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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旱

第

农业经济体制

第一节农业经济成分

封建土地制度

有关土地制度的记载，最早见于明嘉靖《浦江志略~，东汉威寇

将军杨茂封乌伤新阳乡侯(其地在本县)。隋开皇九年( 589 )，究州

总管黄35随妇翁吴英退隐浦阳，宅基后为唐天宝十三年的县治基地，

其当时占地之移，可以概见。

唐代巳有自耕农。在封建社会里，官吏、富室巧取豪夺，兼并

土地。明嘉靖《浦江志略))ì己载"世变推移，官不自重，健者毕知

以巧取弱者，纵下豪夺" "水旱虫嫁相继而起，贫者之田尽归于富

室"。清同治二年( 1863 )春夏大旱，饥疫并作，时"有以亩田易米升

许者"黄宅南门某富户乘机广买田园，大营宅第，盖楼房85 间。

土地除官田、民田外，尚有学田、祭田、会田之分。学田官掌，

祭田、会田等多为豪富掌管。嘉靖《浦江志略》载"浦邑学田昔掌

于官，豪民猾吏相与为欺，则并其籍，去之。"官掌尚如此，掌于豪

富于中的公田更不言而喻，县人石西民在《亢旱后的浦江农民生活》

一文中说"浦江的乡村，十九都有严密的宗法组织，即每一村庄

里，都有巍峨的宗祠和丰富的公产" "每族的公款积谷等等，皆操

于那些族长绅士于里"他们在"灾荒年头，反可乘此危急时机将公

家银钱和积谷，以高利借给一般农民，盘剥厚利，然后据为己有"。

民国时期，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并拥有祠堂、会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户等公田的管理权。

同时开设"广益"当铺，对农民高利盘剥。黄宅南门地主黄志

亭，家有42人，拥有田 2500余亩、山 3000余亩(习惯亩)。浦阳镇

地主张咸理，占有土地2500多亩，楼房多幢，内设四时果园和花园

假山。而占人口大多数的贫雇农却无田少地，不得不向地主租地耕

种，收获后大部分交租，一年辛苦，只落得"糠菜半年粮"。一遇灾

年，卖儿苦苦女，背井离乡， 1934年，浦江大旱， ~中华日报》载:本

县东乡有"一家老幼男女十一人，均服毗霜自尽，又有某村一家八

口，亦均服毒毙命，惨绝人间"。

土地改革前夕，全县有地主 1672户、 9719人，占总人口的3.71% ，

占有耕地 39270亩(习惯亩，下同)，占耕地总面积的 12.15%; 有富

农 1417 户， 8423人，占总人口的 3.18%，占有耕地 16130亩，占耕

地总面积的 5%; 另有祠堂、会户等公田 145918亩，占耕地总面积

的45.13%。以上各项占耕地总面积的 62.28%。全县共有雇农、贫

农、中农和其他农民 59602 户、 243914人，占总人口的 93.11%，仅

有耕地 121939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37.72%，其中贫雇农 149622人，

占总人口的 57%，仅有耕地4311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13.3%，人均

耕地0.29 亩。

农民土地所有制

1949年，中共浦江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使领导农民开展剿匪反

霸、组织农民协会和减租减息。

1950年 3月，中共浦江县委在大溪乡进行土地改革调查和试点。

10月下旬，全县各地在县、区土改工作队的配合下，执行了依靠贫

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

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正确路线，分兰批开展土地改革，到j次年

3月结束。

1951 年浦江县完成土地改革，结束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

度，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接着，农民又组织起来，成立农业互

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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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土地集体所有制。

互助合作制度

农业互助组 土地改革后，除县农场和县林场等土地属全民所

有外，农村中普遍的是以农民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极为脆弱。

当时全县有役牛 12496头，平均每5户才 1 头。少数患病受灾农户，

开始出卖房屋或出租土地。农民有"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要求。

根据"土地私有，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管理"的原则成立互

助组。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 )0 1954年春，全县各地纷

纷建立初级社，初级社集体劳动，评工记分;全年收入扣除提留后，

按土地、劳动工分四六分红。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初级社转办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简称高级社)，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按劳分配。是年底至次年夏

季，一边批判"坚决收缩"一边采取"初级升高级，小社并大社"和

"全面规划"的办法，把初级社成批地转办为高级社。

人民公社

1958年 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

决议~，到 9月底，本县农村即实现"人民公社化"。后，坚持"三级

所有，队为基础"历时20年，农业生产和社队企业虽然都有所发

展，但农民对于改革这种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与平均分配的旧体制，

革除生产"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等弊端，人民公社内部无偿调

用土地、农具和物资;生产瞎指挥"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

搞"供给制"分配，取消自留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1960年，农业总产值比 1958年下降44%，农村中饿病流荒严重。

1959年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纠正农村人民公社平调风和"共

产风"的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n，先后退赔平

调款、恢复自留地，允许发展家庭副业;改进劳动管理和收益分配，

实行评工记分;有些公社还划分自留山，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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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8年推行"农业学大寨"搞"政治评

分"大队搞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绝大多数地区坚持"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历时20年，生产队规模基本稳定，社队企业和农

业生产有所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开始探索改革管理体制。 1979

年秋季部分生产队将秋杂粮、田滕地角和旱地旱作包产到户，有的

划小了生产队。 1980年 9月后加快农村改革步伐。 1981 年 6月召开

全县干部大会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11 月底 95% 的生产队采取包干

到户责任制。至翌年春，生产队都实行了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以

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基础，分散经营与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合

作制。家庭联产承包制还由粮食生产扩展到经济特产、林业、渔业、

水利和开发性农业等领域。这场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极大地调动了

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全面快速发展。稍后，在体制上，先

是出现"两户一体" (专业户、重点户，各类经济的新联合体)，继

之延长土地承包期，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按照"稳制活田"的原

则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

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是农村的第二步改革。

1983年"政社分设"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和经济合作社。 1985年取消

了持续31 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改行合同订购，调整农村粮油购销

价格;改革农副土特产品统购派购体制，分别改行合同定购和市场

收购，使农村逐步建立起少环节、开放式的新流通体制和交换秩序，

农产品商品率提高，民办购销组织大量涌现，推进城乡市场的繁荣

和发展。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生产队采行了包干到户责任制。生

产队都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分散经营与统一经营相结合

的双层经营合作制。与此同时， 1981 年开始林业"三定" (稳定山林

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大田和山林的责任制，扩

大了农户因地、因时制宜的自主权，使农村生产力迅速发展起来。

到 1982年春，出现多种形式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即经济联

合体 )0 1984年底，全县有经济联合体328个，从业人员 3779人。

至 1985年，有经济联合体381 个，从业人员 5545人。其中经营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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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 1 个，渔业6个，加工工业343个，运输业 8个，建筑业 1 个，

商业和其他服务行业22个。

专业户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一批农民成为种植业、养殖

业或非农产业的专业户。他们大多是以一业为主，兼营其他。上市

村黄炳泉一家 5 口，除承包3 亩土地外， 1981 年圈养群鸭200余只，

1982年养群鸭 1000余只，净收入7000多元。 1984年，全县有各种

专业户 2511 户，占总农户的2.91%。全年总收入 843万元(其中出售

产品收入303万元)，平均每户提供商品额 1206元。 1985年为2391

户，全年总收入 1036万元(其中出售产品收入 530万元)，平均每户

提供商品额 1800元，人均纯收入607元。

第二节农业经济管理

分散的租锢经营

封建土地制度时期，地主将占有的土地出租给贫苦农民，坐收

地租。土地改革前，全县贫雇农和中农共经营土地27.53 万亩，其中

属租人土地 16.71 万亩，农民每年交纳租谷约 2707万斤。

本县的地租形式繁多，主要有"定租"即荒歉年成也按原定

租额交纳"活租"按当年收获量定成交租，一般是对半分租或"徊

四主六"分租"预租"如山区农民向地主租山，需预付六年租谷;

"空头租"七分半面积要交一亩面积的租"十足租"主熟稻谷全

部抵租，徊户只能得春麦和秋杂粮。地租还分钱租和谷租。民国 23

年( 1934), {中国经济情报》第 20期载文说，本县"出钱租的徊户，

须在头一年将田租钱交于地主，然后次年种田，所以租钱是先一年

已经交出的"是年"遭逢空前的旱灾，以货币为田租而交给地主的

徊户，损失了农业生产上的成本费"。

集体经济管理

劳动组织 1953-1956年，初级社平均每社约 10余户，一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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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劳动组织。 1956年秋，高级社平均每社增至208户，社内划分操

作小组，分组劳动，开始推行"定额计酬"、"小段包工"、"季节性

包工包产"与"常年包工包肥包产"等管理制度。不久，这些管理措

施均受到错误批判。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 1962年，全县

有 3368个生产队，平均每队 16户。一般一队一个劳动组织，习惯于

一起劳动，各人无具体责任，窝工浪费严重。平均每一农业劳动力

年生产粮食的数量， 1973年为 1747斤， 1977年为 1705 斤， 1981 年

为 1517斤。

劳动报酬 高级社和生产队对社员的劳动，采取底分活评、定

额计酬等方法进行计量。开始时采用民主评分，天天评分到半夜。

后来是"队长开口，记工员动笔"基本上按照劳动底分和劳动时间

定分。劳动时"滑头站，懒人看，老实人气的不想干"劳动生产率

下降。 1974年，全县平均每一农业劳动力提供产值216元， 1977年

降低到211 元。 1978年由于价格等因素，上升为241 元;到 1980年

又下降到 213 元， 1981 年为 204元。

财务管理 党和政府自试办初级社起，就重视培训农业会汁，

建立财务制度，改革账册。至 1981 年，乡镇都设有财务会计辅导

员，全县农村基层会计达5000余人。农村账册，从现金收付单式

记账法改进为钱物收付复式记账法。但普遍不讲究经济核算，费用

开支由少数人说了算。 1970年，全县生产队的费用支出占总收入

的 17.38%，每元费用提供纯产值4.72元 1980年，费用支出占总

收入的29.27%，每元费用提供纯产值仅2.4 1 元。也有少数负责人贪

污、挪用集体资金，侵占集体财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1982年和 1983 年全面清理集体经济财务。 1985年有 7个村的 27户进

行农业成本核算。

收益分配 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包括总产值的分配和总产品

的分配。总产值分配中，国家税金按年交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

集体积累， 1981 年年底止，全县累计提留 1477万元(含固定财产基

金916万元，折旧基金7万元，公积金289万元，公益金93万元，储

备粮基金41 万元)。全县社员分得的人均收入， 1966年为 5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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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为 66.9元， 1978年为 77.7元， 1981 年为 84.4元。

生产队还要以实物形式处理总产品的分配，粮食分配，在完成

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留足种子和其他用粮后，安排社员消费用粮。

全县社员人均口粮， 1966年为480 斤， 1977年为484斤， 1981 年为

595斤。集体要保证社员口粮，工分少的农户倒欠粮款，工分多的

社员分配就难以兑现。 1973年共有 23616户超支欠款，占社员总农

户的35%，超支欠款 120万元。至 1978年上升到26841 户、 203 万

元。结果，工分多的社员不满意，工分少而欠了生产队粮款的社员

也不满意。

新合作经济管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管理 生产队或大队在土地公有、按劳计

酬、统一管理土地和水利工程等生产设施的前提下，与社员签订合

同，将土地承包到户经营;承包户向集体包上交国家任务，包交纳

集体积累，其余产品则全部归承包户所有。全县生产队共垫借给社

员生产资金383.17万元。这种责任制建立后，改变了以往"生产大

呼隆，记工一拉平，分配不兑现"的弊端，促进了生产。但集体积

累未引起重视，农户间经营管理水平不一。

专业性合作经济管理 1985年，全县有 381 个农村经济联合体，

从业人员 5545 ，其中雇佣帮工和徒弟 1004人;纯收人分配额550.86

万元，其中国家税金占25%，集体提留占20%，按劳分红占 53% ，

股金分红占2%。

1982年起，全县原属公社或大队办的 1085个社队企业，采取了

承包经营方式。职工年平均工资，承包前的 1978年为 306元，承包

后的 1982年为 381 元， 1984年为 520元， 1985年增至670元。承包

前，社队企业每年都拨出一部分利润给生产队，承包后已不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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