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 国成立初期乡 村地权交易 的零细化研究
——量化分析和案例解读

张 静

内 容提要 ： 新 中 国 成 立初 期
，
各地农民 仍 面 临 地块 零碎 的 局 面 和 土地利 用 分散 的 情 况 。

除 了 通过 自 耕 、 雇 工经 营和 互 助 合作 等 方 式 来 克服 土地经 营 中 的 零 细化 困 境 外 ， 农民 更 多

地是通过地 权交 易 来调 剂 土 地远近或肥瘦 。 而 地 权 交 易 中 的 小 额 数 、 零细 化特 征则 进一

步

导 致 了 农田 田段之分割 及其 位置上 之零星散布 。

关键词 ： 新 中 国 成 立初 期 地权交 易 零细 化

土地零碎是发展 中 国 家在农业现代 化过程中 普遍存 在的 现象 ， 关 于传统农村 土地 的零细 化 问

题 ， 民 国 时期学者如 卜 凯 、 陈翰笙 、 李景汉等进行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和研究时 对此均有所关注 。 近

年来 ， 国 内 外学者结合地权分散化趋势 ， 对 中 国 古代和 前近代社会地权转移 的高频率和 零细化成 因

的解释较多 。 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的原 因 ：

一是 自 然地理 因 素 ， 如 山 区或丘 陵地 区
， 地形高 低不

一 决定了土地分散 、 细碎特征 。
二是人地关系 比例紧张 。 赵冈 认 为宋 明 以后地权转移呈现出 逐渐

分散的倾 向 ， 并指 出 了 这一倾 向 可能与宋明 以后中 国 人 口 的快速增长有关。 三是诸子均分制 。 史志

宏关于诸子均分制对 明 清时期 和近代地权分散影响 的 说法很有说服力 。 四 是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

曹幸穗和凌鹏都认为近代商品经济 的发展构成地权分散的社会经济基础 。 五是土地分割 出售 导致

地块
“

畸零散漫
”

。 刘 克祥以 皖南徽州 为 例 ， 梳理了 永佃制 下 土 地买卖演变 的全过程 ， 指 出 永佃 制下

地租分拆零卖导致部分 田 产
“

合业
”

的产生和 地权的相对分散 。 赵晓 力 指出 随着土地小额 出 卖和分

割继承 ， 中 国农村的耕地一

直呈现细 碎化 的趋势 ， 有的地块分割 之小 ，
已 达到 不堪使用 耕畜 的地步 ，

甚至引起南方水 田 田坎系数的持续增加 。 六是小农经济的普遍 贫困 。 李金铮认 为分家析产 、 农 民惜

卖 、 小农 的普遍贫困 等因 素推动 了近代华北平 原地权分散的 推动力 量
， 同 时也导致 了 土 地买卖 中 的

零细 化交易 。 上述研究在时间段上多集 中于古代和 近代农村社会
， 鲜有对土改后地权的零星 分割

和地权交易 中 的零细化现象进行分析③
。 笔者 以各省 档案资料和 村级契约 文书 为 主

， 通过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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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案 例解读 ，
对土 改结束后——集 体化高潮 前乡 村地权交易 中 的零细化过程进行梳理

，
以期 对 当今

农村土地流 转 中普遍存在 的土地零细 化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

一

、传统农 田零星分割 的 自 然生态特征

近 代 以来农 田 的零细化 现象

长期 以 来 ， 中 国传统农业土地制 度中 最重要 的特点 之一就是
“

农 田 的 零星分割
”

。 赵冈 认为 ， 农

田零星分隔的现 象 ，

“

至南宋时 已 明 显出 现
”

。 明 清时 期 ， 同
一业主土地分散各 乡 各图甚至是分散 在

不 同县境内 的情形已 成
“

定局
”

①
。 卜 凯 在 — 年代对 中 国 个省 份的 农村典 型 调 查中 发

现 ，
每一农场平均有五 、 六个 田 段

， 这些 田段不但互相 不毗连
，
而且距离甚远②

。 据社会学家李 景汉对

定县调査 ， 每个农户所种之地分为数块 ， 甚至于十余块 散布于村之各方 。 地 块距家之远近多在二 里

之内 ， 亦有距三 、 四里者 。 他于 年在
一

村调查 了 户农家 其 中 以有 块 田地的 为最 多计

家 ， 其次 块者计 家 ，
有的农户 田块分 块散布于各处 。 不仅每家 田地块数很多 且每块之面积

亦颇小 。 户农家共有 田亩 块 ， 平均每块 亩 。 其 中 不满 亩一块者计 块 ， 占 所有

块数的
，
且其中 不满 亩者计 块 ，

—

亩者计 块 ，

— 亩者计 块 —

亩者

计 块
，

一 亩者 块③
。 山 东省 的耕地长期以 来也一直被分割 成很多细 小的碎块

，

“
一个农

民或
一个家庭往往拥有 的并不是一整块的农 田

， 而是分散在 很多 地方 的小块农 田
”

， 农 民从村庄 的住

处到其耕地要走长短不一的路 ，
因此在 田地里有众多 的小路和小径 。 在夏季 或收获 季节 ，

“

田地看上

去就像许多不同 颜色的小邮票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一起
”

④
。 、

根据 卜 凯的 研究 ， 由 于 自 然生态 环境和 作物耕作制 度 的差异 ， 北方土地利 用 （ 或小麦 区
） 平均规

模是南方 （ 即水 稻 区 ） 的三倍 以上 小麦 区农场的平均 田块数 目 是每农场有 块 ， 水稻 区每农场 的

田 块数则 高达 个 。 换言之 水稻 区的 田 块面积 小得多 。 如 长 江中下游地 区 山 区和 丘陵地多开垦

山 坡地辟为梯 田
， 每个 田块相 当于 山 坡上 的

一个台 阶 ， 面积 自 然不 大 。 此 外 ， 梯 田作 为水稻 田
， 在稻

米的生长季节中水 田 中要蓄水 而且水的深度在整个 田 块中 大体一致 这就需要 田面要基本水平 ， 而

这在较大 的 田 块 中 很难做到 。 吴 江县开弦 弓 村每家都有 — 条相隔 甚远 的几条带 状 田地 ，

“

从
一

条

地带到另一条地带 有时要乘船 分钟
”

，
这些分散 的地带大多数

“

不超过 一

亩
”

， 极少有面积在

亩 以上 的 ⑤ 。 以 无锡为例 ， 如 表 所示 ， 每户 耕地 亩有余 平均 每家有地 块
， 每块平均二亩半 ，

最小地块只有 亩 。

表 年无锡 家农 田地段 表 （ 村 ） 单位 ： 亩

耕地面积 农家数 目 地亩总数 地段总数 每家 占地 数 每段平 均面积

— 亩

— 亩

亩 以上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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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冈 ： 《农地的零细化 》 ， 《 中 国农史 》 年第 期 。

② 赵冈
： 《历史上的 土地制度与地权分配 》 ， 北京

：
中 国农业出 版社 年版 第 页 。

③ 李景汉 ：
《定县社会概况调査 》 ，

第 — 页
。

④ 杨懋春
：

《
一个 中 国村庄 ： 山 东台 头 （ 中译本 ）

》
，
南 京 ： 江苏人 民 出 版社 年坂 第 — 页 。

⑤ 费孝通 ： 《江村经济 》 北 京 ： 商务 印 书馆 年版 第 — 页
。



中 国 经 济 史 研 究 年 第 期

两次土地革命 个典型 调查村的土地 种类 、数量和区位分布极不平衡 除了 靠近神木河的 贺家川 、 孟

家沟 在河两旁有狭小的 川地
， 其他村庄都在 山 上或山 沟 里 。

“

为 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起见
”

， 在贾家沟

等有少量的 园地与平地的村子 ，
土地分得 比较散 块数也比 较多 。 如贾家沟 户 共分到土地 块 ，

每户 平均有 块土地 。 孟家沟 过去有 个十垧 以 上的整块土地
，

“

现在分散了 。 有 的村 山 地不够还

要从别村分进 ， 如 贺家川从 里外的崔 家峁 分得了 垧山 地 （ 神府县的土地以 垧计算 ， 垧相 当

于 亩左右
，
园地一般以 亩 、 分计算 ） ，

从 里 以 外的高家笟分得了 垧 ， 从 里外 的圪柳嘴分得 了

垧 。 孟家沟从 里外的圪柳 嘴 分得 了 垧 山 地 。 贸 家沟从 里外 的刘家笟 、 里外 的韩 家

园 、 里外的李家南窑 、 里外的贾 家新庄子共分进了 垧地 。 这种平均分配一切 土地 的办 法 ，

虽然是
“

农 民们平均主义 的最高理想之体现
”

。 但对于农民们的小生 产说来 ，

“

也当 然不很便利
”

①
。

二
） 新中 国成立 初期 农 田 零细 化与 农业生产经营

土改后各地农 民仍然面临地块零碎 、 分散而难以集中 经营的 困境 。 从笔者搜集 到 的各地现存的

世纪 年代土地房产证显示 ， 多数农户 土地被分割 成远近 、 大小不一 的很多块 ， 农村
“

插花 田
”

随

处可 见 。 山 东省 淄博专 区桓 台县第三区睦 和村 （ 笔者搜集到该村保存 的近 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存

根 ） 地处华北平原地带 ， 农户 的农田 规模较山地和丘陵地区面 积大 ， 但多 数农 民分得 的土地在 区位上

也面临 地块零碎 、 分散 的 困境 。 该村大部分农户 分得可耕地 （ 非耕地 多为场 园 、 湾和 坟茔 ） 平均分割

为 — 块 ，
最大

一块不超过 亩
，

一般都在 、 亩之间 ， 甚至小至几分 。 各段分布在村庄的 不 同位

置 距离
一里 、 半里的 田地较多 。 如某农户共 口 人

， 分得耕地 亩 分 厘 其耕地被分割 成互不

相连的 段 ， 其 中 有 块耕地的面积超过 亩 其余 的仅 亩多 。 。 另据一份华北区土地房 产证资

料显示 被调查农户共 占有土 地 亩 分 ， 耕地共分为 块且所处位置不 同 ，
其 中最大的一块 亩

分 ， 最小 的仅 亩③
。

前述南方水稻区 因地形高低不平 ，

田 地多 成梯形和 零星 小块 ， 如 苏南句 容县丁庄村全村土 改后

总使用土地共分割成 块 最多 的一 户富农
， 其 占 有的 亩土地多达 块 。 每户 占 有的耕

地面最大一

块 亩 ，

一般都在
一

、 二亩之间 ， 小至几分 的 。 每户 拥有的土地 四 散分布 ，
距离

一里半里

的 田地甚多 有的农户分得的 亩耕地远隔 里 ④
。 如 图 所示 ， 湖 北省汉川 县某农户 分得的 亩

可耕地共分 段 ， 最大 的一块也只有 亩多 最小的一块仅 分 。 由各地段 的 四 至可 以看出 ， 每处的

耕地也各 自 不相连 ， 分别分布在该村 的不同 地方⑤
。 江西省 临 川 县章 舍乡 章舍村某农户 分得土 地

亩 分 厘 ，
这些耕地被划分为互不相 连的 段 其 中有 块耕地的 面积超过 亩 ， 但最大的 一块也

仅 亩 分 ， 另外 块地的面 积均不足 亩 。 如 湖南省衡山 县园 洲 乡 周 祖忙互助组共有稻 田 亩

分 厘 毫都是梯 田
， 共有 坦⑦

。

农业生产不像工业可 以 连续不断地进行均衡生产 ， 农作物的播种 、 施肥 、 灌概和 收获等不 同环节

都需要在一定的时间 内集 中完成 ， 而且劳 动强度极大 。 按各地 的耕作 习 惯来看 ， 占有土地较少且集

中 的农户在播种和收获 的农忙季节经营他们 的土地没有 困难 但对于那些 占有较多且分散土地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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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胡必亮 、 胡顺延 ： 《 中 国乡 村的企业组织与 社 区发展 》 ，
太原 山西 经济出 版社 年版 第 页

。

⑥ 江西省临川县土地 房产所有证第 号
，

年 月 日 。

⑦ 湖南省人 民政府农林厅
： 《 周祖忙互助组创造梯 田

一季稻大面积丰产的经验 》 ， 《 长江 日 报》 年 月 日
，
引 自 中国 科

学 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组 编 《 国 民经济恢复 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 下册 ） 》 ，
北京 ： 科学 出版社 年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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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建 国 初 期 湖 北省汉川 县土地房产所有证

民来说
“

需要 的劳 动力 比 家庭 能够供给 的多
”

。 农 田零星分散使得农户 在农 忙季节 要奔走 于 许多面

积狭小
、
互不 毗连 、 分散遥远的 田 块之间

，
浪 费 大量 时 间 和体力 。 除 了 自 耕外

，
各地 农 民对细 碎化 土

地采取 以 下几种经营方式 ：

雇工经营 。 为 了照顾孤寡户 的生活 、 生产困 难
，

土改 中 老年人尤其是寡 妇往 往拥 有 多 于 他们

本人耕种得了 的 土 地①
。 此类农户分得的土地较多且多 数集 中 在一处 ， 当 然有 的孤寡 户 的 耕地也 分

散在村庄 的不同地方 。 如 山 东桓 台 县某 村 孤寡户 口 人
， 分得 土 地 亩 ， 共分为 三段 （ 分别 为

亩 、 亩 、 亩 ） ，
分别分布 在 村庄的 不 同 位 置 ②

。 由 于 农业生产所 固 有 的季 节 性和 单

个农户在 劳力供给 、调 配方面的局 限 性
，
缺乏 劳动 力 的农户 尤其是老 弱孤寡 户往往 通 过 雇 工来 补 充

家庭 劳动力 在分散经营方面的不 足 。 从湖南 省典型 乡 的调查来 看
， 年 因 老弱 孤寡无劳 动力 而 雇

工 的农户 有 户 ， 占总 雇工 户 的 。 另 据 广东 省 个乡统计 ，
因 老弱 孤寡 缺 乏 劳动 力

① 加 宝森 ： 《 中 国妇女 与农村发展——云 南禄 村六 十年 的变迁 》 ，南 京
：
江苏人 民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② 山 东省桓 台县土地房产所有证第 号 ， 年 月 日 。

③ 湖 南省委农村工作部
：

《 个 乡 — 年经济情况调查 分析表 》 （ 奶 年 ） ， 湖南省档 案馆 ，

— 一

、

— —

、

— — — — — —

— — —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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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生产上有 困难而雇工的 占总 雇工户 数的 ， 雇工数量占 总雇 工数的 。

互助合作 。 伴工互助 在传统乡 村 由 来 已 久 ， 但 只是局 限 于血缘 和宗族关系 圈 中 的临 时 性协

作 。 土改结束后
，
随着 中共互助合作运动 的开 展 ， 各地农 民 通过 入组入社来 克服农地 经营 的零细 化

困难 。 如沭阳县马 厂 区赵甫亚互助组组员 赵洪彩 和 赵同顺 各人 亩半地搭 界
， 打破地界前 ，

要耕两

趟 、 种两趟 ， 稻谷上场要打 场 ， 打破地界后一趟就耕好 、 种好 只要打 场 。 该互助 组在夏种中 不但

比别 的小组种得快 ， 而且收得又 快 。 到 秋收 的 时候 亩 田
， 多收 笆 斗 （ 每笆斗 斤 ） ， 计 多收

斤豆子②
。

租佃经营 。 面对土地经营中 的零细 化现象 ， 各地 自耕农更多地根据 自 己 耕地的 远近肥瘦和对

自 身 生产经营提供 的利 弊关系利 用 了 租佃制 提供的灵活 性来调 节配置家庭生产资 源 ， 把
一些对 自 己

生产经营不 利的远 田 、 瘦地租 出 ， 再在有 利 于 自 己 耕种 的居住地附近 或与 自 有耕地可连片 耕作的 地

方租进适量 田 地 。 据笔者调查 的各省档案资料中农 民 的此类生产经营行为均有记载
， 如 湖北应城义

和乡 丁加斌有 亩地
，
因离 家较远不便耕 种 而全部 出 租 ， 同 时在 附近佃种 亩 以 弥补不 足 。

广东潮安莲云 乡 新中 农周 海清有 亩 田在外 乡
，
因耕作 困难 而全部出 租 再在本乡 租入土地耕种

；
新

会县北洋 乡 新 中农林善邦 全家 人 ， 个劳动力 ， 有 亩地 ， 因 田 远出 租 亩 再承租

亩④
。 安徽霍山县大化坪乡 地处大别山 区

， 自 然村庄分散 地势起伏 ， 该 乡 土地总 面积约 万亩
， 其 中

林山 占 ， 荒 山垦地 占 。 因 路远无法经营而出 租的 占总 出租户数 的 强⑤
。

也有的农 民通过土地买卖来调 剂 土地远 近或肥瘦 。 如河北省怀来县南水泉村杨维
“

卖 了 亩坏

地又买 了 亩好地
”

。 安徽 肖 县杨阁 乡 共 户农 民 卖地 其 中 户农 民 因土地座 落外乡 或离家远

耕作不便 ， 或因 自 己 原土地孬 ，卖孬 田买好 田 。 户 农 民买人土地 ， 其 中 户农 民卖 孬田 买好 田
， 卖

远 田 买近 田 ⑦
。 也有 因 婚嫁导致土地远 ， 不便耕种而买卖 的 。 如 肥西县竹西 乡 贫农张永才 ，

年

结婚 爱人从娘家带来 的土地太远不便耕种而卖了
， 又就近买 了 亩田 。

从各大区农村工作部的农村调查资料来看 东北 、 华北 、 中 南 、华 东等地农 村因 土地远近调 换 、 距

离 田 远耕作不便等原因 而进行土地买卖 、 租佃 的农户 在地权交易 中 占有一

定的 比重 。 如 山 西省 阳 高

县三个 乡 因远地换近地 、 坏地换好地者 占 总卖地户数的 为 了 调整土地 而买 地者占 总 买地 户

数 的 。 河北省 个典型调査村因 换地 而 （ 以好地换坏地 或以 坏地换好地 ） 买地 的 户 ， 占

总买地户数的 因换地而卖地的 户 数 户
， 占 总卖 地户数 的 。 辽 东省 凤城县黄旗

村因 分地远不便经营而 出 租的户 数 户 ， 占 总 出 租户 数的 。 黑龙江省 海伦县第 区永安村 、

西安村因调剂土地而出 租者 占 。 江西省 个乡 年因距离 田远耕作不便而卖地的 户
，

① 中共 中 央华南分 局农村工作部 《 广东省农 村经济调查 （ 第
一 部分 ） 》 ，

编 者刊 ， 年
，
第 页 。

② 《 走向 农业生产 合作社 的赵甫亚互助组 》 ， 《 国 民经济恢复时 期农业 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 下册 ） 》
，
第 页 。

③ 应城县委 调研组 ： 《 应城县义和乡 农村经济 调査 》
（

年
）

， 湖北省档案馆
，

—

—

。

④ 中共 中 央华南 分局农村工作部 ：
《广东省农 村经 济调 査》 ， 编者刊 ， 年 ， 第 页

，
页

。

⑤ 中共六安 地委工作组 ： 《 霍山 县大花坪 乡 的调查 》 （ 年 月
） ，

中 共安徽省委农村 工作 部 《 安徽省 农村典型 调查 》 ， 编者

刊 ， 年 第 页 。

⑥ 河北省 财政厅 编印 ： 《 河北省农村经济情况 典型调查 资料 》 ， 年 月 ，
河北省档案馆 ，

— — — 第 页 。

⑦ 中共宿 县地委工作组 ： 《 肖 县杨阁 乡 的调查 》 （
年 月

） ， 《 安徽省农村典型调查 》 ， 第 页 。

⑧ 中共安徽 省委农村工作部调查组 《肥西县 竹西乡竹 西 、 姚公两个选 区的调查 》 （
年 丨 月 ） ， 《安徽 省农村典 型调查 》 ， 第

页 。

⑨ 《 山西省农 村调 查 》
，
中 共中 央农村工作部 办公室 编印 ： 《 八个 省土地改革结 束后至 年 的农村典 型调查 》

，
年 ， 山 西

省档案馆 — — —

， 第 页 。

⑩ 河北省 财政厅编印 ： 《 河北省农村 经济情况 典型调査 资料》 ，
第 页 。

《 辽东省凤城县 黄旗村经济调查 》 ， 中共 中央东北 局农村工作部 编 ： 《
— 年 东北农村 调 查汇集 》 ，

沈阳
：
东 北人 民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 黑龙江省海伦 县第 丨 区 永安村 、西安村 经济调查 》 ， 选 自 《
— 年东北农村谪 查汇集 》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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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卖地户数的 。 因 调剂而 买地的 户 ， 占总买地户 数的 ①
。 广 西省 个典型调查

乡 因土地远近调换而卖地的 户 ， 占 总卖地户数的 。 因此而买地的 户
， 占总买地户数的 。

如表 所示 ， 湖南省 典型 调 查乡 部分农 民 因 田 远耕作不便而出 租土 地 和为便于耕 作而租入 土

地
，
其中 沅陵县 肖 家桥乡 因 田 远耕作不便而 出租的 占 总出 租户数 的达 。

表 湖南省典型调 査乡 出 租 、 租入土地动 因 比 例表 单位
：
％

田远耕作不便 而出租 占 总 出 租户数 为便 于耕作 而租人 占总租人 户数
调查乡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安乡 县竹林 垸乡

沅陵县牧 马溪乡

沅陵县蒙福乡

湘潭县清溪乡

湘潭县长乐乡

沅陵县 肖 家桥乡
—

长沙县卷塘乡

资料来 源 ： 根据湖南省 委农 村 工 作部 ： 《 湖南 典 型 乡
—

年经 济情 况 调查 分析 表》 （ 年 ） ，

— — — — — —

—

丨

一 — — —

丨
一

等卷宗整理 。

当然 ， 有些
“

成分高
”

的农 民 ， 如 富农怕 二次土 改 、 怕提升阶级干脆献 田 或将土地撂荒 。

二 、互为诱因 ： 农地分散与 地权交易

上述土 地碎小且分布分散 的局面和 土地利 用分散的 情况 ， 既不利 于农户 集中 经 营又 造成农户 劳

动力 资 源 的浪费 。 因此 各地在土改结束后 出 现 了 因 土地利用 分散而发生 的 土地买卖和租佃关 系 ；

同时 ， 值得注意的 是 ， 田段之分割及其位置上之零 星散布 则 更多地是在土地买卖 和租佃等地权交易

过程 中形成的 。 下面从各省 地权交易 的计量分析变化和具体案例来分别 述之 。

一

） 地权交 易 的计量变化

土 改结束后 ， 由 于各阶层按人 口 都分进 了
一份土 地 ， 贫雇农 、 中农 等普通劳动群众对土地的 需求

暂时得到 了 满足 各地的土 地买卖数量也随之急剧下 降 。 土改前后 相 比
， 各省各典型调 查县 、 乡 和 村

土地买 卖多 数处于停滞状态 ， 即使有土地买卖 的地 区
， 所 占 的 比重也很小且 户均买卖土地 的 规模较

小 。 安 徽省 个典型调査乡 土改结束后 个乡 没有土地买卖现象 ，其余 个乡 土地买卖户 数和土地

数 占 总调查户数和 土地数的 比重均不到 ③
。 据江苏省 个县 个典型村调查 土改结束后有

个县 个村发生 土地买 卖关系 ， 各典型村 出 卖 土地 占 总 土地数 的 比重 平均 为 最 高仅为

，
最低为 。 买进土地 占 总土 地数的 比重平均 为 最高为 最低为 。

从买卖 数量上看 一

般都仅几分地 个别 的一

、
二亩 田④

。

和土地买卖相 比 ，
土改结束后 土地租佃关系 普遍存在 ， 但土地 租佃 率明 显低于解放 前 。 如 表

所示
，
和土改前相 比

， 中南区 个省 出 租和租入户 数分别减少 和
， 出 租和租入土地数

减少的更多
， 分别减少了 和 。 同 时 ， 由 于地权 占 有 的分散 户 均 租人土 地规模也大大

减 少 ， 租佃关系呈分散化趋势
，
中南 区 个省解放前户 均租人土地 亩 ，

土改后户 均粗入仅

亩 ， 减少了 ， 其中 广西省 土 改前后相 比 户 均 租入土地减少最多 ， 由 亩减 为 亩 ， 减

少 。

① 《江 西省农村调查 》 ， 选 自 《 八个省土地 改革结束 后至 年 的农村典 型调查 》 ， 第 页 。

② 《广西省农村调 查 》 ， 选 自 《
八 个省 土地改 革结 束后至 年的农 村典型调查 》 ， 第 页 。

③ 中共安 徽省 委农村工作部 ： 《 安徽 省农村典型调查 》 ， 根据 个典塱乡 资料整理 而成 。

④ 江苏 省农村工作部 《 江苏省农村经济概况 》 （
年 月 日 ）

，
江苏省档 案馆

，

—永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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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南 区 、 年 土地 租佃关 系 变化表 单位 ： 亩

乡
户 均

年 （ 个 乡 ）

中 南区 年 （ 个乡 ）

减 少％

年 （ 个乡 ）

河南 年 （ 个乡 ）

减少 ％

年 （ 个乡 ）

湖北 年
（

个乡
）

减 少％

年 （
个乡 ）

湖南 年
（

个乡
）

减少 ％

年
（

个乡 ）

江西 年 （ 个乡 ）

减 少％

年 （ 个乡 ）

广东 年 （ 个乡 ）

减少％

年 （ 个乡 ）

广西 年 （ 个乡 ）

减少％

资料来源 ： 根据 《 中 南区 个 乡调査统 计表》 （ 中南军政委员 会土地改革委员 会编印 ，
年

） 整理 。

土改结束后 集体化高潮 前 ， 中 共鼓励——限制
——禁 止的相关土地政策 演变 ， 使得土地买卖

呈先增后减的趋势 。 如表 所示 ， 除 山 西和 河北省外 ， 其余各省 买卖土地数量 占 总 土地数 的 的 比 重

均小于 。 各省户 均土地买卖规模 ， 除山 西省 和 河北省 外 ， 其余中南 区和华东 区所属 的户 均土地买

卖数量都较小
， 多数低于 亩以下 。

表 土改结束后一集体化离瀨前各省土地 买卖关系统计 表 单位 ： 亩

典型调査乡
户数 占总户 数％ 土地 占地亩数％ 户均 户数 占总户 数％ 土地 占地亩数％ 户均

山西省 土改结束后

个 年

典型 乡 年

河北 年

个 年

典型村 年

湖北

个 年

典型 乡 ）

湖南 年

个

典型乡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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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典型调查乡
户 数 古 总户 数％ 土地 占地亩数％ 户均 户数 占总户 数％ 土地 占地亩数 ％ 户均

江西 年

个 年

典型 乡 ） 年

广西 年

个

典 乡 ）

年

安徽 土改结束后

个 年

典型乡 ） 年

资料来 源 ： 中共山 西省委农村工作部编 ： 《 土地改革结束时期 年 年山 西省 个 典型乡 调查 资料 》 ， 年 月
；
河北省 财政厅编 印 ：

《 河北省农村经济情况典塑调査资料 》 （ 附表一

） ， 年 月 ； 湖北 省农村 工作部 ： 《 湖 北 省十 二个典 塑乡 调査 统计表 》 （ 年 ） ， 湖 北省 档案馆 ，

— —

丨 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 ： 《 各 乡
—

年经济 情况调 査 分析 表 》 （ 年 ） ，

—

丨

一 —

丨
一

丨
— — — —

— — — — — — — —

等卷宗螯理
；
江西 省委调研组 ： 《 关于全省 （ 个典型乡 ） 经济 调查综 合表 》 （ 年

）
， 江 西省档

案馆
— —

丨 《 广西省农村调査 》 ，

选 自 《 八个省土地 改革结束后 至 年 的农村典 型调査》 ， 年 ， 第 页
；
中共安徽省委 农村 工作 部办公

室 ： 安教省农 村典型调查 》 ， 年 ， 根据 个乡 资料汇总 。

从户 均净买人土地 的角 度来看 ， 土地买卖 的规模也较小 。 根据表 中 的资料统计 ， 湖北省

年各 阶层户均买地高 于户 均卖地 亩 其中贫农净买地 亩 、 新下 中农净买地 亩 、 新上中 农

净买地 亩 、 老上中农净买地 亩 。 江西省 — 年户 均卖地都高 于户 均 买地亩数 ，

年 ， 只有富裕中 农户均净买地 亩 。 年新 富裕 中农户 均净 买地 亩 、 老富裕 中农户 均净买

地 亩 。 年 贫雇农户 均净买地 亩 、 老富裕 中农户 均净买地 亩 。 湖南省
—

年

户 均卖地均高于户均买人土地数 年没有净买人土地户 ， 年只 有 中农有 净买人土地户 。 安

徽省除土改结束时 各阶层户 均净买人土地 亩 ，

— 年户 均卖出 土地都高于买入土地 。 由

于受 国家政策的限制和 当时地方政府舆论的影响 上述各典型调查 乡 、 村地主和富农多数为净卖地户 。

土改结束后的几年时间 内 ， 中农 和贫雇农等普通劳动 劳动 群众纷纷卷入土 地买卖中 ， 据 中 南局

农村工作部调査 ， 年各省 土地买卖主要发生在中 农 和贫农之间 ， 其 中 以 中农所 占 比重最高 。 河

南省 个典型乡 贫农和中 农买地户 数 户 （ 内 中农 户 ） ， 卖地户 数 户 （ 内 中 农 户 ） ， 分别 占

总买卖土地户数的 和 湘鄂赣三省 个典型乡 普通劳 动群众买卖土地户 数分别 占总

买卖土地户数的 和 ，
广东省 个乡 买地户全为 中 农①

。

另据国 家统计局 的调查分析 到 合作化高 潮前 的 年 ， 全 国 各省 （ 省 户 调査 资料 ）

土地买卖 占总土地数的 比重很小 ， 分别 占 总 占 有 土地的 和 户 均买卖土 地分别仅为

亩和 亩 （ 表 所示 ） 。 即使户 均占 有土地较多 的东北 、 华北等地土 地买卖数量和 规模也较

小 ，
从阶层构成来看 ， 中农在土地买卖中 占有主导地位 。 如 吉 林省 买卖土地 数量 分别 占土地 总量 的

和
，
户 均买卖土地仅为 和 亩 。 陕西省户均买 卖土地仅为 和 亩

，
买

卖土地数量也仅 占 土地总量的 和 。

各省 的户 均土 地租佃数量和规模也较小
，
如 表 所示 ， 年全国 （ 广 西 、 云南除外 ） 户 均租入和

出租土地数为 亩和 亩 分别 占户 均使用土地数和 占 有土地数的 和 。 从土地租佃

关系的 阶层结构来看 贫雇农 、 中农和其他劳 动人 民在租佃 关系 中 也处于 主导地位 ， 如 长江 中 下游

省贫雇农和 中农 出 租 、租入土地所 占 比重 分别 为 和 其 中 中 农所 占 比重均超过 以

上 ， 中 农租地户 所占 比重有的省 如湖 南 、 江苏省高达 以 上 。

① 中共 中 央中 南局农村工作 部 ： 《 中南区 】 年农 村经济调查统计资料》 （ 年 月 ） ， 湖北省挡案馆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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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全 国 土 地买卖关 系表 单位 ： 市亩

阶层 总户 数 年初 自 有土地数
！

土地 户 均 对 自 有土地％ 土地 户 均 对 自 有 土地 ％

社员 户

贫雇农

中 农

富农

地主

总计

资料来源 ： 中 华人民 共和国 国 家统计局编 ： 《 年全 国农家 收支调查资料 》 （ 年 月 ） ， 广东省档案馆 ，

—

第
— 页 。

表 年 调査户 平均每户 土地 占 有 、 租佃和使用 单位 ： 市亩

使用土地数 租人 土地数 租出 土地数
成分 年末 占有土地数 —

土地数 对 占有土地数 的％ 土地数 对使用土地数 的％ 土地数 对 占有土地数的％

社员户

贫雇农

中 农

富农

过去 的地主

总计

资料来源 ： 中 华人民 共和国 国家统计局编 ： 《
丨 年全 国农家 收支调査资料 》 （

丨 年 月 ） ， 广东省档 案馆 ，

—

， 第
—

页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国 家统计局编 ： 《 年我国 农家收支调查报吿 》 ， 北京 ：统计 出 版社 年飯 第 页 。

可见 土改结束后 集体化高 潮前 ，
地权交易 数量大大减少 ， 户 均 买卖 和租佃规模也较小 。 同

时
， 土地买卖和租佃主要发生在贫农 、 雇农和 中 农三个 阶层 ，

由 于这三个阶层 占据 了农村绝大部分的

户 数与人 口
， 因 此每户 所购 买的土 地必定不多 。 他们作为 主 体的经济特征和 土 地买卖行 为 ， 造成了

地权交易 的參细化 ， 同时也进一

步导致了 土地经营中 的零细化现象 。

二
） 案例解读

从具体 的农户 调査案例来看 ，
土改结束后 ， 农户 之间 的买卖土地多数为 几分地甚至几厘地 。

新 中 国 成立初期
，
土地不仅承载着作为农 民最基本生产要 素 的 功 能 ， 还 承载着作为 农 民社会保

障的 功能 农民非到万 不得 巳 时是不会把农 田 出 卖 的 ， 即使 出 卖 ， 也要
“

通过转弯 抹角 的形 式来 完

成
”

①
。 同时

，
土改中 刚 分到 土地的贫雇农和 中 农等普通群众多数认 为

“

没有正当 理论卖 田 是不光荣

的
”

②
。 因此 卖地通 常是零打碎敲 ，

如 河北省井陉 县窦王墓村
— 年仅 户 卖地 亩 ， 阜

平县 白河村 年来 户卖地 亩 。 湖北监利县吴桥乡 户 中农卖 田 亩 分 厘 ，
户 贫农卖

田 亩 分 厘④
。 光化县 白莲寺乡 有 户共卖地 亩⑤

。 江阴县夏港乡 土改后发生土地买卖关

系 件 ，其中 小土地出 租者卖掉 亩 田
， 富农卖掉 分 田 户 中农卖掉 亩 户 贫农卖掉 亩⑥

。

土地购买者要想得到 较大面积 的整块土地
，
也不是一件轻而易 举的 事 情 ，

这就导致了 一个土地交易

现象 ：

“
一个家庭从邻居那里买下 的 往往是小片 土地 ， 很少是整 块土地

” ⑦
。 如 江苏无锡三蠡乡 第 三

① 费孝通 ： 《 江村经济 》 ， 商务 印 书馆 年版 第 页 。

② 苏南农 村工作团 ： 《 土改后农 村土地买卖问 题的调查 研究 》 （ 年 ） ， 江苏省档案馆 —永一

。

③ 河北省财政厅编印 ：

《 河北省农村经济情况典型调查资料 》 ，第 页 。

④ 监利县委调研组 ： 《 监利县余埠 区吴桥乡农 村典型调查材料 》 （ 年 月 日 ） ， 湖北省档寒馆 ，

— —

。

⑤ 光化县委调研组 ：

《 光化县 白莲寺乡 土改后农村经济调査报告 》 （ 年 月 ）
，
湖北省档案馆

，

— —

。

⑥ 苏南区委员 会农村工作委员会五队调研组 ： 《 江阴县夏 港 乡 关 于土地 改革前后 农村 阶级 经济情 况变化 的调查总 结 》 （

年 月 日 ） ， 江苏省档案馆 —短一

。

⑦ 杨懋春 ： 《
一个中 国 村庄 ： 山 东台 头 （ 中译 本 ） 》 ， 南京 ： 江苏人 民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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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土改后全村 户 中农共买进土地 分 厘
，

户 贫农买进土 地 分 厘 户小 土地 出 租者买进土

地 分 厘 。 安徽省典型调査户 中
， 户下 中农共买人土地 市亩 。

安徽休宁 县北 山 乡 八 个 自 然 村 户 次 出 卖 土 地 ， 其 中 因 耕 种 不 便 而 出 卖 的 户 次
， 占

。 石岭头村
—

年共有 户 次卖 出 土地 亩 ， 内 有 户 次是 因 为耕种不便 而

出 卖土地 。 如该村 中农 吴 兆椿 因 耕种不便分 次共卖 田 市亩 ， 又 从北 山 、 龙源 村 分别 买进

亩和 亩 。

部分农 民将农 田切割成小块 前后分批卖 出
， 或是卖出 若 干块再根据距离远 近 或价格等 因 素分

批次买进小块土地 。 如邱家村 中农邱五九 分 次卖 田 市亩
， 龙源村赵观金分 次卖田 市

亩 ，
最少的一次仅卖田 亩 。 北山 村陶祯福卖 田 又分别分 次从该村其他农户 中 买进土地

亩 。 山脚村贫农李玉美因 管业不便 次卖山 市亩 又从 里外的余家坦村买 山 市亩 。

从北山 乡 现存的 多份土地卖契可以 看出 农民 由 于 所分土地在区 位上 的分散导致耕作不利 ， 试举

以下 例 ：

年 月
，
石岭头村的余银庭

， 将座 落余家 坦村下上 坡的 市 亩水 田
， 卖给余家坦的

余积元 。 石岭头距余家坦有 华里 家住石岭头的 余银庭距离余家坦下 山 坡水 田显然
“

路远
”

，
而住

余家坦的余积元距这块水 田显然
“

路近
”

。 原始 白契对于卖因 如下所示
：

立 出 卖 水 田 字 契人余银庭 ，
兹 因 路远

， 耕种 不 便
， 特托证将座 落余 家 坦村土 名 下 上 坡水 田 卷

丘
， 计税市 畲伍分伍厘捌 毫 正

，

立 字杜卖 与 余积元 同 志名 下耕种 。
‘

石岭头村的 丁仁安 、 余显耀 、 丁 日 发 、 吴椿 泉将各 自 座 落小 源村土 名 大坡合计 市 亩水

田
， 卖给小源村的王玉 崑

， 卖因 皆为
“

耕种 不便
”

。 此份卖契对买卖方来说可谓 双赢 ， 石岭头村距小源

村有 华里 ， 距耕种 之田 很远 ， 而小源村的买主王玉 崑距耕种 之田 就非常近 。

针对 占有和使用土地分散零碎的情况 ， 部分农户 还采取
“

交换土 地
”

的形式调剂 远近便于耕作 。

江苏省此种情况较多
， 如南汇县石西村土地交换情况发生 较多

， 其 中 该村与 村外交换的 起
， 本村与

本村交换 的 起 。 中农与 贫农交换的 起 、贫农与贫农交换的 起 、 贫 农与 富农交换的 起 。 交换的

时 间大都在本村土地分配后 个别 也有在发土地证前交换的 。 共交换土地 块 、
亩 其 中 大部

分是分进 的土地 ， 自 耕土地只 占 亩 。 交换 的均 为 面积 大体相等的 整 块土地 ， 交换土地最 多 的

亩 最少的也有 亩 。 其 中 土地数量有相差一

、 二分 的 ， 但在双方 自 愿互利 的情形下均不计较 。

交换后的耕地一

般近 里左右 ， 最多 的 可近 里 ， 这 样更便 于互换 双方耕作 。 交换的 大都是耕作土

地 个 别也有 用耕地交换屋基地的④
。 丹徒县上党区里墅 乡 里墅村交换的 户 ， 根据肥瘦和面积分别

换进耕地 亩和 亩 ，
没有贴钱 。 姚墅村交换的 户

， 分别换进换出 和 亩⑤
。 句容县丁

庄村土改后也曾 发生土地互换的情况
， 换 田 户 团 四银土改 中分得一块 田 亩

， 离家 里路 ，
劳力 弱

耕种 困难
， 但与赵见仁却只 隔半里路 ， 而赵见仁有 亩 田 离家 里 ， 与 团 四银家 只半里路 ， 于 是双

方商量换地 ，
因两块 田 相差无几 ，

土质也差不 多
，

“

就无条件的 交换 了 ， 并立有互换契 据
”

。 值得注意

的是 ， 乡 村干部对农户 间 的这种出 于 调剂 目 的 的互换
， 采取 了 默认 、 支持的态度

，
上 述三例 交换土地

均是通过村干部进行 ， 丁庄村 的农 民 交换土地甚至
“

请 干部做 中 人 以 照信用
”

。 当然 ， 类似农民 之

① 苏南农协会调研科 ： 《 无锡三蠡乡 第三村典型调查材料 》 （ 年 月 日 ） ， 江苏省档案馆 —短一

。

② 安徽省统计局
：

《 年农 家收支调查分析报告 》 （ 年 月 ） ， 安徽 省档案馆 — —

。

③ 汪柏 树 ： 《徽州 休 宁北 山 乡土改后 的土地买卖考察 》 ， 《 徽州社会科学 》 年 期 。 本文借助 于汪柏 树教授 的整 理数据进

行分析 。

④ 中共南汇县委员 会 ： 《南汇县泥城 区北窑 乡石西村情况调査报 告》 《 年 月 日
》 ， 江苏省档案馆 —短一

。

⑤ 苏南农村工作 团 ： 《丹徒县上党 区里墅 乡情况调查报告 》 （ 年 月 ） ， 江苏省档 案馆 —短一

。

⑥ 中 共苏南 区委员 会 农村工作 委员 会 ： 《 句 容县 三 区 春城 乡 丁庄 村调查 工作 总 结 》 （ 年 月 日
）

，
江 苏 省档 案馆 ，

— 短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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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的换地往往带有很大 的地域性特征 ， 因 为农 户 间拥有 的地块面 积 、 肥瘦 匹 配度 和相 邻 的概率都非

常低
，

导致农地互换交易成本远远 超过地块 的规模经济 。

三 、结语

新中 国 成立初期 的农 田零星分散 的现象使得农 户 自 耕 处于不利 的 地位 ，
出 于理性考虑 ， 农 民根

据 自 己耕地的远近肥 瘦 ， 把对 自 己 生产经营 不利 的远 田 、 瘦地卖 出 和租出
，
再在有利 于 自 己 耕种的居

住地附近或与 自 有耕地可连片耕作的地方买进或租进适量 田 地 ， 以便在 同 等 资本 、 劳 力投 入的 情况

下获取更大的 收益 。 同时 ， 由 于 占人 口 绝大多数的贫雇 农和 中农在 土改 中 分进 了
一份土地并获得 了

一部分生产资料 他们 在地权交易的 阶层构成 中
一开始 便占 主导地位 ， 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 成为地权

交易 的主体 。 就社会经济单元而 言 个体小农 的经济特征与 田 地交易行 为 ， 构 成了 世纪 年代初

期地权交易 的 主导方面 。 在土地买卖 和租佃总 量较低的情 况下
， 使得每 笔交易 额数都很小 该 时期

的地权交易 普遍呈现小额数 、 零细化的 特征
，
这种特征 的 地权交易 难以 导致 土地 由 贫雇农 和 中农 等

普通劳动群众向 地主 、富农手 中 集中 。 从这个 角 度来讲 ，
土地买卖 和 租佃导致农村两极分化的说法

是对 当 时农村实际情况 的误解 但却成为 中共意识形态宣传产生效果和 形塑 中 国 合作化高 潮 的关键

因素 之一“

。

从本文的 分析也可 以 看出
， 新中 国成立初期 的地权交易 并没有 降低土地细 碎化 的程度 。 农民 之

间 的土地买卖和租佃之所 以没有从根本上 改善农 村的 土地零细 化现象 。 其 中
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 是

该时期的地权交 易一直处于被抑 制 的 状态 。 虽 然有 的地方提 出 为 了 有利 生产 、 便 于耕 种 ， 农 民 间 自

愿相 互调换之土地
“

应予承认 ， 不受任何限制
”

。 但是多数认为 ：

“

土改后 田 是可 以 卖 的
，
不过总要 有

一个正当 的理论
”

①
。 西北局一方面指 出 因 生产方便而相互调换远 近土地 、 好坏土地

，
属 于 农 民 间 的

合理调 整 另
一方面要求所属 各地乡 村党支部 和农会须注意掌 握 ， 使土地 以 公平价格卖给真正缺地

的农 民 避免把土地卖给地主 、 富农和 占有土地 已超过一般 中农水平的富裕农 民②
。 另 有部分 乡 村干

部因对 中 央政府的相关政策认识模糊 甚至反对 出 卖土地 。 如 辽南驼龙寨村干 部要求
“
一

律不准买

卖③
。 在各级政府舆论 的导向 下 ， 各阶层农 民对土地买卖心存顾虑

：
富 农与 富 裕中农 因 怕 露富 ， 怕 买

田 多 了要被评为地主 。

一

般贫雇农 、 中农认为 没有正 当 理论 卖 田是不 光荣 的 ， 有 困难也不敢卖 田④
。

上述各级政府的行政态度以 及农 民的思 想顾虑 使得各地农 民 出 于调整性质的 地权交易 多数是零碎

进行 ， 这进
一

步强化了 农 田 田段之分割 及其位置上之零 星散布 。

责任编 辑 ： 曲 韵 ）

① 中 共苏南区委员 会农村工作 委员 会 ： 《 土地改革后土地买卖办法 》 （ 年 月 日
） ， 江苏省档案馆 —永一

。

② 中 共江苏省委办公厅 ： 《 中 共 中 央关 于
“

西北局 关 于 目 前 是 否允 许土 地 自 由 买 卖 问 题 的 意 见
”

的指 示 》 ， 江苏 省档 案馆 ，

—长一

。

③ 《辽南 个 村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 》 ， 《

— 年东北农 村调查汇集 》 ， 第 页 。

④ 关于各阶层在地权交 易中 的行 为分析详见 拙文 《 新 中 国 成立初 期乡 村地 权交 易 中 的 农 户 行 为分析 》 ， 《 中 国 经济 史研究 》

年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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