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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北战争后，美国南部长期面临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贫困、农村社会发展缓慢等三农问题。

上述问题与南部的种族问题相互交织，加剧了南部社会的落后与黑暗。这其中，南部黑人受害最为深

重，他们被迫大规模迁徙到美国其他地区。20 世纪美国有两次黑人大迁徙的高潮，到 20 世纪 70 年代

有 600 多万南部黑人迁徙。美国南部的三农问题是黑人大迁徙的经济原因，但黑人大迁徙又反过来推

动了三农问题的解决，由此可见迁徙自由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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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Great Migr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in the 20th Century on
the Three Rural Issues in the American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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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South had long been confronted with the three rural issues such as 
the backward of agriculture production methods, poor peasants, and slow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The above-
mentioned problems are intertwined with the racial problems in the South, which exacerbate the backwardness 
and darkness of the South.The African Americans there suffered the most,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migrate to other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 large scal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re were two great migration peaks of 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ill the 1970s, more than 6 million African Americans had migrated out of the 
South. The three rural issues of the South were the economic reason for the great migr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great migration promoted the solution of the three rural issues. It shows that the freedom of immigration is 
indispensable for solving the three rur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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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南部的概念，国内外学界有多种解

释，本文中的美国南部是指南北战争中脱离美

联邦并参加南部邦联（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直译为美利坚联盟国，通常称作南部邦

联、邦联）的 11 个州，即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

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得

克萨斯、弗吉尼亚、阿肯色、北卡罗来纳和田纳

西州（按其在美国内战前退出联邦的时间为序），

这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定义。南北战争后，在美

国大部分地区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

的同时，南部不仅长期停留在农业社会，而且面

临着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贫困、农村社会发

展缓慢等三农问题 [1]。这种具有美国特色的三农

问题与南部根深蒂固的种族问题相互交织，加剧

了内战后美国南部经济贫困、政治黑暗、文化保

守的面貌，而南部黑人更是因此受尽折磨。苦难

的生活迫使南部黑人“用脚投票”，从 20 世纪初

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 60 多年中，有 600 多万南部

黑人迁徙到美国其他地区（北部和西部）[2]8。这

场发生在一国内部、特定种族的大规模迁徙运动

规模之大、历时之久，世所罕见，其对美国黑人

种族的命运和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具有重

大影响，美国史学家称之为“美国黑人历史中继

解放之后最重要的事件”[3]、“美国黑人生活历程

中的分水岭”[4]。南北战争后，美国南部的三农问

题是黑人大迁徙的重要原因，而黑人大迁徙反过

来又有助于缓和、解决南部的三农问题。

一、南北战争后美国南部三农问题与种

族问题之关系

内战后的美国南部，小农经济的租佃制、债务

束缚、单一的棉花经济三大问题彼此依存、相互

强化，形成了一种顽固低效、受制于棉花市场波动、

缺乏技术创新需求和动力的农业生产方式。因此，

在内战后，当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走上列宁所

定义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时，

南部农业却走上了“普鲁士道路”，即“农奴制

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同

时分化出为数很少的‘大农’，使农民遭受几十

年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5]。不成功的战后重建和

错误的发展道路不仅使美国南部农业沦为弱势产

业，更使广大南部农民沦为弱势群体，最终导致

严重依赖农业的南部沦为美国最贫困落后的地区，

就此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三农问题。此问题长

期困扰美国南部，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罗斯福新

政时期才开始得到解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

以基本解决。而其对南部社会的影响之深远，时

至今日仍清晰可见——目前美国人均收入最低的

10 个州中就有 5 个在南部，而南部 11 个州中仅弗

吉尼亚州的人均 GDP 能进入美国前 20 位 [6]40。南

部尤其是内战前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最发达、内战

后三农问题最突出的“棉花地带”（内战前奴隶

制种植园经济占主导地位、内战后仍然以棉花为

主要作物的地区，大致东起大西洋沿岸的南卡

罗来纳州，西至得克萨斯州东部，以墨西哥湾

平原的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三州

为中心 [7]31）诸州仍是美国最贫困的地区。

从 1877 年南部重建（重建是美国南部历史上

的一个重要阶段，大致从 1865 年内战结束到 1877
年民主党完全控制南部诸州政权为止，目前多数

学者认为重建以失败告终 [6]36）结束到罗斯福新政

以前，南部几百万黑人租佃农堪称美国社会最悲

惨的群体，其经济上极端贫困，政治上毫无权力，

甚至生命安全都经常受到私刑威胁，内战后美国

南部的三农问题确实容易被简单化地视作种族问

题或黑人问题。

（一）美国南部三农问题与种族问题密不可分

内战后，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南部种植

园无以为继，几百万除了名义上的人身自由外一

无所有、世代以来除了种棉花外一无所长的黑人

无以为生。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种植园主纷纷

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黑人或贫穷白人，绝大

部分被解放的南部黑人成为租佃制的谷物分成农。

这种谷物分成农与美国其他地方乃至中国 1949 年

以前的普通租佃农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没有最

基本的生产乃至生活资料，均需向种植园主（严

格说来此时已转型为地主，但许多过去的种植园

主在内战后仍保留部分肥沃土地自己耕种，故国

内外学者大多仍以“种植园主”称之）赊购；在

收获后先按约定的比例用收获物向种植园主缴纳

地租（此之谓谷物分成），再以名义上属于自己

的剩余收获物连本带利（利率通常高达 25%[8]）折

价归还赊购款项。作为条件之一，分成农没有经

营自主权——种植园主迫使其长期从事单一的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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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种植，甚至不允许其为家庭种些口粮（主要原

因一是为了确保农民继续赊购粮食、难以摆脱债

务，二是棉花市场高度成熟、交易成本低）；而

其生产的棉花在交租还债后即使还有剩余，也只

能出售给种植园主。通常情况下，种植园主向农

民赊销生产、生活资料的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格，

而收购棉花时则会强制压价。更有甚者，由于内

战前的南部法律明确规定教奴隶识字是犯罪行为，

内战结束之初的南部黑人几乎全是文盲，种植园

主和无良商人往往借此做假账来盘剥黑人农民。

地租、高利贷、双轨价格、强制性压价收购、做

假账等多重剥削使得许多谷物分成农全家终年劳

作却仍然欠着种植园主的债。一位出生于佛罗里

达州的黑人回忆，在其童年的 20 世纪 20 年代，“在

佃农制下，只有种植园主可以把谷物拿到市场上

去卖或者把棉花送到轧棉厂。佃农只有得到种植

园主的许可，这些东西才真正属于他。待种植园

主扣除提供的一切东西——种子、化肥、衣服和

食物——经结算之后，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佃

农了。”[2]55 追根溯源，南部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在于内战和战后重建未能解决被解放黑人奴隶的

土地问题，导致内战后的南部农业走上了错误的

发展道路；而三农问题的最大受害者亦是占南部

黑人中绝大部分的黑人农民。所以，南部的三农

问题确实带有明显的种族色彩，容易被简单地视

为黑人问题。

（二）美国南部三农问题不是纯粹的种族问题

虽然内战前南部的种植园主和内战后的大地

主基本上全是白人，但白人小农在南部农民中也占

有相当数量，并与内战后的黑人租佃农一样备受

折磨。内战前夜的 1860 年，南部诸州共有奴隶主

家庭 38.4万户，无奴隶的自由人家庭 151.6万户（上

述数据包括少量自由黑人家庭和极少量拥有奴隶

的自由黑人家庭）。换言之，约 3/4 的南部自由人

是没有奴隶的 [7]44，他们大多以务农为生。但由于

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显然无法与奴隶制种植园竞

争，南部的白人自耕农大多居住在农业生产条件

较差的丘陵、山区，其主要为自己的家庭准备粮食，

偶尔种少量棉花 [9]711。其中，大多数人生计艰难，

被称为“穷白人”，在南部白人社会中处于最底层。

而内战“永久地改变了南部白人自耕农的独立生

活方式”，一是因为战争造成其财产大量损失，

二是“战后一连串的农业歉收使他们的情况变得

更糟糕”[9]711。总之，内战后多数南部白人小农与

黑人租佃农一样要靠借贷度日，被迫种植更多的

棉花并以未来的收成为抵押。1860 年，白人小农

生产的棉花占南部棉花产量的 10%，到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这一比例已升至 40%，足见白人小农也

日益受制于借贷资本。相应地，“许多原来拥有

土地的人此刻也沦落到分成租佃农民依赖他人的

困境，只能租种他人的土地。”[9]7111889 年，阿肯

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分别有 75% 和 70% 的白人小

农无力偿还债务 [10]。由此可见，内战后南部的三

农问题是不分种族的，白人小农与黑人农民一样

是受害者。

二、20 世纪美国黑人大迁徙的两次高潮

1877 年南部重建失败后，面对日益恶劣的生

存环境，一部分南部黑人开始谋求迁徙，当年南

卡罗来纳州甚至有部分黑人试图移民到非洲的利

比里亚（最终于 1878 年仅 206 人成行）[11]392-393。

1879 年南部黑人移民堪萨斯州（位于美国中西部，

与南部相邻）的行动被当时的媒体称为“黑人大

移民”。但由于堪萨斯当地居民的严重敌意，实

际移民人数估计仅 0.6 万 ~2.5 万 [11]393。1890 年以

后，南部黑人向外迁徙有加速之势。1890—1900年，

南卡罗来纳州有 6.5 万黑人迁出，弗吉尼亚州有 7.1
万黑人迁出 [12]220。

1900 年，美国共有黑人 8 833 994 人，其中

911 025 人生活在北部和西部各州 [11]395，换言之，

当时生活在南部的黑人占美国黑人总数的 89.7%；

到了 1950 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约 67%[11]511，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进一步下降到 53%[2]10。总的来看，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迁徙到北部的黑人数量

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北部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同样

严重，而来自欧洲的移民又足以满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北部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20 世纪黑人大

迁徙的两次高潮都与世界大战带来的战时经济景

气和劳动力缺口有关。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

国黑人大迁徙

1914 年一战爆发后，欧洲主要国家几乎全部

卷入，参战国纷纷限制本国公民移民海外，加之

德国潜艇又在大西洋上频频袭击协约国商船，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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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对美移民人数锐减。1914 年入境美国的移民

还有 121.848 万人，1915 年降至 1914 年的 1/4，
1918 年降至 1/10[13]。与此同时，美国利用战争

初期的中立地位大发战争财。1913—1916 年，

美国对欧洲出口总额从 15 亿美元激增至 38 亿美

元 [12]389。对欧贸易特别是军火贸易带来巨大的需

求，美国工业（当时主要集中在北部）开始面临

劳动力短缺问题。在 1917 年 4 月美国正式参战后

到 1918 年底战争结束前，累计有近 300 万青年应

征入伍 [12]413。工业中的劳动力缺口进一步扩大，

北部资本家纷纷派人到南部招工。当时的媒体报

道：“招募人员会在黑人聚集的地方来回穿梭，

不停地小声说道：‘想去芝加哥工作的，找我。’”[2]164

据估计，1915—1918 年迁往北部的黑人不下 50 万

人。他们基本流入工业部门，其中约 15 万人进入

铁路部门，15 万人进入其他交通运输部门，2.7 万

人被造船业雇佣，罐头制造、钢铁、采煤和汽车

等行业也吸纳了大量黑人 [11]480。尽管绝大多数黑

人依旧干着低技术含量、低工资且最艰苦的体力

工作，但“铁路上的职业技术性工作第一次雇佣

了黑人”[12]410。这种迁徙的势头延续到一战之后，

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 • 索威尔（Thomas Sowell）
估计，20 世纪 20 年代离开南部的黑人超过 75 万

人 [14]。

此外，南部黑人从农村就近向城市迁徙的规模

也很大。20 世纪 20 年代，南部城市中的黑人居民

增加 39.7 万人，而农村中的黑人居民减少 47.9 万

人；20 世纪前 20 年，南部城市中的黑人居民累计

增加 48.9 万人 [12]219。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

国黑人大迁徙

1929 年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及此后长期的经济

衰退减缓了黑人迁徙的势头，但 20 世纪 30 年代

仍有约 40 万南部黑人迁往北部 [15]979。二战爆发后，

美国政府一面整军备战，一面大力援助同盟国家，

巨额政府开支成为经济复苏的最重要动力。而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直接参战

后，其对劳动力的需求更是急剧扩张——二战爆

发时，美国军队总人数为 33.5 万人，到战争结束

前竟膨胀到 1 514 万人 [16]34；战争期间的平民就业

人数也增长了近 1/5。这些新增的兵员和就业者中，

不仅有 700 多万萧条时期的失业者，还有许多过

去被认为不适合工作的少年、老者，以及几百万

走上工作岗位的妇女 [15]1075-1076。战争期间，北部制

造业诸州和西部太平洋沿岸新兴的工厂对南部黑

人敞开了大门，南部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被迅速

吸收，以致每逢收获季节教育部门要安排中学生

下乡支农 [16]34。仅在 1940—1945 年间，从南部农

村迁往各工业城市的黑人就有 60 多万人 [17]75。

战争期间过度膨胀的美国农业在战后遭遇了

长期的农产品过剩，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都大

幅下跌。1948 年，美国农民收入还占国民收入的

8.9%，到 1956 年已降至 4.1%。跌幅如此之大，还

在于农业人口持续减少——仅在 1956 年就有 10%
的农业人口迁往城市。这种情况在南部尤其明显。

在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过去长期占经济主导地

位的棉花产业急剧衰退、最低工资制度导致南部

企业裁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40—1970 年南

部共有 458.6 万名黑人迁出 [18]155。

三、美国南部的三农问题与黑人大迁徙

相互影响

（一）美国南部的三农问题是黑人大迁徙的经

济原因

如前所述，20 世纪美国黑人大迁徙的基本方

向是从南部迁至美国其他地区（主要是北部）。

南部黑人之所以在 60 多年（如从南部重建失败的

1877 年算起则持续近百年）的漫长时间里持续不

断地背井离乡，根深蒂固并在内战后变本加厉的

种族歧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重建失败后南

部形成的种族隔离制度、黑人长期被视为二等公

民备受压迫尤其是惨无人道的私刑威胁是政治原

因，而南部三农问题长期持续、农民极端贫困可

视为经济原因。在 20 世纪初，“南方是全国最贫

穷的地区，而在南方内部，黑人又是最贫困的。”[19]269

从内战后到罗斯福新政前，南部农民尤其是南

部黑人农民普遍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与全国其他

地区形成强烈反差。内战前夕的 1859 年，南部棉

花种植园中黑人奴隶的年均产出为 147.93 美元，

而 1879 年南部黑人谷物分成农的年均产出仅 74.03
美元，整整下降了一半 [20]382。直到 1890 年，南部

人均收入才恢复到内战前的水平，但其占全国人

均收入的比例已由内战前的 3/4 降至 1/2[19]263。北

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农妇回忆 19 世纪 90 年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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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收成最好的一年是挣了 179 美元……大多数年

份都只有 50 或 60 美元”[21]。内战后的南部，农

民往往终年辛苦劳作却只能勉强糊口，基本没有

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的可能；许多人甚至无法

在还贷后自筹下一年度的生产、生活费用，只能

继续向种植园主或商人赊购，从而在贫困和债务

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880 年《美国棉花生产报告》

指出：在南部，小租佃农场主，主要是黑人，竭

尽全力都无法偿还债务是其普遍经历 [22]。统计数

据显示，1890 年，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和北卡罗

来纳州黑人人均财产仅为 16.46 和 14.07 美元；更

靠近北部、相对富裕的阿肯色州，1895 年黑人人

均财产为 29.96 美元 [23]。1930 年，南部 3/4 以上

的黑人都是佃农，仍处于终年劳作却基本没有现

金收入的状态 [24]。耶鲁大学人类学家霍顿斯 • 鲍
德梅克（Hortense Powdermaker）的统计结果也显

示，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只有不到 1/5 的佃农在年

终结算时能获得 30~150 美元的盈余（换言之就是

日平均工资 9~48 美分），而其余 80% 的人要么得

不到任何东西，要么发现自己还欠着种植园主的

债。对此，佃农们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因为“一

个种植园主如何对待自己的佃农并不会引起公众

的关注。相反，和他用什么牌子的牙膏一样，这

被看作是他的私事”[2]171。

（二）黑人大迁徙有助于解决美国南部的三农

问题

首先，黑人大迁徙有助于改善南部黑人农民

的处境。对一战爆发后的黑人迁徙浪潮，南部主

流社会最初至少在表面上是不在意甚至喜悦的，

如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一家报纸写道，“随着

北方黑人的增多，南方白人占的比例就越来越

高”[2]165。不久以后，不仅农村中的黑人大量流出

导致“棉田、稻田和烟草种植园都杂草丛生，无

人采收”[2]168，城市中诸如菜市场、公路养护等低

报酬的体力工作也逐渐乏人问津。南部白人开始

感到恐慌，南部各州政府纷纷出台各种应对措施，

如禁止北方派员前来招募黑人，用逮捕和截停等

高压政策禁止黑人离开，甚至派人到北方游说迁

徙的黑人返回等。当时的媒体评论：“南方采取

的高压政策和强制措施可以与苏联（从时间上看

应为苏俄，笔者注）相提并论了。”[2]167 然而，这

些高压政策不但没有效果，反而更加坚定了黑人

离开的决心。最终，从种植园主开始，南部社会

对黑人的歧视和压迫逐渐有所松动。美国劳工部

的报告显示，在 1916—1917 年，“因为劳动力极

度匮乏”，“佐治亚州奥尔巴尼附近的一位种植

园主收起了自己的鞭子和手枪，此外他还习惯了

自己驾车以及在佃农面前低声下气”[2]168。当时南

卡罗来纳州的报纸曾将黑人迁徙归咎于对黑人的

私刑迫害：“如果因为犯了一点点小错就被处以

私刑，你还会待在南卡罗来纳州吗？”[2]166 而此后

不到10年，亚拉巴马州的报纸声称：“自从1924年，

私刑的数量就明显减少。”[2]531 据统计，1900、
1910、1920、1930 年代美国黑人遭遇私刑的年均

数量分别为 75.8、56.3、28.1 和 11.9 人。在 1922
年及以前，除个别年份外，每年遭遇私刑的黑人

数量不低于 50 人；1923 年降至 29 人，1924 年

为 16 人，此后除个别年份外均未超过 20 人；从

1936 年开始则再也没有超过 10 人 [25]。这些数据

都可与上述媒体报道相印证。

其次，黑人大迁徙有助于南部农业走向规模化

大生产。如前所述，南部三农问题的基础之一是

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1940—1969 年，美国农场

总数从 300.7 万个下降到 116.1 万个，其中南部的

农场数量减少了 61%；而黑人农场（美国的相关

统计中，租佃农包括南部的谷物分成农都被称为

租佃农场主，故此处的黑人农场应理解为黑人经

营的农场，不涉及农场的所有权）的数量， 1920
年 为 925 710 个，1940 年 降 至 681 790 个，1950
年为 559 980 个，到 1970 年只剩下 87 393 个 [17]78。

不管是黑人农民主动放弃还是遭遇兼并的结果，

客观上，黑人农民的大量迁出有助于促进土地集

中、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生产。二战期

间大批农村青壮年（不仅限于黑人）走进军队和

工厂，使得南部在内战后第一次出现了劳动力短

缺的现象，采摘棉花的工资水平从 1930 年的每

磅 1 美分增长至 1946—1947 年的每磅 7 美分，而

1945 年机械采摘棉花的平均成本仅为每磅 1.4 美

分 [18]118。人力成本的上升迫使南部农场主采用机

械化生产。1945 年，南部每磅棉绒的平均生产成

本是 16.6 美分，而在全面机械化生产加大规模种

植条件下可降到每磅 7 美分。机械化大生产与传

统的手工劳动之间巨大的成本差异，最终导致在

大约 20 年的时间里，南部棉花生产者由二战前的



60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3 期（总第 146 期）

100 多万人剧减至 5 万人 [18]118。尽管这一剧烈变化

导致大量黑人农民流离失所，但是南部农业从此

不再是落后和弱势产业，三农问题中的农业问题

得以基本解决。

四、从美国黑人大迁徙看迁徙自由对解

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20 世纪六七十

年代民权运动以前，美国南部广大黑人除了在重

建时期曾短暂地享有并行使选举权、参与南部政

治生活外，在政治上基本没有权力，无法用手投

票的他们只能选择“用脚”投票。事实上，早在

内战前，废奴主义者就通过“地下铁路”（从 19
世纪初开始，美国北部的废奴主义者潜入南部带

领、帮助奴隶逃亡的线路，主要有两条干线，一

条从南部经过俄亥俄州到加拿大，另一条沿着东

海岸通往北部 [26]）帮助黑人奴隶逃到北部甚至加

拿大，《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混血女奴伊莉莎一

家人一路向北步步惊心的逃亡经历便是“地下铁

路”的真实写照。到 1850 年之前，成功逃离南部

的奴隶数目，目前官方估计为 10 万人左右 [27]。较

之于内战前南部的奴隶总数，这个数目不算大；

但考虑到当时南部奴隶主严密的军事统治和残忍

的报复措施，这已是殊为不易，足见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亘古不变、中外皆然的。南北

战争终结了罪恶的黑人奴隶制，使南部几百万黑

人至少在名义上获得了人身自由，从而为此后长

期的黑人大迁徙扫清了最大障碍。内战刚刚结束，

就有许多被解放的黑人为寻找在奴隶制下被迫分

离的家庭成员而长途跋涉。当时的媒体报道，有

人“为寻找战前被卖掉的妻子和孩子，步行 600
英里从佐治亚走到北卡罗来纳州”[9]703；但由于

内战前奴隶很少被卖到自由州，这种以一家团聚

为目的的迁徙活动一般不超出南部的地理范围。

1877 年南部重建失败后，南部黑人向外迁徙之势

再起，其经济原因是三农问题下黑人农民的极端

贫困，政治原因是重建失败后南部社会对黑人变

本加厉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从 1877 年重建失败到

20 世纪 70 年代，此次黑人大迁徙持续时间近百年

之久，总人数远远超过内战前的南部黑人总数（根

据 1860 年的人口普查，南部各州有黑人奴隶约

352 万人，另有自由黑人 20 多万人 [28]），其不仅

是推动解决南部三农问题的重要因素，更对南部

乃至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

了深远影响。

美国是世界上发达国家之一，但三农问题在美

国却持续时间如此之久、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其

顽固性由此可见一斑。中国当前的三农问题，虽

然从成因到表现形式均与历史上美国南部的三农

问题有本质区别，但美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经

验仍不乏参考价值。1949 年以来，迁徙自由权在

具有宪法性质的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和 1954 年宪法中得到确认，而在此后

的 1975 年、1978 年和 1982 年宪法中均未列入。

缺乏迁徙自由是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这已

基本属于学术共识，即所谓“解决农民问题的关

键在于消灭农民”。从美国经验来看，无论几

百万黑人农民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南部，20 世纪

的美国黑人大迁徙都在客观上减少了南部农业内

部的小农经济成分，推动了美国南部土地集中化、

农业生产机械化和农业经营规模化，是南部三农

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足见迁徙自由对

解决美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总的来看，国家是逐步放开对

农民迁徙限制的，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总数达到

2.53 亿的历史峰值。目前，中国农民自由流动早

已不是问题，但还谈不上自由迁徙。2013 年，温

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推进

户籍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为人

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29]，

这是“自由迁徙”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4
年 7 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

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

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到 2020 年，基本建

立……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 1 亿左右农业转

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30]。相关学

者指出，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机制，“让农民充分

享受到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公民权利，进一步消除

户籍制度障碍，加快推进城乡居民一体化建设”[31]。

可以预见，中国农民迁徙自由的逐步复归与中国

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将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良性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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