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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购统销初期乡村政治动员的地方实践研究

——以湖南省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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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为推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推行了统购统销政策。政策实施

初期，面对这一新生事物，基层农民、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呈现出担心、忧虑、违抗、抵触相互混杂的特点。

为此，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全面、深度的政治动员。期间，出现了一些偏激化、极端化情况，

基层干部的行为存在着程度不一的越位、错位和失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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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ocal Practice of Rural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e and Marketing：Inspection of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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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arly 1950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area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e and Market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faced with this new thing, the thoughts and behaviors of grass-roots farmers and 
cadres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rry, anxiety, defiance and conflict mixed with each other. To this end,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carried out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the rural society.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ere some radical and extreme situations, and the behavior of grass-roots cadres was 
offside and malposed to varying degrees.
Keywords：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e and Marketing; rural political mobilization; farmers; rural cadres; 
offside behavior



113

统购统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完成农村社会主

义改造的重要制度安排，它的推行，直接导致了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规划社会变迁道路的

实现 [1]。统购统销要改变的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

生产、生活和行为习惯，由此造成的震动、冲击

会深刻影响农村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作

为一种嵌入型制度安排，统购统销在地方实践中

会呈现怎样的复杂面相，基层农民、干部基于自

身的境遇有着何种思量、会有怎样的行为，乡村

政治动员如何得以实现，产生了哪些不良的效应，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者从历史社会学的区

域视角加以深入研究，才能呈现出统购统销初期

乡村政治动员地方实践中的真实图景和复杂面相。

当下，围绕这样一场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历史

发展的重大制度，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

考察和探讨。一是政策、制度层面的宏观研究，

其着眼的是中央政策的出台、推行和效果 [2-4]；二

是区域、个案的微观研究，其聚焦的是统购统销

政策在区域、地方的铺开和实践 [5-7]。上述研究成

果，政治学、历史学视角考察较多，历史社会学

视角揭示较少；政策、制度宏大叙事式研究较多，

过程、细节历史性刻画较少；过程描述揭示较多，

对乡村社会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主体性刻画较少。

为此，笔者拟以湖南省为中心，从历史社会学的

视角揭示统购统销初期基层农民、干部的思想和

行为，分析中国共产党乡村政治动员的政策、策略、

方式和途径，以及乡村政治动员中基层干部的行

为越位状况。

一 基层农民、干部的思想和行为

1953 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走社会主

义道路成为农村社会的主流话语。为完成农村社

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农业合作化的同

时，推动了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目的是要“在

原料供给和市场销售两头”根本“根绝资本主义

的来源”[8]，以推动生产、流通、消费领域新的社

会经济网络的形成，“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

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9]。统购统销要改变的是

农民长久以来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和文化、行

为方式，对乡村社会震动很大。统购统销初期，

乡村农民很多都觉得它是一件“稀奇事”“新鲜

事”[10]，有的人担心、忧虑，有的人迷失、错乱，

有的人违抗、抵触。区乡干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

位置特殊，行为尴尬，他们中有的人有模糊认识，

有的人有抵抗思想和行为，有的人对统购统销没

有信心，有的人怕得罪农民，等等。

（一）基层农民的心态和行为

首先，基层农民思想较为紊乱，生产情绪不稳

定，怕统购，叫喊要减产，想摸政府统购的底子。

有的农民说“多增产了粮食，反正政府都给统购去，

生产冒得搞手（湖南方言，没有干劲的意思）”[10]，

因而生产消极，轻农业重副业，轻水田生产重山

土作物生产。黔阳县岩门乡农民胡 ×× 说：“去

年吃一年白米饭，今年从八月起就开始红薯拌饭

吃了，哪有增产。”[11] 这样，有的干部下乡统购

遭到农民的讽刺和谩骂，而有余粮、余钱的农民，

则“私等涨价，看涨价”[12]，不愿把粮食卖给政府。

其次，有的农民认为统购任务太重，生活口粮

留得太少，农业生产压力大。有的农民说“农民

背臭时（不走运），作田冒搞手”，“半夜望天

光（天亮），越搞越精光（没有）”[13]，显示出

对党和政府政策的不信任以及对自身前途、命运

的悲观情绪。

再次，农民积极分子情绪低落、行为失范。乡

农民代表中很多人因为“怕挨骂”不愿参加会议，

有的派子女顶替自己开会，有的则要多次催请才

勉强到会。有的代表统购时“前怕狼后怕虎”，

行为畏缩，不敢发挥带头作用。在乡代表会上，

有的代表要么不发言，要么不耐烦地说：“我对

政府统购冒得（没有）意见，算我好多，我就卖

好多。”[11]

（二）区乡干部的思想和行为

区乡干部处在统购统销的最前线，他们既是国

家政策的执行者，又身处农村社会的最基层。作

为政策的实际执行者，他们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

上级交办的任务，如此才能保证自身位置的安全

和政治上升的可能；而农民出身、身处基层的角色，

又决定了他们对农村实情比较了解、对农民的体

验感同身受。因此，模糊、抵抗、没信心、怕得

罪等思想，反映了他们身处特殊位置中的尴尬、

纠结状况。

1. 认识模糊，行为抵触

有的干部抵触情绪严重，不认同党和政府的粮

食政策。湘潭地区有干部抱怨“粮食是政府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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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该大卖大买”。邵阳三公乡一乡干部讥

讽说“社会主义是好，好就是钱和谷都由政府统

一掌握，老百姓要一点发一点”。城步县乡干部

徐 ×× 有余粮，对政府统购思想抵触很大，赌气

说“毛主席说有条道路，我一条也不走，我走我

的道路——有好多吃好多”[14]。攸县八区有 43.2%
的区干部和 79.2% 的乡干部存在着生产积极性下

降的退坡思想和放高利贷、卖新谷的行为 [12]。

2. 信心缺乏，行为自利

有的区乡干部同情农民，对统购缺乏信心。零

陵县城关镇委书记下乡走访后，反映农民存粮很

少，“生活很苦”。醴陵县一副区长认为“政府要

农民卖粮食，是作孽的事”。澧县福民乡民兵中队

长王 ×× 说“政府把粮食买去了，穷人在乡里就

会借贷无门了”，三合乡乡长赵 ×× 反映“征粮

后农民连饭都没得吃了，哪还有什么余粮啊”。安

乡县六区是个粮食甲等区，县委下达的统购任务为

1600 万斤，但该区区委书记仅自报 500 万斤 [14]，

显示出严重的地方本位主义自利思想。

3. 质疑、顾虑，工作不主动

不少干部顾虑重重，怕得罪农民。醴陵县干部

易 ×× 说“统销工作是侵犯农民私有权”，湘潭

县有干部说“统购搞得太早了”，长沙县有的干

部甚至认为“中农余粮是劳动所得，不能强行统

购”，邵阳有个民兵队长说“有粮的都是发狠（干

劲大）的农民，统购只对二流子有好处”。这样，

不少干部对统购工作“看不起，抓不紧”。有的

干部对农民采取“卖多少，算多少” [14] 的听之任

之的态度和行为。攸县有的区乡由于统购工作抓

得不紧导致粮食大量外流，卖给国家的粮食很少。

有的干部说“夏天预购，秋天收购，现在统购”，

这是“人民政府打农民的主意”，是“向农民开

刀”[12]。

4. 处境窘迫，左右踯躅

益阳县有干部认为农民纳了公粮后，再统购

粮食“会把农民得罪”。沅江、东安县有乡村干

部认为征粮、还贷、收购后，农民存粮已经不多，

如再统购，“一定会出乱子，农民非打脑壳不可”。

芷江县罗旧乡乡主席反映统购工作“两头为难”，

不落实上级指标会受到领导批评，强行统购又会

遭到农民群众的谩骂。在此情势下，区乡干部左

右为难，行为踯躅。宁乡县十一区区委委员说“统

购难搞，将来一定会有人自杀”，十五区副区长

说“统购如果搞得不好，自杀的自杀，跑的跑，

不得了”。浏阳十三区区委书记认为粮食紧张“是

我们自己搞起来的，现在包起来（完成统购指标）

是惹火烧身”[14]。

二 乡村政治动员的展开

统购统销作为一种嵌入型的制度安排，势必打

破乡村社会原有的经济社会网络，造成乡村社会

基层干群思想的恐慌、迷乱和行为的尴尬、失措。

上述基层农民、乡村干部的种种思想和行为，对

粮食统购统销的推行造成了极大的阻力，要化解

这些不良因素，有必要从思想和组织层面进行深

入、全方位的乡村政治动员。

（一）思想发动

统购统销，表面上是要解决粮食问题，但归根

究底还是要处理好党、政府和农民之间关系问题。

为此，全省各地在动员形式、动员策略、动员内

容上采取了针对性强的政策和措施，“造成了极

大的声势，形成了巨大的舆论”[15]。

一是在动员形式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回忆、

对比方法，引导农民认同党的统购统销政策。通

过解放前后农民典型户生活情况的对比，说明只

有跟党走、听从党的号召才能改变自身的不利处

境。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对比走资本主

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哪个好。通过国家、集

体和个人关系的讨论，让农民坚信“大河涨水小

河满”“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明亮”[16]

的道理。回忆、对比注意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因势而异，注意农民个体切身体验的提炼和发动

对象思想特点的挖掘，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思想

的诱导、典型的宣传和社会主义氛围的营造。桂

阳县新澄乡不少村通过小型会议的形式，让农民

代表和先进分子检讨自己原来的错误思想和认识，

由此带动了大部分农民群众统购统销积极性，仅

一天半时间，全乡就发动了 69 人团结在乡村干部、

积极分子周围，参与统购统销，群众交粮进展顺利，

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了增强 [16]。

二是在动员策略上，注意归因、施压，以此转

移、引导和强化农民的思想和行为。统购宣传时，

进行动员的干部注意把造成农村粮食危机的根源

归因到城乡粮食投机者身上，把农民的视野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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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针对农民“发家致富”思

想和干部“去政治化”的退坡行为，进行动员的

干部重点宣传农村“两极分化”对农民翻身户和

干部政治主导地位的威胁，使他们“把仇恨地主

的火力发泄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上来”[12]。在此基

础上，抓住火候及时引导他们，强调粮食投机会造

成农村的阶级分化，不实行统购统销农村会走向资

本主义道路，农民的翻身成果会白白葬送，干部的

政治主导优势会丧失全无。这样，乡村干部的积极

性和主体性得到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

了。为避免污名化、边缘化的恶果，乡村干部纷纷

跟上党和政府的步伐，积极引导农民统购统销工作，

很多农民纷纷交出了自己的余粮。

三是在动员内容上，强调“过关”“打算盘”

的考验，以此消解各种不利于粮食购销的思想和

行为。进行动员的干部下乡时，明确宣布要完成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乡村干部必须过好统购统销

这个关口，要善于把“个人的小算盘与国家的大

算盘”连接起来。攸县县委就提出“要粮食不涨价，

国家就得掌握大批粮食，要国家有粮食，就只有

完成统购”。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目前利益

与长远利益存在冲突的时候，乡村干部和基层农

民要善于从政治上“打算盘”[12]，必须服从国家

利益和长远利益，如此，才能不走旧路、邪路和

弯路，才会迎来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

要完成乡村干部和基层农民观念的转变和政

治认同的强化，就有必要采取非常规的动员方式、

途径和策略。从湖南个案看，通过形式多样、因

人制宜、因时制宜、就地取材、典型带动和互动

强化的思想发动，较为顺利地解决了基层农民和

乡村干部实行统购统销过程中存在的思想、行为

问题，有效化解了统购统销推行的阻力。

（二）组织动员

统购统销体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制，更是考

察乡村干部政治觉悟标尺的指标 [6]30，表现一般、

消极，还是表现积极，直接关联到乡村干部的政

治上升通道和优势资源的掌控。因此，在统购统

销高压语境下，党团员、乡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

子纷纷利用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基层党政组织充

分调动各种力量，对乡村社会进行了系统、全面

的组织化动员。

首先，基层政府紧紧依靠乡村政治骨干的力

量，以统购统销动员中的表现作为他们作用发挥

和政治上升的考核指标。

有的乡村，有些落后群众不满上级分配的统购

指标，纷纷“叫苦、诉苦”。有的乡村，不少缺

粮户不是积极生产增加粮食供应，而是消极应对，

“坐等加粮”。针对这种状况，乡村干部先是采

取找典型户算缺粮账的方法，打消他们的缺粮叫

喊 [17]；其次是宣扬典型互助组劳动致富的事例，

以此带动周围群众积极生产。在此基础上，相继

召开农民代表会、党团员积极分子会、互助组长

劳模会和片组群众会，以积极促消极、以典型带

一般，层层递进，波浪式铺开，造成爱国、卖粮

光荣的浓厚氛围 [18]。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不仅要

亮明身份，领回粮食购销指标，不折不扣地完成

政府下达的任务，还要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有

针对性地向农民现身说法，讲清道理，带动一片。

最后，基层党组织结合粮食购销工作中各自的工

作表现、实践业绩考察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决

定哪些可以入党，哪些可以转为入党积极分子 [19]。

这种排队对比的方法，极大地激发了乡村干部群

体的积极性，争当先进、争先入党，成为不少干

部的不二选择。

其次，采取会议动员和个别发动相结合，由干

部到群众、由党内到党外的组织动员路线。

粮食统购，直接关系到乡村社会每一位农民、

每个家庭的生产和生活。统购开始时，乡村干部

和积极分子中有的低估了政策的影响，企图简单

行事，不愿去和农民个别商量、个别动员；有的

信心不足，有为难情绪怕“搞不成气”[20]（不成功）、

怕碰钉子；有的怕统购时间拖得太长，耽误自家

生产，因而工作热情低落。针对上述种种消极状

况，各地下乡动员干部一是紧紧依靠乡村干部和

积极分子进行组织动员，逐步扩大统购统销队伍，

团结群众的大多数；二是充分发挥会议（如小组

群众会、屋场会、妇女会、军工烈属转业军人会、

互助组长会等）的组织动员功能，召开形式不一、

内容侧重点不同的专题会议，营造强大的社会主

义氛围，使“惜粮可耻，售粮光荣” [19] 成为农村

社会的主流话语。通过发挥群众运动的强大作用，

由党内到党外逐步推动统购统销。对思想不通的

困难户，则采取“一对一、面对面”[21] 各个击破

的策略，有针对性地培养典型，带动一批，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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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

再次，党政力量多管齐下，形成全方位、无死

角、齐抓共管、全面覆盖的组织格局。

一是粮食购销任务，“由县到区、由区到乡、

由乡到户，层层分解，层层落实” [22]，形成纵

向下沉、压实任务的压力型执行体制和机制。从

政府分工看，乡政府主席负责统购，乡长负责征

粮，队长负责治安和生产。从群团组织、积极分

子分工看，每个党团员、农民代表均需负责一个

互助组的粮食工作，各负其责，层层压实任务。

在此基础上，对农村社会各阶层粮食购销户进行

分门别类的排比，具体分为五类不同户，即统购

和收购数已完成的户、自报达到任务数的户、不

购不销户、统销户和统购户 [13]。对不同类型的

购销户，采取政策不同、区别对待的策略。最后，

发挥互助组、合作社在粮食征购中的经济政治功

能，以合作化带动统购统销，以统购统销促进合

作化发展，形成两者互为促动、互为强化的有利

局面。

二是发挥乡农民代表大会影响、带动农民的功

能，消除阻滞粮食购销工作的不良因素。具体做

法是：（1）通过回忆、对比解放前后的生活，使

农民代表思想上坚信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能得到

不断改善；生活改善的原因是党和政府扶植了农

民，兴修了水利，改进了耕作技术，发展了生产，

增产了粮食。回忆、对比活动开展后，有的代表

就说“共产党来后，不但人翻了身，连田也翻身

了”[16]。（2）宣传国家建设、统购统销与农民生

活改善之间的关系。有的代表对比解放前后的物

价，说“过去一石谷（折谷 150 斤）买 8 斤盐，

现在一石谷要买 60 多斤盐，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正

确和伟大”，很多代表相信“国家建设与农民的

长远利益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再提出国家

建设与国家掌握粮食的重要性，以及搞个人发财、

放新谷、放高利贷、投机套买粮食的危害性。经

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有的代表说“如果这样下去，

再搞得几年，会像国民党时候一样，卖田的卖田，

卖屋的卖屋，抬轿的抬轿，做长工的做长工” [16]。

这样，农民代表就懂得了国家掌握粮食的重要意

义，认识到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与农民长远利益的

一致性，解决好了他们不愿干工作的松气退坡思

想问题。                  

三 乡村政治动员的偏激化、极端化

政治动员是国家、政党等动员主体为实现特

定政治目标，通过一定的策略、手段和方法，引

导动员客体接受和认同主体权威，进行特定指向

政治参与行为的过程 [23]。以统购统销而言，乡村

政治动员的过程，就是下乡干部、乡村干部群体

通过上述思想发动、组织动员的途径和方式，把

基层农民引导到认同社会主义道路，积极、主动

参与到党和政府推行的统购统销运动中去的过程。

这当中，动员的环境、动员的方式和手段，直接

制约着动员的效应。

从动员环境看，乡村政治动员是“旧的社会、

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也是

农民“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与行为模式的过程”[24]，

因此，政治动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有一个长

期适应、互动的过程。从动员的方式和途径看，

政治动员如果不能被基层农民所适应、认同和接

受，就会发生政治动员的偏移。从湖南省个案看，

统购统销运动中，乡村政治动员取得了很大的成

效，但不应忽视的是，有的地方，也出现了乡村

干部行为的越位、错位和失位等偏激化、极端化

状况。

（一）行为的越位

有的乡村干部方法简单，对农民参与统购统销

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湘潭县有的乡干部提出要搞

好统购“不打击三五个人，是搞不出的”。洞口县、

双峰县有的区乡民兵队长抓粮食购销时采取“四步

走”（一动员、二命令、三关、四杀）的行为，说“左

动员，右动员，还不如挨户造册，组织骨干用箩筐

挨户担（粮食）”。衡阳县、石门县有的区委领导

说统购粮食“不是绣花，不能束手束脚”，要完成

统购任务“不出乱子”是不可能的，有的甚至提出

要“带枪下乡”，开展“斗争”[14]。这样，为完成

粮食统购任务，不少地方干部急于求成。衡阳县黄

光乡有的干部第一天到乡，第二天造册，第四天就

发动交粮；有些干部甚至“号召一天就要完成（粮

食）入库任务”。有的乡干部因担心统购任务不能

完成，干脆不宣传政府对农村特定对象的粮食减免

政策。益阳四区乡干说，不要多管闲事，说了会“惹

火烧身，自找麻烦”。有些地区执行粮食减免政策

不规范，粮食册串手续混乱，很多乡出现了农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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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请愿告状的情况。南县有 63 个乡不通过群

众评议即定案送粮，引起群众极大不满，到县政府

告状的一天就有 20 多起 [25]。

( 二 ) 行为的错位

有的乡村干部为完成统购任务，对农民采取强

迫命令的方式，导致恐慌情绪蔓延。有的乡干部

对不愿卖余粮的农民，不是耐心说服，而是批评、

指责和谩骂。桃江县杨家坳乡贫农吴 ××，统购

中他应卖余粮 500 斤，吴 ×× 思想不通，就找乡

干部刘 ×× 要求减少点，刘 ×× 当场指责说“抗

缴余粮，枪毙你”[10]，使吴 ×× 对统购思想很抵

触，开会经常不到，生产非常消极。有的干部逐

户搜查封仓，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自杀恶性事件。

华容六区新鼎乡区干部支持该乡团员文 ×× 率领

民兵 12 人逐户搜查粮食，发现谷子就盖上印，引

起群众惊慌不安。临澧县有的干部说“群众要发

动，命令要强迫，群众是庙里鼓，三天不打落尘

土”。沅江县七区仁安乡贫农王 ×× 在乡干检查

粮食时，问他准备没有，他回答说“没有”，乡

干部竟威胁说“不交粮，收你（蚊）帐被（子）”，

王 ×× 受了气后，竟吊颈自杀了 [25]。长沙县九木

乡少数农民代表和积极分子本来缺粮，但为了响

应政府号召，就带头表现，硬凑数字。八组农民

代表完不成统购数字，但为了不受批评，竟由缺

粮户龙 ×× 等 6 户贫农凑了 320 斤谷来完成任务。

很多农民积极分子之所以能凑数交粮，是认为完

成政府统购任务是硬指标，到将来“真正搞不下

地（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党和政府“不会饿

死我们，放任不管”[26]。还有干部采取“非此即彼”、

排队施压的做法完成粮食统购任务。浏阳县渣田

乡干部动员时召开群众会自报，会场上挂着两个

灯笼，一个上面写着“社会主义道路，生路”，

一个上面写着“资本主义道路，死路”。掌握会

场的人，手握余粮户的摸底数，手持红、白两旗，

余粮户自报彻底了的，就举红旗，群众也拍手呼

“通过”，便往社会主义那边走；报的不彻底的

（即不符合摸底数的户）就举白旗，群众便喊“顽

固分子”“打倒资本主义”。平头乡第五大组用

登红榜、黄榜、黑榜的方式，喊口号，加压力，

使 57 户统购户一次就全部认购，登上了红榜 [27]。

( 三 ) 行为的失位

有的区乡，基层干部统购前缺乏深入细致的

调查摸底工作，片面追求上级布置的数字，导致

应统购没统购、统购户变成统销户、统购户既被

统购却又缺粮的混杂局面。粮食统销时，不少干

部行为失位，导致出现了要统销而没有统销、已

经统销但销得过少的不良局面。有的干部对统销

所剩余的大米分配、处理不当，其处置只由个别

干部决定，对此群众非常不满意。新邵县汤仁乡

副乡长廖 ××，原已统销 160 斤米，后又给他增

加 200 斤米任务；11 片片长廖 ×× 也在原有基础

上增加了 200 斤任务，群众得到消息后十分不满，

提出“要加大家加”“向干部看齐”。一些农民

不满情绪得不到宣泄，对政府和干部的工作十分

抵触，他们中有人愤懑地说“政府是要先饿死农

民”，有人抱怨说“只有一个毛主席，又哪里来

了这么多毛主席”[17]。这些情况造成了地方社会

的震荡和普通农民的不满，一时间使得干群关系

极不和谐。

统购统销政策是 1950 年代中国共产党为形塑

新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决

策和部署。统购统销初期，农民思想的紊乱、生

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前途命运的悲观、对政府的

对抗行为，以及干部模糊的认识和抵触的行为、

信心的缺乏和自利的行为、思想的顾虑、工作的

不主动、窘迫的处境、左右踯躅的行为，都说明：

对乡村社会而言，统购统销要改变的是农民长久

以来的生产、生活习惯，是一个外来物和新鲜事。

要改变上述对统购统销政策质疑、排斥和不配合

的状况，有必要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深度的政

治动员。通过回忆对比的场景、分类归因的宣传

策略、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作用的发挥等等措施，

终于消除了乡村社会实施统购统销政策过程中出

现的各种阻滞力量和不利因素。

但不应忽视的是，与乡村政治动员如影随形的

还有乡村干部行为的越位、错位和失位，其表现

形式有急于求成、程序不清、排队施压、强迫命令、

本位自利、胡乱作为等等。这说明国家政策和措

施要在乡村社会得到顺利推行，必须关照长久以

来形成的乡村传统和农民的思想和行为 [28]；也显

示国家权力的下移、深入和渗透并不具有单向度、

线性的实践逻辑，农民的思想状态和行为取向、

乡村干部权力行使的操略，都可以深刻影响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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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国家政策的实施。因此，如何处理好国家、政

府与农民的关系，仍然是今后社会发展中党和政

府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陈益元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权建设研

究述评 [J]. 中共党史研究，2014（3）：107 .
[2] 薄一波 .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 徐 勇 . 论农产品的国家性建构及其成效：国家整合

视角下的“统购统销”与“瞒产私分”[J].中共党史研究，

2008（1）.
[4] 吴建征，朱汉国 . 国家整合与经济重塑：统购统销与

乡村社会发展之嬗变（1953—1958）[J] .河北学刊，

2015，35（5）.
[5] 田锡全 . 革命与乡村：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

制度：1953—1957[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6] 葛 玲 . 统购统销体制的地方实践：以安徽省为中心

的考察 [J]. 中共党史研究，2010（4）.
[7] 徐 进，钟徐楼芳 . 粮食征购与地方政治：1957—

1958 年安徽省无为县粮食的统购统销 [J] .史学月刊，

2014（5）.
[8] 毛泽东 .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196-198.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79.
[10] 关于桃江县目前农村各阶层生产情绪的调查报告

（1955）[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6—1—
116.

[11] 黔阳县三区片乡代表会思想发动情况（1954）[A]. 湖
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6—1—84.

[12] 在攸县扩干会中的几个问题的研究（1953）[A]. 湖南

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6—1—85 .
[13] 湘乡三区入乡后全区粮食工作情况汇报（1954）[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6—1—85 .
[14] 各地在贯彻“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政策中干部

的几种思想情况（1953）[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

案号：148—1—107.
[15]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在粮食工作中加强对农民进行社会

主义再教育的指示（1957）[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

档案号：141—1—805.
[16] 桂阳县新澄乡统购工作情况与作法（1953）[A]. 湖南

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6—1—71.
[17] 新邵县汤仁乡的粮食统购的不稳定状况（1954）[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6—1—84.
[18] 汉寿庄护乡胜利完成交粮灌仓的几点经验（1953）[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6—1—71.
[19] 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建党工作的意见（1953）[A]. 湖南

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2—1—101.
[20] 长沙情况：第 14 期（1953）[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

档案号：146—1—71.
[21] 批转湘南区党委关于农村统销工作布置的指示（1953）

[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1—1—390.
[22] 会议情况：第 16 期（1955）[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

档案号：141—1—453 .
[23] 陈益元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政治动员研

究：以湖南省土地改革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J]. 中国农

史，2018，37（2）：106 .
[24] 艾森斯塔德 .现代化：抗拒与变迁 [M].陈育国，张旅平，

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2.
[25] 一年来秋征工作情况综合（1953）[A]. 湖南省档案馆

档案，档案号：146—1—10.
[26] 长沙九木乡完成统购入库后深入检查发现的一些问题

（1953）[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6—1—
71.

[27] 浏阳县统购工作中违反政策情况及自杀情况的综合报

告（1954）[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6—1—
85.

[28] 许 君，王兴福 . 博弈论视角下的乡村重构与生态治

理 [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4（1）：
89-94.

                                                             责任编辑：黄声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