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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期，生产队在年终结算时，将农户家庭

这一年获得的工分收入抵扣从生产队分配的粮食和

其他实物等生活资料，同时扣除其从生产队的借款，

当该农户家庭的工分收入多于分配的实物和借款，

该农户家庭收大于支，就是盈余户；当工分收入少于

分配的实物和借款，该农户家庭支大于收，就是超支

户。超支户的数量曾一度达到农户总数的31.5%。①

超支户普遍存在构成了集体化时期特有的农户超支

现象。它与集体化时期实行的工分制度和分配制度

相伴相随，也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存在一定的因

果关系。农户超支现象贯穿了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时

期，直到 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才逐步消失。是怎样

的内在逻辑导致了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内生出了农户

超支现象？尽管学界提及超支的研究较多，但系统

性和针对性的专项研究仍然不多。②其中，平均主义

视角的观点普遍认为，集体化时期几乎按需(人口)分

配的平均主义倾向损害了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降

低了农业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尤其是在实施工

业化战略导、从农业中汲取大量剩余的情况下，为了

保证农民生存最基本的口粮，不得不实行平均主义

的分配制度。③我们认为，集体化时期农户超支现象

的深化和广化具有内在的制度逻辑。集体化时期实

行量化劳动投入的工分制度与主要按人口进行分配

和实物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构成农户超支现象形成

的微观机制，平均主义的分配趋势只是内含在这一

微观机制之中。同时，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目标主

导下的资源分配制度也是造成农户超支的一个重要

原因。从农户超支现象的切口着手，可以管窥集体

化时期集体经济制度设计和实践内生的问题。

湖北省浠水县十月村(现为浠水县十月集团，集

体化时期的十月大队)源于 1952年成立的湖北省第

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饶兴礼农业合作社。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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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团)集体档案室是湖北省二级标准的村级资料

档案室，保存1952年以来包括档案、撰述、实物和口

述以及报刊等各种集体化时期的史料，共计5800多
卷。其中，与集体经济有关的文书档案有2500多卷、

会计档案有2000多卷，共计约1亿字以上。④这些一

手的村级档案资料翔实可信，是深入研究中国农村集

体经济史的宝贵史料。因此，我们以十月村的会计档

案资料为核心，辅以湖北省档案馆的资料，以及全国

和其他地区的相关调查资料和统计资料，围绕集体

化时期的工分制度和分配制度，结合国家工业化发

展战略目标，以重现20世纪70年代湖北省浠水县十

月大队超支户的故事，探究农户超支现象的根源。

一、十月大队农户超支现象的总体情况

通过对十月村会计档案资料的整理，我们发现，

作为新中国最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一，湖北省浠

水县十月大队的超支现象最早是在 20世纪 50年代

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并随着合作

化运动的发展而深化。到20世纪70年代，十月大队

超支现象更加严峻但相对稳定。20世纪80年代初，

国家开展对农户超支问题的集中整顿和清理，十月

大队的超支问题才逐步得到控制。1970年十月大队

的超支程度处于历史高位，不仅农户超支现象普遍，

而且超支金额也大。因此，对 1970年十月大队超支

户的形成及农户超支的程度进行研究，可以较好地

反映集体化时期的超支现象。

十月大队共有11个农业生产队，1970年只有第

9生产队农户盈余的金额略高于超支金额，而其他10
个生产队均超支且金额很大，详见图1。各生产队盈

余、超支金额差距大，与其历年积欠的超支程度不同

是分不开的。其中，收支较为平衡的第1生产队当年

归还老超支款 75.49元；超支严重的第 2生产队归还

老超支款524.5元，几乎与盈余户的盈余金额595.17
元持平，此外还有18280.67元的老超支款未还清；第

8生产队归还老超支款更是高达 1244.98元，是盈余

户的盈余金额的2.34倍，但仍有老超支款25230.4元
未还清。

经过比对十月大队家庭人口数量，我们发现，超

支户往往是家庭人口多的农户。1970年十月大队11
个农业生产队的超支户，户均人口为4.84人，超过了

十月大队各个农业生产队户均人口的4.52人。十月

大队的农户中，人口最多的农户家庭有11人，为超支

户。人口多的农户往往是孩子比较多，一个劳动力

平均要供养的人口多(本地称之为家大口阔)，尤其是

供养未成年的孩子，意味着该农户家庭的劳动供养

比高。图2显示了1970年十月大队农户的劳动供养

比与其盈余和超支的关系。劳动供养比越高，农户

家庭成年劳动力的负担越大，家庭收入就会减少，盈

余户数量和盈余金额减少，超支户的数量和超支金

额增加。与农户收支息息相关的是集中劳动的工分

制度所决定的农户的工分收入，以及统一分配制度

所决定的农户从生产队分配的粮食等实物生活资料

和向生产队的借款。

图1 1970年十月大队各农业生产队盈余、超支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十月村(集团)集体档案室收藏档案《十月大队队级分配到户表》整理而得，档号4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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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户超支现象形成的微观机制

(一)量化农户对集体劳动投入的工分制度

集体化时期实行社员集中劳动和统一分配的制

度，国家也因此能够在系统内完成经济活动的组织、

动员与成果核算、分配，进而将自己的政治意志和经

济指令，在自身体制系统内部进行传达。从这个意

义上说，它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农业领域实

施的制度安排。

集体化时期，实行集中劳动的工分制。其雏形

来源于中国农村社会传统的换工、互助过程中的劳

动记账。集体化时期的工分是计量生产队每个成员

对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消耗量，并以此获得生产队集

体的劳动报酬的尺度。⑤工分制以劳动日为基本单

位，一般的做法是通过统计劳动日和劳动的种类和

强度，评定社员投入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浠水县十

月大队规定，每个成年男劳动力每月基本劳动日的

数量是26个到28个基本劳动日，女劳动力是24个到

26个基本劳动日，超额完成一个劳动日按照劳动底

分奖励工分 50%，无故缺勤一个劳动日按照劳动底

分扣工分50%，并罚减少分配粮食1斤。浠水县十月

大队还规定了每个男女社员每年的基本投肥工数

量，年满 14周岁就必须完成生产队集体 80分到 100
分的肥料工，多交多记工分，没有完成任务或少完成

任务则一个工分罚减少分配粮食0.5斤。⑥这两部分

构成了十月大队社员最基本的工分收入。在按劳动

日评定工分之外，凡是社员参加了的集体劳动，也均

以定额计件的形式，按劳动种类和劳动强度评定并

计入社员家庭的工分收入。十月大队规定在小麦地

犁地的工作，黄泥地每石田获得2个工分，一般的地

1.66个工分，沙地1.33个工分。在棉花地中，每石田

选种 9个工分，拌种 0.238个工分，下土粪 1.42个工

分，定苗2个工分，薅头道秧1.42个工分，二道秧5.88
个工分，三道秧1.66个工分，四道和五道秧均为10个
工分。⑦总之，在工分制度下，农户家庭的工分收入

反映了家庭成员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中的投入。

受农户家庭人口结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影

响，不同劳动供养比的农户在生产队集体中获得的

工分收入不同。⑧以 1970年浠水县十月大队的工分

情况为例，当劳动供养比为1时，往往是刚建立的农

户小家庭，负担小，劳动能力强，人均在生产队集体

劳动中贡献大，工分收入高；当劳动供养比为 1.1—
2.0时，农户的负担略有增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也

促使农户投入生产队集体的劳动能力和程度提高，

户均工分增加，从 3316.23分增加到 6435.26分。劳

动供养比高于 2.0的农户，多属于家大口阔型农户，

家中往往有老幼或病人，家庭人口多但并没有增加

有效劳动力，这类农户的户均工分及其折款也在减

少。这表明，随着一个劳动力所供养家庭人口数量

的增加，户均工分折款是先增加，当劳动供养比处于

1.1—2.0的阶段到达高位，从 140.05元逐步增加到

193.91元，然后逐步减少 65.53元。与户均工分相

比，人均工分更能体现人口数量因素之外农户对集

图2 1970年十月大队盈余户与超支户分布总览
资料来源：根据十月村(集团)集体档案室收藏档案《十月大队1970年大队级年终收益分配到户表》《十月大队1970年生产队

级年终收益分配到户表》整理而得，档号4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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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劳动投入，即反映出一个农户的人均劳动能

力。劳动供养比为 1时，人均工分折款为 111.79元，

随着劳动供养比的不断提高，逐渐减少到最低的

15.65元。生产队集体对无劳力的农户，包括家中仅

有辅助劳动力的农户，一般都有一定的照顾和补助

工分，其人均工分折款只有 8.41元。工分折款收入

低的农户负担重，劳动供养比高，在集体劳动中的投

入往往较少。劳动供养比通过农户家庭的人口和劳

动力结构反映出家庭负担的大小，进而体现出农户

在投入生产队集体劳动的能力和程度。详见表1。
浠水县十月大队农业生产队的农户的工分收入

情况表明，工分制不仅可以区别农户家庭对生产队

集体的劳动能力，而且可以量化农户家庭对生产队

集体的劳动投入。

(二)决定农户从集体分配粮食等实物的分配制度

集体化时期的统一分配制度，决定了农户从生

产队集体分配的粮食等实物生活资料。在集体与农

户之间的收支往来账目中，工分制决定了农户的收

入部分，统一分配制度则决定了农户的消费或者支

出部分。农户在一年中从生产队集体分配的粮食等

实物生活资料越多，表明该年家庭可用的消费支出

就越多。这些消费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口粮等常规分

配项目和各类预支、借支的实物和款项，且都需要用

量化家庭对集体劳动投入的工分收入来抵扣。

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一大特点是以实物分配

为主，现金分配少。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生产队经济

产品的商品率低，生产资料的购置、修理价格高，导

致生产队现金收入少而支出多，生产队普遍资金不

足，更无余力以现金的方式进行分配结算。1970年
湖北全省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分配 230267万元，人均

分配收入 67元，其中现金收入只有 18元，占社员分

配收入的26.9%，实物分配占社员分配的比例则达到

了 73.1%。⑨作为农作物的生产者，生产队分配的实

物种类繁多，且应时应季，在物资普遍短缺的年代，

高比例的实物分配降低了集体化时期农村的交易成

本。在此基础上，为了保证社员的基本生存所需，按

人口分配的比例高也成为题中应有之意。粮食分配

是生产队集体分配的重中之重。十月大队的基本口

粮在 470斤内，实行 80%按人口分配、20%按工分分

配。在按工分配的 20%之中，又分为按劳动工分分

配占 70%，按投肥工分分配占 30%。按工分分配的

部分，当地称为“跑分粮”，即工分越多，分配到的粮

食越多。⑩生产队的其他的实物分配皆类似于此。

在浠水县十月大队农户的年终分配结算中，家

庭支出即当年扣除部分，包括粮食、实物折款、合作

医疗(人均 2元)、粮食加工费、工本费和预分加借支

等，而总扣除不仅包括当年扣除，还须加上历年积欠

的老超支。表2列出了1970年十月大队农户的基本

扣除情况。劳动供养比从 1.0增加到 4.0，农户的消

费或支出的户均总扣除逐步增加，当劳动供养比为

4.0时，户均总扣除增加并达到峰值，为730.61元；当

劳动供养比高于 4.0，户均总扣除逐步减少到 608.87

资料来源：根据十月村(集团)集体档案室收藏档案整理、计算而得，户数、人口、劳动力数据来自《十月大队1970年人口变动统
计表》档号379；劳动供养比由人口/劳动力计算而得；工分数据来自《十月大队1970年生产队级年终收益分配到户表》，档号412。

说明：分组方案援引自集体化时期农村典型调查，当时普遍分阶段对劳动供养比进行划分：劳动供养比的最低值为1，表示1个劳动
力负担1人的户；1.1—1.5表示1个劳动力负担1.1—1.5人的户；1.6—2.0表示1个劳动力负担1.6—2人的户；2.1—3.0表示1个劳动力负
担2.1—3人的户；3.1—4.0表示1个劳动力负担3.1—4人的户；4.1—5.0表示1个劳动力负担4.1—5人的户；4.1—12.0表示1个劳动力负
担4.1—5人的户；无劳力的户。由于第1生产队劳动供养比最大值为12，遂分组数值止于此。本文表2、图3中的该项均如此。

表1 1970年湖北省浠水县十月大队农业生产队工分情况统计 单位：人、工分、元

劳动供养比

0.0—1.0
1.1—1.5
1.6—2.0
2.1—3.0
3.1—4.0
4.1—5.0
5.1—12.0
无劳力

户数

28
42
109
112
44
9
17
14

户均人口

1.32
3.62
4.26
5.97
5.70
5.89
4.65
1.14

户均工分

3316.23
6781.65
6435.26
6229.32
4544.90
3037.66
2317.82
742.19

户均工分折款

140.05
192.67
193.91
189.44
127.03
147.55
65.53
11.50

人均工分

2521.64
1862.90
1537.18
1010.87
815.16
494.34
556.34
498.14

人均工分折款

111.79
55.59
49.17
33.22
23.17
26.12
15.65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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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样，劳动供养比从1.0增加到3.0，农户的消费

或支出的户均当年扣除也是逐步增加，当劳动供养

比为3.0时，户均当年总扣除达到峰值，为480.78元；

当劳动供养比高于3.0，户均当年总扣除逐步减少到

299.44元。随着劳动供养比提高，人均当年扣除的

基本趋势是持续减少，而人均总扣除受上述三项扣

除的不同影响，表现为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以劳动

供养比为 3.0为界)。这表明，当劳动供养比逐步提

高时，农户家庭负担逐步增大，其从生产队分配的粮

食等实物生活资料的人均量(人均总扣除)逐步减少；

但在劳动供养比继续提高(以 3.0为界)，农户家庭从

生产队分配的粮食等实物生活资料的人均量(人均

总扣除)逐步增加。

标准差可以测量变量围绕均值的离散趋势。表2
相关项的标准差表明了生产队集体的分配具有平均

化趋势。根据浠水县十月大队基本收支情况的统计

结果(详见表 3)，当年扣除、总扣除的标准差分别是

58.25、228.52，均小于工分折款的标准差 965.43。这

一统计结果表明：其一，当年扣除、总扣除与工分折

款相比，其离散程度更低，也就是说生产队集体的分

配具有平均化趋势。其二，总扣除(含历年积欠老超

支)的标准差大于当年扣除的标准差，说明历年积欠

老超支加剧了家庭“扣除”部分的差异。

通过浠水县十月大队的案例可以看到，实物分

配为主和按人口分配的比例高的特点决定了集体化

时期的统一分配制度具有消除分配分化的内生属

性，同时，它也造成社员家庭消费水平趋于平均化。

然而，工分制度量化农户对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投入，

其核心是体现差异，而它所度量的社员家庭收入差

异主要源于劳动力能力的差异而非人口数量的差

异。也就是说，平均化的分配趋势使农户的分配与

其劳动投入脱节。按人口分配的比例高，从而削弱

了按劳分配原则，其重要后果就是“干多干少一个

样”，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出现

“磨洋工”等偷懒的搭便车行为，降低了生产队的经

济效率，影响了集体收益，成为超支产生的土壤。

(三)农户超支现象形成的微观机制

在传统小农社会中，家庭是农民的基本行动单

资料来源：根据十月村(集团)集体档案室收藏档案整理、计算而得，户数、人口、劳动力数据来自《十月大队1970年人口变动统
计表》，十月村(集团)集体档案室藏，档号379；劳动供养比由人口/劳动力计算而得；扣除项目包括了大队级和生产队级两部分，生
产队扣除数据来自《十月大队1970年生产队级年终收益分配到户表》，十月村(集团)集体档案室藏，档号412；大队扣除数据来自
《十月大队1970年大队级年终收益分配到户表》，十月村(集团)集体档案室藏，档号410。

表2 1970年湖北省浠水县十月大队农业生产队扣除情况统计 单位：人、元

劳动供养比

0.0—1.0
1.1—1.5
1.6—2.0
2.1—3.0
3.1—4.0
4.1—5.0
5.1—12
无劳力

户数

28
42
109
112
44
9
17
14

户均人口

1.32
3.62
4.26
5.97
5.70
5.89
4.65
1.14

户均总扣除

237.95
476.99
483.36
700.57
730.61
728.46
608.87
150.91

户均当年扣除

183.69
434.48
397.76
480.78
428.64
397.55
299.44
96.45

人均当年扣除

137.66
119.82
94.37
79.65
78.64
65.58
67.70
86.27

人均总扣除

190.36
131.94
119.10
118.52
130.43
124.55
129.49
136.87

资料来源：根据十月村(集团)档案室收藏档案整理、计算得出，人口、劳动力数据来自《十月大队1970年人口变动统计表》，十
月村(集团)集体档案室藏，档号379；扣除项目数据来自《十月大队1970年生产队级年终收益分配到户表》，十月村(集团)档案室藏，
档号412；《十月大队1970年大队级年终收益分配到户表》，十月村(集团)档案室藏，档号410。

表3 1970年湖北省浠水县十月大队基本情况的统计量

家庭人口

家庭劳动力

工分折款

当年扣除

总扣除

观测量

387人
375人
382元
387元
387元

平均值

4.52
1.97

1283.26
127.31
275.78

标准差

2.27
1.06

965.43
58.25
228.52

最小值

1
0
0

6.09
2.13

最大值

11
5.5

15000.5
536.3

12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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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经济核算单位，小家庭遇到困难则会有大家族

帮助扶持，渡过难关。集体化时期，生产队取代了传

统的小农经营方式，生产队集体成为农村的基本经

济核算单位，社员家庭为集体提供劳动力，并通过工

分制度量化其对集体的劳动投入。同时，生产队集

体则为农户提供粮食等实物生活资料，为农户的生

存提供经济保障，并通过统一分配的制度来实现。

当农户对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投入大于集体为其提供

的粮食等实物生活资料分配时，它就成为盈余户；当

农户对集体的劳动投入小于集体为其提供粮食等实

物生活资料分配时，它就成为超支户。事实上，集体

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化的内生属性又必然带来

农户的分配与其劳动投入脱节，造成劳动投入的反

向激励，进而使超支成为必然，并促成农户超支现象

呈现广化和深化的特点。这就是集体化时期农户超

支现象形成的微观机制。

工分制量化的劳动投入与分配制量化的分配脱

节，当劳动投入相对较少，而分配的实物生活资料较

多时，就产生了超支。这一微观机制可以解释不同

性质的超支户类型。救济、救急性质的超支户往往

家庭人口多、劳动能力差，或由于结婚、生子、生病甚

至死亡等事件造成的超支户，其人均在生产队集体

中的劳动投入要少于其他家庭，但其分配的实物生

活资料大致相近。这是合情合理的超支，也是超支

类型的大部分。根据 1964年湖北省 21个大队 6021
户参与分配的社员家庭统计资料表明，1157户超支

户中，家大口阔和劳力不足造成超支的有595户，占

超支户数的 51.5%，生病造成超支的 119户，占超支

户数的 10.2%，婚丧嫁娶事件造成超支的 9户，占超

支户数的 0.77%，这类救济、救急性质的超支户类型

是超支户最主要的部分，占比达到62.47%。此外，由

于生产队管理制度漏洞和财务预支制度漏洞，导致

部分生活条件较好不应超支的农户，也成为超支

户。在 1157户超支户中，生活条件并不差的超支户

占 37.53%。这类超支户多是干部家属超支、副业家

庭超支、借支过多超支等情况。其中，借支过多造成

超支的有 131户，占超支户数的 11.3%，从事副业的

家庭超支的有33户，占超支户数的2.9%。这类农

户往往家庭负担并不大，劳动能力也较强，但其劳动

能力与对集体的劳动投入并不匹配，同时，由于他们

往往利用职务之便或制度漏洞，从生产队集体分配

中得到较多的实物生活资料，更体现了工分收入和

实物分配的相互脱节。

进一步地，全国的调查资料也印证了上述结

论。根据 1961年对全国 2399户社员家庭收益分配

的典型调查，我们统计出不同劳动供养比的农户的

人均劳动收入，以及从集体分配的人均所得，如图 3
所示。可以直观地看出，随着农户家庭的劳动力和

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户对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投入和

其从集体的分配的实物生活资料均呈下降趋势。原

因在于社员家庭人均分配的实物类生活资料比人均

对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投入更具有平均化的趋势。其

图3 1961年农户的劳动收入与从集体所得折款的比较(基于劳动供养比的计算)
资料来源：1961年从集体所得的劳动收入，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业司编《1959-1961年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及社员户收支情

况典型调查资料》(1962年7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SZJ—473，第50页；1961年从集体分配的人均所得折款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业
司编《1962年731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典型调查资料》(1963年6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SZJ—475，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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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幅度更小，曲线也更加平坦，才会与劳动投入曲

线出现交点。当劳动供养比小于3时，社员家庭的人

均劳动投入大于人均分配的实物类生活资料，社员

家庭收支大于 0，处在该阶段的农户普遍是盈余户；

当劳动供养比大于3时，社员家庭的人均劳动投入小

于人均分配的实物类生活资料，农户收支小于 0，处
在该阶段的农户普遍是超支户。这表明，随着社员

家庭内部负担的增加，其劳动能力变弱，农户对生产

队集体的劳动投入快速降低，其从集体的分配的实

物类生活资料则平缓降低，且最终高于对其生产队

集体的劳动投入，分配的实物类生活资料大于劳动

投入，社员家庭收支失衡，成为超支户。

总之，集体化时期，农户超支现象的背后是人民

公社体制内部运行的自洽逻辑，是量化差异的工分制

度和趋于平均的分配制度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现象。

农户对集体的劳动投入小于从集体的分配的实物类

生活资料，集中劳动的工分制度量化农户对集体的劳

动投入，而按人口进行分配的比例高和以实物分配为

主的分配制度则兼顾了集体对农户的义务——保障

农户基本生存的伦理，也使这一制度设计和实践内

生出平均主义的色彩，造成工分制量化的收入和分

配制的支出互相脱节。

三、工业化战略目标与农户超支现象

集体化时期，统一的分配制度不仅决定了农户

从生产队集体分配的实物类生活资料，而且也是保

证国家通过汲取农业剩余推进实施工业化战略目标

的主要制度保障。中国在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经

济封锁和贸易禁运的国际环境下，实施工业化发展

战略目标的资金来源即工业化建设的原始资本积累

只能是来自农业领域。从 1953年开始，中国大规模

推进工业化建设，陆续实行粮食等农产品统购统销

政策，并逐渐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

家对粮食等农产品的“统购”，意味着国家开始统一

安排农业劳动成果，以保证城市人口粮食供应和其

他农产品有效进入工业渠道，保障汲取农业剩余并

转移到发展工业上来。汲取农业剩余的办法有两

个：一是向农民征收粮食税，二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

价格剪刀差来提高工业品的利润，实际上是变相地

拿走农民的劳动报酬。土地改革后，中国形成了汪

洋大海般的个体小农。国家无论是向农民征收粮食

税还是运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办法，前者需

要面对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小农并与之进行讨价还

价，后者则需要通过市场交换来实施。从经济学的

成本收益来看，其交易成本都是非常高的。为此，

1955年下半年国家开始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它的

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国家征收农业税、征购或议

价购买农产品的基本单元，从几亿个体小农转变为高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

由原来的一亿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

社”，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国家逐渐建立起

农村国营商业的唯一渠道，也大大简化了工农产品

交易的渠道和过程。从这个意义来看，农业集体化

建立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赋予了国家汲取农

业、农村经济资源以支持工业化建设的历史任务。

显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建立的高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合并

小社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1962年国民经济

调整形成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都是

为了配合汲取农业剩余以推进工业化建设战略目标

而设计和实践的资源配置制度。集体化时期，集中

劳动的工分制度和统一的分配制度，是为了便于量

化农户对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投入，更是国家节约汲

取农业剩余的交易成本的有力手段。国家实施工业

化战略目标，推进工业化建设一方面通过集体化的集

中劳动的工分制度激励并调配农村劳动力、整合农村

资源，另一方面又通过征收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价格

剪刀差手段汲取农业剩余，并转移到发展工业上来。

集体化时期，对农村的长期高征购使资源从农村转移

至城市，从农业转移至工业。农村所能保留的剩余资

源非常有限，这些有限的剩余资源再分配给农户就更

加有限了。农户不得不在社队集体剩余资源非常有

限的情况下进行再分配，因而农户超支现象与国家

工业化战略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仅以 1975年湖北省人民公社的粮食分配为例，

国家征购的部分占分配粮食总量的 23%，集体提留

占22%，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55%。国家的高征购

以及集体提留使社员最终得到的分配部分更少。

1975年湖北省全省超支户 169.14万户，当年超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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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10867万元，占社员分配的 3.92%。再以 1970年
十月大队为例，当年国家税收 27761.1元，其中农业

税 249.9元。上缴国家粮食 833201.5斤，占粮食总

产量的 24.5%；上缴国家皮棉 32436斤，占总产量的

79.8%；上缴油脂 4944斤，占总产量的 23.2%。完成

这些上缴任务后，再扣除集体提留部分89340.61元，当

年社员分配金额339003.51元，只占总收入的50%。

可见，以工分制度和分配制度为核心的人民公

社经营体制是国家推进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的一项

制度安排，其本质是资源配置制度。由此衍生出的

农户超支现象是这一制度安排及其运行的结果之

一。因此，可以将农户超支现象理解为国家对农户

的一种道义安抚或补偿，或对小农“生存伦理”的传

统价值观念的迎合。以斯科特为代表的道义经济学

认为，“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是影响小农行为逻辑

的关键所在。实现集体化之后，传统小农家族式的

相互扶持模式转变为社员家庭对生产队集体的依

赖，社员生存基本所需皆由集体提供，生活困难的社

员家庭自然也会通过向生产队集体“借支”“预支”等

方式来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进而导致超支。

四、超支“竞争”与农户超支现象的广化和深化

由于国家汲取农业剩余后留给社队集体并再分

配给农户的农业剩余非常有限，农户的劳动投入与

劳动成果之间的联系被削弱了。这又导致两种后果：

一是社员劳动积极性不高，偷懒等搭便车行为降低了

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降低了社队的经济效

率；二是为了维持农户的基本生存，社队集体的平均

主义的分配趋势一直存在，并由此产生农户的超支

“竞争”。因为超支意味着农户在同样的情况下可以

挤占盈余户的剩余资源为自己所用。它塑造了社员

家庭合乎理性的“反常”经济行为。这两个后果相互

影响促进，使集体化时期超支现象呈现出广化和深

化的特点。同时，超支现象的广化和深化揭示了集

体化时期农户与集体、国家之间扭曲的经济关系。

超支“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超支广化和深化

直接反应在农村社队集体分配兑现困难上，超支户

规模激增，还款困难，盈余户得不到应该得到的劳动

报酬。据1962年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731个生产

队和 5000户社员的调查，超支户占调查总户数的

25.8%，平均每户超支 49.5元，其中 61.8%的超支户

未还清超支款，71.4%的超支金额未归还，以致盈余

户中，有 15.6%的农户不能及时得到应有的进款，到

春节前夕，平均每户还有 10.6元的分配金额没有兑

现，6%的应分粮豆未兑现。分配兑现问题不仅意

味着社员整体生活水平的降低，更意味着一种普遍

存在的平均主义，表面上是消除分化，实则是社员家

庭之间的剥削，尤其是未还款的超支户对难兑现的

盈余户的剥削。这种剥削隐性且普遍，随着超支的

广化和深化，剥削层级上移，由农户层面扩大到社队

集体，乃至国家层面。具体表现为，随着农户超支的

积累效应，农户超支欠款侵蚀了集体生产资金和公

积金、公益金等，造成生产队的资金周转困难，只能

依靠国家贷款，将剥削层级上移，随着社队集体经济

状况的恶化，国家贷款无法偿还，集体经济的稳定性

受到影响。1974年底，十月大队所在的浠水县农户

超支1715万元，未收回的集体贷款834万元，超支占

旧贷的比重高达 205.64%。普遍存在的超支“竞

争”、分配兑现困难和社队亏空等问题引发了农村基

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普遍不满。一些社队在意识形

态和制度刚性的背景下，采取瞒上不瞒下的种种做

法进行抵制。各地或明或暗地一直存在着定额包

工、按件计酬，联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等各种劳动

计酬的办法。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集体

化时期全国各地干部和群众探索的各种形式的劳动

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实践开始走向公开，并最终在

1982年在中国农村普遍推广以包干到户，即大包干

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小农生产

经营重新取代了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社队集体生

产经营，农户重新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集体化时

期形成农户超支现象的微观机制基本不存在了。

1979年中共中央转批《农业部党组关于认真解决农

村人民公社社员超支欠款问题的意见》，农村超支欠

款问题的清算力度也相应加大。1984年政社合一

的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农户超支现象形成的微观基

础也随之消失。

农户超支现象的微观机制揭示了集体化时期农

村集体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也表明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是符合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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