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改革以后
,

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和
`

一

蠢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苏 星

第二章
一

农村阵地
,

社会主义不去占镇
,

查本主义必然去占镇

一九五三年
,

毛泽东同志指出
: “

对于农村的障地
,

社会主义如果不去 占镇
,

资本主

义就必然会去 占倾
。 ” ① 这是根据政治经济发展规律得出来的必然桔湍

。

我国的农民个体经济
,

基本上是小商品经济
。

鹅片战争以后
,

由于外国查本主义的侵入
,

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日益从农业 中分离出来

农业本身也开始出现了专业分工
,

自然经济便 日盘搏化为商品经济
。

到十九世耙末和二

十世耙初
,

我国的大部分农村已经变成 了帝国主义垄断查本倾翎商品和榨取原料的市踢
。

土地改革以后
,

农民个体经济仍然基本上是小商品经济
。

有人看到
,

我国农民大多数兼营手工业
,

认为这是 自然经济占扰治的标志
。

这种看

法是不确切的
。

从表面看
,

我国的个体农民
,

兼营手工业的相当普遍
。

根据一九五五年三月对湖北

省鄂城县
,

和一九五四年十月对河南省太康县的稠查
,

几个主要行业农民兼营的手工业

者占同一行业的手工业从业人数的百分此如下表
: ②

哪哪 城 县县 太 康 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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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县
,

农民兼营手工业者占同一行业的手工业从业人数的比重
,

大多数是在

百分之五十以上
。

但是
,

这种手工业和农业桔合
,

和 自然经济占扰治的条件下的家庭手

工业和农业桔合的情况
,

已经有很大不同
,

它只有一小部分 (如农产品的初步加工
、

制

造和修理小 的木制农具
、

自己制造某些 日用品和缝制衣服等 ) 仍然具有自拾自足的性质
,

其余大部分是属于直接为消费者加工的手工业生产
。

后一类手工业生产已经超出了家庭

手工业的范围
,

往往只生产某一种或少数几种产品
,

生产者也只是掌握一两种手工技术
,

他们的产品也不是完全用于 自己和 自己家庭成具的需耍
,

大部分是为市踢生产的
。

很明

显
,

这样的手工业
,

是不能看作是 自然经济存在的前提的
,

相反 的
,

它正在斡化为 自然

经济的对立物— 商品经济
。

我国农村
,

农业部阴内部的分工也是 日益发展的
。

粮盒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区分工

已经逐南形成
。

列宁靓过
,

在社会分工的发展过程中
, “

专业化过程也 出现在农业中
,

建

立了农业的 日益专业化的区域 (和农业经济体系 )
,

不仅引起农业品和工业品之简的交

换
,

而且也引起各种农产品之简的交换
” ①

。

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这种地区分工
,

是商

品交换的重耍基础之一
。

既农民个体经济基本上是小商品经济
,

不是靛它的全部生产都是商品生产
。

一般的

貌来
,

个体农民的小商品生产总是比较多地保留着自然经济的残余
。

这是因为
:

第一
,

在农业上大部分生活查料和一部分生产查料 (如种籽
、

铜料 )
,

可以依靠自拾 ; 第二
,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农民个体经济贫困
、

落后 的经济地位
,

使它不能完全排除家庭手工

业的生产
。

特殊的靛来
,

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
,

农业上的剩余产品数量比较少
,

农民一年的劳动成果艳大部分要用在消费方面
,

他们的生产就更多地带有 自抬 自足的性

质 (除此以外
,

我国也还有些地区
,

一直是 自然经济 占优势的 )
。

根据一九五五年对十八个省一万三千二百 四十五个农户的稠查
,

我 国农户平均每户

粮食的商品率是百分之二十五点七
,

社具户每户粮食的商品率是百分之三十
,

其余农户

按阶极分 llR 为
: ②

贫雇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

1%

中 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
.

2 %

富 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
.

1%

地 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8
.

1 %

育雇农户的粮食商品率是 百分之二十二点一
,

中农户的粮盒商品率是百分之二十五

点二
,

都低于平均每户的粮食商品率
,

这靛明个体农户的商品率是此较低的
。

个体农户一般的都经营副业
,

他们不仅出售粮食和经济作物
,

而且出售副业产品
。

一九五四年就舒
:

贫雇农的副业收人 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七
,

中农占百分之

二十八点一
。

⑧这些副业产品大部分是作为商品投人市爆的
。

农产品和副产品加在一起
,

个体农户农产品副产品的商品率
,

耍比粮盒的数字高一些
。

《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 。 “ 列宁全集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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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品经济
,

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一个确定的概念
。

这个概念的内涵
,

不是指农民 个

体经济生产单位大小或者商品率高低
,

而是表示它和查本主义商品经济具有不 同的性质
。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点是
:

以刹削雇佣劳动为基础
,

生产目的是为榨取剩佘价值
。

小

商品生产的特点是
:

自己劳动
,

生产目的不是为了价值增殖
,

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人

和他的家庭生产和生活的需耍
。

焉克思靓过
: “

筒单商品流通 (为买而卖 ) 是作为这样

一种手段
,

以便实现一个处在流通之外的最后 目的
,

使用价值的取得
,

需要的满足
。 ” ①

农民个体经济的商品生产和查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

虽然都是以生产查料 的私有制为

基础 (因此
,

前者可以棘化为后者 )
,

但是
,

两者艳不能混为一改
。

焉克思在批 *lJ 查产阶极的

经济学家们的时候
,

曹经貌过
: “
政治经济学原 lRJ 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 为一改了

.

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本人的劳动作为基础
,

别一种 lHJ 是以对别人劳动的刹削作为基础
。

它忘祀了
,

后者不单是前者的道接反对
,

而且也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长大起来
。 ” ②

为什么我俩必须弄清农民个体经济的小商品经济性质呢 ? 因为从 自然经济斡变为小

商品经济
,

是一种质的飞跃
。

这个变化
,

使它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产生了静 多 新 的 矛

盾
,

出现了新的规律性
。

在 自然经济 占扰治的条件下
,

个体农户的生产和消费是杭一在一个狭小的生产单位

内部
,

这些相同的经济单位构成了整体的社会
。

焉克思曹经这样描棺过十九世祀中叶法

国的小农经济
: “

他俩进行生产的地盘
,

即小块土地
,

不容静在耕作时采用任何分工
,

应

用任何科学
,

因而也就没有任何不同的发展
,

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
,

没有任何丰富的社

会关系
。

每一单个农户
,

差不多都是 自拾自足的
,

都是直接生产着自己消费品中的大部

分
,

因而多半是在与 自然交换 中
,

而不是在与社会交往中取得 自己借以推持生活的查料

的
。 ” ① 在这种生产方式里

,

生产者所注意的主要是用多少劳动耕田
,

用 多少劳动织布
,

社会劳动的针算和他们是不相干的
。

个体农户被卷进商品关系当中
,

情形就起 了变化
。

在这里
,

生产物已经不是在 自然

形态上进入消 费过程
,

它要经过交换
,

经过劳动耗费的比较以后
,

才能进人消费过程
。

当他们的个别劳动时固符合社会必耍劳动时固的时候
,

他俩可以 补偿 自己的劳动消耗
,

椎持生活和进行再生产
。

当他俩的个别劳动时简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固
,

就不能补偿 自

己的劳动消耗
,

以致不能推持生活和正常地再生产
。

因此
,

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个体农

民不但要注意做 了什么样 的劳动
,

而且耍升算花费了多少劳动
,

耍考虑他们所花费的劳

动会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
。

农民个体经济的达种变化
,

从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来看
,

是一种进步
。

它打破 了自拾

自足的经济所造成的狭隘界限和停滞状态
,

迫使每一个生产者经过市踢进行社会朴算
,

注意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
。

同时
,

也带来 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

农民个体经济
,

从 自然经济斡化为小商 品经济
,

是农民内部 出现阶极分化的前提
。

个体农民
,

作为小商品生产者
,

他们的个别劳动变成了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
,

市爆

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开始成为决定他们命运的主宰
。

同时
,

作 为小商品生产者
,

像过去那

。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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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仅仅在农户相互之简或者同手工业者彼此道接交换产品已经不可能了
,

由于小生产和

大市爆之简的矛盾
,

他们不得不依存于商业
。

小农经济生产单位小
,

农业生产又具有季

节性
,

生产稍有发展
,

有了余粮余续便耍求出路 ; 遇有生产投查和生活开支一时周搏不

灵
,

或者天灾人祸
,

便要借货
。

这样
,

农村的阶极分化便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

列宁在

分析十九世耙末俄国农民分化时靛
:

“

要证明小经济必然 为大经济所排挤
,

只断定大经济获利较多 (产品很低廉 ) 是不够

的
,

还填确定货币经济 (确切些靛
,

就是商品经济 ) 优于 自然经济
,

因为在自然经济的

条件下
,

产品是供生产者 自己消费而不进入市爆
,

低廉的产品不会在市踢上遇到昂竟的

产品
,

因此也就没有能力排挤它
。 ” ①

后来
,

列宁在分析美国农民分化时又靓
:

“
如果不是机械地死搬硬套

,

而是经过思考地运用政治经济学上的各种已经确定 了

的理希原理
,

那就只能把关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规律用于商业性农业
。 ” ②

二
个体农民作为小商品生产者

,

想长期推持一个稳定地位是不可能的
。

土地改革以后
,

我国农村经过几年的生产发展
,

农民很快就威到小农经济这种生产

方式对他俩发展生产的束搏了
,

有些人开始想走查本主义的老路
。

一九五一年
,

中共中

央东北局在一分农村稠查报告 中写道
: “

目前的基本尚题
,

已不是敢不敢发展的简题
,

而是某些发展较快 的农民
,

已开始威到发展无 P弓的苦阴
。

如凤城小堡屯有五户想买胶皮

草
,

因没有人力
,

又不顺与别人合伙
,

买不起来 ; 有四户耍雇人
,

又雇不到 ; …… 肇州

发展村农民张如富靛
: `

光种点地不行
,

非想其他来幼道不可
’ 。 ” ③

在土地改革以后到实现农业合作化的一段时固里
,

由于土地和其他生产查料的一定

程度的平均化
,

又加上农业生产的发展
,

有相当一部分食农上升为中农
。

根据一九五四

年对二十一省一万 四千三百三十四户农家的稠查
,

从改革土地制度拮束到一九五 四年末
,

农村的阶极构成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 ④

土 改 枯 束 时 1 9 54年末

02,
11勺

.

…
2 2292
ǎb,土八06八Dg. .

…
75COg曰n
甘

5八」农农农他主雇贫中富地其

注 : 一九五四年
,

入社农月占百分之四点二
。

这个期简
,

贫雇农从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一下降为百分之二十九
;
富农从占

总户数的百分之三点六下降为百分之二点一 ; 中农 lRJ 从 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八上

升到百分之六十二点二
。

但是
,

这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现象
。

实际上
,

当时农民个体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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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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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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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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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巳经包含着向两极分化的趋势
。

这种趋势
,

在一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比较发展的地区
,

表现得此较援和 ; 在一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不发展的地区
,

表现得很强烈
。

农业合作化以前农村的阶极分化
,

首先表现为商业投机和高利借贷日盘活跃
。

根据中南区几个省的扰朴
:

一九五三年农民从事商业活动的大豹占总 户数的百分之

十二到十八
。

① 四川省奉节县一区朱衣乡一九五三年秋收中固
,

就有三百三 十 多 户 农

民
,

放下生产去做买卖
,

当时芝麻正上市
,

他们在二十夭里便收购了八万多斤
,

有 的并

进行加工
,

趁合作社缺油时
,

以高价 出售
。 ②这些富裕农民的商业活动

,

往往和查木主

义商业
、

小商小版勾拮在一起
,

囤积居奇
,

图媒暴利
。

高利贷是商业查本的攀生兄弟
。

我国农村商品货币经济不发达
,

农民碰 到 天 灾 人

稿
,

急难的时候
,

需要经用
,

就不得不出很高的利息向富裕农民和商人借贷
。

我 国民主革

命时期
,

法律上就是禁止高利贷刹削的
。

但是
,

在上地改革以后
,

由于国家银行和信用

合作社还不能充分满足农民的肯款需耍
,

高利贷未能完全禁止
。

恩格斯魏过
: “

当一个

小农陷人了困难的状况
,

以至高利贷者的效劳在他看来已是较小的一种祸害时
,

高利贷

者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吸尽他的脂膏
,

而又不会受到反高利贷法的制裁的
。 ” ⑧

根据湖北
、

湖南
、

江西
、

广东四省十六个乡的稠查
,

一九五三年放债户占总户数的

百分之十左右
,

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一倍以上
。

在放债户中以 中农 (特别是富裕中农 ) 为

最多
。

湖北
、

湖南
、

江西
、

广东十六个乡
,

中农阶层放倩的户数和粮数占放倩总户数和

放值总数均在百分之七十
,

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户数和粮数属于富裕中农
。

借贷户较

多
、

借倩数 目较大 的是育农
。

湖北
、

湖南
、

江西三省十个 乡
,

育农借倩户数豹占育农总

户数的三分之一
,

占借入总粮数的百分之六十四点八五 ,广东省育农借清户数几乎占贫农

总户数的一半
,

占借债总户数和借人粮食总数量亦均在百分之四十以 上
。

④

农村的借贷关系
,

大量的还是群众互助性质的 ; 但也有一部分是乘农民天灾人祸或

青黄不接之危
,

获取暴利的
“

高利贷
” 。

一九五二年山西省忻县七个村稠查
,

共有二千

四百八十六 户
,

放高利贷者二十户
,

放出人民币二百六十八万元 (旧币 )
、

粮盒一百九十

九石
。

放高利贷户占农村总 户数的百分之零点八
。

利息一般的月利在百分之五以上
,

最高

者百分之十
。

放款者的成分都是中农 〔其中有些是土改以前的老债务关系未获解决 )
。

这

些款放抬六十二户农民
,

其中食农 占百分之七十九
,

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
。

从借款用

途上看
,

中农主耍是因婚丧大事及应付灾害袭击
,

贫农大多数都是因生活困难吃用了
。

⑥

一九五二年
,

中共邯郸地委在关于农村阶极分化情况的稠查报告中也写道
: “

近二年来农

村高利贷逐潮发展
,

且多种多样
,

而以
`

批牲口
’ `

批庄粮
’ `

批棉花
’

较为普逼
,

如成安道东

堡等五个村共九百二十二 户
,

向外
`

批棉花
, `

批牲口
’

的九十一户
,

占总户数百分之十
。

`

批牲口
’ `

批棉花
’

一般是在秋后或麦前把牲 口赊出
,

麦后或秋后还麦或棉花
,

一般均超

过原价百分之五十
。

成安
、

魏县
、

临漳
`

批牲口
’

已成普温现象
,

市爆买卖牲 口很少
。 ” ⑥

①④ 参晃
“
农村经济期查选集

》 ,

湖北人民出版社版
,

第23
、

22 直
。

⑧ 《
必填加强党对农村经济工作的镇导

》 ,
195 3年:2t 月 6 日 《

人民日报
。
社输

。

⑧ 《 法德农民周履
冲 。 《

用克思恩格斯文选
》 (两卷集 ) 第 2 卷

,

第4昭直
。

⑥④ 史敬棠等 : 《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

》
下册

,

三联书店版
,

第254
、

258 直
。



商业投机和高利肯活动
,

是农民个体经济搏变为查本主义经济的桥梁
。

一个农民
,

总

是首先成为商人
,

成为小财主 : 积累一些续才能逐南地变为富农和查本家
。

另一方面
,

由于商业投机和高利贷的活动
,

必然促使一部分农民贫困破产
,

直至丧失生产查料
,

不

得不出卖劳动力
,

变 为雇佣工人
。

例如福建省长乐县龙阴乡榕挡村
, “

一九五二年秋收

后至一九五三年春耕前
,

三十一户出卖土地的农民
,

就有十兰 户是为了还高利肯
,

其 中

百分之四十三的土地
,

卖抬了十二户中农
。 ”

0

其次
,

农业合作化以前农村阶极的分化表现为土地买卖和租佃关系 日盘增加
。

我们先考察土地买卖的情况
:

根据对河北省肃宁
、

河简
、

任邱
、

建国六个县的稠 查
,

一九四 九 年 到 一 九 五 O

年
,

有一百三十八户出卖土地
,

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点七
,

共卖出土地三百 八 十 四 市

亩
,

占总耕地亩数的百分之二点一九
。

出卖土地的原因
,

在河固
、

任邱两县所稠查的六

百六十二户当中
,

为了盖房子的五 户
,

远地换近地的十二 户
,

卖地买牲口的六户 (这些

对生产是有利的 )
,

因生产生活困难及丧失劳动力而出卖土地的三十九户
。

就是靓
,

由

于生产
、

生活上的困难
,

被迫出卖土地的占出卖土地总户数的百分之五点四
。

②

一九五二年
,

据山西省忻县地委对一百四十三个村的刹查
,

土地改革以后
,

一九四九

年以来
,

巳有八千二百五十三户农民 出卖土地三万九千九百一十二亩
,

出卖房屋五千一百

六十二简
。

出卖土地房屋的占总 户数的百分之十九点五
,

出卖土地占卖地户每户平均土

地的百分之二十八
,

占总土地的百分之五点五七
。

由于出卖土地房屋
,

一部分农民成分

已下降
。

据豁乐县五区 (老区 ) 十九个村的扰爵
,

共有五千七百五十八户
,

有八百八十

户农民卖房地
,

其 中有一百六十七户老 中农因出卖土地下降为贫农
,

四百七十一户上地

改革中分到土地的新中农因出卖土地又恢复到贫农的地位
,

两项共静六百三十八 户
,

占

卖土地户数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五
,

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一点零五
。

这些下降户当中

钓有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的户变成 了赤贫户
,

这些赤食户一般用三个方法来解决他俩的

生活出路简题
:

第一
,

充 当雇农
。

据哼县七个村二十六月因卖地变成的赤贫户刹查
,

有

十九户当了雇农
。

第二
,

靠租入土地
,

当佃农或开荒生活
。

这部分人数量最大
。

第三
,

进人城市参加工业
,

这部分人数量还不大
。

⑧

出卖房屋土地户的成分
。

据七千三百六十户卖地户的稠查
,

雇贫农 (指土改前之属

育农 ) 占卖地户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七
,

中农 占卖地户的百分之三十七
。

④

从出卖土地的时简看
,

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

据四十九个村
、

农民出卖的一万零
一

七百

八十四亩土地中稠查
,

一九四九年 出卖的占百分之三点九五
,

一九五 O 年出卖的占百分

之三十点九九
,

一九五一年出卖的占百分之五十一点一五
,

一九五二年出卖的占百分之

十三点零九
。
侣

一九五三年
,

湖北
、

湖南
、

江 西三省
,

有占总农户百分之一点二九的农户出卖土地
,

此一九五一年滑加百分之五百五十
,

出卖土地的亩数占土地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二二
,

此

朴 “
积极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

》 ,
1 9 54 年 10 月12 日

《 人民日报
”
社输

。

④ 参冕
心
一九五 O 年中国 经济输文选

》
第 2 辑

,

下册
,

三联书店版
,

第2 9 4直
。

⑧④⑥ 史敬棠等 : 《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

》
下册

,

三联书店版
,

第25 1
、

25 1一252 真
。



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五百零六点九三 ;有 占总农户百分之一点六一的农户买人土地
,

比

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七倍
,

买人土地亩数 占土地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二七
,

比一九五二 年墉

加百分之七百七十三
。

卖 出土地的原因是这样
:

由于生产
、

生活困难而卖地的 占卖地总 户

数的百分之五十六 ; 属于稠剂土地性质的占卖地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 ;共他原因占卖地总

户数的百分之四左右
。

在出卖土地的户数 中
,

贫农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

其原因基本是由

干生产
、

生活上的困难
。

中农占百分之四十
,

只有少数农户是由于生活困难
。

在购买土

地的农户中
,

中农占购买土地农 户的百分之六十点五
,

买进土地 占买进土地总数的百分

之六十五点五二
,

贫农 占购买土地农户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
,

占买进土地总数的百分之

三十二点零七
。

刹查者写道
: “

土地买卖中豹有一半是食农因困难而卖地
,

中农因富裕

而买地
,

也就是靓
,

在中农 中已有百分之二点一七的户因富裕而买地
,

贫农 中已有百分

之一点七九到百分之兰点三的户数因困难而丧失了部分土地
。 ” ①

由于土地买卖的发展
,

买地的人多
,

卖地的人少
,

有些地方地价上涨 了
。

例如
,

河

南省清丰县
,

一九四九年每亩地价一般是小麦三百斤左右
,

一九五 O 年已经上涨到六百

斤
; 林县一亩水田有卖六千斤粮食的

,

超过 了战前的最高水平
。

⑧

再考察土地租佃关系的发展情况
。

下面 是一九五四年对二十三省一万五千四百三 卜

二户农户土地租佃关 系的稠查
: ③

对的地地上土%出租 有占地 的对地土土%人用租对的 使地地上土%用有使占

1 0 2
.

6

1 02
.

6

9 5
。

4

1 0 1
.

5

5
.

0

4
.

6

1
.

8

5
.

9

2
.

6

2
.

1

6
。

4

4
.

5

农农农主庵贫中富地

注: 使用土地 = 占有土地十租人土地一租出土地

扰针查料表明 ; 食雇农租入土地 占使用上地的百分之五
,

租出土地 占占有土地的百

分之二点六 ; 中农租入土地占使用土地的百分之四点六
,

租出上地 占占有土地的百分之

二点一 ; 富农租人上地 占使用土地的百分之一点八
,

租出土地 占占有土地的百分之六点

四
。

贫农租入土地的多
,

富农租出上地的多
: ,

再以湖北
、

湖南
、

江西三省 为例
。

一九五三年
,

这三个省 出租土地 的农户占总 户数

的百分之十二点五二
,

租入土地 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一 八 点 六 九
。

租出
、

租人

的关系中
,

富农
、

其他刻削阶层和中农钓占三分之二左右
,

育农仅占三分之一左右
。

出

租土地的原因
,

属于生产查料缺乏
,

丧失劳动力或劳动力和土地韵剂性质的 占 三 分 之

二
,

属于 中农 占有土地多而出租的占三分之一
。

租额一般百分之三十五到百 分 之 四 十

五
,

最高的达百分之六十以上
。

④

O④ 参见
心
农村经济拥查选集

》 ,

湖北人民出版砒版
,

⑨

③

王耕今
、

张器先 : 《
平原省老区农业生产的新悄刁认

第2 5
、

2 6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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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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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农业合作化以前农村的阶极分化
,

表现为富农和雇农的阶极对立
。

下表是一九五四年对二十二个省一万五千二百九十二户农家雇佣劳动的使用状况的

稠查
: ①

平均每户雇工 日数 } 平均每户出雇 日数

1 7
.

7 8
.

1 1
。

8

2 5
.

7

1 8
.

7

1 1
.

7

2 0
。

5

雇工 日数以富农为最多
,

为其他农户四倍
。

出雇以食雇农为最多
。

这个稠查材料是

平均数字
,

不能完全反映农村雇佣关系的发展状况
。

实际上
,

有些地区履佣关系的发展

工匕这个数字快得多
。

雇工人数增加
,

表明有些地区新富农生长得是很快 的
。

下表是东北三省几个典型村

新富农所 占比重的稠查查料
: ②

, 查 地 区

…
农 村 总 , 数

…
新 富 农 户 数

…
新富农 户占

`

。 户。 %

辽东省辉南县大锡园村

营口县摄家村

庄河县玉皇庙村

柳河县中南村

新宾县南村

吉林省舒兰县三个村

盘石县团枯村

黑龙江省呼璐县城外屯村

7 4

6 4

1
.

3

4
.

6

0
。

4 8

1
.

7

0
.

4 1

0
.

5

0
.

4 5

1
.

2

,曰nJ
. .1

4
,1,1,上OU,d月性,IQ口1丹人OJ性90自,̀

J任,1270自

小卦 2
,

0 5 4 0
.

7 8

三个省的材料表明
:
新富农 占农户总户数的比重最大的是辽宁省营口县摄 家村

,

达

百分之四点六
,

最小的是辽宁省新宾县南村
,

占百分之零点四一
。

二千零五十 四户平均

占百分之零点七八
。

另外
,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对孩省九个乡 (长沙县的草塘乡
、

卷塘乡
、

湘

潭县的清溪乡
、

长乐 乡
、

安乡县的赛家渡乡
、

竹林乡
、

沉陵县的牧焉溪乡
、

蒙福 乡
、

省家

桥 乡 ) 阶极分化情况的稠查
,

新富农也是逐年增加的
。

① 《
195 4年农家收支凋查简要查料

” 。 “
杭针工作

知
195 了年第 1 0期

。

① 李成瑞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
》 ,

肘玫出版社版
,

第 128 亘
。



下表是各阶层户数占总户数的百分此
:

土改时

5 6
.

7 3 %

3 0
.

25 %

195 2年

3 6
.

4 6 %

5 0
.

4 5 %

1 9 5 3年

2 8
.

0 8 %

58
.

9 6 %

1 9 5 4年

28
.

2 2 %

58
.

0 7 %

3
.

18% 3
.

4 6 % 3
.

6 3 % 3
.

7 0 %

贫中 农农农富

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三年相此
,

育农从百分之二十八点零八上升为百分之二十八点

二二
,

中农从百分之五十八点九六下降为百分之五十八点零七
,

富农从百分之三点六三

上升为百分之三点七
,

而土改时只占百分之三点一八
。

①

新富农不仅对雇工进行刹削
,

而且艳大多数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
。

根据一九五三年

对原松江
、

吉林和辽东省九个村的稠查
, “

新富农
,

九个村共三十六户
,

其 中十九户已

速续刹削三年以上
,

较为定型
。

多数雇 用大量零工经营土地
,

兼放高利贷
,

少数挂胶皮

草拉脚
,

兼营商业
。

有些人开始不以农业为重
,

认为投机
、

刹 fflJ 赚幼多
, `

来得快
’ 。

因

而有些农民对他们还很羡慕
。

吉林有的同志脱
: `

哪个村有新富农
,

哪里也就盛起一根小

小的
“

旗杆
”

”
, ②

上面所列举的这些情况
,

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对于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阶极关系

必然发生分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

毛泽东同志在
《
关于农业合作化简窟

。的报告中写道
:

“
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查本主义所有制和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

制
。

大家已经看晃
,

在最近几年中简
,

农村中的查本主义 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
,

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
,

静多富裕中农力求把 自己变为富农
。

静多食农
,

lRJ 因为生产资料

不足
,

仍然处于食困地位
,

有些人欠了债
,

有些人出卖土地
,

或者出租土地
。

这种情况

如果让它发展下去
,

农村 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
。 ” ⑧

土地改革以后
,

我国农村出现了阶极分化
。

但是
,

并没有发生像查本主义国家那样

的两极分化
。

这是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一开始就指 出了社会主义和查本主义两条

道路斗事的必然趋势
,

坚决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

批判了那种放任个体农民土地租

佃自由
、

土地买卖 自由
、

雇工 自由
、

借贷自由等右倾思想
。

如果其的让农民个体经济 自

发地发展下去
,

中国农村势必耍发生大分化
,

走上查本主义道路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

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必然要变为集中的先进的大经济
。

不是

社会主义大经济
,

就是查本 主义大经济
。

在历史上
,

并多查本主义国家
,

也曹经进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
。

但是
,

改革以后不

久
,

在小农经济分化的基础上
,

就产生 了查本主义的大农踢
。

接着
,

就 出现 了大农踢排

挤小农塌的过程
。

这个过程是长期的
,

痛苦的
,

今夭还在进行
。

小农经济被消灭得最早而又最彻底的是英国
。

英国从十五世耙开始农业革命
,

到十

① 童大林 : 《
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很据

冲 ,

人民出版社版
,

第 6 直
。

② 中共中央东北局农村工作部 : 《
松江

、

吉林和辽东九个村的拥查报告
》 ,

195 4年 2 月1 5日 《
人民 日报、

⑧ 《
关于农业合作化周题

》 ,

人民出版社 195 5年版
,

第:n 直
。



八世耙五十到七十年代已经完成了
。

这种革命是以暴力为植杆的
。

焉克思规
: “
劫夺教会

财产
,

欺诈地出让国有地
,

盗窃共有地
,

掠夺地用毫无顾虑的恐怖主义把封建所有 地和氏

族所有地搏化为近代的私有射产
,

这静多就是牧歌似的原始积果的方法
。

这些方法
,

为查

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
,

使土地合并于查本
,

并为城市工业创造 出像岛一样 自由的无产

阶极的必耍供拾
。 ” ① 自耕农变成了属农

,

或者变成了城市的无产者
,

土地 lRJ 集中在大土

地所有者手里
,

这些大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租拾农业查本家
,

实行查本主义经营
。

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
,

在英国
,

占农爆总数百分之二十点二的查本主义大农爆主
,

集中了全部土

地 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七
。

两公厦以下的
“

农爆
”
占农爆总数的百分之十八

,

他俩耕种的

土地只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零点九
。

这一部分
“

农爆
”
经营主

,

实际上是农村的无产

者和半无产者
。

法国和英国不同
,

它一直到十八世耙末的法国大革命
,

把叛逆的食族和僧侣的土地

收归国有
,

分配拾农民
,

才实现了查产阶极的土地制度的革命
。

法国的小土地所有 制
,

是农民经过流血牺牲而事得来的
。

农民在获得土地以后
,

就全

心全意地关怀他俩的一点点财产
。

他们为了推护一小块土地
,

费尽了心血
,

不惜过最育

苦的生活
。

但是
,

个体农民的惨淡经营并不能挽救他俩的破产的命运
。

一八九四年恩格斯在批

郭法国社会党的土地纲倾时曹经指 出
,

农民耍长期保全他们的小块地所有制是艳对不可

能的
, “

查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陈旧的小生产压碎
,

也如火草能把独翰手推

草压碎一样是没有简题的
。 ” ②事实上

,

法国大革命以后
,

法国农民一直在向两极分化
,

小生产不断地被大生产所排挤
。

据枕静
,

法国从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五六年
,

小农减少了一百三十多万户
,

其 中有八

十万户
,

是一九二九到一九五六年的二十八年固减少的
。

小农户减少了
,

大农户相应的

增加了
。

下表是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五六年
,

法国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
:

单位
:

十万公顷

1 9 2 9年

…
1 9 5 6年

…
, ` %

…
一

一

2 8

+ 1 4

+ 6 7

ǎ匕,曰q̀9一
, .几
8

, .孟,几一óRà9月了g
J任,1

耕地面积在20 公填以下的农业经营者拥有耕地

耕地面积在20 一 50 公蟹之简的农业经营者拥有耕地

耕地面积在50 公喷以上的农业经营者拥有耕地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五六年
,

法国的小农的耕地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八
,

中农和大农的

土地却分别增加了百分之十四到百分之六十七
。

到 了一九六一年
,

在法国
,

占农民总数百分之四点五的大农爆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

① “
资本渝

”
第 1卷

,

第809 一8 1 0真
。

。 《
法德农民周魔

》 。 “
用克思恩格斯文选城两卷集 )第 2 卷

,

第437 直
。



之三十
,

占农民总数百分之五十的农业经营者仅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六
。

随着农业 现

代化的发展
,

大生产更加处于有利的地位
,

而小生产者
,

lHJ 更加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
。

美国
,

是查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一种典型
。

二十世耙初期
,

列宁曹经盆过
,

查本

主义在农业 中的发展
,

可能存在过两种道路
:

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
。 “

在前

一种情况下
,

农奴制地主经济援慢地搏化为查产阶极的容克式的经济
,

同时分化 出少数
`

大农
’ ,

使农民在几十年内受着最痛苦的刹夺和盘刹
。

在后一种情况下
,

地主经济已不

再存在
,

或者已被渡收和粉碎封建硕地的革命捣毁了
。

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着优势
,

成

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
,

逐渐棘化为查本主义的农踢主
。 ” ①

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
,

北部各州占优势的是农民个体经济
。

南部各州主要是奴隶制

的种植园经济
。

十九世耙六十年代
,

经过南北战事摧毁了南部奴隶主的大地产
,

有 一部

分奴隶获得了土地
,

但此较多的奴隶
,

是在
“

分成租佃制
”
的形式下

,

仍然受着农爆主

的沉重刹 fflJ
。

一八六二年
,

美 国政府公布
“

宅地法
”

以后
,

在西部各州
,

小土地所有制首经有一

个发展的时期
。

由于有 一个时期
,

美国个体农户大量存在
,

有些查产阶极学者便企图利用这种表面

现象来掩盖农村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本质
。

一九一四年
,

列宁在题为
《
关于农业中查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

》 的文章中
,

彻

底地蔽斥了查产阶极经济学者吉姆美尔之流利用一九一 O 年美国的人 口稠查材料所一再

重复着的什么
“

美国大多数农户都是劳动农户
” , “

在比较发达的地区
,

农业查本主义

正在瓦解
” ,

在
“

全国艳大多数地区
” , “

小劳动农业正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
之类

的荒忍貌法
,

从美国一九 0 0 年和一九一O 年的农业稠查中列宁得出的桔希是
:

“

与工业相此
,

农业中的手工劳动耍比机器占有无比的优势
。

但是机器正在迅速地

被采用
,

机器提高了农 户的技术
,

使农 户成为更大的
、

查本主义性质更多的农户
。

在现

代农业 中
,

是以查本主义的方式使用机器的
。

“

农业中查本主义的主耍特征和指标是雇佣劳动
。

展用劳动的发展也像机器使用的

堵长一样
,

在全国各个区域 中
,

在农业的各个部 阴中都可以看到
。

雇佣工人人数的咐长

超过 了农业人 口和全 国人 口的增长
。

农业户主人的增长落后于农业人 口的精长
。

阶极矛

盾愈来愈激烈
,

愈 来愈尖锐
。

“

农业中大生产 日盘排挤小生产
。

… …
“
小农业 日益遭受刹夺

。 ” ②

当列宁写这篇著作时
,

美 国农村的分化已经十分显著
,

但是
,

由于当时还有 相当多

的新垦土地投人生产
,

农塌的数 目还是滑加的
。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

情况就完全改 变

了
,

除了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经济危机
.

期 简农爆数字一度增多外
,

二十年代以后
,

农爆数字是一直下降的
。

下表是一九一 O 年封一九五五年大农塌排挤小农爆的情况
:

0
《
肚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镇

。 。 《
列宁全集

》
第13 卷

.

第21 9夏
。

① 心
关于农业中查本主义爱展规律的新材料

》 。 “
列宁全集

》
第22 卷

,

第 91 一 92 真
。



农 爆 数

年 份
(千户 )

1 9 10

1 9 2 0

今了O甲t,00Oó11冉b扮了

,土,11孟

1 9 3 0

19 4 0

1 95 0

1 9 55

每一农锡平
均耕地面积

(英亩 )

1 3 8

1 4 7

15 1

1 6 6

2 1 5

2 4 3

农锡工作人具数

(千人 )

每一农锡平均工人数
每一农锡工人平均

耕地面积 (英亩 )

1 1
,
5 9 2

1 1
,
4 4 9

1 0
,

16 1

9
,
5 4 0

5 0 7

5 8 3

1
。

82

l
,

7 8

1
.

6 2

1
.

5 7

1
.

4 0

1
.

3 7

7 6

8 3

,工Rù9ō19自,曰6
J任Onà9只U00q口J任2

八U六J匆了
.,̀甘. 了. ,几,. ,

四十五年的时固
,

美国农锡数字从六百三十六万一千个减少到四百七十 八 万 二 千

个
,

每一农爆的平均耕地面积却从一百三十八英亩扩大为二百四十三英亩
。

这盆明大量

的小农锡破产了
,

土地 日盘集中在大农塌的手里
。

同时
,

也可以看出
,

农踢扩大主耍不

是靠增加劳动者的人数
,

而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
。

一九一 O 到一九五五年
,

农爆工作人

具从一千一百五十九万二千人减少到六百五十八万三千人
,

每一农踢平均工人数从一点

八二人减为一点三七人
,

而每一农踢工人的平均耕地面积却从七十六英亩增加为一百七

十八英亩
。

近年来
,

美国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大大加快 了
,

中小农破产的情况
,

此已往任

何时候都严重
。

根据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发表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四十八州农业普查的初步

总拮报告
,

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九年美国各类农踢数 目 (按土地面积大小分类 ) 有 了如

下变化
:

农踢数 目 (千个 ) } 1 9 5 4年到 1 9 5 9年的变化

按农锡土地面积大小分粗
1 9 5 4年

19 5 9年

…
, 对 数

…
%

不到 10 英亩

1 0一 4 9英亩

5 0一 6 9英亩

7 0一 9 9英亩

1 0 0一 1 3 9英亩

1 4 0一 1 7 9英亩

18 0一 2 1 9英亩

22 0一 2 5 9英亩

26 0一 4 9 9英亩

5 0 0一 9 9 9英亩

1 000 英亩以上

总

4 8 4
。

3

1
,

2 1 2
.

8

3 4 6
。

3

5 1 7
.

7

4 9 1
。

5

4 6 1
。

6

2 5 7
.

2

2 06
.

5

4 82
。

2

19 1
。

7

1 3 0
.

5

2 4 0
。

7

8 1 1
。

1

2 5 8
.

0

3 9 9
.

6

3 9 4
.

4

3 7 7
.

8

2 2 5
.

5

1 8 8
。

8

4 7 1
。

4

1 9 9
。

9

1 3 6
.

3

一 2 4 3
。

6

一 4 0 1
。

7

一 8 8
。

3

一 118
。

1

一 97
。

1

一 83
.

8

一 3 1
.

7

一 1 7
。

7

一 1 0
。

8

·

十 8
.

2

+ 5
。

8

一 5 0
.

3

一
3 3

.

1

一 2 5
。

5

一
2 2

。

8

一 1 9
。

8

一 1 8
.

2

一 1 2
.

3

一 8
.

6

一
2

。

2

+ 4
.

3

+ 4
.

4

4
,
7 8 2

.

4 } 3
,
7 0 3

.

6 } 一 1 0 7 8
·

8 }
一 2 2

.

6

五年时简
,

美国农爆从四百七十八万二千四百个减少到三百七十万零三千六百个
,

一共减少了一百多万个 (其中有二十三万个
,

是由于农踢
“

定义
”
改变

,

不 再 算 做 农



踢 )
,

相 当于农爆总数的四分之一
。

其中占地五百英亩以下的农塌数都减少了
,

农塌规

模越小
,

减少的此率越大
; 只有 占地五百英亩以上的农踢增加了

。

德国是另外一种典型
,

即所稍普鲁士式的道路
。

由于封建主义的阻碍
,

德国农民所

受的盘刹更为严重
。

在容克式的大地产的排挤下
,

小农经济也大量破产
。

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前
,

德国百分之六十五点八的土地
,

已经集中到占农爆总数百分之十一点七的大农

踢的手里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西德中小农户破产的情况已经愈来愈严重
。

据扰卦
,

中小农户每天平均破产的农户数字
,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是四十一点一户
,

一九五

三年到一九五五年是六十点三 户
,

一九五五年封一九五七年是七十六点七户
,

一九六 O

年到一九六一年是一百零一点六户
。

十年来
,

共有 四十万三千个拥有十公厦以下的土地

的农户破产
。

一九四九年 ,
西德共有一百九十多万户农户

,

到一九六O—
一九六一年度

,

减少

到一百六十万户
。

减少的主要是五公填以下的小农
,

十公填到二十公萦的农户增加了三

万多 户
,

二十公填至一百公填的农户增加了一万多户
。

在查本主义国家
,

大生产排挤小生产
,

对于广大农民来规
,

不仅表现为农民占有的

生产查料被刹夺
,

而且表现为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
。

正如列宁所魏
: “

查本主义基本的和

主要的趋势就是大生产排挤小生产
,

无揣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是如此
。

不过不能把这种

排挤单单理解为立即刹夺
。

可能延长好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小农的破产
、

经济状况的恶化

也是排挤
。

这种恶化表现于小农的劳动过度
、

散食恶劣和值务果累
,

表现于牲畜的铜料

和对牲畜的一般照顾愈来愈坏
,

表现于对土地的护理
、

耕种
、

施肥等条件愈来愈糟和经

济技术停滞不前等方面
。 ” ①

这样的道路
,

中国农民是艳对不能走的
。

农民阴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尚题
。

在土地改革以后
,

如果在我国农村听任农村

阶极分化
,

走查本主义道路
,

而不立即倾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的道路
,

不仅

农民遭受长期刹夺的痛苦
,

而且势必瓦解工农联盟
,

瓦解无产阶叙专政
,

使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投事业遭到失败
。

正是从这一客观形势出发
,

党中央和毛泽东 同志一直

强稠
,

社会主义必须坚决同查本主义争夺农村的阵地
,

并且牢牢地占倾这个阵地
,

引导

农民走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
。

(本章完
,

全文未兜
,

待续 )

① 《
关于农业中查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

》 。 《
列宁全集

》
第 22 卷

,

第60 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