特定的历史范畴，是生产力在一定

阶段有所进步却又尚未达到高度发达状态下的阶段性产物，

会随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而逐渐消除并被城乡融合一体所

取代。

3 学理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核心内

容

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是一个内涵丰富、系统完整的

科学理论体系。从整体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围绕

“为什么解决和怎样解决农民问题”展开，深刻回答了在中

国这种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揭示了解决中国

农民问题的实践指向，体现了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

把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发展到了新境界。

首先，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在马克思主义

工农联盟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走出了一

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基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农民实际，认为农民是无产阶

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

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在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革命的强大动力来源于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望。

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拥有土地的愿望，

引导农民成为革命的拥护者和参与者。在抗日战争时期，农

民在敌后战场通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巧妙地

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周旋。在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是人民解放

军的主要兵源。广大农民子弟积极参军，为解放军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有生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业是国民经济

的基础，农民通过辛勤劳作，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等多

种农产品，为国家提供了基本的粮食安全保障。另外，中国

农民是工业化资金的积累者和中国工业化的直接建设者[6]。

其次，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关键。民主革命的基本问

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土地问题。毛泽东提

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中就提到了“没收封建

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农民土地问题的成功解决不仅从

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且是唤起亿万农民积

极投身中国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7]。在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

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社会主

义改造时期，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通过互助组、初级社和

高级社等形式，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逐渐提高农业生产

的社会化程度。在改革开放时期，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的经营权承包给农户，赋予了

农民在生产经营方面的自主权，有效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最后，农民是中国集体经济模式的实践者。一是创新生

产组织方式。在早期农业合作化阶段，农民自发形成互助组，

实现人力、物力的有效调配。在农忙时节，互助组内的农户

相互协作，避免了因单个农户劳动力不足而导致的粮食损失。

随着合作的深入，农民在初级社和高级社阶段开展了规模化

经营。他们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根据土壤肥力、灌溉条

件等因素，合理规划农作物种植区域。二是创新分配机制。

在初级社阶段，农民尝试了土地入股的方式，农民可以根据

土地的数量和质量获得相应的收益。同时，农民也根据自己

投入的劳动量来获取报酬。按要素分配兼顾了土地所有者和

劳动者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民参与集体生产的积

极性。

4 展望未来：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农

民理论的前瞻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征程“三农”工作的主题主线。

改革开放以来，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断向纵深推进，力度持

续强化，广大农民的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

大飞跃，但鉴于城乡发展失衡、乡村发展不充分以及农民自

身素质与发展需求难以适配等限制因素，农民的全面发展仍

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若要切实有效地破除制约农民

全面发展的不利因素，必须以推动乡村建设发展来夯实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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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以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来激发内生动力，从而促进农民

全面发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一方面，推动乡村建设发展，夯实农民全面发展的外部

基础。一是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必须结合各地资源禀赋，培

育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从而促进农民就地就业，拓展农

民增收渠道；二是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必须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加

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全面改善田水路林村风貌，大力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三是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必须

促进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要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夯实农

民民主选举、村民议事、村务监督等政治权利；四是补齐农

村基础设施短板。必须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农村，

既要引导和鼓励各类资源要素向农村倾斜，又要健全建管用

相结合的长效机制，不断提升乡村宜居宜业水平。

另一方面，提升农民综合素养，激发农民全面发展的内

生动力。一是加强农民的思想道德建设。要采取符合农村特

点的方式方法和载体，大力宣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释和解读清楚党的“三

农”方针政策；二是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健

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发挥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宣传优

势，鼓励和创新村超、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进一步巩固

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三是加强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应开展

农业技术的学习与应用、新型职业农民等的教育，大力发展

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探索田间课堂、农民教育网站等培训

方式，线上线下有效承载起农民教育工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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