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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２０１４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 “坚 持 和 完 善 农 村 基 本 经 营 制 度 研 究” （项 目 编 号：１４ＡＺＤ０２９）、

２０１４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项

目编号：１４ＢＤＪ０２９）、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 “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 息 化、城 镇 化 同 步 发 展 研 究”

（项目编号：ｓｋｑｙ２０１４１８）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经济关系思想刍论＊

蒋永穆　鲜荣生　张晓磊

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

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系统梳理和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

城乡经济关系思想，对深刻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意义重大。马克思和恩

格斯认为，城乡经济关系的演进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城乡发展阶段，

城市与农村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资本主义使城乡对立日益尖锐化；消灭城乡对立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需要同时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实现城乡融合，将成为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城乡

经济关系思想的独特品质，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城乡经济关系思想的基本框架，创

立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城乡经济关系思想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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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晓磊，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

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 城 带 乡、工 农 互 惠、城 乡 一 体 的 新 型 工 农 城 乡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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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具体而言，要 “加快构

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

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要实现上述目标，不仅有赖于在推进城乡发

展一体化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更需要以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

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创建了历史唯物论，并以此研究资本主义城乡经济关系的历史形

成、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形成了对城乡经济关系的科学认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

义指导地位，是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根本思想保证，对我国现阶段推进城乡发展一体

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深入研究马克思主

义经典文献，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城乡经济关系①思想进行系统梳理。

一、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经济关系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

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②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

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③ 考察当时

的社会历史条件，是 我 们 科 学 认 识 和 理 解 马 克 思、恩 格 斯 城 乡 经 济 关 系 思 想 的 前 提。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经济关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１９世

纪４０年代。在当时的西欧社会，工业革命是最显著的时代特征。恩格斯精辟地指出：

“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运动的动力。”④ 在

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工农无产阶级诞生。

第一，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西欧各国在进入工业革命阶段后，社会生产力得到

了惊人的 发 展。以 英 国 为 例， “自１８０１年 以 来，棉 织 品 的 输 出 量 增 加 了７倍……

１８００—１８２５年，麻纺织品输出量增加了２　０００万码……１８８０—１８３５年，金属制品的输出

①

②
③
④

城乡经济关系是广泛存在于城市 和 农 村 之 间 的 相 互 作 用、相 互 影 响、相 互 制 约 的 普 遍 联 系 与 互 动 关 系，

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经济关系在城市和乡村两者之间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市民和农民的关系、

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及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５４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０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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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了３倍……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煤的开采量的增加是无法计算的。”① 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城乡对立更加尖锐；另一方面则蕴藏

了推动城乡经济关系积极变化的因素。

第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人口和资源日益集 中，西 欧

各国出现了城市化的浪潮。同样以英国为例，“郎卡郡是棉纺织业的摇篮，而棉纺织业

又使郎卡郡完全革命化，把它从一个偏僻的很少开垦的沼泽地变成了热闹的熙熙攘攘

的地方；这种工业在８０年代内使郎卡郡的人口增加了９倍，并且好像用魔杖一挥，创

造了居民共达７０万的利物浦和曼切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城市。”② 城市化进程

加快，一方面使得城乡人口流动加速，另一方面又使得城市环境严重恶化。

第三，工农无产阶级诞生。恩格斯指出：“１８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 最 重 要 的 结 果

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 了 无 产 阶 级。”③ 在 城 市，资 本 主 义 工 业 的 发 展 不 仅 制 造

了大量无产阶级，还使得他们日 益 集 中；在 农 村，资 本 主 义 在 农 村 的 发 展 过 程 也 成

为农民受资本家剥削而 日 趋 破 产 甚 至 灭 亡，成 为 农 民 无 产 阶 级 的 过 程。工 农 无 产 阶

级在城乡对立的背景下生 活 状 况 日 益 恶 化，他 们 将 成 为 未 来 彻 底 改 变 城 乡 经 济 关 系

的主力军。

二、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经济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并未专门就城乡经济关系问题在某一著作中做集中而系统的论述，

其城乡经济关系思想散见于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

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 《共产党宣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 《论住宅问题》、

《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 《法德农民问题》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

将这些思想片段进行归集汇总，我们可以清理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乡经济关系思想

轨迹，并概括出主要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关于城乡经济关系的观点，在

区分现代工业城市和古代城市本质不同的基础上，认为城乡经济关系的演进经历了一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０－１０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９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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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城乡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反映出不同的类型；

城乡的对立发生在私有制阶段；资本主义为城乡经济关系的调整创造了历史上任何社

会形态都无法比拟的条件，发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它固有的私有制本性

使它不但不能消灭城乡对立，反而使城乡对立更加尖锐；消灭城乡对立是社会发展的

必然趋势，但需要同时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实现城乡融合将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

重要标志。

（一）城乡经济关系的演进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

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

（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做王公的营垒，看做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

（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

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 ［历史］是 乡 村 城 市 化，而 不 像 在 古 代 那 样，是 城 市 乡 村

化。”①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精炼地概括了城乡经济关系的演进阶段和基本特点。

１．城乡经济关系发展阶段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包括资本主义时期在内，城乡经济关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

发展阶段。

一是城乡混沌合一阶段。城市和乡村都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由社会分

工所导致的。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 社 会 生 产 力 低 下，缺 乏 社 会 分 工 的 条 件，尚 未 产

生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恩 格 斯 指 出，直 到 原 始 社 会 末 期，才 出 现 了 “用 石 墙、城 楼、

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② 在这个阶段，虽然开始出现城乡经济关系的萌

芽，但 “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是不分离的；后者同前者是连接在一起的”，③ 城市与乡

村之间联系紧密，城乡结构相对稳定，城乡经济关系是混沌合一的。

二是城乡分离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城市和乡村逐渐

走向分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

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对立。”④ 他们认为，“物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３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第１８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１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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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① 在这个阶段，城乡

经济关系开始发生改变，城市的发展不再单纯依赖于农业发展，农业、农村发展的速

度慢于城市的发展，城乡开始产生差距，城乡二元结构开始产生。

三是城乡对立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

内才能存在”，②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

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 （反谷物法同

盟）”。③ 在这个阶段，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强化。特别是到资本主义

时期，“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

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

了乡村”，④ 城乡对立的矛盾更加尖锐。

２．农业是城乡经济关系调整基础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出发，反复论证和强调，只有农业才是城乡

经济关系调整变化的基础。

一是农业是城乡经济关系存在的首要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超过劳动者个

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全部社会的基础。”⑤ 因此，农业自然也是城乡经济关系

存在的基础。首先，农业是人类生存和生产的首要条件，“因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

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所以在这种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即经济学上最广义

的农业劳动，必须有足够的生产率，使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不致全被直接生产者的食

物生产占去；也就是使农业剩余劳动从而农业剩余产品成为可能”。⑥ 其次，农业发展

是导致社会分工的基础，“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

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劳动者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

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

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⑦ 可以说，没有农业就不会出现城市，当然也

就不会有城乡经济关系问题；即使社会分工已经产生，也必须始终抓住农业这个基础。

二是农业是城乡经济关系赖以发展的基本前提。城乡经济关系要发展，必须深化

社会分工。而在历史上，“最初，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不是分离的，后者同前者是连接

①
②③
④
⑤
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５６－５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５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６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８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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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的。农业部落、家庭公社或家 庭 的 剩 余 劳 动 和 剩 余 产 品，既 包 含 农 业 劳 动，也

包含工业劳动。二者是同时并进的”。① 随着铁器在生产中的应用，生产的深度和广度

发展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进一步提高，手工业才逐步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

立的行业。“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

的生产，即商品生产。”② 商品生产越发达，城市发展速度就越快，城乡经济关系对农

业的依赖就越强。

三是农业是城乡经济关系走向融合的重要基础。１８４７年，恩格斯在 《共产主义原

理》中，就预见未来社会的农业发展必然会带来工农结合和城乡融合。马克思进一步

说明了农业在消除城乡差别中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

断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消灭了旧社会的堡垒———小农；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

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③ 因此，到那个时候，“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

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

底地应用于农业”。④ 这样，农业的发展条件和基础将更加扎实，农业在消除城乡对立、

实现城乡融合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和明显。

３．城乡经济关系面貌改变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城乡经济关系是社会发展状况在城市和乡村层面的集中

体现，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影响全局的环节，其不同类型是区分整个历史时代的

标志。这一思想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马克思在他早期的著作

《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不同的城乡经济关系发展阶段，展现出不同的面貌，这种关系

一旦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在晚期的著作 《资本论》中，他又再次对城乡经

济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

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⑤

（二）在不同的城乡发展阶段，城市与农村发挥不同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不同的城乡发展阶段，城市与农村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１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７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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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城市附属乡村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依次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原

始社会、奴隶社 会、封 建 社 会、资 本 主 义 社 会 和 共 产 主 义 社 会。在 前 资 本 主 义 时 期，

城乡经济关系基本上可以总结为城市附属乡村。其中，在原始社会末期，西欧出现了

城市的雏形，此时的城市不过是 “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与乡村的区别只在于有无

壕沟与墙壁；古典古代时期，即古希 腊 罗 马 时 期，其 历 史 是 城 市 的 历 史，但 这 一 时 期

的城市是以 “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最终发展趋势是 “城市乡村化”；进入

中世纪，占统 治 地 位 的 乡 村 领 主 在 经 济 上 剥 削 城 市 商 人 阶 级，城 乡 经 济 关 系 呈 现 出

“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的局面。

２．在资本主义时期：城市主导乡村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城乡经济关系相比，资本主义时期的

城乡经济关系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城市的作用更加突出。

一是城市聚集着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伦敦、纽约、巴黎为例，

对城市及城市化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进行了论述。其中，伦敦聚

集了２５０万人，“２５０万人集聚在一个地方，使这２５０万人的力量增加了１００倍”；① 伦

敦当时是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 “这一切都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

简直令人陶醉，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之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② 纽

约在整个美国所起的作用，完全像伦敦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纽约已经成为整个大

西洋航运业的中心；太平洋上的所有船只也都属于纽约各公司，几乎所有这方面的新

设计都出自纽约”。③ 法国的巴黎 “是世界的心脏和头脑”，在这里，“欧洲的文明达到

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肌纤维，每隔一定的时间，从这

里发出震动全世界的电击”。④ 马克思、恩格斯用 “世界的心脏和头脑”这两个动物体

最重要的器官来比喻城市，可见它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二是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口和资源不断向城市集中，

乡村的发展空间一再遭到挤压。“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

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⑤ 城市的发展一方面

“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

①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３０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５１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５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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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① 但另一方面也使得 “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三是城市既推动工商业又推动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城市规模与工业发展速度成

正比。恩格斯在考察 英 国 无 产 阶 级 的 状 况 时 对 城 市 的 作 用 有 了 深 刻 的 认 识，他 指 出，

“城市越大，定居到这里就越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运河和公路；挑选熟练工人的机

会越来越多；由于附近的建筑业主和机器制造厂主之间的竞争，在这种地方开办新企

业就比偏远地区花费要少，……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同提供原料的

市场和销售成品的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样一来，大工厂城市的数量就以惊人的速度

增长起来。”② 另一方面，城市带动农业发展。“城市的繁荣也使农业摆脱了中世纪的最

初的粗陋状态。不仅大片的荒地被开垦出来了，而且染料植物以及其他引进的植物也

种植起来了，对这些植物的精心栽培，使农业普遍地受到了良好的影响。”③

四是城市更能推动人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城市的发展既可以改变客体，也可以

改变主体。他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人的作用进行了深刻总结。他反复强调，城市推

动了社会智慧的发展，这为人的进步提供了前提。他认为， “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

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 变 为 城 市，荒 野 变 为 开 垦 地，等 等，而 且 生 产 者 也 改

变着，他炼出新的 品 质，通 过 生 产 而 发 展 和 改 造 着 自 身，造 成 新 的 力 量 和 新 的 观 念，

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④ 而且，城市还拓宽了劳动者的社会接触

面，引起了劳动者 的 竞 争 心 和 特 有 的 精 力 振 奋，这 也 有 利 于 提 高 工 作 效 率。他 指 出，

“如果说城市工人比农村劳动者发展，这只是由于他的劳动方式使他生活在社会之中，

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则使他直接靠自然生活。”⑤

（三）资本主义使城乡对立日益尖锐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分析了城乡对立的必然性和长期性，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

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但不能消灭这种对立，相反，它还

会使这种对立日益尖锐化。

１．资本主义无法消灭城乡对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无法消灭城乡对立，这是由生产力发展条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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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资本主义本身的局限决定了的。一是生产力的制约。马克思认为，“乡村农业人口

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① 而

这种状态恰恰是城乡经济关系向前发展的障碍，这种障碍的根子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

滞后。要消除这种障碍，关键在于大 力 发 展 社 会 生 产 力。二 是 私 有 制 的 存 在。资 本 主

义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私人占有制。正是这种制度的存在和催化，资产阶级才 “日甚一

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才 “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

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② 资本家虽然为自己培养了 “掘墓人”，但它自己

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不会主动地去消灭自己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２．资本主义使城乡对立更加尖锐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的对立更加尖锐，主要表现在以

下五个方面：

一是城乡劳动畸形发展。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指出，由分工导致的城乡分离，

“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造就了 “劳动活

动本身的畸形发展”。③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状况随着分工的发展而日益严重。“人

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最高的发展。工场手工业

把一种手工艺分成各种局部操作，把每种操作分给各个工人，作为终身的职业，从而

使他们一生束缚于一定的局部职能和一定的工具”。④

二是城乡环境破坏严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市和乡村各有其功能，城乡分

割的状态使二者的功能都得不到有效发挥，使得城乡环境严重破坏。就城市而言，由

于大工业在城市的迅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越 来 越 多。于 是， “工 人 大 批 地 涌 进 大 城

市，而且涌入的速度比在现有条件下为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⑤ 城市人口的集中

规模、集中速度远远超出城市的容量后，造成城市租房等一系列困难，连 “最污秽的

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住房更加拥挤，有些人根本找不

到栖身之处”。⑥ 而城市人口快速、过度集中与城市配套设施滞后等原因，又造成环境

污染与流行病蔓延等问题。恩格斯指出，在当时的欧洲，不管是伦敦还是其他工业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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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都存在挤满了工人的所谓 “恶劣的街区”。这些街区聚集了一切能使空气变得更坏

的东西，成为城市流行病以及犯罪的发源地。就农村而言，资本主义生产 “破坏着人

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

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①

三是城乡差距悬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二者的发展差

距不断拉大。 “由 于 农 业 和 工 业 的 分 离，由 于 大 生 产 中 心 的 形 成，而 农 村 反 而 孤 立

化”。②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当 时 的 欧 洲，由 于 农 村 人 口 收 入 远 远 低 于 城 市 人 口，

所以在农村，“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 业 无 产 阶 级 的 队

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 “农业资本家为了降低成本，也想方设法把

农业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限度”。③ 而且，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农村人口的精神生活

更加匮乏。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一文中指出，“他们和城市隔离，从来没有进过

城，因为他们把纱和布交给流动的代理商，从他们那里取得工资；他们和城市完全隔

离，……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④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农村居

民精神生活的匮乏，更加导致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差距悬殊也就成为必然。

（四）城乡对立必然为城乡融合所替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反杜林论》和 《论住宅问

题》等经典著作中，对消灭城乡对立的必要性、消灭城乡对立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城

乡对立消灭后城乡关系的最终走向进行了全面阐述。

１．消灭城乡对立的必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之所以要消灭城乡对立，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只有消

灭城乡对立，才能使大工业按照自身规律发展。恩格斯明确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

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也已经成为工业

生产的直接需要。”⑤ 他认为，大工业为了技术上的目的，总是 “把或多或少地到处都

可以制造出来的分子运动转变为 质 量 运 动”，这 样 就 要 求 摆 脱 地 方 局 限 性。⑥ 要 如 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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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统筹城乡之间的土地、水力、能源、环保等资源配置，换句话说，就是要消除

城乡对立。二是只有消灭城乡对立，才能扫除对空气、水、土地的污染，使群众少生

疾病。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伦敦为例来分析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他们指出，“当你看到仅

仅伦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费用，才能把比全萨克森王国所排出的还要多的粪便倾抛

到海里去，当你看到必须有多么庞大的设施才能使这些粪便不致毒害伦敦全城，那么

消灭城乡对立的这个空想有了值得注意的实际基础。”① 三是只有消灭城乡对立，才能

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恩 格 斯 认 为，农 村 人 口 要 从 与 世 隔 绝 与 愚 昧 落 后 的 状 态 中 解 脱，

就必须使人口在 全 国 范 围 内 平 均 分 布，使 工 业 生 产 和 农 业 生 产 发 生 紧 密 联 系。因 此，

他断定，“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

来。”② 四是只有消灭城乡对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住宅等民生问题。恩格斯在 《论住

宅问题》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住宅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对立。

“那么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这不仅要以当时的情况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

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③

２．消灭城乡对立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消灭城乡对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要实现这一

目标，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同时具备多方面的条件。他们在 《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提到，“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任何人一

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 能 实 现 的 （这 些 条 件 还 须 详 加 探 讨）。”④ 根 据 马 克

思、恩格斯一贯的思想，在 “许多物质前提”中，最根本的前提就是提高社会生产力。

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消灭城乡对立的物质基础，而其他具体的条件都是围绕这一

根本前提展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对这些条件进行了描述。

一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性质，

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前提。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 论 概 括 为 一 句 话：消 灭 私 有

制。”⑤ “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

括。”⑥ 城乡对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会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

展而消亡。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已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

①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２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６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５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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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桎梏，相应地，也是变革城乡 关 系 的 障 碍。在 私 有 制 废 除 后，就 可 以 “由 社 会 全

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

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

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 的 分 工，进 行 生 产 教 育、变 换 工 种、共 同 享 受 大 家 创

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①

二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由于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制约，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一个自然而缓慢的过程。因此，为了 “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

苦”，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利用国家机器对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进行强制性的干涉，占有生产资料，消灭一切剥削，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

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

加生产力的总量。”②

三是强调工农结合。消灭城乡对立，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

消失。因此，推动人口和工业在全国尽可能更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乡对立的一项重要

条件。一方面，要推动农业和工业在先进物质技术基础上实现联合。必须同时实现工

业生产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造成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内部发生紧密联系，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 “大工业”和 “大农业”。据此，恩格斯提出了农民在农村就地办工

业的设想，他在 《马尔克》这篇著作 中 指 出，经 营 大 农 业 和 大 工 业，必 然 使 大 部 分 小

农的农业劳动力变为多余，要使这些人 “不致没有工作，或不会被迫涌入城市，必须

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③ 另一方面，要推动城市工人与农村生产者之间的

联合。马克思认为，在传统的农业社 会 中，人 口 流 动 性 是 很 低 的，农 村 几 乎 是 与 世 隔

绝的。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导致了人口的 “全面流动性”，交通运输手

段的革命更是加速了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总之，劳动力人口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之

间的自由迁移 和 流 动 具 有 拉 平 地 区 收 入 和 产 业 差 别 的 效 应，从 而 有 利 于 缩 小 城 乡 差

别。④ 据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把农村的生产者 “置于他们所在地区中心城市的精神

指导之下，使农村生产者在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⑤ 具体而言，就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８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８９页。

何增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述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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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工农合作组织。

四是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体系中，最

核心的目标取向就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城乡对立的时代，城市居民由于受

到城市文明和工业 文 明 的 熏 陶，在 劳 动 素 质 和 精 神 状 态 等 方 面 比 农 村 居 民 更 为 优 越。

因此，就消灭城乡对立而言，改造小 农 就 是 首 要 的 事 情。小 农 经 济 由 于 规 模 偏 小、布

局分散、自给自足、生产条件落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

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①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个体小农经济的

唯一出路是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建立生产联合体。因为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

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各个人

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②

３．城乡关系的最终走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对立消灭后，城乡融合将是城乡经济关系发展的最终

方向，也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然而在做出这一重要判断后，他们并未就

城乡融合时期的状况进行过多地描绘。因此，要窥探未来社会的美好景象，我们只能

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只言片语进行点滴归拢。在城乡融合时期，“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

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两者的偏颇和缺点”；“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

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③ “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生产劳动就不

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

乐”；④ 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将 “成为全体人民都能享受的财富”。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城乡经济关系思想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城乡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城乡经济关系

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城乡经济关系思想

的独特品质，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城乡经济关系思想的基本框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城

乡经济关系思想的科学方法。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坚持、继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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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和具体实践，对城乡

经济关系思想进行丰富和发展。

（一）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城乡经济关系思想的独特品质

在马克思和 恩 格 斯 看 来，阶 级 观 点 是 科 学 认 识 和 正 确 把 握 阶 级 社 会 历 史 的 一 把

“钥匙”。对城乡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更是如此。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

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

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 们 心 中 最 激 烈、最 卑 鄙、最 恶 劣 的 感 情，把 代 表 私 人

利益的复仇女神招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①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经济关系思想的理论来源中，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站在

工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本家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城乡经济关系进行研究，因

此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消灭城乡对立的途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代表农业

无产阶级，但他们主张阶级调和论，没有找到进行社会主义城乡经济关系变革的阶级

力量。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一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之奋斗的中心

问题，即全人类的解放。他们在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

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

益的独立的运动。”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城乡经济关系时，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

场，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取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经济关系思想的形成过程体

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品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城乡经济关系思想

研究的基本立场。

（二）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城乡经济关系思想的基本框架

马克思、恩格斯经过毕生的研究，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城乡经济关系思想的基本框

架。这是一个内容丰富详实、逻辑结构紧密的理论体系，既包括城乡经济关系的历史

形成、现实状况，又包括城乡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既包括城乡对立的根源和表现形

式，又包括消灭城乡对立的途径。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城乡经济关系思想是马克

思主义城乡经济关系思想形成的标志，是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社会

主义城乡经济关系思想的理论基石。社会主义城乡经济关系越向前发展，越不能丢掉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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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城乡经济关系思想这个 “老祖宗”，必须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经济

关系思想的基本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城乡经济关系思想一脉相承。

（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城乡经济关系思想的科学方法

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

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 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

恩格斯的城乡经济关系思想，必须掌握其基本方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古典政

治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对资本主义城乡经济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的论述具

有一定的科学性，但都未突破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方法论都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

彩。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呈现了资本主义时代城乡经济关系的现象和规律，但他

们在研究时带有强烈的阶级偏见，把资本主义看做是永恒不变的社会制度；空想社会

主义者批判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城乡经济关系，但他们坚持先验的 “理性论”，从道德层

面设计未来城乡经济关系的面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典政

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创建了唯物辩证法。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他们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出发点，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辩证统一中揭示资本主义时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形成和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判断城乡经

济关系的发展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的过程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城乡经济关

系思想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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