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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改运动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可以从农民购买力的变化上得到集中反映。农民生产恢复

和发展后，出售的粮食日渐增多。粮食丰收直接导致农民手中资金的增多，从而引发农民购买力的急剧上

升。农民的购买力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生产资料的购买，是为了增加土地投入; 二是生活资料的购买，是为

了提高生活水平。翻身农民购买力的提高，首先体现在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上。如果说土改后农民生

产资料购买力的增加反映了农民投资土地的生产积极性高涨的话，那么土改后农民对生活资料购买力的

增加，则反映了农民在生产恢复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刺激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加

速了城乡物资交流，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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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ted Farmers’Standard of Living Lifted from the Angle of the Change of Purchasing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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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land reform，farmers’life level of ascension was mainly reflected on the change of purchasing power． Th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stimulated farmers to sell more grain than ever． The increase of farmers’money caused
by the grain harvest had triggered sharply their purchasing power rise． Farmers’purchasing power mainly included: the pur-
chase of production to increase the input for land and the purchase of livelihood to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First of all，
liberated farmers’increase of purchasing power was reflected in the purchase of production． If farmers’enthusiasm for the pro-
duction of investment in land was reflected in farmers’increase of the purchase of production，their cries for a better life after
th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had been in the purchase of livelihood． Farmer’greater purchasing power had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nd speeded up the urban and rural goods exchange，which
opened up a road fo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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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多数农

民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改善了农民日常生活。
土地改革后一年够吃，二年添置用具，三年有富

裕①，无疑是农民生活发展的基本趋向。农民物

质生活水平的提升，集中体现在农村购买力的增

强上，故土改后农民生活水平的状况，可以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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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农村购买力的变化上得到集中体现。1952 年

9 月，政务院副秘书长廖鲁言指出:“三年来的实

践证明，土地改革大大地促进了整个农业生产的

迅速恢复与发展，保证了全国人民粮食的需要

量，增产了工业原料作物。农民的购买力也迅速

提高了，1951 年全国人民的购买力较之 1950 年

即增加 25% 左右; 从几种日用必需品的销售量

看: 纱布 1951 年较之 1950 年增加 10%，纸烟增

加 14%，火柴增加 20%，糖增加 44%，煤油增加

47%，茶叶增加 70%。这可看出广大农民群众

在土地改革后购买力增长的趋势。”①

廖鲁言对土改后农民购买力所作估计的基

本数据，或许不够精细，但他所作的“土改后农

民的购买力迅速提高”的判断，则是不容否认的

事实。这一客观事实，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土

改后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及农业生产提高的状况，

而且集中体现了土改后广大农民生活水平提高

的趋势。本文依据大量档案资料及各地调查材

料，通过分析土改后农村购买力的增强状况，揭

示土改运动后农民物质生活提升的客观趋势。

一、土改后农村购买力增加的趋势

由于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所导致的对生产

资料需求的增加，土改后农民购买力得到了快速

提高。农民购买力的增加，最先体现在最早进行

土改运动的东北和华北老区。由于土改后农业

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东北农民对生产资料的需求

迅速增加。1950 年初，哈尔滨市农村服务社帮

助农村合作社购买新式和旧式农具的金额，以东

北流通券记就达到了 12． 8 亿元。辽东省②东丰

县城区铁木业生意兴隆，其生产的铁制农具供不

应求。全城私营铁匠炉 13 户，主要生产农具、马
掌，1949 年冬交易额平均每天比 1948 年冬季增

加了一倍; 木匠铺亦由 22 家增至 28 家，其中尤

以 15 家制造大车者生意最好③。与对生产资料

的需求同步，东北农民对生活资料的要求也增多

了。1948 年时，农民只要有白土布和食盐就行，

而 1950 年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折合 8． 5 斤粮食为

一匹的白布，而要求 10． 5 斤一匹的细布和花布。
据哈尔滨农村调查组的报告，1949 年冬，松江

省④阿城县蜚克图区和尚志县元宝村的农民，有

60%穿上了新棉衣。蜚克图区新民村吉兴屯贫

农李文举家 6 口人中，只有两个人穿半旧棉袄;

中农南海云家 6 口人则全部穿上了新衣服⑤。
黑龙江省克山县的调查也显示: 该县两年来

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是直线上升的，这可以代表北

满土地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克山

县民主村商品粮及购买力的调查显示，从 1949
年秋后到 1950 年 5 月，该村已卖出余粮 213 吨，

已购买 16 亿元( 东北币，下同) 的生活用品和生

产资料⑥。另据新华社报道，克山县民主村 1948
年每户的平均购买力为 361 万元，1949 年为 490
万元，1950 年 为 949 万 多 元，较 前 年 增 加 了

163%。农民富裕后，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的比重也发生了变化。1948 年，该村购买生产

资料的费用占总支出的 11． 8%，1950 年增加到

23%。据克山县统计预测，1950 年冬，农民将增

购马 5000 匹，大车 1770 辆，麻袋 11 万条，其他

农具也将大幅增多。这样大规模地添置马匹、大
车和农具，说明翻身后的农民积极进行着扩大再

生产。在生活资料方面，布匹、棉花、皮袄、皮帽、
线、酒、煤油、豆油、食盐、袜子等 11 种物资，占该

县农民生活总支出的 86%⑦。
东北农民购买力的显著提高，除了由于工业

品价格比农业品价格相对降低之外，主要是由于

土地改革后农业增产、农民经济收入普遍上升所

致。农民在土地改革后，经过两三年的生产运

动，生活水平大都有所上升。据统计，松江省农

户上升者占 60—70%，吉林省占 65%左右，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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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上升比较显著者竟达到 54%。辽东省新区

土地改 革 后，经 过 一 年 的 生 产 运 动，亦 已 有

33． 5%的农民生活上升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

商品的粮食就日益增多起来。据吉林省榆树县

三合屯的统计，全年人均收入粮食 3 石( 1 石 500
斤) 多，5 口之家，除了人吃、喂马、缴公粮之外，

可有一半粮食出卖或交换生活与生产资料。副

业产品也随之增多，副业收入一般可占农业收入

的 15—20%①。黑龙江克山县农民在出卖的农

副产品中，粮食占 92． 4%，其次为猪和鸡蛋②。
1952 年秋，辽西省③政府计划委员会组织的

农村购买力调查组对义县谈家沟村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1952 年全村农民购买力总值为

68651． 2 万 元，其 中 用 于 购 买 生 产 资 料 者 有

24420 万元④。其购买生产资料的品种、钱数及

其百分比，参见表 1。

表 1 1952 年辽西省义县谈家沟村农民

购买力情况( 单位: 万元)

品种 农具 肥料 农药 牲畜 饲料 合计

金额 4370 5760 3530 1740 9020 24420
百分比 17． 9 23． 6 14． 5 7． 1 36． 9 100

资料来源: 赵岐明、徐瑛华:《辽西省义县谈家沟村

农民购买力调查》，《人民日报》1952 年 12 月 3 日，第 2

版。

从表 1 可以看出两个明显的现象: 一是农民

对于化学肥料和农药逐渐重视了; 二是农民对于

饲料、特别是豆饼的要求很迫切。农民对于饲

料、特别是豆饼和糠供不应求的状况，表示很不

满意。调查组对该村农民在 1953 年用于购买生

产资料作了预计，预计购买生产资料方面的支出

将达 30630 万元。其购买生产资料的品种、钱数

及百分比，如表 2 所示。

表 2 预计 1953 年辽西省义县谈家沟村农民

购买力情况( 单位: 万元)

品种 农具 肥料 农药 牲畜 饲料 合计

金额 3330 11800 5140 3020 7340 30630
百分比 10． 9 38． 5 16． 8 9． 9 23． 9 100

资料来源: 赵岐明、徐瑛华:《辽西省义县谈家沟村

农民购买力调查》，《人民日报》1952 年 12 月 3 日，第 2

版。

另据国家工商部门 1952 年统计，全国广大

农民购买力日益迅速增长。以老解放区的华北

为例: 1952 年上半年华北各地共举行小型物资

交流会 1200 多次，成交总值约 1 万亿元以上。
全区共销出肥料 7． 8 亿斤，相当于 1951 年全年

供应数 的 142% ; 新 式 步 犁 约 3 万 部，相 当 于

1951 年全年供应数的 164% ; 水车 9296 架，相当

于 1951 年全年供应数的 128%。在生活资料方

面，1952 年上半年全区销出百货、布匹等主要的

日用工业品都超过 1951 年同期 50% 以上; 山西

省上半年的百货推销额比 1951 年同期增加了 2
倍⑤。这种情况表明: 1952 年华北区农民的购买

力已经大大超过了以前。
在土改完成后的华东、中南、西北等新区，由

于农业生产的丰收，农业产品增加，农民购买力

也随之增加。陕西省长安县高低堡子村在土地

改革后仅仅经过一年的时间，农民购买力就比解

放前增加了 5 倍⑥。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农民经济生活水平在土改运动后迅速上升的

总体趋势。据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 1953 年底对

4 个典型乡 180 个典型户的调查，1953 年共售出

工业原料品 33368 斤，较 1952 年增加 52． 36% ;

出售农产品 175337 斤，较 1952 年增加 53． 84% ;

出售副产品及土特产品收入为 93325800 元，较

1952 年增加 8． 06%。农民出售的东西: 第一为

稻谷，占农民出售物资货币收入的 36． 51% ; 第

二为猪，占 32． 41% ; 第三为席草，占 13． 44% ; 第

四为棉花，占 7． 75% ; 第五为茶油，占 1． 67% ; 第

六为杂粮，占 1． 58%。共计占农民售出物资货

币收入的 93． 36%。这些情况说明，农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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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稻谷、生猪、棉花等项大宗农副产品。
根据湖南 4 个典型乡的调查，1953 年农民

人均购买力为 296750 元，较 1952 年提高 9． 2%。
根据 4 个乡 180 个典型户中 1953 年购入的必需

品调查，其购买具体情况为: 购入工业品金额为

53895210 元，较 1952 年度减少了 2． 06%，占农

民全部购买力的 18． 74% ; 购入手工业产品金额

为 64727650 元，较 1952 年度增加 17． 20%，占农

民全部购买力 22． 54% ; 购入农业产品金额为

103217290 元，较 1952 年度增加 18． 07%，占农

民全部购买力的 35． 95%。由此说明在农民经

济生活中，手工业在当时还起着很大的作用①。
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 1952 年的一份

关于土改后农村情况的报告也显示，随着土改后

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生活日渐改善。据陕西临

潼县雨金区八乡典型户调查，1951 年农民用于

购买生 产 资 料 的 开 支，雇 农 较 解 放 前 增 加 了

294%，贫农增加 518%，中农也增加 212%。粮

食的消费，雇农较解放前增加 15． 5%，即由每人

平均 吃 1． 58 石 增 加 到 1． 834 石; 贫 农 增 加

12． 2%，即每人平均吃 1． 55 石增加到 1． 74 石;

中农增加了 9． 66%，即每人平均吃 2． 07 石增加

2． 27 石。特别是细粮的消费量增加了。其他生

活资料( 如油、盐、肉、文化、医药等) 的消费也显

著提高。雇农较解放前增加 107%，即由每人平

均开支 79154 元，增加为 164100 元; 贫农增加

89． 2%，即由每人平均开支 50451 元，增 加 为

95478 元; 中农增加 51． 63%，即由每人平均开支

105681 元，增加为 159192 元。修建房屋的现象

在农村也普遍起来，咸阳县太石乡、岐山县周原

八乡、长安县郭庄七乡，在土地改革后共新修房

屋 325 间，没有房子住的农民已成为农村中的个

别户②。
另据浙江省 1951 年对农民购买力典型调查

估计，浙江省农民由于 1950 年丰收，每人平均购

买力( 食粮、土产、特产、副业等总收入，减去吃

粮、种子、饲料等消费及农业税) 较 1949 年增加

60%。浙江省农民 1950 年的土特产收入占农民

总收入的 18． 34%，副业收入占 8． 34%③。随着

农业产量的提高，浙江农村购买力进一步提高，

据各种材料推算: 1952 年的农村购买力，比土地

改革前一般提高约 75%。特别是肥料、农具、油
盐、布匹等，销路更好。如新登县松溪镇，各种物

品的销售量比 1951 年增加了 43%④。
另据中共福建省委 1953 年初的一份调查报

告统计，随着农业生产量的不断增加，农村购买

力已显著提高。根据 8 个专区国营贸易系统的

统计: 农村总购买力 1951 年为 30980 亿元 ( 旧

币) ，每一农业人口平均为 273000 元; 1952 为

37265 亿元，较 1950 年提高 20． 25%，每一农业

人口 平 均 为 326000 元，较 1951 年 提 高 了

19． 7% ; 市场出现了新的繁荣气象，全省 8 个专

区棉布销售的数量 1951 年较 1950 年增加 63%，

食盐 销 售 数 量 1951 年 比 1950 年 增 加 了

300%⑤。这些统计数字表明，随着农业生产量的

不断增加，福建土改后农村购买力已显著提高。
1952 年 7 月，湖北省孝感县鲁王乡、栗树乡

对土改后农民购买力的调查表明，土改后农民购

买肥料能力迅速提高，甚至到了供应多少就买多

少的地步。大部分贫雇农都分到一二百斤豆饼

的土改果实，但市场销售量仍比往年增加。鲁王

乡、栗树乡附近的三议埠镇豆饼日销量，往年种

麦季比插秧季少，1951 年比插秧季还多 30150
担，接近 1936 年至 1937 年水平。根据调查，这

些增大的购买力主要来自贫雇农。中农施肥量

是维持原有状态，和解放前一样，每斗田上二三

十斤豆饼( 富裕中农一向较多) ; 富农生产消极，

购买肥料减少，解放前每斗田上 40 至 50 斤，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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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湖南省四个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中共湖南省

委农村工作部:《本部关于蹇家渡、云泉、横岳、檀树坪四

乡农村经济调查综合材料》，湖南省档案馆藏: 146—1—
27 卷。

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 《三年来的西北土

地改革运动》，《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

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 420—421 页。
本报讯: 《浙江调查农民购买力》，《人民日报》

1951 年 2 月 24 日，第 2 版。
吴植 椽: 《全 省 土 地 改 革 运 动 的 伟 大 胜 利》，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

卷》，第 988 页。
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土 地 改 革 基 本 总 结》，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

经济体制卷》，第 421—422 页。



在不到 20 斤。贫农在解放前一般买不起肥料，

主要靠自己积肥、拾粪，有的挑担野草上街换担

灰回来当肥料，部分贫农向地主借点豆饼，每斗

田上个六七十斤，有的向地主借高利贷买肥( 到

秋时加六还，如还不起又加六计算) 。土地改革

后，贫雇农生产积极性很高，想尽一切办法买肥，

有的还能买二三百斤①，大大增加了对土地的肥

料投入。
农民生产恢复和发展后，出售的粮食日渐增

多。粮食丰收直接导致农民手中资金的增多，从

而引发农民购买力的急剧上升。以湖南为例，农

民 1952 年早稻比 1951 年增产 2 成，中稻也将增

产 1 成至 1． 5 成。粮食丰收后，农民开始大量购

买肥料、良种及农具等农业生产资料，并相应增

加工业品的购买力。据 1952 年统计，湖南总的

购买力较解放前增加了 243． 5%，比 1951 年增

加约 65% 以上。双峰县涧溪乡第六村，1952 年

9—12 月 全 村 购 买 力 比 1951 年 同 期 增 加

68． 4%。其中仅锄头、粑头、犁头、犁 4 类农具就

比 1951 年同期增加 67%②。

据上海市郊工委 1952 年对土地改革后农民

购买力的调查，由于农村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

展，农民购买力也随之显著提高: 市郊 10 个区合

作社 1950 年 10 月至 12 月的营业额与 1951 年

同期的营业额比较，增加了将近 3 倍，花布一项

则增加了 6 倍之多。土改前，合作社社员只有 5
万人，到 1951 年底则发展到 115774 人。据 31
个典型地区的调查，农民在 1951 年的生产收入，

较战前增加了 116% 强。在农民购买力逐步提

高的情况下，市镇工商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郊

区 17 个镇，在土地改革后的 9 个月中，就新开了

314 片商店。原有商店也积极装修门面，扩大营

业。据 1951 年末在新泾区北新泾镇的重点调

查: 震泰新棉布店营业额增加了 83． 7%，太昌顺

南北 货 号 增 加 了 86． 4%，海 林 文 具 店 增 加 了

262%，同泰祥油店增加了 300%③。从上海市诸

翟乡土改前后农民平均购买主要物品的比较中，

也可以对农民购买力状况有比较具体的认识

( 详见表 3) 。

表 3 上海市诸翟乡土改前后农民购买主要物品情况

时间

种类
煤油( 斤) 食糖( 斤) 食油( 斤) 食盐( 斤) 肥皂( 块) 香烟( 包) 花细布( 尺) 豆饼( 斤) 肥田粉( 斤)

土改前 194． 5 77 208 1142 147 491
土改后 637 320 462． 5 1835 485 647 2750 630000 52900
增加% 227． 5 315． 5 122． 3 60． 6 229． 9 31． 7

资料来源: 华东土改委员会:《上海市郊区、苏南行政区土地改革画册》，《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

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 421 页。

总之，从全国各地大量调查统计数据来看，

农村购买力得到快速提升，是土改运动后的基本

发展趋向。

二、生产资料购买力的提升情况

农村购买力，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生

产资料的购买，是为了增加土地投入而进行的扩

大再生产; 二是生活资料的购买，是为了提高其

生活水平而进行的生活资料消费。从当时大量

调查材料看，翻身农民购买力的提高，首先体现

在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上。
苏南区的大量农村经济状况调查报告，均对

农民购买力的提升情况作了具体而详细的显示。
据苏南区农委 1951 年对 6 县 12 个典型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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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及购买力情况调查，“由于生产力的提高，

12 个村总收入亦有增加，农业副业收入 1950 年

为 5935850 斤 ( 折合稻子，以下同) ，1951 年为

7033940 斤( 本年因土改关系由外村调进耕地

200 亩) ，总收入比 1950 年增加 18． 5%，除掉人

吃、种子及公粮负担，单农产量出售 1950 年为

1220181 斤，每人平均 215 斤，1951 年为 1340346
斤，每人平均 241 斤，每人平均比 1950 年增加

12%。”①因为农民有多余的粮食出卖，所以购买

力也就提高。参见表 4 所示。

表 4 苏南区 12 个村 1950 年与 1951 年购买力比较表( 单位: 斤)

年度 生产资料 指数 生活资料 指数 购买总值 指数 每人平均 指数

1950 141976 100 1131454 100 1273430 100 228 100

1951 312837 220 1203236 106 1516073 119 273 119． 7

资料来源: 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本委调查组关于十二个典型村土改后农村经济变化情况调查材

料》，江苏省档案馆藏: 3006—永久—148 卷。

根据表 4 可以看出，12 个村 的 购 买 总 值

1951 年比 1950 年增加 19%左右，每人平均购买

力 1951 年比 1950 年增加 20%左右。
在调查的其中 3 个村庄中，1950 年共买米

84835 斤，1951 年共买米 53677 斤，比 1950 年减

少 31158 斤，折稻 44500 斤。另外孙王村购买皮

棉一 项，1950 年 比 1949 年 减 少 249 斤，折 稻

4481 斤，这样就影响了这 12 个村总的购买力，

因此这还不能说明当时农村的实际购买力情况。
如果把这 3 个村扣除不算在内，其余 9 个村的调

查统计所呈现出来的方才是实际购买力。这 9
个村 1950 年与 1951 年购买力比较情况，如表 5
所示②。

表 5 苏南区 9 个村 1950 年与 1951 年购买力比较表( 单位: 斤)

年度 生产资料 指数 生活资料 指数 购买总值 指数 每人平均 指数

1950 104639 100 757372 100 862011 100 213 100

1951 264038 252． 33 928084 122． 54 1192122 138． 29 298 139． 9

资料来源: 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本委调查组关于十二个典型村土改后农村经济变化情况调查材

料》，江苏省档案馆藏: 3006—永久—148 卷。

表 5 对苏南区 9 个村的统计，是符合农民当

时购买力购买总值的。1951 年比 1950 年增加

38． 29%，1951 年每人平均购买力为 298 斤，比

1950 年增加 39． 9%，并且是根据农村中购买主

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统计的，所以 1951 年每人的

平均购买力尚不止 298 斤。这些情况，大体反映

出土改后农村购买力增长的趋势。
如果对该地农民购买力再作深入分析的话，

便会看出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9 个村的购买能

力有高低差别，而其差别与农业丰歉有直接联

系。如孙家圩 1951 年人均购买力 515 斤; 王家

村因受旱荒，经济尚未恢复，人均购买力仅 107
斤; 其他 7 个村，人均购买力在 300 斤左右。第

二，按各阶层来说，雇贫农的购买力增加最高。
根据富饶、龙潭、孙家圩 3 个村的统计，雇农购买

力比上年增加 140%，贫农增加 62%，中农增加

64． 5%，富 农 增 加 17． 8%，地 主 购 买 力 降 低

50%，其 他 阶 层 降 低 2%，总 的 购 买 力 提 高

46． 7%。第三，在购买生产资料方面，农民已能

普遍地添置农具，其中以添置小农具更为显著，

有部分农民添置大农具及耕牛。具体情况参见

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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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苏南区 12 个村土改前后购买生产资料情况

名称 1950 年 1951 年 指数 1950 年几户平均合买一件 1951 年几户平均合买一件

锄头( 个) 124 331 266． 93 11． 25 4． 34

锹( 个) 40 78 195 32． 37 18． 42

镰刀( 个) 1173 1760 150． 04 1． 18 1． 22

铁耙( 个) 66 167 253． 03 19． 62 8． 6

耒( 个) 93 190 204． 3 15 7． 56

犁( 个) 4 18 450 348． 75 79． 83

耙( 个) 4 15 375 348． 75 95． 8

斛桶( 个) 2 4 200 697． 5 359． 25

水车( 个) 8 23 287． 5 174． 37 62． 47

船( 个) 5 24 480 279 59． 84

耕牛( 头) 8 33 412． 5 174． 37 43． 54

豆饼( 斤) 84092 168906 200． 85
每户平均 每户平均

60． 28 117． 54
肥田粉 ( 斤) 5644 8536 151． 24 4． 04 5． 94

资料来源: 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本委调查组关于十二个典型村土改后农村经济变化情况调查材

料》，江苏省档案馆藏: 3006—永久—148 卷。

另据 1951 年对镇江 4 个典型村调查，“土改

后农民的购买力是提高了，表现得较为显著的是

生产资料中的农具一项”，详见表 7。

表 7 苏南区 4 个典型村土改前后

购买生产资料情况

购买农具名称
购买数量

1950 年 1951 年

指数

( 以 1950 年为 100)

小船( 个) 3 7 213
犁( 个) 3 5 167

铁耙( 个) 15 33 220
锹( 个) 26 53 204

镰刀( 个) 766 1136 148
水车( 个) 4 6 150
斛桶( 个) 2 4 200

牛( 头) 2 10 500
豆饼( 斤) 9655 13841 143
菜饼( 斤) 5367 10874 203

资料来源: 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镇

江专区句容县、高淳县四个典型村的调查情况报告》，江

苏省档案馆藏，3006—长期—330 卷。

从表 7 可知，土改后农民所必需的小农具一

般增加到一倍以上，但由于各地生产方法不同，

所需农具亦不一，除锄、镰为其共同需要，而且数

量较多外，不同的是丘陵地区的丁庄和王家需要

锹多，圩乡的一新和孙王村，则要铁耙多，耕畜和

大农具如船、水车、犁耙、斛桶等购买量还在少

数; 丘陵地区土地贫瘠，豆饼需要量较多，圩田地

区土壤肥沃，搞湖草等比较容易，习惯上多用菜

饼，大多自榨，购买豆饼者则属少数。
翻身农民经济地位的上升，还表现在购买生

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对比的变化上。据湖南省委

农村工作部的上述调查资料显示，1952 年农民

全部购买力中，生产资料占 20． 26%，生活资料

占 78． 06%。这种情况说明，刚刚翻身的农民积

极要求改善其生活条件。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民

在改善生活的同时，也相应地扩大了农业生产投

资，如以 1952 年指数为 100，则 1953 年生产资料

为 113，生活资料为 109。农民购入的生产资料，

第一为肥料，占全部生产投资的 30． 43% ; 第二

为家畜，占 28． 84% ; 第三为农具，占 12． 88% ; 第

四为耕牛，占 7． 68%。农民购入的生活资料，第

一为稻谷，占全部生活资料的 24． 75% ; 第二为

食油，占 10． 97% ; 第三为肉类，占 9． 61% ; 第四

为洋布，占 9． 44% ; 第五为食盐，占 7． 03% ; 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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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土布，占 5． 49% ; 第七为灯油，占 3． 09% ; 第八

为家具，占 2． 05%①。经过 1953 年的农业丰收，

这种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农民所购入生产与生活

资料又有明显增加。

三、生活资料购买力的增加情况

如果说土改后农民生产资料购买力的提升

反映了农民投资土地的生产积极性高涨的情况

的话，那么土改后农民对生活资料购买力的增

加，则反映了农民在生产恢复后对美好生活的渴

望。
1952 年秋，辽西省政府计划委员会组织的

农村购买力调查组对义县谈家沟村所进行的调

查结果显示，农民购买力体现在生活资料方面的

情况是: 按该村的粮食生产量和消费量对比，除

食用外还有剩余。但 1952 年在夏锄时还发生了

粮荒，原因是有余粮的农户怕“露富”，不愿意出

卖或出借。农民对粮食的调剂和供应问题极为

关心。全村农民 1952 年购买和 1953 年计划购

买的布匹品种和钱数，如表 8 所示。

表 8 辽西省义县谈家沟村农民 1952 年购买和 1953 年计划购买的布匹品种和钱数情况

1952 年
品种 青布 白粗布 白细布 色粗布 色细布 花布 斜纹布 其他布 合计

金额( 元) 7303 1140 5297 95 2513 2026 488 62 18924

1953 年
品种 青布 白粗布 白细布 色粗布 色细布 花布 斜纹布 其他布 合计

金额( 元) 10610 0 7890 446 3743 3412 599 80 26780

资料来源: 赵岐明、徐瑛华:《辽西省义县谈家沟村农民购买力调查》，《人民日报》1952 年 12 月 3 日，第 2 版。

从表 8 中可以看出，翻身农民对于布匹的要

求是: 数量多，质量好，美观。他们对白细布、有

色布和花布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了。这里需要特

别提到的是，妇女们过去多是穿青布、白布，现在

多喜欢穿靠色布、蓝色布和花布。她们普遍反映

合作社的靠色布发灰，不鲜艳，没有素花的斜纹

布，花布的样子也不多，只有大花的，没有小花

的。她们在合作社买不到自己所喜欢的布，就到

义县县城去买，在义县县城买不到就请人到锦州

去买。
翻身农民对于日用百货的需求量，也是不断

增加的。1952 年全村购买的针织袜子有 1113
双; 购买的胶鞋 ( 包括球鞋) 有 344 双。合作社

的百货品种虽由 69 种增至 141 种，但还远远满

足不了翻身农民的要求，特别是满足不了农村妇

女提升生活水平的要求。如妇女们喜欢穿的白

胶鞋和球鞋，在合作社很难买到合脚的。她们抱

怨说，合作社是只给男人服务的，不大照顾妇女

们的需要②。
新区土改后农村生活资料购买力的提升，可

以从苏南的许多调查材料中得到验证，参见表

9、表 10 所示。
从表 9、表 10 两个生活资料指数表中可知，

土改后农民对生活资料的需要是提高了。其提

高的具体比率分别为: 布增加 34． 67%，食油增

加 18． 07%，火油增加 4． 83%，盐增加 1． 24%，糖

增加 19． 09%，肥皂增加 4． 15%，火柴增加 2．
21%。大米的购买量在 12 个村总的说来减少了

3． 62%，但棉区的 2 个村因扩大植棉，植稻面积

相对减少，需米数量反而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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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经济调查综合材料》，湖南省档案馆藏: 146—1—27 卷。
赵岐明、徐瑛华:《辽西省义县谈家沟村农民购买力调查》，《人民日报》1952 年 12 月 3 日，第 2 版。



表 9 苏南区 8 乡 3 村土改前后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统计表

统计范围

乡 村

总
户
口

总
人
口

1950 年

购 买
总 值
( 元)

每 户
平 均
数

每 人
平 均
数

1951 年

购 买
总 值
( 元)

每 户
平 均
数

每 人
平 均
数

指数( 以 1950 年为 100)

购 买
总 值
( 元)

每 户
平 均
数

每 人
平 均
数

折成
货币
( 元)

生产
资料

8 3 5882 26526 12989
43295 220834 48968 19099

93870 324718 72005 147 147 147

生活
资料

9 2 7971 36169 69584
08220 872965 192386 72169

23360 905398 199533 103． 7 103． 7 103． 7

合计
82573
51515 1093799 241354 91269

17430 1230116 271538 110 110 110

折成
大米
( 斤)

生产
资料

99918
7． 14 169． 87 37． 67 173635

8． 1 295． 19 65． 46 173． 8 173． 8 173． 8

生活
资料

53526
21． 7 671． 51 148 65608

39． 42 823． 09 181． 39 122． 6 122． 6 122． 6

合计
635180
8． 84 841． 38 185． 67 829719

7． 52 1118． 28 246． 85 130 130 130

说明: 1、生产资料缺宜兴方东乡; 2、户口、人口数字均系土改后购买生产、生活资料户口、人口数字统计。3、生活资
料指数增加不大，系因迷信品费用减少。

资料来源: 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本委调查组关于十二个典型村土改后农村经济变化情况调查材

料》，江苏省档案馆藏: 3006—永久—148 卷。

表 10 苏南区 12 村 1951 年购买较多的生活资料指数比较情况( 单位: 斤)

名称 1950 年 1951 年 指数 1950 年每户平均 1951 年每户平均

布 19127 25795 134． 67 13． 71 17． 96

食油 14873 17650 118． 07 10． 67 12． 28

火油 8529 8942 104． 83 6． 11 6． 22

盐 82349 83374 101． 24 59． 03 58． 01

糖 4400 5196 119． 09 3． 15 3． 61

肥皂 10089 10508 104． 15 7． 23 7． 31

火柴 101931 104192 102． 21 73． 06 72． 5

资料来源: 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本委调查组关于十二个典型村土改后农村经济变化情况调查材

料》，江苏省档案馆藏: 3006—永久—148 卷。

表 11 苏南区 12 村 1951 年购买较少的生活资料指数比较情况( 单位: 斤)

名称 1950 年 1951 年 指数 1950 年每户平均 1951 年每户平均

米 241602 232879 96． 38 173． 1 162

迷信品 70205 53694 76． 48 50． 32 37． 36

资料来源: 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本委调查组关于十二个典型村土改后农村经济变化情况调查材

料》，江苏省档案馆藏: 3006—永久—148 卷。

另据 1951 年苏南区对镇江 4 个典型村调 查，农村购买生活资料的情况，参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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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镇江 4 个典型村 1951 年购买

生活资料情况( 单位: 斤)

1951 年比 1950 年

买的多的指数

1951 年比 1950 年

买的少的指数

布 129 棉皮 34
洋袜 139 迷信品 95
食油 107 食米 63
火油 110

盐 101
糖 161

肥皂 108
火柴 103

肉 134
桐油 141
毛巾 109

资料来源: 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镇

江专区句容县、高淳县四个典型村的调查情况报告》，江

苏省档案馆藏: 3006—长期—330 卷。

从表 12 可知，翻身农民对生活资料的需要

提高了。但从提高的比率看，生活资料的需求较

生产资料为低，一般在 20—30% 之间，即以增加

比率最高的糖来比，也仅增加 61%，而生产资料

的需要则增加了 1 倍以上。
由于土改运动以后农民分得了土地，以往靠

出卖劳动来购入必要数量的米以维持生活者，现

在则因在自己土地上耕种，产出了足够食用的粮

食，故粮食购买数量较 1950 年为低。比较贫困

的丁庄村因植稻面积较少，旱地较多，大部种植

其他杂粮，以往多以杂粮野菜充饥，1951 年生活

较 1950 年好转，特别是小麦价格的提高，在六、
七月间以麦易米者增多，需要食米数量较上年增

加 15%。皮棉购买量减少的原因，是高淳两个

村均有纺土纱、织土布的副业，1950 年需购较多

数量的棉花以供纺织之用，1951 年政府限制土

布业的盲目发展，原棉由花纱公司统一供应，有

了一定的限制，故其购买数量减少①。
另据苏南 18 个县的典型调查，1951 年每个

农民全年购买力比 1950 年增加 30%。据江阴

县典型调查，1952 年农民购买力又较 1951 年增

加 20． 9%。从合作社豆饼的供应量来看，1951
年的供应量为 1950 年的 3 倍; 1952 年供应量又

为 1951 年的 2 倍。各地工商业户逐月均有增

加，以手工业户为最显著; 1951 年 12 月份统计

较同年 1 月份统计，工业户增加 2． 4%，手工业

户增加 20． 9%，商业户增加 10． 9%。1951 年苏

南主要工业生产总值比 1950 年增加 43． 6%，同

期国营贸易营业额增加了 148%，本年上半年国

营贸易营业额又比 1950 年同期增加 65%，其中

糖的销售量增加 1 倍，棉布销售量增加 320%②。
苏南区 18 个典型村 1950 年和 1951 年购买

力的比较情况，详见表 13 所示。

表 13 苏南区 18 个典型村 1950 年和 1951 年

购买力的比较情况

项目
1950 年

( 折稻市斤)
百分比

1951 年

( 折稻市斤)
百分比

总计 1083259 — 1415432 —
生产资料 337806 100． 00 492391 100． 00

农具 113419 33． 58 150772 30． 62
罱泥船 2786 0． 82 18571 3． 77

耕畜 36429 10． 78 61071 12． 40
豆饼 175277 51． 89 239337 48． 61

肥田粉 9855 2． 93 22640 4． 60
生活资料 745453 100． 00 923041 100． 00

布皮 178093 23． 89 259325 28． 09
棉花 4317 0． 58 9811 1． 06

日用品 164698 22． 09 180222 19． 52
豆油 179465 24． 08 178297 19． 32
食盐 164294 22． 04 168140 18． 22
食糖 54586 7． 32 127246 13． 79

资料来源: 苏南区土地改革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

的伟大成就》，《苏南土地改革文献》，第 758 页，江苏省

档案馆藏: C8． 1—44 卷。

说明: 农具包括犁、耙、锄、锹、镰刀等小农具以及戽

水机、轧稻机、水车等; 豆饼包括菜饼; 日用品包括毛巾、

袜子、肥皂、火油、火柴等。棉花是 4 个村的统计。

从表 13 可以看出，两年购买力总数的比较，

1951 年比 1950 年增加 30． 66%，生活资料增加

了 23． 82%，而生产资料增加了 45． 76%。其次

可以看出，1951 年农民购买力的生产资料，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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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镇江专区

句容县、高淳县四个典型村的调查情况报告》，江苏省档

案馆藏: 3006—长期—330 卷。
中共苏 南 区 委 员 会: 《苏 南 土 地 改 革 工 作 的 总

结》，江苏省档案馆藏: 3006—永久—158—1 卷。



是豆饼，第二是农具，第三是耕畜。购买的生活

资料: 第一是布皮，第二是日用品，第三是油盐。
1952 年农民的购买力较 1951 年又有增加。

据江阴县典型调查，1951 年农民每人平均购买

力是 48 万元，1952 年是 58 万元，增加 20% 强。
又据松江县亭林镇共和村、金家村和中新村的调

查，1952 年农民购买力要比 1951 年增加 15—
20%。就拿农民嵇鸿宽 1 户来看: 1948 年的购

买力是 132 万元，1950 年是 297 万元，1951 年是

407 万元，1952 年是 520 万元。金家村、中新村

两个村计算: 1952 年农民约有 40% 的钱用来购

买农具和肥料。对于生活日用品、工业品也有了

多种多样的要求，农民需要花色袜子、手帕、钢

笔、绒线，个别的还需要购买化妆品①。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土改前后农民平均

每人货币收入及平均每人购买力均发生了较大

变化。其具体情况，参见表 14 所示。

表 14 土改前后全国农民人均货币收入及人均

购买力情况( 单位: 元②)

1949 年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农民平均每人

净货币收入
14． 9 18． 7 23． 6 26． 8

农民平均每人

消费品购买力
14． 2 17． 3 21． 6 24． 6

资料来 源: 国 家 统 计 局: 《中 国 商 业 历 史 资 料 汇

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农村经济体制卷》，第 422 页。

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刺激着城市工商业的发

展。有人指出:“即以纱布而言，广大的贫雇农，

每一人 要 做 一 条 裤 子，就 需 要 一 个 很 大 的 数

量。”③据苏南区调查统计，农业生产恢复及农民

购买力增加后，各地工商业户也随之逐月增加，

其中以手工业户发展为最显著。如 1951 年全苏

南有机器工业 2742 户，手工业 32669 户，商业

8334 户，至 1951 年底，机器工业户增加 2． 37%，

手工业户增加 21． 9%，商业户增加 10． 9%。截

止 1952 年 4 月份为止，机器工业户增加3． 39%，

手工业户增加 24． 7%，商业户增加 13． 27% ④。
以推销土特产为中心作为城乡纽带的供销合作

社，也有了猛烈的发展。据统计，1952 年全区有

基层社 243 个，社员 246214 人，至 1951 年底，基

层社发展为 539 个，社员 530020 人。1952 年 6
月份统计，基层社为 594 个，社员 2375474 人⑤。
这些合作社的发展，对促进城乡贸易和工业化起

了积极作用，“城乡物资交流，日趋活跃，这些都

证明了土地改革为国家工业化开辟道路，已经不

是理想而是现实了。”⑥

正因如此，苏南区委在总结土改的伟大意义

时指出:“摆脱了封建土地制度的农民，在短短

的 2 年内，已经用辛勤劳动开始创造出自己的富

裕生活，已经开始对城市供应着多量的粮食、工
业原料和要求多量的工业品，使停滞的农村经济

顿形活跃，并加速了城乡物资的交流，为新中国

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⑦

总之，土改后农民的购买力迅速提高是不容

否认的事实。它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土改后

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及农业生产提高的状况，而且

集中体现了土改后广大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趋

势。土改运动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主要集中

在两方面: 一是生产资料的购买，是为了增加土

地投入; 二是生活资料的购买，是为了提高其生

活水平。如果说土改后农民生产资料购买力的

增加反映了农民投资土地的生产积极性高涨的

情况的话，那么土改后农民对生活资料购买力的

增加，则反映了农民在生产恢复后对美好生活的

渴望。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刺激了城市工商业的

发展，加速了城乡物资交流，为新中国的工业化

开辟了道路。
作者简介: 王瑞芳 ( 1963 － ) ，女，河南鹤

壁人，河南大学黄河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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