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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800 字程度） 

1949 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在国家建设方面构建起了高度集权体制，确立

了公有制产权体系和不涉及市场活动的工农业体系。其次在社会建设方面构建起了单位

制社会，在城市地区建立了工商企业、合作社等生产性单位，工会、妇联、居委会等人民

团体和基层组织，在农村地区建立了人民公社。第三在经济建设方面构建起了共同劳动

机制，通过将每个独立的个人纳入到由政府控制的某个生产或非生产单位之中来推进工

业化的转型和发展。  

本研究以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时期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为背景，聚焦 1958 年

至 1982 年人民公社的生产和生活，首先以文献、政策史料以及访谈调查的结果为依据，

解析人民公社形成的原因和动机，把握人民公社的 “政社合一 ”特性，明确人民公社的财

政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模式。其次以那些被纳入人民公社工作和生活的女性劳动者为例，

基于深度访谈调查获取的一手资料，探讨其个人发展的不同路径和方向，以及人民公社

的体制机制建设对于促进女性劳动者作用发挥所做的有益探索。最后基于中国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探讨人民公社时期的公有化体系建设在实际推进中国现代经济社会发

展，有效发挥劳动者作用方面存在的致命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重要启示。  

研究结果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设人民公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速实现工业

现代化，因此需要组织规模化的农业大生产，充分发挥包括女性劳动者和青少年学生在

内的每一个个体的作用。其中为了合理有效发挥女性劳动者的作用，人民公社政府结合

按劳分配原则和分工合作原则建立起了一套全社员认可的劳动机制和分配机制，在激励

女性劳动者更好发挥自身长处和优势的同时，丰富了公社的文化生活，提高了教育和医

疗卫生水平。但是个人权益长期被忽视的弊端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突出，该问题不

仅会导致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效率越来越低，还将导致国有企业经济和

单位制社会发展动力源的衰退，需要通过经济体制等改革加以矫正并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