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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解放前，在南通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土地大多为地主阶级占有，广大农村以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后，通海、大有晋，大豫、华丰等垦牧

公司相继建立，公司筹集股份，围垦后实行租佃制的经营方式，为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企业。在

土地封建所有制的年代，地主收受地租，规定时限和实物质量，极其苛刻，有的地主与官府勾

结，私设公堂，豢养打手，催租逼债，迫使农民家破人亡。民国15年(1926)，如皋县江安区在中

共地方组织领导下，进行分地的试点。民国30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辖区实行“二五”减

租；民国35年实行“五四”土改。

1950年，新解放区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市郊区一批恶霸地主、封建霸头被判刑和管制。农

民分得土地、房屋、粮食、耕牛、农具等物，解放了生产力。1951年，人民政府引导农民成立农业

生产互助组。1953年，郊区窑墩坝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率先建立。1955年秋，郊区开展农业合

作化运动，1956年春，郊区15个乡共建立75个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农村开展人民公社

化运动，9月，郊区成立3个人民公社，10月，划建4个公社，1960年建立城乡结合、工农商学

兵五位一体的6个公社，1961年划出城镇部分，建立7个农村人民公社。公社的土地等生产资

料属大集体所有，分配实行“工分制”。1958年，市郊公社搞供给制，办食堂，规定以吃饭为主的

几个不要钱；1959年，实行“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或称小队)所有，以队为基础”三级核算、

分级管理的制度，1962年，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6年推行大寨大队“标兵工分、tl报

公议”的劳动管理制度，一年后又恢复“定额计酬”。1979年，农村逐步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改革，1980年，郊区实行“小段包工”责任制、。三包(产量、成本、工分)到组”，1981年春，实行

“联产到劳”责任制，1983年，“包产到户”。

工商交通运输业各系统企业，解放前有大生系统为主的近代企业十多家，为商办性质的民



族资本集团。还有一批规模较小，设备简陋的私营修理加工工厂(场)和作坊。交通运输有私营

大达轮步公司及私营小型轮船、木帆船、汽车等客货运输单位。民国35年10月，九专署江海贸

易运输总公司建立，为本地国营商贸企业之始。1949年解放后，即对工商业户开展登记工作。

国营江海贸易公司驻人市区，发挥领导市场作用。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

利”的方针，抑制不法资本家掀起的2月和10月两次涨价风潮，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完成重点

大型企业——大生纺织公司的公私合营，公司股金中的官股被人民政府接管。对有利于国计民

生的私营工商业户给予扶持，1950年，建立和发展了一批消费合作社或行业联营，在私营企业

开展签订劳资合同活动。1952年，各私营工厂先后走上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1954年

对私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促成一批商户转业或合作、合营。1956年，对资本主义改造进入

高潮，私营工商业企业分别公私合营或组成合作企业，逐步形成以国营经济为主体，有合作社、

集体、个体等多种经济成分的所有制形式。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通

过吸引外资、租赁、补偿贸易，出现了中外合资等新的所有制形式。

第一章农 业

第一节封建所有制及土改

南通解放前，土地是私人所有制，少数地主霸头横行乡里，霸占了大量土地。光绪二十七年

(1901)南通境内的通海、大有晋，如皋境内的大豫、华丰等垦牧公司集股建立，通海公司围垦土

地9万余亩，实行租佃经营。民国25年(1936)南通县城厢60亩以上土地户39户，占总户

1．08％，占地2393亩，占总田亩32．30％。解放前夕，占总农户1％的市郊区地主，占有土地

3．54万亩，占总耕地的33％。占农户总数56．89％的广大贫雇农，所占土地只占总耕地的

38．1％。地主阶级利用霸占的土地和反动权势，对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在政治上进行沉重压

迫，在经济上进行残酷剥削。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花样很多，手段极其毒辣，地租有定租、活租，交

租有实物、货币、苦役三种。市郊区恶霸地主顾浩如、陈嘉华都是顽乡长，称霸一方，为非作歹。

恶霸地主胡介民，拥有土地千余亩，家中设私牢，自己坐“法堂”，豢养一批家丁打手，心狠手辣。

催诗乡有一个顾姓农民，祖父因缴不出涨租，遭逼租关进私牢，受毒打，摧残致死；父亲被逼退

田划押，活活气死。全家失去土地后，母亲外出帮工，妹妹给人家做童养媳，弟弟也被人家领养，

家破人亡。

田地的买卖、承租，在南通市郊区有：“大卖”、“批价”、“过放”、“大过放”、“回赎”(又称典

押)、“顿庄”、“预租预顿”、“预租”、“烂租”等。

大卖：对田产有底、面权的户主，因遇特殊情况，急需钱用，遂将自己的田产卖给他人，大卖

之后，该田产永远不可收回，买户可永远耕种，亦可出卖。大卖田价，30年代前后每千步(4亩)

600 800元不等。双方所订立的契约又称大卖“绝契”。

批价田：批出户因有要用，将有底、面产权的田产的面权批给他人耕种。顶期内可原价赎

回。也有的无期限无赎回权。30年代田价每千步400～600元。

{J。．涠，J{；I蠲钮a{；瑚



过放田：只有田产面权的佃户(基本是种批价田的佃户)因有要用或无力耕种，可将该田转

放给他人耕种，30年代每千步400---600元。定若干年为限，顶期内可原价赎回。这种过放田的

业主又称“二粮户”。

大过放田：无期限，佃户可长种，二业主无赎回权，佃户将直接向原业主完租。

回赎(又称典押)：种“批价”田或“大过放”田的农户，一时贫困急用，又借不到钱，遂将田抵

押给他人耕种，30年代每千步100,---200元，期限3--．5年。银不计利，田不计租。

顿庄田：30年代每千步价300～500元，顿庄多，完租就少；顿庄少，完租就多。一般每顿庄

百元，就可少完租银10元。

预租预顿田：30年代每千步田佃户预付顿庄300"-,500元，每年还要完预租20元左右。一

般期限3～5年，顶期满收田，业主将原顿庄田款退回给佃户。

预租田：农民必须预先向地主缴清地租，然后才能种地，这就迫使农民不得不借贷而受高

利剥削，如遇荒年，情况更惨。

烂租田：实质上是典卖，农民因疾病、死亡或受灾等特殊原因，向地主借债，用土地抵押，规

定期限，写出凭据，往往农民到期无力还债，土地便无代价的归地主所有，农民因此而失去土

地，造成破产。

民国15年，南通农民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相继建立农民协会，进行人口、土地的调

查，如皋县江安区六甲乡在中共如皋县委的组织领导下，进行分田试点。民国30年起在中共领

导的抗日民主政权辖区(包括沿海垦牧区)实行“二五”减租。民国34年如东县减租的地主

8397户，受益佃户38887户，每户受益120市斤粮食。民国35年，中共实行“五四”土地改革，

如东、南通、东南、通如四县477个乡，当时九专署控制的437个乡中，进行土改的有378个，占

86．5 oA。对沿海垦牧公司也进行了土改，使垦牧公司不复存在。民国36年中共《中国土地法大

纲》公布，九专署控制的338个乡中，334个乡进行土改，占98．8％。九专署控制的南通县53个

乡中，52个进行土改。民国35年底～36年在土改不彻底的地方开展土改复查。在九专署控制

的271个乡中(时敌占206个乡)进行复查的有249个乡。 ．

民国25年(1936)南通县城厢土地占有情况表

亩数 每户平均亩数 户数百分比 亩数百分比
占 有情形 户数

(卣) (亩) (oA) (oA)

合 计 3590 7404．105 ． 2．062 100．OO 100．00

5分以下 1945 423．070 O．218 54．18 5．7l

5分n0．999亩 646 456．698 0．707 18．00 6．17

1～4．999亩 749 1579．946 2．109 20．86 21．34

5～9．999亩 106 739．278 6．974 2．95 9．99

10b14．999亩 45 543．452 12．077 1．25 7．34

15～29．999亩 60 1268．153 21．136 1．67 17．13

30～59．999亩 27 1055．924 39．108 0．75 14．26

60～99．999亩 7 555．408 79．344 O．20 7．50

100亩以上 5 782．176 156．435 0．14 lO．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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