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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批判与否定

丁龙 嘉

(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山东 济南　250001)

[摘　要 ] 　诞生于狂热 “大跃进”年代的 、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桥梁的人民公社 ,面世之后

连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两场大灾难。但其作为载入党的文件和共和国宪法而得以肯定的体制 ,

是难以被撼动的。万里在人民公社诞生之初就提出了质疑 ,在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而

系统地批判了人民公社三大体制性弊端 ,要求进行改革。与此同时 ,他和安徽省的广大农民 、干

部 ,在实践中率先突破 “左”的束缚 ,推行包产 、包干到户 ,否定人民公社体制。万里于 1 9 8 0年

进入中央决策层后 ,在邓小平 、胡耀邦的支持下 ,将双包到户推向全国 ,并最终形成了以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 、统分结合 、双层经营的现行体制 。 1 9 9 3年召开的八届人大一次会议 ,接

受万里的提议 ,修改了宪法 ,将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 ”载入宪法 ,把 “人民公社 ”

从宪法中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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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中国农村实行的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为主体 、统分结合 、双层经营的体制。而此前中

国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体制。在这一中国农村

体制嬗变的过程中 ,万里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

一 、以 “政社合一 ”为体制 ,以 “一大二公 ”为

特征 ,以 “大跃进”运动为伍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的人民公社 ,在面世不久的 20世纪 50年代末 60

年代初 ,即给中国人民带来一场灾难。在其诞生

之初 ,万里就提出了质疑

1958年 8月 29日 ,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农村

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

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

组织形式 ,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

层单位。”决议要求 , “积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 ,

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决议

预言 , “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 ,已经不是什么遥

远将来的事情了。”
[ 1]

决议一公布 ,全国各地即以 “一天等于二十

年”的速度 ,掀起了举办人民公社的狂潮。 33天

后的 10月 1日 , 《人民日报 》报道 ,全国有 90.4%

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 。当年底 ,人民公社已经

覆盖了全国总农户的 99.98%。

初期成立的人民公社 ,在以 “鼓足干劲 ,力争

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内容的 、夸大

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总路线的指引下 ,以狂热的

“大跃进 ”运动为伍 ,引领农民跑步进入共产主

义。

人民公社共同的目标是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

社会 。河北省徐水县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建设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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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试点 ,他们急急忙忙宣布于 1963年进入共

产主义 ,其主要办法就是将农民个体所有制和集

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 ,与这相配套的办法

是实行供给制 。山东省范县因宣布三年内建成共

产主义新乐园而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范县的建

设共产主义的规划共有六个部分 ,其农业部分中 ,

规划亩产粮食 2万斤 ,争取 3万斤;其丰衣足食部

分中 ,规划 “人人进入新乐园 ,吃喝穿用不要钱”。

毛泽东阅读了这个规划后批示说:“此件很有意

思 ,是一首诗 ,似乎也是可行的 。时间似太促 ,只

三年 。也不要紧 ,三年完不成 ,顺延可也 。”他还

特别批示:“陈伯达 、张春桥 、李友九三同志有意

思前去看一看吗? 行路匪遥 ,一周可以往返 ,会后

出征 ,以为如何 ?”
[ 2]
这些人当然会去的 。建成共

产主义的时间还有比范县更促的呢 ,那就是湖北

省当阳县跑马乡。其党委书记于 1958年 10月中

旬的一天 “庄严 ”宣告:11月 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

之日 , 11月 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在生产力

十分低下 ,人的素质大部分不高 ,连毛泽东自己都

说是一穷二白的国情下 ,向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

过渡 ,岂不是闹儿戏吗?!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 ,其 “一大二公 ”的特

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

其 “大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模大 ,如以

一个县为一个人民公社 ,山东省范县即如此;二是

包含广 ,如包含工 、农 、商 、学 、兵各行 ,农 、林 、牧 、

副 、渔各业 ,党 、政 、军 、民 、学各社会组织 。

其 “公 ”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为地提高

公制程度 ,建立公社一级所有制 ,并准备逐步向全

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二是在分配领域实行

全部或部分 “共产主义”的 “按需分配 ”,如举办吃

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

与这一特征相伴随的生产 、生活方式 ,则是

“组织军事化 ,行动战斗化 ,生活集体化 ”,即破坏

家庭组织 ,按军队编制 ,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 ,

从事生产 ,组织生活 。

1958至 1960年三年的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化运动 ,造成了 1959至 1961年的三年全国大饥

荒。大饥荒的主要表现是 ,因饥饿造成了人口的

非正常死亡和正常出生率的锐减。这一时期到底

全国非正常减少人口有多少 ,至今没有一个官方

的权威的数字 ,而国内外学者则说法各异 ,但有一

个共同点 ,即以 “千万”计。仅全国第一个人民公

社———河南省嵖岈山人民公社 ,有名可查的 、非正

常的死亡人数就有 4000多 。

在严重的灾难面前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

调整政策 , “大跃进 ”和向人民公社一级所有制过

渡停止了 。然而 ,人民公社依然存在 ,只不过是改

变了基本核算单位 。 1962年 2月 13日 ,中共中

央发布指示:“我国农村人民公社 ,一般的是实行

三级管理 、三级所有制 ”。
[ 3]
这三级是指人民公

社 、生产大队 、生产队。同年 9月 27日 ,中共八届

十中全会通过的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

草案)》(又称《农业六十条 》)再次规定 , “人民公

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实行公社 、生产大

队 、生产队三级管理和三级所有。这是毛泽东划

定的底线 ,谁若越过了这条底线 ,就会遭到灭顶之

灾。

1958年全国掀起了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

运动时 ,万里正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北京市

副市长。他面对违背科学的狂热的 “大跃进”运

动 ,在《前线》杂志上发表了 《鼓足干劲和实事求

是》一文 ,旗帜鲜明地提出:“发扬敢想 、敢说 、敢

干的作风 ,同时也必须提倡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所

不可缺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 4]
他面对着风骤

浪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到北京农村视察了两次 ,

一次提出公共食堂不能这样搞法;一次对自留地

的庄稼长得比集体的好而感慨万分。但毕竟还是

人微言轻 ,他的意见没有引起重视。当他得知范

县要三年进入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批示 ,陈伯达 、

张春桥 、李友九的范县之行时 ,不仅深深忧虑起

来。他太熟悉范县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 ,他长期在范县及周围地区担任地委书记 。他

想 ,范县比北京周围一些地区落后得多 ,北京周围

这些地区都进入不了共产主义 ,范县能先进入?!

但他只能质疑 、忧虑 ,没有回天之力。

二 、以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为指

导 ,以 “大批促大干 ”为特征 ,以 “农业学大寨 ,普

及大寨县 ”运动为伍 ,日趋 “左”倾的人民公社 ,在

20世纪 70年代中期 ,再次给中国人民带来一场

大灾难。在其弊端显露之际 ,万里公开地 、尖锐地

提出批判并要求改革这一体制

1964年提出开展的 “农业学大寨 ”运动 ,主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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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习大寨的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 。不久

后于 1966年 5月开展起来的 “文化大革命 ”,则

将 “学大寨 ”蜕变为一种 “左 ”的政治符号。 1969

年 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 ,是 “文革 ”中的一个标志

性事件。大会将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

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 ,将整个社会

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党

的基本路线。

1970年 8、9、10月间 ,国务院召开了有 14个

省 、市 、自治区参加的北京地区农业会议 。会议的

正面作用是 ,针对 “文革 ”初期全面动乱 、农村的

一些重要经济政策遭到严重破坏 、农业生产下降

等情况 ,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

策措施。会议的负面作用是 , 推行大寨 “大批资

本主义 ,大批修正主义 ,大干社会主义 ”的 “左 ”的

作法 ,推广昔阳县学大寨 、建设大寨县的经验 。这

次会议 ,是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向 “左 ”转的新

起点 。

会议期间 ,昔阳县被定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 。

同时 , 《人民日报 》发表的社论 《农业学大寨 》中

说 , “昔阳从一个大寨大队发展为大寨式的县” ,

成为全面学大寨的范例;昔阳的经验证明 , “只有

始终抓住阶级斗争不放 ,才是抓住了推广大寨经

验的要点 ”。社论引用了毛泽东在一封信里的

话:“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昔阳能做到 ,你们难

道不行吗 ?一年不行 ,二年不行 ,三年行不行 ?四

年 、五年总可以了吧!”
[ 5]
这段最高批示给各地负

责人所造成的压力之大 ,是可想而知的了。从此 ,

“普及大寨县 ”成为农业学大寨的主要内容 。

1975年 9、10月间 ,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农业学大

寨会议 ,其中心内容是 “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

这一时期 ,人民公社以 “农业学大寨 ,普及大

寨县 ”运动为伍 ,将 “左 ”的错误推倒了登峰造极

的地步。 “左”的错误集中地表现为:在搞不清楚

什么是修正主义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情况下 ,

就 “大批修正主义 , 大批资本主义 , 大干社会主

义”,简称 “大批促大干”。具体表现是:不断地人

为地制造 “阶级斗争 ” ,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不

断地变革生产关系 ,搞 “穷过渡 ”;不断地 “割资本

主义尾巴 ”, “堵资本主义的路”;不断地鼓吹平均

主义 ,破坏按劳分配 。这实质上是使用强烈手段 ,

从所有制到交换 、分配 、劳动管理等多方面不断地

限制和剥夺农民。

“文革 ”中开展的 “农业学大寨 ,普及大寨县 ”

运动 ,使农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农村遭受了深重

的灾难 ,农民遭受了极大的牺牲 。 1998年 9月江

泽民考察安徽工作后著文说 , “十年浩劫使国民

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农村的问题尤为突出 ,当时

有 2.5亿人吃不饱肚子 ,吃饭问题成为最紧迫的

大事 ”。
[ 6]
吃不饱肚子的具体情况是:1978年 ,人

均所得粮食为 105公斤及麸糠若干 ,也就是说每

人每天只能吃到粮食 280克和麸糠一把。当年 ,

全国有 4000万户农民粮食只能吃半年 ,还有几百

万户农民在地净场光之时就是绝粮断炊之日 ,从

冬到春 ,全靠政府救济 、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 。再

看一看农民的收入吧:1978年 ,人均全年从集体

分得的收入为 74.67元 ,而且 90%为实物。总

之 ,这个时期 ,全国有 1 /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

20世纪 50年代 ,有 1/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 20

世纪 30年代。

粉碎 “四人帮”后 ,华国锋极力维护毛泽东晚

年 “左”的错误。在农村工作中 ,一方面 ,急急忙

忙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掀起普及大

寨县运动的新高潮;一方面 ,主持修改 1962年党

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又称《农业六十条 》),强化人民公

社体制的弊端 。在修改 《农业六十条 》中 ,经华国

锋批准的指导思想是:(一)体现毛主席坚持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继续办好人民公社 ,

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思想 。 (二)突出党

的基本路线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划清路线是

非 ,划清政策界限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三)把

大寨的根本经验体现在 《农业六十条》中 。
[ 7]

而此时 ,被贫困饥饿逼得难以忍受的农民 ,和

代表他们利益的共产党人 ,开始突破人民公社体

制的束缚 ,探索新的农村经济体制。以万里为第

一书记的安徽省委和安徽农民 ,成为这场农村改

革的弄潮儿。

万里因 1975年担任铁道部长 ,跟随邓小平大

刀阔斧搞整顿而遭贬 ,于 1977年 6月被起用担任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他到任后 ,很快就揭开了被

“四人帮”代理人捂了 8个月的盖子 ,在全省初步

建立了新秩序 、稳定了大局。这时 ,他面对着全省

88%的农民无法维持温饱的局面 ,决定拿出 8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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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力解决农村问题。他带领安徽省委 , 突破

“农业学大寨 ,普及大寨县”运动的禁区 ,制定 《农

村六条》,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否定 “抓纲

治国 ”的方针 ,提出 “农村以农业生产为中心 ”,率

先在一个省内拨乱反正 ,迈出了农村改革的第一

步。又突破 “两个凡是 ”的束缚 ,冲破人民公社

“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框框 ,实行包产到组 、联

产计酬 ,迈出了农村改革的第二步 。

这时 ,华国锋主持修改的 《农业六十条 》修改

稿发到各省 、市 、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万里尖锐

地指出:不要强调向生产大队过渡。因为目前群

众有五怕:一怕过渡 ,二怕平调 ,三怕瞎指挥 ,四怕

分配不兑现 ,五怕戴帽挨批判 。因此 , 要强调稳

定 、团结 ,把生产搞上去;强调生产队自主权 ,解决

种田人不当家的问题。如果现在提出向生产大队

过渡 ,就会一枝动百枝摇 。大寨式评工记分 ,死分

活评 ,根本评不起来。不如定额到组 、活评到人 。

不要提倡一季完成全年粮食统购任务 ,这容易购

过头粮。要坚决压缩非生产性开支 ,保证分配兑

现。要放开集市贸易 。
[ 8]
显然 ,万里的意见是从

实际出发的 、正确的 ,但是同华国锋的思想观点和

中央的规定相矛盾的 。据说 ,如此明确提出反对

意见的 ,仅有万里一人。

1978年 11月 10日至 12月 15日举行的中央

工作会议 ,重要议题之一是讨论提交会议的两个

农业文件 ,解决农业问题 。其中一个是华国锋主

持修改的 《农业六十条 》。两个文件仍然贯穿着

“左”的指导思想 , 《农业六十条 》还增加了 “左 ”

的内容 ,强化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 ,因而在讨论

中受到了尖锐的批评。

万里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准备了 《农业上需

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的书面意见 ,共十

个问题。首当其冲的是 “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

题”。书面意见指出了人民公社体制的三大弊

端:一是 “政社合一” ,既不利于党的领导 ,又不利

于生产的发展;二是权力过分集中 ,易导致利用职

权 、按照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进行瞎指挥;三是

党 、政领导代替社委会的领导 ,妨碍生产的发展 。

针对上述弊端 ,书面意见建议对 “政社合一 ”的管

理体制进行改革 ,实行 “乡社分离 ”,既以现在的

公社为单位设乡 ,可以一乡一社 ,也可以一乡数

社。乡 ,作为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 ,

职权是行施政务。而公社 ,则作为农业企业单位 ,

任务是领导生产。
[ 9]
这样尖锐地指出人民公社体

制的弊端 ,鲜明地提出改革人民公社体制 ,万里是

中共高层第一人。

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也提出了改变

“政社合一 ”体制问题。他说:农业是当前工作中

的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 ,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

件不能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是对问题没有吃透 ,二

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框框又有两个 ,一是人民

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 ,二是怕否定

“文化大革命”。他指出:有些农村体制 ,如 “政社

合一 ”,就应该改变;“文化大革命”使几亿农民和

几百万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笼统地

说集体就是好 ,是抽象的分析方法 ,集体经济如果

办得不好 ,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 ,那就根

本没有什么优越性 。
[ 10]

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做出重大修改的 《农

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在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上被原则通过 ,但此后就没有人关注

了。同样 ,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做出重大修改

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

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意发出讨论 、试行 。这

不失为一份推动农村改革的好文件 ,但由于历史

的惯性 ,依然提出 ,要 “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

有 ,队为基础的制度 ”, “不许包产到户 ”, “不许分

田单干”,人们称之为 “两个不许”。

三 、以土地为集体所有 ,以家庭为经营单位 ,

克服人民公社体制弊端的包产到户 ,因被视为姓

“资 ”,故三次萌生后被扼杀 ,但 1978年又第四次

再生于安徽 。万里突破 “左 ”的观念和人民公社

体制的束缚 ,力挺包产 、包干到户。 1980年进入

中央决策层的万里 ,在邓小平 、胡耀邦的支持下 ,

将双包到户从安徽推向全国 ,并最终取代了人民

公社 。

包产到户 ,是为克服高级农业社和人民公社

体制弊端而出现的 ,在 1956至 1976年的 20年

间 ,前后出现了三次 ,但每一次都是刚萌生就被扼

杀了 。这期间 ,从高层到底层 ,凡是支持包产到户

者 ,都没有好下场。 1978年秋天 ,为了在大旱之

年保证小麦的播种 ,安徽省委决定 “借地种麦”。

“借地种麦”诱发了肥西县山南公社农民实行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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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到户。这是第四次包产到户的出现。包产到户

一面世 ,即引起了议论 。在中央文件明确规定

“不许包产到户 ”后 ,更是议论纷纷 。安徽省党委

会经过反复讨论 ,同意万里的意见 ,决定允许山南

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以省委的名义将一个人

民公社作为包产到户的试点 ,安徽在全国是第一

家。

1978年 12月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秘密

决定实行包干到户 。包干到户比包产到户走得更

“远”。包产到户是把农产品的分配权交给了生

产队 ,而包干到户是 “交够国家的 , 留足集体的 ,

剩下全是自己的 ”,把部分农产品的支配权交给

了农民。万里得知小岗的包干到户后 ,立即表态

允许 ,并亲自前去支持。

尽管中央规定 “两个不许 ”,但在以万里为首

的安徽省委的支持下 , 1979年 ,全省实行包产 、包

干到户的占到 10%,实行包产 、包干到组的占 39.

8%。这一年 ,全省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 8%。

在 1979年底到 1980年初召开的安徽全省人大会

议和农业会议 、军区会议上 ,万里明确指出 ,包产 、

包干到户 , “是一种责任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是搞

社会主义 ,不是搞资本主义”,
[ 11]
给双包到户上了

社会主义的户口。

万里甘冒政治风险 ,突破 “两个不许 ”,支持

双包到户 ,为中国农村改革撕开了一道口子 。但

此举引起了国家农委的不满 ,他们上报中央说

“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而与此同时 ,安徽广大农

村传开了一句民谚:“要吃米 ,找万里”。

1980年 ,力主改革的胡耀邦 、赵紫阳 、万里进

入中共高层。万里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

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 ,分管农村方面的工

作。这一年 ,双包到户 ,由暗到明 ,由少到多 ,由安

徽到全国 。而因双包到户引发的争议 ,也由内部

到公开化 。说 “好得很 ”和说 “糟得很 ”的针锋相

对 ,有的甚至指责双包到户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 ,

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 。从争论的情况看 ,对双包

到户持怀疑 、责难态度的 ,越往上层越多 。关键时

刻 ,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 “五三一 ”谈话。他旗帜

鲜明地支持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县的包干到

户 ,着重地指出 , “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

是思想不够解放”。
[ 12]
邓小平谈话之后 ,争论并未

停止 。当时中央的态度是 ,允许试 ,允许看 ,不强

制。后来邓小平说:“中央的方针是等待他们 ,让

事实教育他们 。”

1981年 6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通

过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完成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

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班子。会后 ,万里针对中央

文件中有的内容为极左和不实事求是的人撑了

腰 ,提出根据群众的实践制订新的文件。胡耀邦

为新的农业文件确定了 “坚持土地公有制和生产

责任制两个长期不变”的主导思想 。

1982年 1月 ,中共中央发出了指导农村改革

的第一个 “1号文件”,承包双包到户 “是社会主义

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
[ 13]

1983年 1月 ,中共中央

又发出了第二个 “ 1号文件”,称双包到户等联产

承包责任制 “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

造 ,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

的新发展 ”。
[ 14]
自此 ,实行双包到户在党的文件中

取得了合法地位。

两个中央 “1号文件 ”下达后 ,农民在边干边

选择 ,干部在边看边后退 。到 1983年时 ,包干到

户已经覆盖了全国农户的 95%。这时 ,理论 、学

术界经过反复调查 、讨论 、研究 ,将包干到户概括

为统分结合 、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实际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的过程 ,就

是 “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 ”的人民公社体制消亡的

过程 。尽管两个中央 “1号文件 ”没有公开否定人

民公社 ,但实际生活是一步一步地否定人民公社 、

解除人民公社对农民的束缚 。到 1983年 ,人民公

社退出历史舞台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这年

10月 12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要求实行政社分

开 ,建立乡政权 ,并规定 ,政社分开后 ,经济体制是

实行生产责任制 ,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农村设立自

治性质的村民委员会。从这时起到 1985年 6月 ,

全国有 9.2万多个乡 、镇人民政府取代了 5.6万

多个人民公社 , 82万多个村民委员会取代了生产

大队和生产队
[ 15]
,长达 27年的人民公社退出了

中国农村社会舞台 。

1992年 10月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的万里 ,提议修改 1982年宪法中的六个问题 。其

中之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 ,

要在宪法中作出规定 。现在宪法中还有 `人民公

社 '的提法 ,应该删去 。”
[ 16]

1993年 3月 29日 ,八

5



泰 山 学 院 学 报 第 32卷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并公布

实施 。从这一天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

法律地位 ,人民公社进入了历史博物馆 。

(责任编辑　滕先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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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riticizeandNegatethePeople'sCommuneSystembyWanLi

DingLong-jia
(PartyHistoryResearchCenterofShandongProvince, Jinan, Shandong, 250001, China)

Abstract:Thepeople'scommunesystem, whichwasborninthefrenzy"GreatLeapForward"eraasa

bridgetocommunismhasbroughttwomajordisasters.However, asloadedfilesintopartyhistoryandtheCon-

stitution, thesystemisdifficulttoshake.WanLiquestionedthesystematbeginning, andin1978attheCen-

tralWorkingConference, hesharplycriticizedthesystemofthreemajorstructuraldefectsandcalledforre-

forms.Atthesametime, heandthemajorityoffarmers, cadresinAnhuiProvince, werethefirsttobreakthe

"left"shacklesandpracticetheimplementationofproductioncontract, contractingtohouseholds, denyingthe

people'scommunesystem.In1980, afterenteringthecentraldecision-makingcommittee, underthesupport

ofDengXiaopingandHuYaobang, WanLiputforwardthe"two-packcontracttohouseholds"tothewhole

country, andeventuallyformedahouseholdcontractresponsibilitysystemwithamainbody, doublecurrent

operatingsystemsharingthesamepoints.In1993, theEighthNationalPeople'sCongresswasheldtoaccept

WanLi'sproposaltoreviseConstitutionbyloadingthe"long-termchangeinruralhouseholdcontractrespon-

sibilitysystem"intotheConstitutionandremovingthe"people'scommunesystem"fromtheConstitution.

Keywords:WanLi;people'scommunesystem;criticizeandn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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