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退的张力: 农村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 1954—1956)



常明明

［摘 要］ 农村小商小贩是乡村流通渠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担负着收购、分配和短距离运输的重要任务，在幅

员辽阔、交通不便的广大农村，他们的作用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无法替代的。农村小商小贩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

先后经历了“先安排，后改造”“主要改造，继续安排”及“整顿调整，巩固成果”三个阶段，被组织成为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等

集体组织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造成诸多农村小商小贩经营困难，为数不少的小商小贩转入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导

致城乡物资交流发生阻滞。人民政府和供销合作社不得不适时调整政策，以利用小商小贩的经营特性，促进城乡物资交

流，活跃城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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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中有四种形式的贸易，即国营贸易、合作社贸易、私营贸易和农

民贸易。其中，国营贸易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它是各种贸易的领导核心; 合作社贸易

属于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它在国家商业部门统一领导和计划部署下，负责领导乡村市场，

掌握公私经营比重，收购农副产品，执行价格政策和改造私商等; 农村私营商业中主要有小商小贩、
商业资本家①和富农兼商②三类，但绝大多数是小商小贩，约占私商人数 98%以上，而且分布面广、点
多，与农民关系极为密切，是农村商业网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既关乎农

村小商小贩自身和家庭的命运，也关乎长期自然形成的农村商品流通网络的重组。
社会主义改造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

研究系统深入，成果丰富，相较而言，对城乡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明显薄弱。有学者梳理

了城乡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演进过程; ③有学者专门讨论了城市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后

的困境; ④有学者讨论了小商贩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供销合作社与小商贩之间的复杂关系。⑤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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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没有或只有少量资本，向商人或小生产者购入商品，向消费者出卖，不雇请工人或店员，自己从事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劳动

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小商。经常流动行走的小商，称为小贩。占有商业资本，雇用工人或店员，以进行商品流通，

取得利润，作为收入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商业资本家或商人。参见《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 1950 年8 月4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5—406 页。

由于中国富农经济原来就不发达，土改后富农经济一般又是下降的; 加以供销社的逐年发展以及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实

施，富农兼营的商业在农村商业中所占比重很小，并且日益下降。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于富农兼商，有条件的可令其弃商就农，

弃商有困难的，仍应就地维持。对于富农向经商方面发展的倾向，更应限制”。参见《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向党中央、毛主席关

于农村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1955 年 3 月 7 日)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下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2—153 页。
胡俊修、方晓燕:《进退之间: 新中国对个体摊贩社会主义改造的探索》，《甘肃社会科学》2014 年第 6 期。
冯筱才:《“社会主义”的边缘人: 1956 年前后的小商贩改造问题》，新中国建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 年 6 月。
王开帅:《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供销社与小商贩———以上海县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 年。



城乡小商小贩均是商品流通的重要力量，但与主要从事零售业务的城市小商小贩不同，农村的小商

小贩是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的重要桥梁，同时大多还兼营农业，因此，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更显复杂。爰此，笔者拟用所掌握的资料，通过梳理农村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的演进历程，讨论

改造对农村小商小贩经营及城乡商品流通的影响及国家的应对之策，以期揭示农村小商小贩社会

主义改造的复杂面相。

一 先安排，后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之初的农村小商小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幅员辽阔、交通不便的广大农村集镇中大约有 300 多万户从事商

业活动的小商小贩，在社会商品流转中，他们担负着收购、分配和短距离运输的重要任务。1953 年

秋和 1954 年初，国家先后开始对粮食、油脂、油料、棉花、棉纱、棉布等主要商品采取计划收购和计

划供应的措施，1954 年，农村中 70% 的农副产品商品量已为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所掌握( 1953 年为

57% ) ，小商小贩在农村中所收购的仅为一些次要的农副产品及手工业品。同时，由于粮食、油脂、
棉布等商品实行了统销，国营商业扩大了对工业品的加工订货，基本占领了批发市场，工业品在农

村已绝大部分依靠供销合作社推销，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也大部分由供销合作社供应，国营和合作社

商业在农村零售总额中的比重由 1953 年的 44. 2%上升到 1954 年的 60. 59%，私营商业同期内所占

零售比重( 包括农民及手工业的自产自销) ，由 55. 8% 下降到 39. 41%。① 粮食统购后，农村初级市

场物资交流陷于死滞的状态，这给农村经济生活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一是农民间的余缺调剂停止

了，原来部分缺粮户能够通过调剂解决问题，现在得由国家背起来; 二是商业销售受到影响，销售计

划完不成，农村货币回笼不上来; 三是不少商贩停止活动，农村的土特产收购不上来。②

随着国营商业在农村的延伸及供销合作社的发展，两者在农村流通渠道中占据优势地位。粮

食、油料等实行统购统销后，供销合作社的代购代销任务增大，自营业务相对减少。据中南区的调

查，1952 年时合作社商业对生产资料的供应占其供应总额的 14. 2%，到 1953 年降至 13. 7%。大部

分地区的供销社对开辟地方货源与手工业结合工作也不重视，主要原因是干部嫌地方货源( 特别是

工业品) 太分散、太零碎、利润小，没有经营名牌货方便有利，不愿经营。③ 因此，尽管国营商业和供

销合作社商业占据了农村市场的主导地位，但农村小商小贩在城乡商品流通中仍具有不可或缺的

作用。首先，他们担负着农副产品商品量 30% 左右的收购任务，以及农村零售额中 40% 左右的销

售任务。其次，经过长期的发展，他们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网。
1953 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实施，国家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农村私商不可避免被卷入改造的洪流中。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前，粮食交易在农村初级

市场中占的比重很大，农民先是卖出粮食，再买进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小商小贩多半是贩货下乡

又贩粮进城，兼营多种买卖，粮食在初级市场中居于枢纽地位。统购统销后，农民手中固然有一小

部分余粮可以出售，也还有调剂调换粮食品种的需要，国家委托供销社或设立在国家管理下的粮食

市场允许农民在市场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但能上市的粮食比过去是大大减少了。④ 粮食基本脱离

了自由市场，这是农村初级市场新的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市场关系的变化和改组，为国家对私营商

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54 年 7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指出:“目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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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党组关于对农村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1955 年 3 月 17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

档案馆编《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商业卷) ，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70—471 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1 页。
《全国合作总社中南办事处党组关于 1953 年工作总结及 1954 年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 1954 年 2 月) ，中共中央中南局

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1954 年 10 月，第 508 页。
常明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之初的偏向与纠偏( 1953—1954) ———以中南区为中心》，《中国农史》2019 年第 1 期。



方针，必须是充分利用市场关系变化和改组的有利条件，对私营商业积极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

步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对城乡零售商，“除一部分必须和可能转业的以外，一

般地应逐步地把他们改造成为合作商店或国家资本主义的零售商”。①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1954 年

冬，全国有山东、江西、河北等 19 个省的供销合作社分别在 34 个集镇进行了改造农村小商小贩的

试点工作。据河北省旧城、清风店、沙岭子、杜林、邢家湾、马驹桥、垂阳、东长寿、凤化店 9 个集镇试

点情况报告，共组织改造了百货、杂货、茶叶、饮食、铁货、油贩、磨面、糕点、煤炭、棉布等 12 个行业

290 人( 263 户) 。改造基本分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合作小组( 或合作商店) 10 个，共 69 人( 42 户) ，

有百货、杂货、铁货、文具、饮食 5 个行业。第二种类型分两种形式，一是货郎担共 205 人( 205 户) ，

为合作社经销小百货、烟酒、粗瓷，收购小土产和废品; 二是代销、经销户 16 人 ( 16 户) ，经销或代销

杂货、百货、烟酒兼购皮张等。②

据典型调查材料反映，各试点地区引导小商小贩组织起来以后，城乡物资交流和初级市场渐趋

活跃，扭转了农村市场上合作社商业业务过于繁忙、小商小贩业务清淡、农民买东西等待很久的现

象。③ 如山东省肥城县九区供销合作社平时不能经常送货下乡，许多家庭小用具及妇女、儿童用品

长期积压，1954 年秋利用了 5 个货郎担子，在 20 天的时间内，就把积压 3 年多的梳头篦子 510 张、
积压 1 年多的妇女花鞋头 650 张、鹅牌香皂 144 块全部销光。山东省冠县四区供销合作社利用了

10 个小商贩代购代销，1954 年 11 月代购黄花菜占四区供销合作社收购总数的 60%，杏核仁占

50%，废铁占 90%，废锡占 35%，废铜占 60%，杂骨占 28%。江西省丰城县桥东镇原本每逢集日都

会出现供销合作社门市部排队拥挤现象，据估算，农民每月到门市部排队购买日用品，共花费5 400
个小时。后来供销合作社利用 3 个小商贩组织供油小组，送油下乡，大大节省了农民往返购油的时

间。④

至 1954 年底，全国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改造的农村私商约有 20 万人，其中棉布商约 8 万人，部

分地区对屠宰、百货、糖、油、南杂、代理等行业亦进行了试点安排。由于对统购统销后农村市场变

化认识不足，对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前进的步骤未能及时地做必要的控制，各地在安排市场、改
造私商工作中普遍发生排挤太多的现象。同期，全国农村私商被挤掉 69 万户、100 万人左右，约占

1953 年底 450 万从业人员的 22. 2%。其中，纯商业被挤掉 65 万人，占 1953 年底 328 万从业人员的

19. 8% ( 其中棉布商被排挤在 50% 以上) ; 饮食业被挤掉 35 万人，占 1953 年底 92 万从业人员的

28%。⑤ 据估算，全国农村剩余私商约 241 万户、350 万人，流动资金约 3. 4 亿元。这批私商中，除占

总人数 1. 7%的商业资本家和少数富农兼营商业者外，绝大多数都是小商小贩。⑥ 被挤掉的私商由

于转业困难，有的明转暗不转，有的流入城市变为摊贩或游民，有的转入农业无力生产，有的需由政

府拨粮救济。对安排的经销户，营业额也抠得过紧，加以合作社零售价格低，致使私商营业额普遍

下降，难以维持。尚未安排的私商，业务清淡，经营消极，亏本现象到处发生，停业、半停业户续有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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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的私商不同，农村小商小贩往往也占有一部分土地，如从山东省的调查来看，有几种情

况: 一是占有土地较多，本人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和技术条件，除私商本人外，其家庭没有从事农

业生产的劳动力或没有整劳动力。二是家庭占有土地虽较多，但其家庭劳动力有剩余，不需要私商

本人从事农业生产。三是私商占有土地虽不少，但本人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四是私商土地

少，必须靠经商补助一部分生活。五是私商的土地、劳力都有条件转农业，但当地需要他从事商

业。① 山东省的情况实则代表了当时全国农村小商小贩的一般情况。对农村小商小贩到底按农民

还是商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这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1954 年 8 月全国供销社总社党组《关于

农村初级市场座谈会向中财委的报告》中就提出:“对于摊商小贩……有土地可以足够维持生活或

有其他生产技能者可以动员其回家生产”，“对于一部分有经营能力、可靠小贩或串乡货郎担，可根

据需要组织他们替合作社代购或代销”，同时，转农业的人员为“根据当地情况，占有相当土地或接

近当地一般水平，或当地有荒地可开，有公田可分，并具有劳动力者”。也就是说，农村小商小贩可

以有条件地转入农业。据此次会议上提交的全国 13 个乡村集镇材料反映，统购前原有私商2 327
户、3 731人，统购后至 1954 年 5 月共转业、歇业 737 户，占到近三成。其中，以转入农业者最多，占

总转业、歇业户的 72%，其他如转入手工业者占 4. 9%，转入运输业者占 3. 3%，转入饮食服务业者

占 2. 5%，转入其他商业者占 9. 3%，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吸收者占 5%，暂无职业者占 3%。另

如山东益都县十二区调查，农村小商小贩停歇业 106 户，转入农业的 105 户，其中，60% 的人基本上

安心; 20%的人为富农或接近富农水平，不甘心放弃商业利削，有的将资金存入银行或留在手中，有

的囤积物资，待机活动; 10% 左右因长期经商缺乏农业技术，吃不了苦，还想再做买卖或进城谋生;

另有约 10%的人因土地少，或劳力缺乏，种地收入不够生活。江浙亦反映有些商人转入农业生产

后，多半不安心生产。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种物资短缺，在自由市场存在的情况下，经营

商业会获得较高的回报，且经营商业的辛苦程度要低于农业生产，故一部分已转入农业的小商小贩

难以安心农业生产。此外，由于土地、劳力或耕作技术的缺乏，一部分转入农业生产的小商小贩在

生产生活上亦存在诸多困难。
195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规定:“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非

农业的个体劳动者改善经营，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和供销合作。”③1955 年 3
月，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党组提出:“把小商小贩在供销合作社领导和计划下，加以组织，经过互助

合作道路，分担农村商品流转任务，逐步过渡为供销合作社商业，即变成供销合作社的附属企业、门
市部、分销店和流动购销员等。”④1955 年 4 月，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在农村除了少数商业资本家

可用经销、合营等形式加以改造外，对小商小贩要分门别类地进行改造，逐步过渡为供销合作社商

业: 有一定资金、一定设备、自愿组织起来的，可在供销合作社领导下，组织为经营小组、合作小组或

合作商店; 其他小商小贩、偏僻地方的小商店和货郎担，可由供销合作社同他们建立代销代购的联

系，作为合作社的代销处、代销员和代购员; 对未组织起来的小商小贩的营业额也加以适当的照

顾。⑤ 这样就更加明晰了不同类别农村小商小贩的改造思路。截至 1955 年上半年，全国已纳入各

种改造形式的农村私商达 55 万人( 连同上年已改造的 20 万人在内) ，占当时农村私商总数 294 万

人的 18. 7%。其中，经销、经营小组为 34. 7 万人，占改造农村私商总数的 63. 1% ; 合作小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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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 、合营为 4. 3 万人，占 7. 8% ; 代购、代销、代购兼代销等 16 万人，占 29. 1%。①

执行统购统销政策后，主要农产品的绝大部分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经营，使得农村自由市

场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一部分农村私商被排挤。但供销社对一般土产又无法全部经营，因此，某

些次要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的收购仍需农村小商小贩来承担。当他们被排挤，原来所承担的市场

功能尚不能替代时，一方面小商小贩必然发生困难，另一方面农村商品流通亦会发生阻滞，影响农

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消费。如湖北省孝感县花园区在实行粮食统购以后，供销社门市部由原来的 7
个增至 19 个，干部由 29 人增至 65 人，经营商品由 316 种增至 528 种，造成小商小贩停业转业很多。
另据该省麻城县白果等 5 个区的调查，1953 年共有小商小贩 686 户，从业人员 1 306 人，资金81 146
元，营业额2 387 691元。1954 年小商小贩剩下 525 户，比 1953 年减少 23. 47%，从业人员 982 人;

资金 44 385 元，比 1953 年减少 45. 3% ; 营业额 1 230 488 元，比 1953 年减少 48. 47%。谷城县盛康

镇统购前有 199 户小商小贩，1954 年转到农村种田 66 户，停业 46 户，剩下的资金小的商贩困难亦

很大。小商小贩普遍认为自己没有前途，如麻城白果镇私商罗季刚说: “转业无土地，劳动又不行，

怎么办?”②农村初级市场是农村的经济中心，是商品集散、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桥梁，解决小商小

贩的经营困难不仅有利于疏通农村市场流通中的梗阻，使货畅其流，也有利于城乡经济的发展。
为稳定广大小商小贩的情绪和经营积极性，消除城乡商品交流中的某些阻滞现象，1954 年 4 月

初，商业部就提出，在初级市场中，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除对必须加强采购的农产品应继续加强

管理外，对次要的土产与次要的出口物资应适当放宽管理，并可组织公私联购下乡采购，召开初级

市场的小型物资交流会，吸收小商小贩参加;“凡目前我们尚须利用私商进行贩运的次要物资，城乡

差价不宜过紧，一般商品也要合理”，“以上这些措施务要在今年淡季时期内坚决贯彻执行”。③

1954 年 7 月，中央颁布《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明确提出通过举办初级市场

的物资交流会，组织货郎担子为合作社代购代销，取消某些乡、镇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市场管理办法，

以及对一般小土产组织公私联购，或由合作社统一收购后按比例批给私商等具体措施，解决农村小

商小贩经营困难。为了缓和私营零售商营业额下降的趋势，指示要求“在 1954 年旺季到来以前，国

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营业额，一般地应停止在目前的水平”。④ 同年 7 月召开的农村初级市

场座谈会上，供销合作社总社也指出，“对私商批发控制偏紧”“不少初级市场管理有过严过死”“合

作社零售价格低于市价甚多”是造成小商小贩营业额下降的主要原因。⑤ 为纾解他们的困难，应适

当加大对小商小贩的批发业务，制定合理的初级市场管理办法，提高商品零售价格。
此后，不少地区供销合作社通过调整批零差价、退让商品品种、撤销零售点、紧缩零售额、组织

交流会，尤其是开展对小商小贩的批发业务等必要措施，对农村市场作了某些安排。至 1955 年 4
月，河南全省已有 87% 的基层社，江苏已有 97% 的县社及 76% 的基层社建立了批发机构; 广东省

98 个县中已有 35 个县对私商作了安排，江苏 40 个县已安排私商 6 539 户，估计占纯商业困难户的

65% ; 其他各省亦有不少重点县或基层社进行了安排改造工作。“凡是做得较好的地区，供销合作

社零售业务一般已停止前进，市场公私紧张情况开始缓和，私商困难户逐渐减少，农民排队现象亦

有改变。”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来，1955 年一季度全国供销合作社零售额达 32. 2253 亿元，较 1954 年

同期增加 32. 8%，超过各省所报一季度计划 13. 3%，已占全年计划 32%，而对私商批发总额仅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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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① 供销合作社的零售额与批发额，反映合作社零售业务仍在继续前进，农村小商小贩的市场

继续受到挤压。根据 1955 年上半年部分地区材料，安排前，农村私商有盈余户约占 10%，能维持或

基本能维持户约占 55%，亏损或不能维持的商户约占 35% ; 安排后，有盈余户约占 15%，能维持或

基本能维持户约占 68%，亏损或不能维持户约占 17%。② 可见，尽管供销合作社对农村私营商业做

了一些安排，但他们在经营上依然存在一定的困难。

二 主要改造，继续安排: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的农村小商小贩

1955 年下半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后，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推动下，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掀起高

潮，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亦随之加快。对农村私营商业的工作重心也由“先安排，后

改造”转变为“主要改造，继续安排”。③1956 年 1 月 31 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布《关于当前农村

私商有的改造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报》，指出:“为了适应农业、手工业和城市资本主义工

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形势，必须加快对农村私商的改造进度……某些行业及人员直接过渡，只要

具备条件也是可以的。”④1956 年 2 月，根据当时的合作化运动情形，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布《进一

步加强对农村私营商业改造工作的领导》，提出:“除少数边疆地区外，预计可以在第一季度内，完成

对全国农村私营商业的半社会主义改造。”⑤据统计，至 1956 年 2 月底，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私商

已基本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组织形式，已改造的农村私商达 168 万人，占农村私商 244. 5 万人

的 69%。其中，合营 27 万人，占 16. 3% ; 合作商店( 小组) 70 万人，占 41. 7% ( 有些地区的小部分

合营、合作商店仍然采取经销、代销的经营形式) ; 代购代销 25 万人，占 15% ; 经销 29 万人，占

17% ; 过渡为供销社职工的 17 万人，占 10% ( 占私商总人数 7% ) 。⑥ 在此过程中，也发现一些地区

不顾市场需要，单纯强调有条件的小商小贩转农业的现象，有的地区小商小贩转农业的人数占当地

私商总人数的 40%。⑦

尽管农村私商改造的步伐不断加快，但中央对小商小贩的改造仍采取审慎的态度，指出:“城乡

小贩中，有一部分是分散的肩挑小贩，对这些人的组织和改造，应该暂缓进行。为了适应人民的需

要，对这些小贩需要长期保留他们现在的经营方式。因此，今后在组织他们的时候，应当采取一种

适当的形式，例如只要到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的某一部门登记一下即可，不要把同类挑贩组成统一资

金的合作经营的形式。”⑧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也提出:“流动和分散经营的小摊贩，以及老、弱、残、
病者等，应主要采用代购代销形式加以改造，其中有 10% 到 20% 左右的小摊、小贩等，可以不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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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形式，只作统筹安排，并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和管理。”①针对小商小贩弃商转农，又指出:“除那些

市场既已不需要，而本人又确属自愿转业者外，凡是目前商业人员的数量与社会需要大致平衡的地

区，均不应再减少商业人员; 对于某些商人过于集中的地区和过剩的行业，一般应通过商业网的合

理调整加以解决; 对商业人员少的地区的农商兼营户主动申请转业者，应该加强说服教育工作，避

免盲目转业现象的发生。对于那种不顾市场需要，硬性动员转入农业的做法，必须加以纠正。”②

由于对改造农村小商小贩这一工作的目的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且任务大、时间短，基层干部

准备不足又急于求成，在改造工作中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问题。如一些不应该进行合营或组织合作

商店的进行了合营或组织合作商店，一些应该进行代购代销或经销的没有进行代购代销或经销; 不

应该合并的店、摊合并了，应该迟合并的早合并了; 原来的一些经营特点不应该改变的却改变了，应

该逐步改变的过早地改变了; 合营中固定工资形式多了一些; 小商品的差价和代购代销手续费规定

得偏低了些; 小商品品种不应该减少的也减少了。因此，许多小商小贩的经营积极性受到了打击，

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的流转，增加了他们的困难。
据 1956 年 2 月山东省部分地区调查，改造前原有私商从业人员 3 815 人，改造后生活发生困难

者 145 人，占总人数的 3. 8%。他们生活困难的原因，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有些卖烟酒、小百货的

小商贩，从自营改为代销后，代销手续费比自营时获利少; 本人能力弱，代销后经营额不能相应扩

大，因而收入减少生活发生困难者 42 人，占生活困难的总人数的 28. 97%。二是家庭人口较多，本

人经营能力较强，自营时尚能维持生活，改造后按供销社营业员的工薪水平实行工资制，收入比过

去减少，因而生活发生困难者 37 人，占生活困难的总人数的 25. 52%。三是老年人、有残疾者、妇女

等人经营能力很弱，资金很少，原来生活就有困难，未加改造仍然自营，生活困难者有 32 人，占生活

困难的总人数的 22. 07%。他们中有 23 人，原来是政府救济户，因未挂供销社牌子，群众不愿买他

们的东西，生活更加困难。四是因为商业网调整搬到比较偏僻的村庄，销货额减少，又加实行代销

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者有 2 人，占生活困难的人数的 1. 38%。五是失明、严重残废、严重传染病失

去经营条件者 8 人，占生活困难人数的 5. 52%。六是饮食业、理发业、弹棉花、屠宰等业因收入减少

发生困难者有 24 人，占 16. 55%。上述人员中，有 42 人有少量土地，家庭无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过

去是雇短工或靠亲友帮助耕作，从农业收入上补助一部分生活，土地加入高级农业社后，土地不再

分红，农业收入没有了，得完全靠商业维持生活，如不妥善安排就更加困难; 另外淡季到来后，商业

收入再减少，困难情况会更加严重。③

解决小商小贩困难的基本办法是让他们有一定的业务可做，在供销社统盘筹划下，根据困难户

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帮助他们克服经营中的困难。如针对上述小商小贩面临的困难，山东

省供销合作提出了以下具体的措施: 一是对贩卖小百货、烟酒的夫妻店，一般实行经销自营的办法。
二是对暂未改造的小商小贩，向他们讲明政策，使他们与供销社挂上钩，加强领导，防止产生顾虑。
三是对失去经营条件或能力弱、生活确难依靠商业完全解决者，给予必要的救济。四是对因增设商

业网的需要，调整到偏僻村庄经营者，如因客观条件影响收入，可从手续费、工资等方面加以照顾。
一般不采取“搬家”的办法，如有的居民点没有私商，需要设置小店铺的时候，可委托不脱离家庭生

产的群众经销和代销。④

为了适应农村分散经营的特点，在改造的组织形式上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对分散在农村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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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零星商品和经常串乡流动的小商贩，采取代购代销和经销形式，并允许他们自营一些供销社不经

营的零星商品是当时最好的办法。因为代购代销形式最适合农民对零星用品和小土产、废品等方

面的购销需要，尤其是农业合作化后，农民为节省时间不愿经常赶集，小商贩流动串乡、购销兼营的

方式就更受农民欢迎。就代购代销户本身来讲，允许他们自营一部分商品，可以保持他们原来的进

货关系，扩大经营，也便于发挥他们了解农民需要的特点。如果小商小贩要求合营，“也可以批准他

们的要求，但其经营方式仍然采取代购代销、经销和兼做部分自营业务的办法”。① 据调查，经过调

整和改造，至 1956 年上半年，农村私商的困难人员已由 1955 年同期占总人数的 15%—30%，下降

为 5%—10%，困难程度也有所减轻。②

三 整顿调整，巩固成果: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农村小商小贩

至 1956 年 6 月底，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40% 左右参加了合营或合作商店; 52%
左右为供销合作社代购代销、经销或自营; 8% 左右已吸收为供销合作社的职工。③小商小贩实行社

会主义改造后，过去千丝万缕的购销关系有的已中断; 大量的农村私商参加了农业社，小商小贩数

量骤减。如据陕西省不完全统计，全省弃商务农的小商贩 3 721 户、5 387 人，该省商县转入农业的

小商小贩占农村私商总户数高达 67. 2% ( 包括改造当中动员转入农业和因农商不许兼营而转入农

业者) 。④ 小商小贩被改造后，组成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业务上受供销合作社指导，成为供销合作

社的附属机构，合作社控制了批发环节，小商小贩或从事零售业务，赚取批零差价，或从事经销、代
销，赚取手续费，从而失去了原有经营灵活之特点。

农业合作化完成后，农民购买力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1955 年农民人均消费品购买力为 31. 7
元，1956 年增加至 35. 3 元。⑤ 合作化后，农民农闲时间减少了，加之农民不愿误工，以免减少工分收

入，迫切要求增设商业点，就近供应日用品，就地收购农副产品。但农村集散市场和商业人员减少

了，供销社的购销机构又没有及时延伸下去，部分地区商业网点过分集中，出现供需矛盾，不便于群

众生产生活。如河北全省平均每 1. 5 个乡和 8 个行政村才有 1 个零售点; ⑥又如江西崇义县杰坝

乡，过去在全乡主要交通道口共有 5 家私人小杂货店，改造后都取消了，只在杰坝乡设了 2 个供销

门市部，每逢集日，顾客盈门，拥挤不堪。群众反映:“现在买东西就像过关一样。”⑦

市场管理办法亦限制了小商小贩的采购和贩运，使得农产品、农业副产品实际上仅由当地供销

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当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对某些农副产品没有注意收购或收购价格

偏低时，这些农副产品就会减产或完不成收购任务。如河北省成安县国庆社 1956 年产柳条 2 万余

斤，供销社每斤 5 分收购，农业社嫌价格低未出售，大部分被毁掉。⑧ 另如山东曲阜县王庄乡供销合

作社 1956 年收购菜籽每斤 0. 18 元，市价每斤为 0. 8 元，相差 0. 62 元; 粉条收购价每斤 0. 28 元，市

价每斤为 0. 38 元，相差 0. 1 元。由于供销社收购价格低，与农业社所订的合同也没有完成。⑨ 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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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资料来看，小商小贩与农民旧有的市场联系被大大削弱了，新的商品流转关系没有组织起来，这

种情况在各地均较为普遍，显然不利于农民收入提高，也不利于国家经济建设。
农村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部分经销、代购代销和自营的小商小贩依然存在诸多

困难，困难人数约占小商小贩总人数的 10%—20%。① 调查材料显示，他们困难的原因主要为: 一是

合营和合作商店的业务扩大了，对小商小贩产生了挤压。二是合作社商业对小商贩照顾不够，在货

源上控制较紧，批零差价与手续费仍然偏低。三是原来农商兼营的，农业合作化完成后，土地入社

不分红了，本人不能参加农业社劳动，家庭又无劳力入社，也有一些不常年经营的因为不能参加农

业社劳动，农业收入减少。
如内蒙古供销合作社于 1956 年 4 月末、5 月初检查私商比较集中的土默特、莎拉齐、集宁等 3

个旗( 县) 的 5 个集镇市场的私商改造工作情况，发现突出的问题是私商营业额下降，普遍赔钱，不

能维持生活。如集宁县大六号镇供销社规定纸烟手续费只有 3% ; 集宁县三区社规定代购手续费只

有 1. 5%，收购 100 斤废铁只得 4 分 5 厘钱。大六号镇 21 个代销员，1956 年 3 月人均收入为 10. 4
元，生活不能维持; 集宁县三区 1 个代销组，由于经营额小，3 月得手续费 33 元，除去 3 个人伙食等

费用后，每人只分得 3 元，其中 1 个组员家有 7 口人，根本无法生活。土默特旗察素齐镇 5 个合营、
合作商店有 4 个赔钱，经销、代销也绝大部分不能维持。据统计，38 个代销员除 1 人因设备较好、地
点适当、家庭负担少能维持外，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困难。2、3、4 月平均每月每人手续费收入为

13. 9 元( 包括费用) ，其中，最高为 32. 7 元，最低只有 1. 6 元，有些人因为生活困难，情绪低落。有

的代销户将供销社代销货款吃掉，有的将保证金吃掉了，有的要求转业，有的消极等待政府教济。②

因此，农村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对农村小商小贩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继续深入

改造，调整改造的组织形式，解决他们的困难，延伸农村商业网，使商业网接近群众，便利群众购销，

支援农业生产，巩固小商小贩改造的成果。针对改造后小商小贩的困难，国务院提出: 第一，对于没

有参加定股定息的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的小商贩，应当在自愿的原则下，根据当地情况，逐步

地、分期地、分行分业地把他们组成分散经营、各负盈亏的合作小组。在步骤上，应当先从困难行业

和困难户着手，逐步扩大。第二，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应当在国营商店、供销合作社商店、合营

商店中指定一个店作为每个合作小组的批发店，在业务上领导合作小组。第三，国营商业、供销合

作社、合营商店、合作商店之间，在商品的销售上，应当适当分工。有一些商品，应当主要分配给合

作小组。有些商品的批零差价，应当扩大。第四，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应当负起责任，按照各地

小商贩不同的收入情况，区别小商贩中依靠商业为主要收入或者以商业为辅助收入的不同对象，必

须负责做到使各地各类小商贩都能获得必需的收入。第五，在实行上述办法后，一个地方和一个行

业中，如果仍有困难，可以由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吸收一部分，合并一部分，或者向外迁移一部分，

以便把小商贩完全安排下来。③

为进一步调整改造小商小贩的组织形式，使小商小贩能够获得合理的收益，继续完成农村商业

网的下伸工作，当时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提出了以下主要措施: 1. 在自愿的原则下，逐步地、分期

地、按行业或按地区把小商小贩组成合作小组。这种合作小组不是统一经营、统一核算，而是分散

经营、各负盈亏。其经营方式: 有的可以联购分销，有的是部分联购分销; 有的是代购代销，还有些

是自购自销，这要看其行业情况、经营特点、商品来源而定。组织的范围: 原则上凡有组织条件的经

销、代购代销或自营的夫妻店、连家铺、摊贩、挑贩等小商贩都可以参加这种合作小组。为便于领导

·961·

进退的张力: 农村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1954—1956)

①

②

③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目前私商改造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1956 年 8 月 1 日) ，《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

辑》下册，第 181 页。
《内蒙古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关于已改造私商中困难户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1956 年 6 月 9 日)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

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商业卷) ，第 521—522 页。
《国务院关于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 1956 年 7 月 28 日) ，《建国以来重要

文献选编》第八册，第 454—455 页。



管理，一般以几户、十几户、二十户左右组织在一起为宜。代购代销手续费率可适当提高，小商品的

批零差价可适当扩大，以提高小商小贩的经营收入。2. 组织合作商店。合作商店是由若干户商贩

组织起来、实行统一核算、共负盈亏的一种组织形式。合作商店主要对象是集镇上的小商店和某些

固定摊贩，组织起来的合作商店可以根据参加的人数多少和商业网分布的需要，将有些店、摊合并，

并分设几个门市部。原来的合作商店如果过大，可以按行业或按地区分成几个合作商店。合作商

店不论采取哪种工资形式，应当适当提高其工资水平。合作商店的股金分红，要稍高于银行定期存

款的利息。合作商店的货源，除由当地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供给之外，也允许他们到外地自找

货源。3. 对于由农村商业资本家和一部分小商小贩组织的合营商店，一律按年息 5% 给予定息。
合营企业中的私方从业人员及职工，应全部包下来，安排适当工作。4. 继续完成农村商业网的下

伸工作，私商弃商转农的现象应该停止下来，在私商人员少而又转业过多的地区还应适当恢复一部

分。对历来就靠农商兼营维持生活者，应允许他们兼营，不能一下子截然分开。各地应采取措施，

以便保持居民购销所需要的商业人员的数量。①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单一的组织形式把个体农民引向了集

体化道路。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小商小贩的改造中，国家根据不同小商小贩的

特点，力图通过合作小组、合作商店及合营等多种方式，引导个体小商小贩走向合作化道路。在对

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针对他们出现的经营困难，人民政府和主管部门尽力帮助他们

克服，尽管做了很多努力，但小商小贩存在的困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方面: 一方面，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导致农民购买力水平亦较低，国营商业和合

作社商业占据了农村市场的主导地位，尤其是控制了主要农副产品的购销，使得小商小贩的生存空

间狭小; 另一方面，为了加快改造步伐，在物价管理上，国家极力缩小批零差价，使得小商小贩利润

空间受到挤压，甚至经营无利可图。农村小商小贩的经营困难主要因体制变革引发，而又要在集体

经营的框架下来解决这一难题，显然是难以取得好的效果的。

结 语

城乡物资交流要经过千万条线来实现，这是长期自然形成的。农村小商小贩是农村商品流通

渠道中的重要力量，他们走街串巷，收购农副产品，推销工业品，对活跃城乡经济起到不可或缺的作

用。随着国营商业机构在农村的延伸及供销合作社商业的发展，它们很快占领了农村商品市场，取

代了传统小商小贩在农村市场的优势地位。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农民需求千差万别，而

小商小贩固有的分散性、流动性、灵活性等经营特性，能够满足分散的农民多样化的需求，在沟通城

乡物资交流中仍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国家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始终存在矛盾，

既要利用长期以来他们所建立的城乡商品流通网络，保证供应，满足广大农民的购销需求，稳定市

场，又要防止他们进行市场投机，哄抬物价，扰乱市场; 既要采取各种组织形式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

义道路，又不能对他们挤压过多，防止他们经营发生困难。
农村商业的发展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需求，在对农村私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

小商小贩或被排挤，或被改组，或被集中合并，不仅造成小商小贩经营困难，收入减少，也使得农村

商业网越来越不能适应农村市场的需要，农民叫苦不迭。在不少地区有些商品发生不合理的脱销

和积压，农副产品的收购计划也完成得不好，影响到城乡物资交流。面对市场的变化与小商小贩的

实际困难，国家适时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以利用小商小贩经营特性，收购供销合作社无力收购的

许多零星物品，代销诸多为农民零星需要的商品，活跃城乡经济。陈云指出，除国家统购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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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目前私商改造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1956 年 8 月 1 日) ，《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

辑》下册，第 182—185 页。



由他们收购外，“一部分农副产品，如小土产，现在由当地供销合作社独家统一收购的，应该改变为

允许各地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供销合作社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相互封锁”，“小商

小贩在合作小组内的各自经营的办法，应该长期保存”。① 总之，在农村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过程

中，既要把分散的个体商业引向合作商业道路，又要尽力帮助他们克服因改组所带来的经营困难，

以利用个体商业的经营特性保证农村商业网的顺畅运转。这些矛盾贯穿于农村小商小贩改造始

终，亦是农村小商小贩改造进程中进退的张力。
〔本文系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大 项 目“1950—1956 年 中 国 农 村 经 济 调 查 资 料 收 集、整 理 与 研 究”
( 17ZDA035) 阶段性成果〕

( 责任编辑: 林超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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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 1956 年 9 月 20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1—283 页。



Japan’s Monopoly on Tobacco in Central China in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1937—1945
SHI Jia

The monopoly on tobacc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Japan’s economic invasion of China and implemen-
ting the strategy of sustaining the war by means of war． Where Japan’s monopoly on the Central China’s
tobacco industry was concerned，the Japanese aggressors firmly controlled the raw materials，production，

and sale of cigarettes and even attempted to set up a highly monopolistic enterprise．

Advancing or Ｒetreating: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Vendors in the Countryside，1954—
1956 CHANG Ming-ming
Vendors were indispensable to the commercial distrib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and could not be easily re-
placed with the state-run shops and cooperatives． When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movement was being
implemented in the early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vendors were usually reorganized or regrouped col-
lectively． The present paper contends that the results brought about by this change were actually not satis-
fying．

Enriching Japan by Shizenchido: Honda Toshiaki’s Concept of Modern Japan HE Peng-ju
In order to have Japan modernized，Honda Toshiaki，a national strategist living in the late Edo period，

proposed a grand reformative program based on his Shizenchido ( literally，the natural way of govern-
ance) ． Unlike his contemporaries，he suggested Japan abandon the feudalism and remold itself on the
model of the Western powers．

Eastern Policy and Social Democracy: The Socialist Movement in Turkey LIU Yi
Inasmuch as socialism ( /Communism) ，one of the significant thoughts in modern Turkey，should be as-
cribed to the Soviet Union’s Eastern Policy，the communist party of Turkey is dependent and weak． In
spite of being constantly repressed and even persecuted，socialism does not perish but instead keeps grow-
ing in Turkey． Overall，the Turkish socialism is not politico-ideological but socio-economic，as well as
being simultaneously national and global．

Ｒeviewing Taiwan’s Study of History of Shanghai in Last Seven Decades ZHU Tao
As early as the 1950s and 1960s，some researched into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in Taiwan． Thanks to the
effort made by several generations of Taiwanese scholars，there have been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aiwan． Overall，the study in Taiwan is，theoretic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Mainland．

A Textual Investigation of Date of Conferring Ｒeligious Titles upon Founding Princes of Heavenly
Kingdom of Great Peace YANG Tang and Zhang Tiebao
Digging into a variety of written materials，the present paper contends that the date of conferring the hon-
orific religious titles upon princes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the founding of Taiping tianguo ( Heavenly King-
dom of Great Peace) be no earlier than the eleventh month and no later than the twelfth month of the year
of guihao ( 1853) ． The present paper reconstructs this complicated process． ( 池 桢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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