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改革以后
,

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和

查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

苏 星

中国的情况是
:
由于人 口众多

、

已耕的土地不足 (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

田地
,

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
、

或只有儿分田 )
,

时有炎荒 (每年

都有大批的农田
,

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
、

旱
、

风
、

霜
、

雹
、

虫的炎害 ) 和经

营 方法落后
,

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
,

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
,

比较以前有所改善
,

或者大为改善
,

但是他们中简的扑多人仍然有困难
,

扑多人仍然不 富裕
,

富裕

的农民只 占比较的少数
,

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

我

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段和它的成就
,

正在 日益促进他们 的这种积极性
。

对于

他们说来
,

除 了社会主义
,

再无别的出路
。

—
毛泽东

: 《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妞

》

第一章 农民个体经济是没有出路的

一九五二年底
,

经过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土地改革运动
,

我国在全国范围内
,

基本

上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

在改革土地制度以前
,

我国的农民个体经济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没有土地或

只有很少土地的栩小农户
,

它仍构成几千年来封建就治的经济基础
。

经过土地改革
,

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

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查料
。

农民个体经济的性质
,

发生了根本变化
。

他们已经从封建主义的剁削和就治 下 解 放 出

来
,

变成了私有小块土地的个体劳动者
。

根据对二十三省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二 户农家的

稠查
,

土地改革桔束时
,

农户平均每户 占有主耍生产查料的状况是这样
:

(兑下真表 )

表中的贫雇农和中农
,

属于个体农民
。

这两个阶层所占有的主耍生产查料的数量虽

然低于富农
,

但是
,

已经高于土地改革以后的地主
。

这是一个翻天复地的大变化
。

几千

这篇文章
,

是我研究毛深东同志的
众
关于农业合作化简忍

”
一书所写的心得之一

。

它包括三章: 第一章
,

农

民个休经济是没有出路的 ; 第二章
,

农村障地
,

社会主义不去占领
,

查本主义必然去占镇 , 第三章
,

社会

主义是五亿农民的方向
。

文章初稿
,

写于一九五八年
,

中 }荀改过多次
。

今年
,

是
衣

关于农业合作化简题
》
出版

汁周年
,

现在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
,

希望能为艘者学习这部伟大的篇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提供一些参考查料
。



年来
,

中国农民为了土地
,

同封建地主阶极进行 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
,

籽于在共产党

的镇导下取得了胜利
。

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查料
,

这是

土地改革的极其伟大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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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贫中富地其

改革土地制度以后
,

农民个体经济依然是以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经济单位
。

它们的基

本特点是
:

私有小块土地和其他生产查料
,

劳动者同生产查料在个体经济单位内直接桔

合
。

在这个经济单位里
,

家长一般是主要劳动者
,

率同全家老幼进行劳动
,

家庭内部按

照年龄
、

性别实行某些分工
。

在生产过程中
,

劳 动者作为主人对生产查料进行渭费
,

实

现着物质查料的生产
。

劳动者同生产查料的这种桔合形式
,

决定了产品属于生产者自己和他的家庭成具所

有
。

个体农民每年的总产品
,

扣除补偿生产查料的消耗部分以外
,

大体上分为两部分
:

一部分供拾生产者和他的家庭成具用于个人渭费 ; 另一部分用于积累和社会需耍 (主要

是钠税 ) 以及物查锗备
。

由于农民个体经济生产规模狭小
,

劳动生产率很低
,

前一部分

往往 占去农民收人的艳大部分
,

后一部分只 占很小的比重
。

其中物查蔚备一项
,

对于小

农经济来能
,

和社会化的生产不同
,

它不仅数量极小
,

在用途上也很少是为了扩大生产
,

多是为了
“

防早备荒
” , “

以丰补歉
” ,

最籽还是要用于个人消费
。

劳动者与生产查料在个体经济单位内直接桔合
,

是农民个体经济的生产关系的特点
。

这个特点
,

决定了土地改革以后
,

农民个体经济仍然是没有 出路的
,

决定了它的必然趋

于灭亡的命运
。

土地改革以后
,

我国农村的农民个体经济
,

在一段时简
,

是有所发展的
。

这种发展

具体表现为
:

第一
,

生产查料和劳动力普遍增加
。

根据对十八个省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五 户农户的

稠查
:

以土地改革桔束时为一百
,

一九五四年末
,

个体农民生产查料的 占有几清况发生了

如下的变化
:

(晃下真表 )

查料表明
,

一九五四年末
,

食雇农和中农 占有的生产查料都堵加了
。

表中食雇农比

中农增加的快
,

是因为农村的阶极划分是按照土地改革桔束时的情况
,

实际上到一九五

四年末很大一部分贫雇农已经上升为中农
。

从生产查料的种类来看
,

土地增加 的不多
,

以耕畜和主耍农具 (特别是草辆 ) 增加得为最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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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 层中

根据福建省等七个省七十多个 乡的稠查
,

土地改革以后
,

劳动力增加的情况是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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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1 953 年相比

与土改枯束时相比
。

这个查料的缺点
,

是没有分析各个阶极的状况
。

不过
,

由于土地改革以后
,

个体农

民在农村占艳对优势
,

大体上可以反映出个体农户劳动力增加的一般趋势
。

第二
,

由于生产查料和劳动力的增加
,

相 当一部分农户已经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

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

下表是一九五二年几个不同地区的个体经济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情

况
:

推持原状 生产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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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八省农村经济典型翻查

” ,

肘政经济出版社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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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貌明
,

在各个地区个体农民的刹查户数当中
,

扩大生产的户数所占的比重最大
,

最低百分之四十以上
,

最高的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 推持原状进行商单再生产的次之
,

最

低百分之四至五
,

最高百分之四十以上 ; 生产规模缩小的农户所 占的比重最小
,

最高的

不到百分之三十
,

在经济作物区甚至没有这类农户
。

但是在扩大再生产的农户当中
,

中

农比食农的比重大
,

在生产规模缩小的农户中
,

食雇农的此重最大
。

这靓明
,

虽然经过

土地改革
,

贫农的生产条件还是比较差的
,

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还是比较薄弱的
。

第三
,

农民逐渐改变了
“

糠菜半年粮
”
的贫苦 日月

,

生活有了初步改善
。

多数农民

手里有了存粮
,

购买力也提高了
。

例如
:

山西省武 乡县六个村一千一百七十九户
:

一九五 O 年存粮十石以上者三十八 户
,

占

总 户数的百分之三点二二 ; 存粮五石以上者一百一十六户
,

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点八四 ;

存粮一石以上者四百户
,

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九三
。

①

河南省林县
、

清丰县五个村一千八百三十三户
:

有存粮的六百九十户
,

占总户数的

百分之三十七点六
。

⑧

根据对辽宁省清原县四道城爆村的稠查
,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各阶层的购买力有了如

下的增长
: ③

1 9 4 8年 1 9 49年 1 9 5 0年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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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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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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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贫中各

雇农和育农由于基数小
,

上升的幅度最大
,

三年增长了一倍到一倍半
。

中农增长百

分之八十以上
。

各阶层平均增长了一倍
。

土地改革以后
,

新区农民的收人也是逐年增长的
。

根据湖北
、

四川
、

陕西等兰个省

二十六个乡的稠查
,

农民每人平均收入的粮盒增长情况如下 (单位
:

市斤 )
: ④

稠 查 乡 数 19 52年 1 9 5 4年 1 1 9 5 4年相 当 1 9 5 2年的%

1 20 7
。

8 1 2 8 6
。

7 1 06
。

3

1 0 8 7 1 1 3
.

2

陕 西 7 6 2
.

9 *
1 0 5 4

.

8 1 3 8
.

3

省省省

是 19 53 年的数字
。

中共山西省委 : “
山西武乡农村考察报告

冲 ,

载 19 50 年 10 月9日《 人民日报、
王耕今

、

张器先 : 《
平原省老区农业生产的新情况

》 ,

载 1 951 年 4月25 日
《 人民日报、

东北农林部 : 《
辽东省清原县四道城锡村生产力购买力翻查

” ,

载
《
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离查汇编

冲 ,

中华书局版
,

第51 直
。

心
八省农村经济典型翻查

》 ,

财政经济出版社版
。

①①①④



三年中尚
,

湖北省十二个乡的加农民的平均收人增了百分之六点三
,

四川省五个乡

增长了百分之十三点二
,

陕西省九个乡 (包括一部分老区 ) 增长得最快
,

增长了百分之

三十八点三
。

由于收人增加
,

农民的实际消费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

下表是一九五四年河北省

农民平均每人生活查料的消费量的增长情况 (单位
:

市斤 )
: ①

195 1年 1 9 5 4年 1 9 5 4年比 1 9 5 1年增长%

3 47
.

1

3
。

1

37 3
.

1

4 8
.

4

1 1
。

3 1 3
。

2 1 6
.

8

1 5 0
。

0

1 33
.

3

食类盐糖类粮盒肉食酒

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一年相此
,

粮食增长百分之七点五
,

肉类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

四
。

工业品比农产品增长得更快
,

食盐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八
,

食糖增长百分之一百五十
,

酒类增长百分之一百三十三点兰
。

河北省在全国来靛
,

是居于中等消费水平的省份
,

有

一定的代表性
。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
,

土地改革以后
,

我国农民个体经济的确有所发展
:

生产查料

和劳动力增加了 ; 相当一部分农户有了一定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 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

所提高
。

农民个体经济为什么能够发展 T

就农民个体经济本身来戏
,

主耍原因是劳动者在土地改革当中获得 了土地
,

使劳动

者和生产查料直接桔合起来
,

引起他们对劳动成果的关心
,

从而激发起一种个体经济的

积极性
。

黑龙江省肇源县有个抬地主做了三十二年长工的王振堂
,

在土地改革以后曹经

这样既
: “

原先是拾地主干活
,

成年的拚死拚活
,

到头来还是挨冻受鳅
,

种地也就懒了性

啦
,

续苗时好的缝掉坏的留着
,

锄头砸坏了乐得歇一会儿
,

庄稼怎么会长得好? 如今多

收一棵自己多落一裸
,

推全放满劲的往前干
。 ” ⑧王振堂这一番韶不但可以一般的反映农

民的心理变化
,

而且反映了农村经济关 系的深刻变化
。

土地改革以后
,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封建制度扰治下的情形相此
,

空前地提高了
。

焉克思曹经靛
: “

劳动者私有他 的生产查料
,

是小经营的基础
,

而这种小经营
,

对

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来魏
,

又曹经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

固然
,

① 莫日达 : .
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 ,

杭爵出版社版
,

第 32 直
。

② 田流 : “
土改三年后的北满农村

》 ,

裁 19 50 年7月 18 日
《
人民日报、



这种生产方式
,

在奴隶制度
,

农奴制度和别一些从属关系之内
,

也是存在的
。

但是
,

只

有在劳动者是他本人使用的劳动条件的 自由私有者
,

农民是他所耕的土地的私有者
,

手

工业者是他专长处理的工具的私有者的地方
,

它才繁盛起来
,

才发探出它的全部精力
,

才取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
。 ” ①

这个输断
,

在我国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
,

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

土地改革以后发展起来的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

在一定时期是不可避免的
。

一九五

一年
,

中共中央在
“
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裁

。
里曹经明确指 出

: “

农民在土地改革墓

础上所发揭起来的生产积极性
,

表砚在两个方面
:

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

另方面是

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 ” “

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
。

党充分了解了

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
,

并指出不能忽砚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 ”

但是
,

对农民个体经济的这种积极性
,

不能做过高的估针
。

农民个体经济不是一种

独立的经济形态
,

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耍依存于占杭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制度
,

或者靓
,

依存于围绕着它的政治经济条件
。

我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民个体经济和它俩周围存在的政

治经济条件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

从政治方面来看
,

我国的政权是无产阶极镇导的
、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

政
,

也就是无产阶极专政
,

这个政权在土地改革以后
,

采取了一系列的发展农业生产的

政策
。

从经济方面来看
,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倾导成份
,

它通过供幼合作

社和农民个体经济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查本主义经济对农民的刹削
,

使农民有可能把更多的查金和劳动用于发展生产
。

因此
,

考察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的

恢复和发展
,

艳不能只归功于个体农民的积极性
,

甚至不适当地夸大这种积极性
。

农业

生产恢复和发展的速度
,

归根到底还是决定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党的方针政策
。

例

女口
:

在农业税收方面
。

土地改革以后
,

国家规定了
“
依产爵征

、

依法减免
、

增产不场税
”

的方针
。

对于因善于经营
、

勤劳耕作和改良技术而超过常年应产量的农户
,

超过部分不

增加农业税的负担 ; 因耕作不善
,

产量达不到常年产量的农户
,

应交钠的农业税不予减

少
。

对于因兴修水利
、

开垦荒地
、

而增加产量的
,

也不增加农业税或者免征农业税
,

因

灾减产的
,

lRJ 可以依法减免
。

这样
,

就使农业税额相对稳定下来
,

而且随着产量的增加
,

农业税还有相对减轻的趋势
。

例如
,

根据四川省五个乡的稠查
:
一九五三年

,

农业税占实

产量的百分之十二点一 ;一九五四年
,

占实产量的百分之十点五
。

⑧根据陕西省十一个 乡

的稠查
:

一九五二年农业税占其产量的百分之十三点一
。

一九五三年 占百分 之 十 二 点

八
,

一九五四年降低到百分之十点七⑧
。

另外
,

根据李成瑞同志著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税史稿
》
中的全国杭静查料

,

农业税占农业实产量的比率是
:

一九五二年百分之十一

点九七
,

一九五三年百分之十一点三七
,

一九五 四年百分之十一点四七
,

一九五五年百

① “
查本箭

》
第 1 卷

,

人民出版社 1% 3年版
,

第剐 0异乳

② 心
八省农村经济典型刹查

协 ,

财政经济出版社版
,

第47 直
。

⑧ 《
八省农村经济典型翻查

分 ,

肘政经济出版砒饭
,

第85 直
。



分之十点六四
。

①

在价格政策方面
。

合理地稠整了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比价
,

使工业 品和农产品之简的

差价有所精小
。

以抗 日战事以前七年平均为一百
,

一九五 O 年到一九五四年全国工农业

产品的价格指数是
:

工农业产品比价
售数零指业 总晶格工价数购收指品总产格农价

1 9 5 0年

1 9 5 1年

1 9 5 2年

1 9 5 3年

1 95 4年

2 0 1
。

8 26 5
.

9

2 33
。

7 2 9 0
.

8

1 3 1
.

8

1 2 4
.

4

2 33
。

5 2 8 4
。

3 1 0 9
。

6

2 5 1
.

2 2 7 5
。

2 1 09
.

2

2 56
。

2 27 9
。

8 1 1 1
。

3

一九五 O 年到一九五四年
,

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是提高的
,

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

数是降低 的
,

工农业产品比价从一三一点八精小为一一一点三
。

由于农产品的价格比工

业品增长的快
,

工农业产品比价精小
,

一定数量农产品已经可以换到比过去更多的工业

品
。

据湖南省九个 乡的稠查
,

这个地区
,

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每一百斤稻谷交换生

产查料和生活查料的数量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 ⑧

生 活 查 料 1 1 9 5 2年 1 9 54年 l 生 产 查 料 1 1 9 5 2年 1 9 5 4年

2八008911n甘99
09

..

…
门,孟0tl

J.占

47

726 94口UJ任n甘
.

…
007
9曰

27

食 油 (市斤 )

盐 (市斤 )

糖 (市斤 )

煤 (市斤 )

布 (市尺 )

煤 油 ( 市斤 )

1 0
.

4 7

3 2
.

3 7

1 0
。

5 8

3 1 7
.

4 2

1 5
。

1 4

8
。

4 8

水 本 (部 )

犁 (部 )

耙 (件 )

化学肥料 (市斤 )

麻 爵 (市斤 )

0
。

1 1一勺,二咋山今曰O口,二
`

450COt勺刀,

……
nà20261
几11)叹1ù8

j .11几

2

稻谷交换生活查料的数量
,

除煤以外
,

其余五种都是增加的 ;交换生产查料的数量
,

除麻娇以外都是增加的
。

工农业产品
“

剪刀差价
”

精小
,

为农民生产扩大和生活改善提

供了有利条件
。

在农业肯款方面
。

土地改革以后
,

国家对农业发放了大量贷款
。

下表是一九五 O 年

到一九五四年全国农业贷款数额
:

(兑下真表 )

① 李成瑞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倪史稿
》 ,

肘政出版 i团饭
,

第189 直
。

② “
八省农村经济典型翻查

冲 ,

财政经济出版社版
,

第29 直
。



单位
:

万元

最 高 余 额 数 l 年 末 余 额 数 ! 全 年 放 出 数

1 9 5 0年

1 9 5 1年

1 95 2年

1 95 3年

1 9 5 4年

8
,

04 0

2 0
,

5 9 4

5 3
,

77 2

9 5
,

6 5 7

9 2
,

7 9 6

8
,

04 0

2 0
,

59 4

3 9
,

6 8 4

6 5
,

2 45

7 6
,

3 49

2 1
,

2 4 1

3 9
,

9 5 4

9 6
,

6 1 8

1 05
,

14 1

7 8
,

8 28

注 : 1
.

19 53 年最高余额包括林业贷款数
。

2
.

最高余额数是当年放出的最高数额
。

南方构在每年的 7
、

8 月份
,

北方豹在 8 一10 月份
。

3
.

年末余额数是每年 12 月底净存在农民手中的贷款数额
。

4
.

全年放出数是当年放出贷款的积舒数
,

包括收回 的贷款又放出的累舒数胡
。

从表上看
,

农业贷款是逐年增加的
,

最高时全年放出数在十亿元以上
。

通过贷款
,

·

农民不但从 国家手里得到一分现金
,

用于生产和生活需耍
,

而且得到了大批的新式畜办

农具
、

化学肥料
、

水草
、

农药和其他生产查料
。

因为有一部分肯款是用实物形式贷放的
。

在生产查料的支援方面
。

全国解放以后
,

随着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

供农业使用

的生产查料的生产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

下表是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全国主要农业

生产查料生产的增长情况
: ①

产 品 名 称 静量
单位

1 9 5 2年 1 9 5 4年
1 9 5 4年比 1 9 5 2年
增长倍数

具台吨吨吨吨农业机械
:

双翰双瘁犁

谷类播种机

按鞍硫稍化学肥料
:

农 药
:

六六六

滴滴涕

5
,

0 6 0

3 4 4

1 8 1
,
4 13

7
,
4 8 6

4
,

0 7 2

7
·

盘7

59
,

8 5 2

1 2
,

4 6 9

29 8
,

2 3 1

2 6
,
9 1 5

19
,

3 7 7

1
,
9 5 1

10
.

8

35
.

3

0
.

6 4

2
。

6

3
.

8

1
。

6

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二年相比
,

双翰双摔犁增长十点八倍
,

谷类播种机增长三十五

点三倍
,

硫铁增长零点六四倍
,

稍按增长二点六倍
,

农药也增长了两三倍
。

这些农业生

产查料供应抬农民以后
,

对农业生产的增长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

这些条件
,

显然和个体农民的积极性是不相干的
,

它所体现的是无产阶极专政国家

的优越性
。

这里
,

还需要特别指出
,

我国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民个体经济本身
,

已经不全完是原

来意义上的农民个体经济了
。

根据国家扰爵局的查料
,

参加农业生产互助粗的个体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此重
:

一

九五 O 年是百分之十点七
; 一九五一年是百分之十九点二 ; 一九五二年是百分之三十九

① 莫日达: 《
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 ,

兢升出版元廿菠
,

第 71 直
。



点九 ,一九五三年是百分之三十九点兰 ;一九五四年是百分之五十八点三
。

这就是靓
,

到

一九五四年已经有半数以上的农户参加 了农业生产互助粗
。

同时
,

它俩通过农村的供钳合作社
、

信用合作社粗织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 已经 密

切拮合起来
。

互助合作运动的广泛发展
,

是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耍原因
。

四

有些人
,

看到土地改革以后
,

我国农民个体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

就幻想依靠

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来发展农业生产
。

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国版的
“

小农经济稳固湍
” ,

是

一种查产阶极思潮
。

土地改革以后
,

农民个体经济有所发展
,

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
,

仅仅是典花一现
。

这种发展
,

很快的就遇到了限界
。

我国的小农经济
,

是一种极其翩小
、

极其分散的生产单位
,

它们所占有的生产查料

是非常单薄的
。

前面列举过的稠查查料表明
: 一九五四年末

,

我国农村的食雇农每户平

均只 占有十二市亩半耕地
,

半头耕畜
,

三分之一部犁
,

百分之七部水草 ; 中农只占有十九

市亩耕地
,

将近一头耕畜
,

三分之二部犁
,

百分之十三部水草
。

食雇农和 中农平均每户

只有两个半劳动力
。

这样狭小的生产单位
,

为了保证生产和生活上多方面的需耍
,

个体

农民的劳动 力就不得不零碎地支出
,

生产查料也趋 向于分散
,

而不趋向于集中
。

他俩无

盼如何辛勤劳动
,

省 吃俭用
,

也无法避免生产和生活上的浪费
。

一九五二年有人对黑龙

江省海伦县永安
、

西安两个村作过碉查
,

在稠查报告中这样写道
: “

他仍样样都种点
,

苞米
、

谷子是大宗
,

解决吃粮
、

烧柴
、

焉草的需要
,

其它更零星
,

如永安村一九五一年

其它面积为一百四十四点二峋 (往年比这个数字多 )
,

种什么呢 ? 有糜子二十二晌
,

稗

子四十四峋
,

线麻十晌
,

土豆三十五点二晌
,

向 日葵二点八晌
,

菜地二十二晌
。

凡家庭

生活需要的都种
,

农民思想是
`

宁肯少收点
,

总比买人家的强
’ ,

因此
,

土地浪费是很大

启勺
。 ”

土地以外的生产查料
,

特别是牲 口
,

分散的趋势更加明显
。

例如
,

黑龙江省白城县

三个村
,

一九四三年
,

有焉
、

骡一百五十九匹
,

牛七十六头
,

驴五十头 ; 一九五 O 年有

属骡一百二十六匹
,

牛七十二头
,

驴二百七十八头
。

① 焉
、

骤和牛都比一九四三年少
,

驴却大大超过了一九四三年的水平
。

另外根据河南省老区林县
、

清丰县的九个村的稠查

材料
,

一九五 O 年和抗 日战争前相比
,

主耍生产青料有了如下的变化
:

(兑下真表 )⑧

一九五 O 年和抗战前相比
,

这个地区的骡焉减少 了八十五头
,

牛驴增加了一百一十

头 ; 大农具减少了一百一十一件
,

小农具增加了三千零八十五件
。

大草减少了五辆
。

水

井增加了五十七个
,

水草增加了十四辆
。

总的来看
,

一九五 O 年生产查料的占有情况
,

也

是 比抗战前更加分散了
。

其他地区的情况大体相同⑧
。

个体农民占有的生产查料之所以

① 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 : 《
东北农村经济的新情况笋

,

载 19 51 年 3 月21 日 “
人民日报

》 。

② 王耕今
、

张器先: 《
平原省老区农业生产的新情况

” ,

载 19 51 年 4 月25 日
《
人民日报

冷 。

⑧ “
战前耕畜较集中

,

现在较分散
。

东沟村战前地主富农及富裕中农独占牲畜达49 头
,

现独养者仅 13 头
。 .

(中共山西省委 : 《 山西武乡农村考察报告
》 ,

载 19 50 年 10 月 9 日 《 人民日报
刀

)



趋向于分散
,

是 因为农民个体经济此起地主
、

富农经济来
,

生产单位耍小的多
,

生产查

料和查金 的集中程度也低得多
。

生 产 查 料 种 类 } 抗 战 前 19 5 0年 1 95 0年此抗战前增减

骡
、

焉

牛
、

驴

大农具

小农具

大奉

水井

水本

1 1 8头

5 3 7头

1
,

50 8件

6
,

70 9件

8 9辆

4 17个

l辆

33头

6 4 7头

1
,

39 7件

9
,
7 9 4件

8 4辆

47 4个

1 5辆

一 8 5头

+ 1 10头
一

11 1件

+ 3
,

0 8 5件

一 5辆
+ 5 7个

+ 14辆

由于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
,

每一户的劳动力在使用上也难免形成浪费
。

个体农

民的劳动 力和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和其他生产查料之简
,

是不平衡的
。

劳动 力 多 的 户
,

土地和其他生产查料可能相对的少
,

劳动力会有剩余 ; 劳动 力少的户
,

土地 和 其 他 生

产查料可能相对的多
,

劳动 力又会不足
。

在剩余和不足之简往往造成劳动力 的 大 量 浪

费
。

对于农民个体经济的这种局限性
,

焉克思早已做过批$lJ 性的希述
。

一八五 O 年
,

在敲到法兰西的小农经济时
,

他甜
: “

在小块地制度下
,

土地对于所

有者全然是生产工具
。

但是土地的肥沃程度随着土地被割碎的程度而递减
。

使用机器耕

作土地
,

分工制度
,

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
,

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
,

都愈来愈不可能

实行
,

而耕作土地的非生产费用却按照这生产工具本身被割碎的此例而递增
。

这一切情

况
,

都与小块地的所有者是否拥有查本无关的
。

但是土地被割碎的过程愈发 展
,

小 块 地

速同其极可怜的农具就愈益成为零翩经营的农民的唯一查本
,

向土地投查的 可 能 就 愈

少
,

贫农就越威到缺乏利用农学成就所必需的土地
、

金钱和学识
,

土地的耕作 就 愈盘 退

步
。 ” ①

在
“
查本输 》 中

,

禺克思也指出
: “
小土地所有制

,

依照它的性质
,

就排斥劳动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
,

劳动 的社会形态
,

查本的社会集中
,

大规模的畜牧
,

科学的不断进步的

应用
。 ” “

生产查料的无穷的分裂和生产者自己的个别分立
。

人 力的可惊的浪费
。

生产

条件日益恶劣化和生产青料的昂食化
,

是小土地所有制的必然法 lRJ
。 ” ②

土地改革以后
,

由于个体农民 占有土地和共他生产查料
,

提高了个体经济积极性
,

加上无产阶极专政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
,

在一个时候农民个体经济中的一部分农户实现某种程度的扩大再生产是有可能的
。

但是
,

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单位极其狭小
,

土地和其他生产查料以及劳动 力都不能得到合

理的使用
,

积果有限
,

扩大再生产不可能持续下去
。

农民个体经济中
,

劳动者和生产查

① 吐84 8年至 185 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 。 “

用克思恩格斯全集
冲
第 7卷

,

人民出版社版
,

第%一 9 7百
。

② 吠
资本骗

》
第 3卷

,

人民出版社 19 53 年版
,

第 10 54 真
。



料桔合的形式
,

就规定 了这种生产方式扩大再生产的限界
。

扩大再生产
,

必须有追加的查金
、

生产查料和劳动力
。

这些方面农民个体经济有极

大的局限性
。

首先
,

考察查金和生产查料
。

根据一九五四年二十三个省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二户农

户的稠查材料
,

其中食雇农和中农的购买力以及购买力的构成如下表
:

单位
:
元

购买生活查料 购买生产查料

平均每卢 平均每人

平均每户 平均每户

1 3 5
.

5

2 0 8
。

4

10 5
。

2 7 7
.

6 3 0
.

3 2 2
.

4 32
。

3

1 28
.

6 6 1
.

7 7 9
.

8 38
.

3 4 1
。

7

贫 雇 农农中

农民个体经济的现金支出中
,

用于购买生产查料的部分
,

食雇农只有三十元三角
,

中农也只有七十九元八角
。

这部分购买生产查料的现金又分为静多项 目
:

单位
:

元

购买生产

查料的现

金支出

其 中

种 子 类 铜 料 类 肥 料 类 农牧具类 牧畜家禽类

30
。

3

7 9
.

8

1 2
.

8

2 4
.

0

黄 雇 农农中

这样分散的拮果
,

贫雇农用于购买农牧工具的现金只有三元五角
,

用于购买肥料的

现金只有三元四角 ; 中农用于购买农牧工具的现金也只有七元六角
,

用于购买肥料的现

金也只有五元一角
。

在农业上增加生产查料
,

主耍表现 为扩大耕地面积
、

使用新式的生产工具和化学肥

料等等
。

农民个体经济在这些方面都会遇到很大的限制
。

扩大耕地面积
,

一方面
,

他们负

担不起沉重的土地价格
; 另一方面

,

在狭小的生产单位里
,

也难容钠大面积的耕种
,

不

能充分发择土地的潜力
。

增加生产工具
,

同样会遇到查金不足的困难
,

而且对于小农经

济来靓
,

利用新式农具和机器
,

兴修大型水利
,

是不可能的事情
。

焉克思曹经指出
,

在

一般情况下
,

机器只能在这样的界限内被使用
:

生产机器的劳动
,

必填比机器的使用所

代替的劳动少① 。

个体农民使用新式农具和机器也不能违反这个规律
。

例如
,

购买一台

双翰双摔犁
,

一九五三年的价格是一百元左右
,

按照前面例举的查金积果的数量
,

把购

买生产查料的查金全部用于购买这种农具
,

一个农户积果这样多的查金也需要两三年的

① 参阳
《
查本输

》
第 1卷

,

第4 18 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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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简
。

一台双翰双摔犁耍用两头较强的耕畜来曳引
,

还必须积累查金购买足够的耕畜
。

具备这样条件的个体农户显然是很少的
。

即使查金尚题解决 了
,

一台双翰双滓犁耍充分

发探效率必须耕种二百亩左右的土地
,

在每个农户只占有十多亩土地的条件下
,

使用这

样的农具也是不合算的
。

东北局农村工作部在黑龙江省阿城县的稠查报告中写道
: “

农民

投查的苦阴主耍来 自两方面
。

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

农民 的扩大生产查料迅速增

加
,

在有限的土地上雄持现有的生产水平
,

已不足以容钠农民现有的查金
。

另一方面农

村扩大生产查金虽有迅速增加
,

但主耍是分散在广大农户手里
,

而单干农户 占 有 的 生

产查金不但数量有限
,

而且时 简上也不是一齐可以集中起来的
,

尚不足以有 效 地 扩 大

再生产
。

据海叙屯的稠查
,

一亿九千六百六十六万元 (旧币— 作者注 ) 扩 大 生 产 查

金
,

分散在一百零八户手里
,

而每户 占有又零星
,

分散在三个 时 期 里
,

即
:

麦 秋
、

大

秋
、

冬季副业 ……
” 。

这个查料很具体地貌明了小农经济增加生产查料所遇到的困难情

况
。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
,

列宁淡到土地国有化以后的俄国的个体农民时
,

曹经貌
:

“

在个体经济下
,

要保证每个农民有足够数量的种子
、

牲畜和工具
,

就需要大量的物查
。

即使我俩的工业在发展农业机器的生产上得到非凡的成精
,

即使我们的葫望都能实现
,

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
,

我们也不难了解
,

使每个小农都有足够的生产查料是不可能的
,

也是极不合理的
,

因为这意味着极端的分散
” ①

。

列宁的这个韵断
,

完全适用于我国土

地 改革以后的农民个体经济
。

其次
,

考察劳动 力
。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毅
,

农民个体经济已经具备了扩大再生产

的查金和他们所必需的生产查料
。

即使这样
,

在一个狭小的生产单位里
,

只有一两个劳

动 力
,

增加劳动力也会遇到困难
。

历史上所有的生产方式
,

在生产技术水平不变
、

一个

生产单位内部人 口数量不变的条件下
,

解决增加劳动力的尚题
,

不外采取两种 方法
:

一

种是劳动者之简的 自由桔合
,

互助合作 ; 一种是强制 (经济上的强制与超经济的强制 )别

人为 自己劳动
。

然而
,

这两种方法和农民个体经济都是不相容的
。

作为小私有者
,

他排

斥劳动者之固的比较稳定的互助合作
,

因为合作的发展
,

必然要求他俩放弃生产查料的

私有制
,

耍求生产查料的个体所有制棘变为劳动者的集体所有制
。

作 为劳动者
,

他们又

排斥以刹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大生产
,

因为强制别人为自己劳动就要求他们 放 弃 劳 动

者的地位
,

斡变为刹削者
。

总之
,

无篇采取哪一种方法
,

都包含着个体经济 本 身 的 否

定
。

. .

. ,
、

_ _
:

_

!

对于农民个体经济这种不可逾越的局限性
,

焉克思这样靛过
:

这种生产方式
, “

只

能晃容于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发生的限界
。

要它永久保存
,

那就和培克尔适当地魏

过的一样
,

等于
`

合行普遍的中庸
’ 。

一旦发达到一定的高度
,

它就会把破坏它本身的物

质手段带到世界上来
。

从这时起
,

社会胎内就有各种力量和热情发动出来
,

成到 自己在

受着它的束搏
。 ” ②

① 咐
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激上的讲括

。 。 《
列宁全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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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农民经济阻碍生产力发展
,

最明显的是表现在农业生产发展速度逐渐援慢方面
。

下面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四年我国粮盒和棉花产量增长的情况
: ①

19 52年为 19 49年的% ! 1 95 3年为 1 95 2年的% , 19 54年为 19 53年的%

2 9 3
。

4 90
。

7

一九五二年和一九四九年相此
,

粮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四点八
,

棉花增长了百分之

一九三点四
。

一九五三年以后
,

情况就不同了
。

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二年相比
,

粮食增

产百分之一点八
,

棉花减产百分之九点九 , 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三年相比
,

粮食增产百

分之一点六
,

棉花减产百分之九点三
。

这两年农业生产实际上是处于停滞状态
。

造成农

业生产停滞
,

有静多原因
,

例如
,

一九五三年农田受灾八千到九千万亩
,

一九五四年农

田受灾一亿六千万亩
。

但是
,

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农民个体经济的潜力发挥完了
,

生产力

的发展受到了这种生产关系的束搏
,

已经不能持续地实现扩大再生产
。

五

个体农民经济
,

不仅束膊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

而且 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工

业对农业有着依存关系
,

农业生产停滞必然会阻碍工业生产的发展
。

在一个农业在国民

经济占据的比重此较大的国家里
,

这种影响尤其明显
。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
,

一九五四年以前
,

.

农业 (包括副业 ) 的总产值占工农业生

产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

工业生产中以农产 品为主要原料的部分
,

豹占全部总产值

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

占轻工业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

因此 ,
农业生产停滞

,

立即影响

到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减慢
。

根据国家就补局的查料
,

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工农业

生产的增长速度如下 (以前一年为一百 )
: ②

195 3年 1 9 5 4年 1 9 5 5年

工业总产值

农业及副业

1 3 0
.

2

103
。

1

1 1 6
.

3

10 3
.

3

1 05
.

6

1 0 7
.

7

农业生产对工业生产发生影响
,

大体上隔一个周期 (一年 )
。

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

丰收
,

一九五三年工业增长速度比较高
,

达百分之三十点二
。

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

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下降
,

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大大下降
:

由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三十

① 《
关于 19 54 年度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舒划执行桔果的公报

》 ,

就舒出版社版
.

第25 百
。

② 国家杭针局 : 《
伟大的汗年为 ,

人民出版社 19 59 年版
,

第 16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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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二下降到一九五四年的百分之十六点三和一九五五年的百分之五点六
。

关于农业和工业的内在联系
,

毛泽东同志在 《 关于农业合作化简题
》 一书中

,

曹经

作了精辟的分析
。

毛泽东 同志指出
:

“

首先
,

大家知道
,

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
,

现在是很低的
,

而国

家对于这些物查的需耍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
,

这是一个尖貌的矛盾
。

如果我俩不能在大

拘三个五年静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尚题
,

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

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
,

包括由国家粗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

垦荒在内 (三个五年卦划期内
,

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 )
,

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堵长

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耍同现时主耍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简的矛盾
,

我俩的社会

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艳大的困难
,

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 ” ①

其次
, “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耍的部阴—
重工业

,

它的拖拉机的生产
,

它

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
,

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
,

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翰 工 具 的 生

产
,

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
,

所有这些
,

只有在农业 已经形成 了合作

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
,

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
。 ” ②

其次
, “

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耍的大量查金
,

其中有一个相当

大的部分是耍从农业方面积果起来的
。

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
,

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

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
,

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

换
,

既满足 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查需耍
,

又为国家积累了查金
。

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

发展不但需耍重工业的发展
,

也需要有农业的发展
。

因为大规模轻工业的发展
,

不是在

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
,

它有待于大规模 的农业
,

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

化的农业
,

因为只有这种农业
,

才能够使农民有此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 ” ①

客观事实的发展
,

完全证实 了毛泽东同志的希断
。

下表是一九五 O 年至一九五五年

工业总产值增长额分粗表
: ④

单位
:

亿元

全 部
直接简接用农业原料
生产的工业部阴

其他工业部四

!产一

…
总产值较上
年 增 长 额

总产值较上
年 增 长 额

总产值较
年 增 长

上
硕

一b02Z
J任9

……
O份n甘勺曰,曰口O八D,幼5

tato工b7O甘9la5gQ
甘

……
心自八U工勺一ó2
月任11今口,OJ叹O口勺̀ó勺丹UUQOU汽O,l

……
ōUóU76

J任几O九01勺月,.任dù2
一挑ù
75
` .人ó匕5

……
Oùn甘Q一0几07

.1口曰,口孟任,曰
19 5 0

1 9 5 1

1 95 2

19 5 3

195 4

19 5 5

10 0

10 0

10 0

1 0 0

1 0 0

10 0

工一匕博
t

一

…760
八OJ兮4

……
,曰,主ù吕一勺99目,曰

668
1台3

注 : 本表不包括合作化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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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
,

在农业生产正常或者丰收的时候
,

工业生产的增长有一半上下是

由于使用农业原料的工业部 P弓生产增长的桔果
,

例如一九五一年占百分之五十
,

一九五

二年占百分之四十七点八 ; 相反的
,

农业生产歉收
,

使用农业原料的工业部阴在工业生

产中所 占的此重就耍下降
,

例如一九五五年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三点一
。

这一年上半年
,

静多需要农业原料的工业部阴都是开工不足的
。

全国地方工业中
,

棉抄的生产能力利用

率只有百分之七十五
,

棉布及食用植物油只有百分之六十二
,

面粉只有百分之五十六
,

卷烟及大米只有百分之二十四
。

轻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下降了
,

很自然地耍影响整个工

业增长速度的下降
。

由于农业生产增长援慢
,

使一九五四年
、

一九五五年农民购买力的增长受到影响
,

因而使国家的财政收入直接受到影响
,

国民收入中积果基金的增长速度以及工业的增长

速度
,

也道接受到影响
。

这一切都既 明
,

生产力的发展
,

强烈地耍求打破农民个体经济的生产关系
。

小农经济的这种局限性和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
,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早有 了足

够的估卦
。

中共中央
《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靛

》
就昔经指出

: “

我国的国民经

济建毅不但耍求工业经济的高涨
,

而且耍求农业经济耍有一定的相适应的高涨
。

但孤立

的
、

分散的
、

守旧的
、

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

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

化之简 日益暴霉出很大的矛盾
。

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已 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

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耍
,

不能够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耍
。 ”

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所出现的正是这种情况
。

(本章完
,

全文未兜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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