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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地改革前，苏南农村经济主要有四大基本特征：一是农产品种类多、商品化程度较高，农村副
业比较发达；二是农村租佃关系与阶级关系极为复杂；三是苏南永佃权土地、公地和特殊土地较多；
四是苏南部分农村农业生产技术和设备较为先进。
另外，苏南的土地占有和使用、租佃制度、雇佣关系、借贷关系均显示了本地的特色。
　　苏南土地改革是依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关于新区土改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的。
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是中共接管苏南城乡与初步准备土改的时期。
苏南土改的全部过程，大体分为准备阶段（1950年2月到9月）、展开阶段（1950年10月到1951年3月）
与结束阶段（1951年4月到12月）三个时期。
土改准备工作重点放在领导干部的准备和群众条件的准备两个方面，并紧紧抓住调查研究、整顿基层
组织、训练干部、宣传动员、典型试验等项工作。
展开阶段分为局部展开和全面推开两个时期。
土改结束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对苏南全区土改进行最后一次全面检查和颁发土地证。
苏南每个乡的土改均按照五个具体步骤进行，即：宣传教育，整顿组织，调查研究；划分阶级；没收
，征收；分配；总结土改，颁发土地证。
　　苏南的地主中不乏恶霸和不法地主，他们在中共解放苏南之前霸占土地，对农民进行地租、高利
贷及其他剥削，利用各种组织甚至暴力机关对农民残酷地催租和逼租，霸占和强奸农民妇女。
在中共解放苏南之后他们抗拒土改，比如制造舆论、谣言，否定土改的必要性，恐吓、威胁农民，期
待变天；出卖、赠送、分散甚至毁坏土地及其他财产；贿赂和拉拢干部群众；逃亡城市，诽谤土地改
革；组织暴动，等等。
苏南在土改期间，对地主的斗争和镇压是相当严厉的，规模也是较大的。
　　苏南城市郊区人多地少，非农业人口多，土地占有关系和租佃关系复杂，特殊土地多。
城乡关系密切，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
苏南针对城市郊区的这些基本特点，对郊区土地所有权、工商业的政策、划分阶级和土地分配中的一
些问题等作出了切合苏南实际的具体规定：一是农民分得的原来耕种的所有权（田底权）属于地主而
使用权（田面权）属于农民的土地，田面折价部分的所有权属于农民，但田底折价部分，无论分给原
耕农民还是抽出，其所有权均属于国家；二是确保工商业家在城市郊区发展工商业的用地，保护具有
进步设备和技术的农业经营；三是在划分阶级中慎重区别主要劳动与附带劳动，如浇水、拔草等均视
为主要劳动，等等。
　　苏南不少地主居住城市兼营工商业或从事其他职业，城市不少工商业资本家在农村占有土地，土
地所有者与工商业以及工商业者与土地的关系极为密切。
保护工商业是中共在新区土改中的一项重要政策。
苏南对地主兼工商业冢和工商业家兼地主的工商业以及其他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土地、房屋、设备、
技术等均加以保护。
　　土改前，苏南富农人均占有土地数为当地平均数的2倍以上，户均使用土地数为当地平均数的3倍
左右，人均使用土地数为当地平均数的2倍以上。
富农通过自己耕种（包括雇工耕种）和出租的方式经营土地。
中共中央对新区的富农经济实行保存的政策。
苏南除了征收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外，对一般富农的土地基本上不动，对富农的其他财产全部保
留，体现了保存富农经济的原则和精神。
就中国大陆范围的土地改革而言，苏南在保存富农经济方面可能是做得最好的。
苏南富农的占有土地在土改后虽稍有减少，但富农人均占有土地数仍然为当地平均数的2倍左右。
　　苏南公共土地和特殊土地较多，公共土地主要包括宗族土地、宗教土地、慈善团体土地、学田、
农场土地等，特殊土地主要有鱼池、桑田、果园、湖荡田、芦滩地等。
苏南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处理公共土地和特殊土地的精神时，又能根据本地的情况，作了更
加具体和切合实际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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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南土改中曾出现过重大偏差，主要是错划阶级成分和乱斗乱打乱杀错划阶级成分主要表现在任
意提升和降低阶级成分，有的地方还自创了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没有规定的奇怪的阶级成分种类。
这些情况之所以发生，一是有的土改干部任意解释劳动，提高劳动标准；二是单纯以土地占有和出租
的多少为标准来划分阶级；三是以剥削作为划分阶级的唯一依据；四是以生活好坏作为划分阶级的主
要标准；五是将政治态度、生活作风或者人际关系的好坏作为划分阶级的重要标准；六是一些干部包
庇或者借划分阶级成分的机会公报私仇，等等。
苏南还发生了乱斗乱打现象，主要表现为：斗争不是斗理而是斗力斗蛮，斗打的花样繁多；选择斗争
对象不准确，将斗打的对象扩大到了农村各个阶层的人们之中；被乱斗乱打人数众多，其中部分人被
打死：打人者既有干部也有农民群众，有些是干部指示打或带头打；一些地方的干部和农民借斗争之
名敲诈勒索。
乱斗乱打的斗争方式，伤及了许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导致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妨碍了土地改
革运动的深入。
也致使不少心理脆弱者在弥漫一时的乱斗乱打氛围中自杀。
　　民主人士黄炎培和柳亚子均是苏南人，尤其是柳亚子本身还是苏南的大地主，他们在苏南城乡有
较多的社会关系，对苏南土地改革时期农村的偏差有不少意见，而且在土改时期还来到苏南。
但当时的苏南中共领导人对他们的意见不甚重视。
　　苏南各阶层在土地改革时期表现出极其复杂的思想动态。
在土改前夕和土改中，面对土改，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无所谓，有的听天由命，有的伤心，有
的抗拒。
绝大部分贫雇农积极参与土改，但普遍存在绝对平均主义心理。
中农大部分是自耕农，一般而言，他们对土改不是积极参与，而是消极旁观。
富农一般能在土改中保持中立，但由于革命历程中对富农的政策多次反复变化，致使不少富农怀疑中
共“保存富农经济”的许诺。
地主一般表现无奈、恐惧，也有表现开明的地主，还有不少地主采取种种方式抗拒土改。
土改之后，贫雇农一般都能够积极生产，希望发家致富，中农的生活成为他们追赶的目标，但政治热
情却明显比土改时降温。
一些底子薄，生产资金不足，生产、生活较困难的贫雇农，希望和依赖政府贷款解决困难。
部分贫雇农、二流子头脑中仍然充斥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期待再次土改，生产不积极，不务正业，
得过且过。
中农和富农思想上普遍存在顾虑，怕提升阶级成分，怕二次土改，怕负担重，怕露富，怕贫雇农借贷
，做做吃吃的想法在这两个阶层中广泛存在，生产致富的进取欲望明显不如土改前强烈。
地主的绝大部分土地、财产已被农民（主要是贫雇农）没收和分配，他们沉浸在失去土地、财产和政
治权利的痛苦深渊与极度不满之中。
　　苏南土改结束初期，虽然不少富农中农由于顾虑很多，失去了生产的热情，但在土改中分得了土
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贫雇农和部分中农，生产情绪却空前提高。
土改后，苏南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逐年增加，农民购买力逐年提高与物质生活初步改善，中农逐渐增
多，成为农村社会的主体。
　　土地改革不能也无法解决所有贫困农民的所有问题。
苏南土改结束初期，由于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对中共的土地租佃和买卖、雇佣、借贷等政策不甚明了
，再加上土改中一些问题处理不当，导致农村土地租佃与买卖关系、借贷关系和雇佣关系均不正常。
由于过重的农业税以及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事故的影响，苏南部分农民在土改后仍未摆脱贫困，生产
资料和生活资料均感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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