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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 学界万象 

 

  费孝通很早就提议重新打开“丝绸之路”，推进中国西部发展，打开西部国际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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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孝通先生 80 岁生日时，有人问他一生究竟要做点什么事？他回答说：“志在富民。”费老

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代宗师，其研究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

坚持学术研究要服务社会并致力于“富民”，提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应该服务于满足人民的需要。 

    探索农村发展的出路 

    在《江村经济》这部代表作的序言里，费老明确提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理解传

统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性以及新的经济变迁对人民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他通过大量实地调查资

料来说明，由于农村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外部竞争的影响，农民陷入极其贫

困的境地。他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程

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饥饿问题。 

    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费老很早就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前途在于工业化，而增加农民收

入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同时，他通过对以合作为基础的江村小型工厂的实验，来试图解

释和分析中国乡村工业化发展的特征和意义。 

    20世纪 80年代以后，费老“重访江村”，以此为新的起点，逐步扩展到对全国其他省市自治

区的考察和研究，研究问题延展到扶贫脱困、小城镇建设、区域发展以及与发展紧密相关的文化

问题。在《三访江村》一文中，他以自己研究中国社会作为起点，深入阐述了中国农村经济从 20

世纪 30年代到 80年代初之间 40多年经历的深刻变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

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江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小城镇”蕴含“大问题” 

    在农民收入增加以后，费老提出，如何引导农民对生活资料的消费和如何有效规划并更新农

村的面貌，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开展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内容。他特别提到，作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的江村，在 20世纪 80年代初已经出现了乡镇企业发展的苗头，并将这种现象总结为“工业下乡”，

指出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工农结合和消除工农差距的一条道路。用今天的话来总结，

在 20世纪 80年代，费老提出的“乡村工业化”道路是造福农民和缩小城乡差距的必要步骤。他

基于对家乡农村的深入调研，结合人地关系和农村经济结构与发展变革的潜力，比较有力地阐明

了在那个年代里农村“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局面。 

    基于改革开放后江村的变化，费老开始关注农民富裕后的城镇化问题和其他地区的社会经济

发展问题。1983年 9月，他以《小城镇大问题》为题，就城镇研究做了一次重要的学术发言，他

提出小城镇发展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既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带动了以

城镇或集镇为核心的小型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促进城市化同时又避免大城市人口过多等

问题的一个出路。同时，他清醒地指出，不能只看到小城镇的繁荣这一现象，也要看繁荣背后的

事物，即小城镇的发展会带来哪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对于“小城镇”在中国城市

化进程中究竟如何归属，费老指出，小城镇是联结城乡的纽带，应该成为农村的服务中心、文化

中心和教育中心，这些观点在那个时代是超前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即使在今天，尽管



 

第 2页 共 2页 

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小城镇的发展仍然离不开他所提出的三个基本功能。他还在文章

中提出，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小城镇的类型和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应从乡村工业发展的

多样性与复杂性入手，再深入考察小城镇发展的大问题。 

    “富民”和“脱贫”是全国一盘棋 

    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与目标上，费老一直没有忘记边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内陆地

区的发展，他始终认为，“富民”和“脱贫”是全国一盘棋，应该进行统筹规划有序进行。20 世

纪 80 年代末，他在题为《全国一盘棋》的文章中写道：中国的发展，从地区来讲是一个先发展

和后发展的问题，从个人来讲是先富后富的问题。“共同富裕，协调发展”，这一指导思想不能动

摇。 

    费老不断强调，富民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缩小东部与西部之间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

差距。他提出西部地区的发展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和东西联营来实现，同时要注重因

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模式。最令人惊叹的一点是，费老很早就提议重新打开“丝绸之路”，推进

中国西部的发展。他认为，甘肃、宁夏、青海三省（自治区）历史上就属于一个经济地带，这个

经济中心的恢复和发展，更长远的意义就是重开向西的“丝绸之路”，打开西部国际市场。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国际市场比东部国际市场更有潜力。 

    费老很早就认识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绝不只是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需要，要考虑到更高

层次的文化需要，要致力于追求精神世界的美好性。基于此，社会学研究者要进入农民的生活世

界，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和诉求，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之道和提升生活质量尽己之力，这就是费

老所说的“学以致用”。只有这样，社会学的知识和方法才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主题链接 

    费孝通论城乡发展 

    现代中国主要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在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之

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发挥着沟通、协调、缩小差别、促进融合的建设性作用。事实上，通过发

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中国农民不仅是在创造着巨量的物质财富，也在创造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和

富有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