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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农村普遍地进行了

土地改革，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

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1］但在农村，劳动工

具匮乏、土地买卖严重、骨干劳动力短缺仍成为

普遍现象，如何组织农民进行生产，解决农民温

饱问题成为党和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基于

此，中国共产党在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紧接着

开展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将土地改革后的农民

按照自愿互助的原则组织起来，一方面用集体的

力量解决农民缺乏耕牛、农具，缺乏抵抗自然灾

害的能力等问题，另一方面为国家工业发展提供

更多的原料和积累更多资金。 ［2］回顾国民经济恢

复时期党对农业合作的组织和领导，总结其特征

与经验，对今天的农业合作仍有现实意义。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合作的缘起

1949 年伊始，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便提上了

日程。 建立互助合作组织是东北、华北等老解放

区的战略构想， 在全国参加农业互助组的农户

中，东北、华北地区即占到 58%。 如山西省当年

全省有 17%约 48 万农户参加了农业互助组，黑

龙江省则组建了农业互助组织 24.6 万个， 覆盖

了全省 65%的农户。 到了 1950 年，全国已经成

立了农业互助组 272 万个， 涉及全国 1100 万农

户，超过农户总数的十分之一。 ［3］（P23-24）

建国前， 已经进行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农

村， 在农业互助组织的发展中出现了新情况、新

问题：一是农村中农化。土地改革后，随着农业生

产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的中心人物由过去

的贫农逐渐转变为中农。 比如，据东北地区 1949
年底关于农民经济生活水平上升的比例显示，东

北地区的松江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上升的比例

分 别 占 60% ～70% 、60% ～65% 、54% ～60% 。 到

1951 年 8 月，这一比例上升到 95%左右，在上升

户中，约有 20%左右的农户成为了富裕中农。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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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的农村，中农也逐渐成了“中心人物”。 据

中共山西省委 1950 年在老区武乡县 6 个村的典

型调查，武乡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农村情况已经

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表现在农村封建剥削的土

地制度已经消灭， 中农在农村中占了绝大多数。
中农户数已占总户数 86%， 也出现了部分富裕

中农。 ［4］（P27）东北、华北老解放区经济生活上升到

中农的个体农民，开始向“三马一犁”、“三十亩地

一头牛”的目标前进。因此，如何正确对待中农特

别是富裕中农，这是我国农业合作化一开始就遇

到的一个问题。
二是出现土地、房屋买卖现象。据 1950 年冬

季调查，东北吉林舒兰天德地区，一年农民出卖

土地达 14.67 垧(一垧一般等于 10 亩）。 另据山

西省忻县地委 1952 年 7 月 16 日的《关于农村阶

级分化情况的调查报告》指出，在 143 个农村中，
共有 42215 户，715976 亩土地。 土改后，1949 年

以来，已有 8253 户农民出卖土地 39912 亩，出卖

房 屋 5162 间 。 出 卖 土 地 房 屋 的 占 总 户 数 的

19.5%，平均下来，每户出售了 28%的自有土地，
约 1.35 亩，是总田亩数的 5.57%［5］（P251）。 就当时而

言，党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保护和对土地买卖的

放宽，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土地买卖数量的连年增

加。但并不表明政府对这一现象的放任，对此，毛

泽东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谈话中就明

确提出：“农民卖地不是一个好的方面。尽管现在

的法律不禁止，但我们也必须通过合作社的办法

来阻止农民卖地。 ”
三是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土地改革完成

之后， 由于部分贫困农民出于经济困难而卖地、
借贷，农村出现了“富农———贫雇农”的两级分化

格局。 如在山西省祁县，一些农民的成分因为出

卖土地房屋而降低。老解放区静乐县五区的一份

调查显示，在 19 个村 5758 户农户中，出售房屋

土地的计 880 户，其中，出卖土地导致变为贫农

的老中农 167 户， 重新沦为贫农的新中农 471
户， 即共有 638 户因出售房屋土地而沦为贫农，
超过总卖地户的 70%， 超过总农户数的十分之

一，甚至还包括 6%～10%的赤贫户。 ［5］（P251）

四是农村党员支部涣散，方向迷失，有的打

起了退堂鼓。 如山西襄垣县某村支部书记就直

接解散了村党支部，他们的理由是支部已经完成

了抗日、打老蒋的任务，如今农民的手里有了土

地，我们支部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应该解散

支部。 类似这样想解散支部或者已经解散支部

的情况在当时还有很多。
五是有不少农业互助组出现涣散现象。 “单

干”思想在东北农民群体中普遍存在，那些经济

实力较强的人要求买马拴车， 排斥集体劳动，希

望重新过回旧式的富农生活。 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 大 多 数“先 富 者”相 信，互 助 组 就 是“劫 富 济

贫”，拖累了他们发财，从而要求单干，认为只有

单干才能发财。 发财之后，他们又苦恼“有钱没

处花”， 更有部分人进城吃喝， 有的买了貉绒帽

子，不将资金投入扩大生产；有的认为组织起来

是国策，单干不合法。 他们还没有看到组织起来

的好处，心怀苦闷，影响到生产的积极性，或者只

生产不积蓄，认为够吃够喝就行了。
综上所述，农村土改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要求党和人民政府给予解决，指出其继续前

进的方向。
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合作的政策文本

针对农村土改后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党

和人民政府确立农业互助合作的方向，相继出台

了一系列有关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指示，
来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作社法（草案）》颁布于 1950 年，分总则、基

层合作社、各级合作社联合社、各级合作社的组

织、决算及盈余分配、登记、附则七个部分，对合

作社的组织和建设起到了规范的指导作用。 此

外，1951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 1951 年

农林生产的决定》指出，“毛主席所指示的‘组织

起来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的方向必须继续贯

彻”，与此同时，必须严厉地教育和批判那种以为

“在农民有了土地， 已能单独生产的条件下应立

即解散劳动互助组”的错误观点，并进一步指出

“克服劳动力不足和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都

需要劳动互助的形式来加以实现。 ”1951 年 7 月

发布的 《1951 年上半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

情况》则总结认为，农业互助合作已由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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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困难阶段开始走上进一步提高生产的阶段，
并对前一时期领导互助运动的经验、存在问题及

今后意见作了详尽的阐述。 1951 年 9 月，在全国

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会议中形成了《中共中

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同年 12
月， 中共中央 以草案形式 发给各级党 委试行，
1953 年中共中央通过成为正式决议， 并做了部

分修改。决议估计了土地改革后农民的两种积极

性，规定了党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政策和

步骤，批判了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
1952 年 2 月 15 日，政务院正式发布了《关

于 1952 年农业生产的决定》，确定了“要在两年

内完成老解放区组织 80～90%的劳 动力以及在

三年左右时间完成新解放区组织起 80%～90%的

劳动力的任务”，并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应普遍大

量发展简单的季节性劳动互助组，有领导、有重

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同年 7
月，农业部农政司向社会公布了《1952 年上半年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 总结了全国农业

生产互助合作实践所取得的成效、经验、存在问

题及解决方法。 在以上中央决议和指示的指导

下，各地方就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也发布了一些报

告与决议。如 1950 年 1 月，东北局向中央提交了

《东北局向中央的综合报告》，指出，在目前，在农

民群众中，在农村党员中，在农村负责领导工作

的干部中发生了一些新问题， 要求党予以解决。
1951 年 3 月， 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根据

黑龙江、吉林、松江、辽宁 4 省 10 个县 16 个村屯

的一些调查材料，写成了《东北农村经济的新情

况》的综合报告，很好地反映了东北老解放区的

若干情况。到 1952 年 4 月，东北局根据东北农村

继土地改革后普遍发展的互助合作组织，在《新

华日报》发表了《东北各地互助组织的发展和提

高》， 对东北农村发展和加强互助合作组织的主

要成果。 基本经验等进行了客观总结。 除东北局

外，华北局、西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等都

发表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组建和发展情况。
三、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合作的组织形式

及典型特征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大部分老区的互助

组，由过去组织起来克服困难阶段，开始走上进

一步提高生产的阶段，互助内容亦由过去单纯由

劳畜力的互助，逐渐发展到经济上、生产上的合

作。 具体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组织形式及典型

特征如下［6］（P25-26）：
（一）劳力互助组
作为最低级的组织形式， 大量存在于新、老

解放区，契合于农民的互助传统，具有季节性、临

时性等特征。根据覆盖的范围、存在的时间等，又

可以将劳力互助组划分为三种形式：一种是季节

性的劳畜变工互助组，建立在群众固有变工的基

础之上，小型灵活，比重最大，最为广大农民所接

受；一种是生产互助组，常见于老解放区，规模上

比较小，生命周期较长，制定了常年发展生产计

划和记工、清工等组织制度，在互助内容上也较

为多元，将劳蓄互助与技术、副业、供销等结合起

来；第三种是互助组联盟，依据生产需要和农民

需求，通过联队联组的形式，把若干地区、若干互

助组整合起来，有利于大型新式农具的使用和劳

动力的相互调剂，但小组仍是其基本工作单位。
（二）由劳力互助发展到经济合作
随着互助经验的累积和互助组织的稳固，公

有财产开始出现，即互助组织的伙有财产，如水

车、牛等公共生产用具，羊、碾、磨等公共生活用

品，集体林地，副业作坊，公积金义仓等。 山西长

治专区 14 县统计已有 430 个互助组有公积金。
河北沙河县渡口等五村有 22 个互助组有伙有财

产。 陕西长安、兴平等县（新解放区）有些互助组

亦开始合伙置买耕畜、农具。 这是农民在组织起

来生产发展之后自然产生的。 互助组有了伙有

财产之后， 对进一步发展生产有很大的作用：首

先是便于扩大生产投资，举办个人力量所不能及

的生产建设；其次是有劳动保险的作用，组员遭

受意外灾害，或有急需给予帮助，以避免破产；再

次，举办公益事业，如订报、办学校及其他文化卫

生公益事业等。 此类互助组虽居少数，但发展的

相当迅速。 此外农村中专业的生产合作组织也

属于这一种，如合伙修沙滩、运输组、茶叶生产小

组、蚕业小组等。 这些生产组织可把大家的零散

力量集中起来，并可按专长分工提高技术，如浙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合作的实践历程与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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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组织起茶农生产小组 3297 个， 提高了茶叶生

产技术； 德清县有两乡蚕农组织起来共同催青，
共同饲育，共同烘茧。 ［5］（P297-298）

（三）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是恢复时期的高级形式， 在 1951 年上半

年，据统计，华北有 97 个，西北与华东各有 20 余

个，东北约有 170 余个。它的典型特征是：土地劳

力入股，合伙经营（也有以租地形式，将社员土地

以固定租额租入社内者）， 结合农业与副业的发

展，生产的计划性和技术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体现，改良农具和公有财产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

了共同使用等等。其优点是提高了劳力和土地的

利用效率，极大减轻了集体劳动与分散经营这一

矛盾给合作互助带来的损失，并能集中大家的力

量投资扩大再生产，便于进一步提高生产力。
建立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设想在生产上能统一土地使用，其原因是大型水

利的兴修及大片荒地的开垦迫使农具改良以满

足其需要。 但是，自愿互利的原则在土地入股或

退股的选择中仍然是尊重农户个体的基本原则。
然而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农业生产合作社能最

大效益地使用土地，有计划地经营土地，使农作

物能得到因地种植；能有效的调剂劳动力和半劳

动力，使劳动分工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毫无

疑问，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可能逐渐在若干

点上克服小农经济的弱点。 在实践中也表明，只

要经营合理且尊重群众愿望，一般地说来，在当

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的土地和副业，产量与收

入一般地都大大增加。
上述这三种形式， 由于各地的情形不一样，

导致三种形式的发展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循序渐

进，或者说三种形式的发展一定是截然分开。 在

实际的发展中， 往往是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三

种形式交错进行，因而也导致各地的发展很不平

衡。由此可知，恢复时期的农业生产互助运动，即

便是在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的前提下进行的，
但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多，不因地制宜，不尊重群

众自愿，都会阻碍农业互助合作的持续发展。
四、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合作的基本经验

（一）开展合作互助运动，必须加强领导的中

坚力量
在开展农业合作互助运动时，领导干部要对

农民群众进行新旧两条道路教育，克服右倾思想

对党员、干部的侵蚀，树立起党员干部、人民群众

对互助合作运动的正确认知，正确把握农村经济

的发展方向。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培育劳动

模范、组长和群众对集体生产的正确认知，各地

采取了包括劳模会、互助组长训练班、互助组织

代表会等举措，使他们意识到，集体生产不仅是

生产实践的需要，更是走向集体化幸福生活的道

路选择。 而作为革命的延续，通过学习党内反右

倾思想的文件，批判“单干”、“放高利贷”等右倾

思想和农民土改后不用领导的错误看法，农村党

员、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了一起，准确把握了

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一步明确了到集体生产

作为农业生产第二个革命的重要地位，并强化了

对组织合作互助工作的领导。
（二）开展合作互助运动，必须加强爱国主义

教育，开展生产竞赛
爱国主义教育与劳动生产竞赛相结合是新

解放区开展农业互助运动的一大法宝，为了影响

和教育单干农民，会把单干农民与互助组进行生

产竞赛及评比并以此来显现农业互助生产的优

越性；结合介绍互助先进经验，对推动单干农民

组织起来和巩固已有的互助作用很大。 如河南

鲁山县通过开展广泛的爱国生产竞赛，参加互助

组 3315 个， 这一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互助

组织的发展和提高。 再如在 1952 年， 全国约有

100 余万个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参加爱国主义

增产竞赛运动。 不少个体农民为了实现增产计

划，积极要求参加互助组，有些农民说：“个人力

量小不敢向互助组应战，组织起来就有把握了”。
如此， 个体农民也非常积极地向互助组靠拢，自

愿加入互助组，许多互助组经过竞赛组员更加团

结，组织更加巩固，如河北大名县在夏季竞赛评

比中增加了 3 万余个互助组， 并有 1400 余个临

时季节性组提高为常年互助组。 ［5］（P308）

（三）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必须培养大批骨干
分子

农村中的共产党支部和共产党员，应成为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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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组的核心。 比如，互助组代表会及骨干训练班

于 1952 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召开。 在湖南、宁

夏、辽宁、山西四省，有 50 余万名互助组长和积

极分子于 1951 年冬至 1952 年春参与了培训与

指导。 凡是参加过代表会或训练班的互助组长

和积极分子，通过当地的典型劳动互助合作的宣

讲，接受了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组织起来的深刻教

育，掌握了劳动互助合作的实际经验，形成了一

支劳动互助合作运动的骨干队伍。 1952 年春，河

北定县专区所属各县，70%的劳力在互助组代表

会议召开之后被迅速组织起来。 福建罗源县在

1951 年冬， 举办互助组长训练班之后长年互助

组由 171 个增加到 405 个。此外，东北各省，县中

共党委会和人民政府，几年来都曾以召开劳动模

范大会、互助组代表会议、互助组训练班等方式，
训练了大批生产积极分子，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

悟，因而巩固了他们的互助组织，同时推广了他

们的成功经验。 各地的共产党员，大多在参加互

助合作中发挥了带头示范作用。如吉林省榆树县

的农村共产党员 97%都参加了互助组织， 并且

大多担任了互助组长。 ［5］（P308）

（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必须强化政府扶持
力度

1952 年，国家发放三万余亿元的农业贷款，
其放贷对象主要是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其

用途主要用以购买新式农具等生产资料。如东北

区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 1952 年就购

买了 500 余套马拉农具、25000 台综合号 铲机；
华北区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 1952 年

也购买了 2.8 万套新式步犁。 而且，“技术合同”
的订立使国营农场与互助组及农业生产合作社

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增进了互助组和农业生产

合作社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信贷合同”的订

立把国家银行和互助组及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效

地联结在一起，增强了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的融资能力和购买能力。 毋庸置疑，这些对于帮

助合作互助组织的发展作用很大。 ［5］（P309）

（五）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必须典型示范，全
面推动

各地的经验证明，这是组织互助最正确的方

法。 培养典型的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选择

有党团员、劳动模范和积极分子参加的、有发展

前途的组，经常加以培养，创造经验；另一种是在

没有组织起来的地区，由党、政机关派出工作组，
选择基点村，经过调查研究，就群众原有的互助

习惯，根据生产需要加以组织，总结经验，求其提

高。但典型组取得经验后，必须注意点面结合，及

时传播推广。 如在河南襄城，区政府邀请非典型

组代表和单干户共同参与对典型组问题的研究

解决过程，以亲身体验的方式扩大典型影响。 并

通过召开跨乡的互助组长联席会议、区劳模代表

交流会等，交流经验，介绍生产成绩。 ［5］（P323）

五、结语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中国

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面对的挑战与困

难前所未有。 在农村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

中，党的正确领导与骨干带头是关键，尊重群众

的意愿是基础，强化政府扶持、典型示范是手段，
互助组增产增效、农民受益是目的。 国民经济恢

复时期的农业合作能在新中国焕发生机，其原因

就是党、政府、互助组、农民 之间的这种 上下联

动，万众一心。 这些经验对今天行进中的新型农

民合作经济组织仍然有着重大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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