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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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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多种因素交互的结果，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从恩格斯历

史合力论的角度分析湖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湖南省农业改革历史发展的必然，并且总结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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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存在其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原因。“历史合力”的意志作用论强调的是人的因素。所谓的

历史就是一些有意识的主体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结果,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因为环境的不同起到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的合力是历史

决定和主体选择的结果，而恰恰历史中人们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决定和主题选择的表现形式。湖南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

了从联产计酬到联产承包的发展过程，在探索双层经营管理体制的进程中，推进农业的家户经营模式最终建立，使制度创新成

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促进社会结构的转型和重构。其最终的确立同时也离不开中央、地方以及基层的三方合力。 

1 湖南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离不开中央文件的指示 

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年冬天，湖南许多地方实行了包工到组的联

产计酬责任制。据现有资料记载，1979 年全省有 10.7%的生产队生产到组，联产计酬。但是在当时由于思想上的禁锢尚未完全

摆脱，省委仍然顾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同年 4 月，开始了“纠偏”以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并且在 1980

年春，省委再次提出“三不准”—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不准搞以作业为核算单位。然而，搞联产承包的生产队有增

无减。1981 年春夏，湖南一些地方在上年受灾的情况下出现了春夏荒。可是，竟有 80 多个县的 1030 多个公社因为两年来实行

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而增产，从而有可能向国家卖出余粮 2800多万斤。对此，省委领导成员思想上开始发生了变化。与此

同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当年 2 月来湖南省视察工作时，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要搞包到户。中共中央委员王首道 3 月来

湖南省调查后，也写了《责任制给广大农村带来了蓬勃生机》的文章。同年 5月 10～14日，省委召开各地、市委和有关部门负

责人的座谈会，会议要求各地尽快建立符合当地实际和农民满意的生产责任制。1981 年 11 月,湖南省委在华容、沅江召开全省

农村工作会议,开始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 1月 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中央一号

文件）承认“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的,是一次认识上的大突破。1983 年 1 月,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

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全面彻底地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到位在

湖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推进的。 

湖南省的农村经济发展是跟紧中央文件指示的，中央所召开的全会以及“一号文件”连续五年的发布给予湖南省农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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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不仅仅是政策上的帮助，重要的是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偏见”的纠正和逐渐认可，对所有干部之前所存在的“左倾”

思想的改变，中央的文件指示确定了湖南省的农业走哪个方向的路，让有想法联产承包的干部有据可依，能放心大胆地开展地

方工作；让有想法联产承包的农民放开手脚，能鼓足干劲提高生产积极性，中央文件的指示就是一剂强心药，它掀起了全国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浪潮，推动了湖南省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 

2 湖南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确立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 

湖南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是有据可依的，是符合实际并且因地制宜的。以沅江县为例，沅江县 4831个生产队到目

前为止，已普遍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实行定额计酬的 337个队，占比 7%；联产到组的 281个队，占 5.8%；联产

到劳的 481个队，占 10%；四统一两包干（即：统一种植计划、统一管理和使用大型农机具和耕牛、统一管理农田和水利设施、

统一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抗御大的自然灾害，包干完成上交国家的征、统、派购任务，包干完成集体的提留任务）的 3730个队，

占 77.2%。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1979 年是“堵”，除了定额计酬外，对其他责任制形式基

本上是堵着不准搞；1980 年是“扭”，把分组联产扭到专业承包上来，结果堵不住，扭不转，往往与群众顶牛。今年，我们吸

取以往的教训，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意见，抓了一个“导”字。对照中央文件，联系当地实际，大家觉得无论是实行联

产到劳责任制，还是实行统下包责任制的生产队，一般都要坚持两个不变：土地、大型农机具、水利设施等仍然归属于集体所

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没有变；在产品分配上强调了正确处理三家关系，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变，仍然是

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同时，现在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许多农民还依靠手工操作，联产计酬更能符合当前农业生产力的

性质。已经搞了的生产队来看，在湖区的该统不统，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群众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该包的不包，也不能调

动群众的积极性。既统又包就把这两者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了，增产效果是明显的。 

湖南省的地方干部善于总结和学习经验。在全省农业座谈会上积极交流经验，会后也及时总结和归纳省内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榜样”地区的工作经验。湘潭、怀化、涟源、邵阳、岳阳、益阳、常德、零陵等地区的同志说，华容县的“统、专、包”

是当前生产责任制形式中，一个比较完整的好经验，它把农业生产逐步引向了社会化、专业化、商品化，为社会主义大农业闯

出了一条新路子，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统”维护了集体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发挥集体生产的优

越性；“专”，是生产社会化合理分工的必然结果，体现了组织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的科学性；“包”避免了吃“大锅饭”的弊

病，有利于充分发挥社员个人劳动积极性。湘潭地区的同志认真分析了全区责任制的现状，虽然全区 95%以上的队搞了“双包”

责任制，但是真正像华容那样搞得比较完善的只占 30%。茶陵县委副书记张汉清同志说，原来在家里总觉得自己搞“双包”这个

搞法没有社会主义味道。这次看了华容的经验，感到“统、专、包”是符合多数生产队水平的，回去提高农业生产责任制有路

子了。怀化地区的同志说，华容、沅江在建立责任制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了宜统则统、宜包则包。 

湖南省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动和确立离不开地方干部、地方性文件和地方政策的支持。湖南的地域性特色只有湖南人民

最为清楚，即便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浪潮之下，湖南省也要把握好地域特色，因地制宜的推广联产承包，盲目地照搬照抄小

岗村的成功是不科学的，湖南省的联产承包是融入了地方性特色的联产承包。 

3 湖南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离不开基层、农民群众的探索 

岳阳华容县是敢于尝试的湘籍的“先头兵”，岳阳市华容县的生产大队也在偷偷实行着“包产到户”，万庾公社兔湖垸大

队是最早的一批。1978年，在党支部书记陈克斌和几名村干部签字作证下，兔湖垸大队第 10队的 35户村民签下责任自负的“生

死契约”后分了田。这一干，拉开了湖南农村农业改革的大幕。 

“以前粮食产量太低了，村民们都吃不饱。”2019 年 9月 7日，在华容县万庚镇的养老院中，今年 87岁的陈克斌陷入了回

忆。当年，在公社体制下，一亩田只能产两三百斤粮食，百来斤棉花。在凤阳小岗村的启示下，陈克斌在不顾一部分村民反对

的情况下实行起了“包产到户”。“有些家里人口多，负担比较重，自己劳力又不强的村民比较反对我的做法。”陈克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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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把“包产到户”实行下去，陈克斌一家一家上门做工作，好在大多数村民是支持的，这让陈克斌心中有了底。“当时武

装部长很支持我，我才敢放开手脚。”陈克斌回忆道，他的做法也得到了当时华容县委的支持。1981 年兔湖垸大队全面试行分

田到户，当年 10 月底，省委在华容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听取“包干到户”工作经验。同年 11 月，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在华

容县召开，华容县经验得到推广。 

湖南郴州的某些农民在也早就把地分了,农村的改革湖南农民走得很靠前，据《郴州地区志》记载，1979年春，在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汝城、桂东、资兴、宜章等县的部分生产队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对此，党内外部

分干部心存疑虑，怕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担心“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敢大胆支持，有的甚至派工作组去“纠

偏”……1980 年 9 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发出后，地委组织各县市委书记深入

调查包产到户的情况，发现包产到户受到农民欢迎。1980年 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郴州，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

发展经济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区内干部对包产到户的疑虑逐步消除……1981 年底，全区有 81%的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1982年底，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达 99.7%。 

湖南省的农业发展离不开农民，离不开基层人民的探索与创新，湖南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也离不开农民，农民是

最能感受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利弊，也是最能直接影响农村经济的群体。 

4 经验与启示 

社会运动和历史改革的主体是人，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最直接的原因是农民生产、生活情况的窘迫，在十

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全国有 10亿人口，其中有 8亿是农民，农民解决农业问题是最直接的办法。就可以解释得了为什么有人说：

“改革开发的前沿在农村了”。解决好农村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特色农村经济体制建设问题，这场变革是有实践意义和具有创

新性的。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指导之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俨然就是解决问题的“利剑”。湖南省虽然是“鱼米之乡”，但

是贫困人口仍然不在少数，1982 年的全省推广，既是顺应全国联产承包的潮流大势所趋，也是湖南省农业内部生产关系的一次

良性调整，也是对传统的农业管理形式的一种扬弃。时至今日，37年的历史，联产承包责任对今天的湖南农业的影响仍然深厚，

今天的湖南省农业已经进入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新阶段，湖南省也面临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转型，而这一转变的形成，不难

从联产承包责任中汲取经验，当年的责任制的确立少不了中央、地方、基层的三方协作如今的湖南省现代化农业也少不了，当

然新时代下，农业更加需要与工业、商业、手工业、信息业等跨界协作一同完成向现代化农业强省的转型，使湖南省的农业生

产水平迈向更高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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