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改革与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1949 年 3~4 月：北平和平解放后 2 个多月，市政府召开郊区区长会议，要求对全市郊

区的土地情况进行普查。 
1949 年 5 月 22 日：市委决定成立郊区工作委员会，由柴泽民任书记，负责土地改革的

领导工作。 
1949 年 5 月 31 日：北京市军管会颁布了《关于本市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决定》(以下

简称《决定》。 
1949 年 6 月开始：市委有选择地在 7 个村进行土改试点。三个多月后，基本上完成了

试点工作，为全面铺开土改积累了经验。 
1949 年 8 月，在北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农民代表提出《迅速实行土地改

革》的议案，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和戈持。 
1949 年 10 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半个月，北京郊区土改运动正式开始。 
1950 年 3 月，经过 5 个多月的努力，土改运动胜利结束。 
 
北京郊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分三期进行的。 
第一期土改从 1949 年 10 月中旬开始，在 73 个村庄进行。第一期土改运动历时 2 个多

月，于 1950 年 1 月初结束。 
第二期土改从 1950 年 1 月开始，在 102 个村庄进行，到 2 月底完成。 
第三期土改从 1950 年 3 月初开始，在 88 个村庄进行，4 月初以前全部完成。 
另外，还有 10 个村庄或因原是老解放区的边缘地区，土地问题早已解决;或因村小，没

有土地问题。至此，京郊 280 个村庄(包括进行试点的 7 个村)全部完成了土改。 
1950 年 5 月 27 日，《人民日报》以《京郊土改全部完成，三十万亩土地收归国有分给

无地少地农民使用》为题，详细地报导了京郊土改情况。 

一、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的经济基础 

1、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民

占有土地问题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本市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决定 1

本市辖区内的农业土地问题，是复杂的，是与一般农村不同的。 

 

    第一、这里的地价地租，受其土地所在位置的影响更大，由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之

利益，更明显地为少数寄生的土地所有者所侵占。第二、这里封建土地占有制，不仅直接束

缚一般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直接妨碍工业及城市建设事业之进行。第三、这里有大量的为

供给城市人民菜蔬而生产的园艺，封建地租之征收，不仅直接束缚园艺生产之发展，而且直

接影响城市各阶层人民之生活。第四、供给蔬菜的农业经营者，有自耕的贫农、中农、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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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佃贫农及佃中农，也有佃富农、经营地主和农业资本家等，对于是项土地问题处理不当，

也会影响城市菜蔬的而生产和供给。第五、在本市农业地区与农民杂处的有大批的非农业人

口，同时，在城市发展中又将有大量的工厂、商店、住在和马路、公路等之修筑，需要充分

自由合理地使用城乡所有土地，在这里如果也实行土地平分，则全体农民将因土地平分而变

成少地即耕地不足之农民，并且不利于城市建设事业之发展，因此在城市郊区，虽需要和一

般农村一样废除封建与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富农出租的土地，却不能喝

乡村一样实行土地平分和土地平分之后的一般私有制。兹特根据本市辖区内农地占有与使用

的具体情况，规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所有自耕农民之土地，包括富农自耕部分之土地在内，其耕种权与所有权一律照旧

保持不变。 
二、没收所有地主之土地并征收富农出租之土地。统一由本市人民政府管理并酌量出租，

但对于需要依靠土地为生之地主，在没收土地时，应留给大体与普通中农相等之一份土地，

如有其它收入者可酌量少留或不留予土地。 
三、在土地被没收与征收．．．归公之后，不论原土地使用者为佃贫农、佃中农、佃富农或经

营地主与农业资本家或其他土地使用者，也无论原来为公地或私地，一般维持原耕、原用不

动，但恶霸等仗势侵占使用之土地不在此限。 
四、凡使用机器耕种之土地，不论其土地所有权有无变动，一律原耕不动。 
五、农民耕种的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在没收归公后，一律不再交地租，只向政府缴纳统

一的农业累进税，其税则另定之。 
六、没收地主之土地时，租种该地主原有土地之佃户所使用的耕畜，农具应转为佃户所

有。经区政府批准后并得征收地主一部分粮食，分给缺少生产资金的农民，对于地主其它浮

财，不再没收或征收。 
七、佃户已缴之押金及预缴之地租，地主应退还佃户，但如果出租土地者为贫苦之老弱

孤寡，无力退还时，应另行调处之。 
八、生活不超过中农水准，因缺乏劳动力，或因从事其他职业无力自耕而以少数土地出

租者，其土地不在没收之列，今后其分得或留有之土地仍可继续出租，其租额由东佃双方自

由议定之。 
九、关于地主土地的没收与富农出租土地的征收：在政府领导下由区村农会执行之，农

会尚未建立或不健全不能胜任时，由当地人民政府执行之，但须邀请正派农民积极分子或农

民代表参加。关于地主富农成分之判定，由村农民大会邀集本人参加评定之，并应报告区政

府批准，由村农民会贴榜公布之。区政府批准后如本人仍不同意时，得于贴榜公布后五日内

向市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在法院未判决前不得执行。 
十、人民对于土劣恶霸的罪行，有向人民法院提起控诉及要求陪偿之权，任何人不得加

以阻挠。但群众不得采取吊打或其它直接行动，直接侵犯被控诉者之财产人权，应听候人民

法院之判处。 
十一、一切可耕之荒地，在不妨碍城市建设与风景的条件下，由政府统一分配予缺少土

地之农民使用。垦种荒地者免税一年至三年，视其地质与位置而定。 
十二、本办法只适用于本市所辖地区内之农业耕作的土地，并自本日起施行之。 
 



中国土地法大纲 2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 

（对比参照） 

第一条 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第二条 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第三条 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第四条 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中共中央注：本条所称应予废

除之债务，系指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 
第五条 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

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

行机关。 
第六条 除本法第九条乙项所规定者外，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

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

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中共

中央注：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

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在老区半老区平分土地时，应按照一九

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进行。） 
第七条 土地分配，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但区或县农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

各行政村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在地广人稀地区，为便于耕种起见，得以乡以下的较小

单位分配土地。 
  第八条 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

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 
分给各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 
  第九条 若干特殊的土地及财产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甲）山林、水利、芦苇地、果园、池塘、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按普通土地的标

准分配之。 
  （乙）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 
  （丙）名胜古迹，应妥为保护。被接收的有历史价值或学术价值的特殊的图书、古

物、美术品等，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丁）军火武器及满足农民需要后余下的大宗货币、资财、粮食等物，应开具清单，

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第十条 土地分配中的若干特殊问题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甲）只有一口或两口人的贫苦农民，得由乡村农民大会酌量分给等于两口或三口人

的土地。 
  （乙）一般的乡村工人、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但其职业

足以经常维持生活费用之全部或大部者，不分土地，或分给部分土地，由乡村农民大会及其

委员会酌量处理。 
  （丙）家居乡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民主政府及人民团体的人员，其本人及其家庭，

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丁）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戊）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

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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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汉奸、卖国贼及内战罪犯，其本人不得分给土地及财产。其家庭在乡村、未

参与犯罪行为，并愿自己耕种者，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第十一条 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

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及债约，一律缴销。 
  第十二条 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 
  第十三条 为贯彻土地改革的实施，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组织人民法

庭予以审判及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大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

之。  
  第十四条 在土地制度改革期间，为保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应由乡

村农民大会或其委员会指定人员，经过一定手续，采取必要措施，负责接收、登记、清理及

保管一切转移的土地及财产，防止破坏、损失、浪费及舞弊。农会应禁止任何人为着妨碍公

开分配之目的而任意宰杀牲畜，砍伐树木，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

及进行偷窃、强占、私下赠送、隐瞒、埋藏、分散、贩卖这些物品的行为。违者应受人民法

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十五条 为保证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负责

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全权得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

级的一切干部，有全权得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

侵犯上述人民民主权利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十六条 在本法公布以前土地业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如农民不要求重分时，可不重

分。 
（本文按《晋绥日报》1947 年 10 月 13 日版排印） 
注：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军行全国土地会议，于九月

十三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于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这份文件不但肯定了

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所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五四

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 
 
 

关于解决北平辖区土地问题目前进行情况情况的报告（节选）    

1949.12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在执行平郊土地政策时，一面要根据郊区的特点，一面还得决心适当的

解决一部农民的土地使用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发动起群众，党在农村中才有依靠，才能达

到消灭封建，并有利于团结活泼发动生产的目的。具体如何来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首先肯

定要给贫农及愿意要土地的雇农？调剂一部分土地，但为了不影响城市人民生活及奖励进步

生产方式决定四不动： 
 （一）中农的土地是原封不动的。 
 （二）为供应城市人民蔬菜而经营的园艺是不能动。 
 （三）有进步或改良设备的农田不能动。 
 （四）？雇工不愿分租土地者不必动。 
 那么我们如何给贫农分配土地？我们认为先在以下五种土地中进行调剂： 
（一）地主富农或公有的荒地。 
（二）地主富农强占强租的土地。 



（三）地主富农的租入的公地及地主富农的土地。 
（四）和尚道士经营的闲地。 
（五）地主富农无力经营或经营不良的土地。 
 前两种是无条件的调剂，后三种须根据上述四不动原则调剂。有些村子无上述五种土地

或是有很少，不能解决贫农的土地问题时可斟酌调剂经营地主及农业资本家及佃富农的一部

土地来进行调剂，或没？收富农一部土地来进行调剂。这种调剂办法正在试验中。这样执行

是否能够解决农民问题，或还可能发生什么问题，在试验中继续研究。 
 在试验中还发现了许多具体问题而是“本市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决定”上没有明确规定

的，特提出我们的意见如下： 
 （一）几种特殊土地：1 坟地及坟地之上树木不动但与坟土相连之大块耕地仍按“本市

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决定”处理之。3 庙宇寺院之土地（清真寺土地由闾民自己处理之），

一律按“本市辖区土地问题的决定”第二第三项处理之。凡属名胜古迹之庙宇寺院，其今后

所需看守、修理之费用，由市人民政府另外规定。4 投资经营的鱼塘，一律保护不动，但地

主出租的鱼塘，则在废除其所有权外，其投资经营者不论为何成分，一般维持原？不动。5
无论新旧方法经营之叶木原，一律保护不动。但经营者需向人民政府交纳农业税。 
 （二）与土地相连的树木及地上设备：1 凡土地使用者在被没收与？收归公之土地上一

切科学技术设备（包括电水井、温床等），不论是原有或新设，一律保护其所有权，如本人

不再继续经营时，即在取得本人同意后，由新土地所有者以公平之？购之。2 凡没收与？收

归公之土地，其地上现有之树木，为土地使用者所有，如土地所有者变动时，不论新栽培的

或原有的，一律按土地上的技术设备处理之。3 森林由市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之。 
 （三）土地在本市辖区，如地主不在本市辖区居住者，其土地一律按“本市辖区农业土

地问题的决定”处理。凡地主居住本市辖区，而土地在本市接壤之边境者，则由本市人民政

府与土地所在地政府协商处理之。 
 （四）凡曾经进行土地改革，封建制度已经根本消灭者，则不再进行土地改革，又凡为

蒋 xxx，地主非法夺 xx 土地者，则其土地仍归农民所有（但成分 xxx 者，则按实际情形处理

之）。凡虽经土地改革（包括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运动） 
，封建制度仅是一定程度的削弱，而未根本消灭者，则除农民的既得土地不再变更外，仍按

“本市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决定”执行之。 
 （五）凡在解放后，地主为逃避土地改革，以后使用诸非法形式将其土地分散者，其土

地仍没收为公有，但其土地之使用权，则按“本市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决定”第三项处理之。 
 （六）凡地主按“本市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决定”第二项 xx 得之土地，如其本人愿收

x 自耕地 x 工经营者，必须在本年秋收之后。凡经营地主维持原耕不动因其生活已有保障，

即不再 x 予土地。 
 以上乃我们在颁布“本市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决定”后在郊区执行该决定前后过程及所

发现的问题与处理意见；是否有当，请予指示，为了更 x 当的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正集中一

部力量在远郊与近郊各择一寸进行实验，由郊委亲自总结经验，然后再向下具体布置，结果

如何容后再报。 

北平市土改前后的阶级土地关系变化： 

主要阶级的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含雇农）。3

                                                             
3 最早分法为 1933 年《如何分析阶级》一文，1948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重新公布，作为土改阶级划分依

据。1950 年 8 月 4 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8 月 24 日公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

决定》对阶级划分进一步进行了阐释。 

 



 
【一般村庄半农业半商业者占人口大多数，半工半农者次之，纯粹经营农业者占少数。

地少人多。平均每人仅有 1.5 亩土地。】4

 
 

【新村】 
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如下表： 
 户数 % 人口 % 土地 % 每人平均

土地 
地主 5 13.5 24 17.8 150.5 70.2 6.27 
旧富农 1 2.7 2 1.6 11 0.5 5.5 
中农 1 2.7 5 3.7 11 0.5 2.2 
贫农 12 32.5 55 40.7 42 28.8 0.76 
赤贫及其

他 
18 48.6 49 36.2 0 0 0 

总计 37 100 135 100 214.5 100 1.59 

全村共三十七户，地富占占总人数 19.3% ，占有土地则占 70.7%  。贫雇农占总人口

76.9%，占有土地 28.8% 。 
根据本村调查，平均每人有一亩至一亩半菜地即可维持通常生活水平。全村每人平均菜

地 1.2 亩，旱地 0.39 亩。 
 

【北缟村】 
全村各阶层户数、人口、及占有地统计表： 
 户数 人口 地亩数 每人平均地 占全村土地百分数 
地主 9 104 760.5 7.31 33.4% 
富农 12 78 407.5 5.22 17.6% 
中农 45 303 816.5 2.69 35.3% 
贫农 84 453 327 0.71 14.1% 
雇农 84 284 0 0 0 
总计 274 1222 2311.5 1.89  

   贫农及雇农占全村人口 60.2% 只占全村土地 15.1%，但地主富农占全村人口 14.8%，却

占全村土地 51% 。 
   每人平均使用土地 2.66 亩，根据调查每人有 1.3 亩水地或三亩旱地即可维持普通生活。 
 
 
 
 
 
 
 
 

                                                             
4 《关于北平市辖区土地问题的情况和处理的初步意见》1950 年 5 月，北京市档案馆，档号 1-6-264，第

11 页。 



 
 

【六郎庄】 
六郎庄各阶层土地分配表 

 户数 人口 所有地数  总地数 
实数 百分比 实数 百分比 每 人 平

均 
实数 百分比 

外村人       325.3 76.18 
收 佃 地

主 
6 28 1.51 134 10.70 4.81 134 3.20 

经 营 地

主 
22 107 5.16 376 38.25 3.64 376 8.88 

富农 8 48 2.38 151.4 15.57 4.54 151.4 4.60 
佃富农 15 96 4.31 44.1 4.54 0.28 44.1 1.05 
中农 24 134 6.33 115 10.10 2.08 115 4.18 
佃中农 28 146 6.49 12.5 1.28 0.33 12.5 0.30 
贫农 64 306 6.96 53.2 5.14 0.18 53.2 1.27 
雇农 213 802 33.96      
其它 104 341 18.20 30.2 3.10 0.13 30.2 0.29 
总计 448 2113 100 1187 100 0.60 1187 

 
100 

   该村靠近城郊，76.87%的土地为北平城内海淀等地之大地主所占有。（即第一表中之

“外村人”，其户数与人口不详，占本村人口总数 16.46%的贫农则只有本村总地亩数 1.27% ，
占本村人口总数 37.96%的雇农一无所有。【本数据有问题】 

 



【大桥村】 

 
 
全村各阶层平均土地为每人 3.6 亩。 
地主 8 户，计 64 人，占有土地 66% 
 

【红果园村】 
红果园村阶级划分及土地关系情况统计表 

阶级 户数 人口 雇佣

长工 
土地 兼业 牲畜 

共 % 劳动

力 
自有地 租入 租出 

地主 1 28 4.5  5 共 %  10  2 
250 32.9 

富农 经营

地主 
1 8 1.3  1 43 5.1 5   1 

佃富

农 
3 39 6.0 5 6 185 16.9 ——   6 



中农 中农 5 33 5.3 4  90 —— 52.4 6  3 
佃中

农 
9 56 9.1 15 1 27.5 —— ——  3 5 

贫农 贫农 31 139 22.2 36  194.
7 

25.9 —— 10 26  

佃贫

农 
33 180 29.1 41  —— —— ——  26 4 

雇农 8 21 3.4 9    4    
铁路工人 13 49 8.0         
其他

阶层 
手工

业者 
7 26 4.2         

小贩 5 20 3.2         
杂工 4 9 1.45         
商人 1 3 0.5         
职员 2 9 1.45         
乞丐 1 2 0.3         

合计 124 618  110 13 960.
1 

 986.
9 

26 55 21 

每人平均 2.8 亩。地富 11.8%的人口却占有 54.9%的土地，贫雇农及乞丐 55%的人口，

土地数据不清。 
 
 
 

【黄瓜园村】 
阶级 户

数 
人口 雇

佣

长

工 

工地 兼

业 
牲

畜 自有地 租

入 
租

出 
—— 

共 %  共 % 4 60 22 
地主 3 11 2.1   65.5 8.4      
富农 3 27 5.1 5 4 151.

5 
19.6 32  41   5 

中

农 
富

裕

中

农 

8 53 10.2
1 

8 5 192.
35 

22.0
2 

57.5 14.5 41 25.
5 

 2 

中

农 
8 51 9.82 9  133.

6 
17.2 8 13 35  3 3 

佃

中

农 

5 22 4.24 6 1 20.9 2.5 112.
5 

  68.
6 

1 2 

贫

农 
贫

农 
25 116 20.3

5 
25  191.

5 
24.4 22.5  39 6 11  

佃 7 35 6.93 5  9 1.1 4.7  85  2  



贫

农 
雇农 7 30 5.78 8  1.5 0.18 4    3  
工人 14 66 18.7

1 
          

未

定

阶

级 

小

手

工

业

者 

6 25 4.81 1  5 0.68 5  3    

 小

贩 
6 29 5.58 4  5 0.68   5    

 杂

工 
6 28 5.37 2  6.8 0.84 5  4    

 职

员 
3 15 2.91           

 孤

寡 
5 11 2.1   70.1 2.4 4      

合计 106 519 100 73 10 782.
65 

100 301.
5 

57.8 105 100 20 12 

每人平均 2.08 亩。地富 7.2% ，占有土地 28% ，贫雇农 33%，占有土地 25.68 。 



【大峪村第五保】 

 
地富 10.6% ，占土地达全保总土地的 42.3% 
全保每人平均土地 1.33 亩 
 

【西苑】 
 户数 人口数 地亩数 每人平均

地亩数 自有 租入 
水 旱 水 旱 

地主 2 9  131   14.5 
富农 8 36 114.9 68   5.08 
中农 6 37 18.3 54.7   1.98 
佃中农 27 149 140.7 182.5    
贫农 9 42 8.5 22.4   0.74 
佃贫农 12 47 1.1 2 29 5  
雇农 63 205      
其他 384 1384    14  



总计 511 1909 283.5 460.6 29 19 0.41 

【马连漥】 
 户数 人口数 地亩数 每人平均数 

自有 租入 
地主 7 55 330.4  6.07 
富农 15 92 524.2  5.69 
中农 85 387 947.9  2.44 
贫农 102 461 333.5  0.74 
佃贫农 31 146  10.5  
商贩 47 153    
总计 287 1294 2152.5  1.68 
 
 
 

【蓝靛严】 
 户数 人口数 地亩数 每人平均 备注 
地主 7 51 2443.5 47.96  
富农 13 84 637.6 7.59  
中农 74 461 1253.4 2.71  
佃中农 10 34 240.6   
贫农 183 833 904.7   
佃贫农 23 105 129.4   
雇农 79 318 2.6   
其他 718 2081 255   
统计 1107 3967 5866.8 1.47  
5

 
 

 
 
 
 
 

【总的】 

                                                             
5 以上十个村数据来自《北平市郊区农村土地关系调查》，1950 年 2 月，政策研究室土改档案。北京市档案

馆藏，档号 1-9-14,第 1~16 页。 

北京市郊区七十三个村各阶层在土地改革前后占有及使用土地情况表 1950.2.4 

     土地改革前占有总面积 土地改革后使用总面积 

 户数 百分比 人口 百分比 亩数 百分比 亩数 百分比 

地主 1204 4.8 7899 6.7 98101 36.5 17961 5.7 



 
 
 

 
6

基本结论：北京市郊区土地成分结构相对复杂，同时土地兼并较为严重。而土改对于合

理分配土地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 

 

 

                                                             
6 以上两表来自于《本会关于解决郊区土地问题进行情况的报告和郊区土改进行情况》1950 年 2 月 4 日，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 9-1-208，第 23~24 页。 

旧式富农 553 2.2 3636 3.1 25030 9.3 19813 6.2 

农业资本家 85 0.3 620 0.5 1423 0.5 1790 0.1 

佃富农 146 0.6 1098 0.9 2892 1.1 5138 1.6 

中农 7806 30.8 41410 35.2 95415 35.5 146162 45.7 

贫农 8262 32.6 34688 29.5 38857 12.1 94560 29.5 

雇农 2365 9.3 7187 6.1 901 0.3 19345 6.4 

其他 4919 19.4 21165 18 12484 4.7 15438 4.8 

总计 25340 100 117698 100 268602 100 320207 100 



二、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 

1、打击了乡村社会的传统权威力量 

2、实现了农民阶级的彻底解放 

首先，土地改革提升了农民阶级的经济地位 
其次，土地改革提升了农民阶级的政治地位 
最后，土地改革提升了农民阶级的文化地位 
（一）初来时了解的概况 
 1、六郎庄的妇女大多数都是下地劳动的，和男子一样，在稻田中打短工，往年只赚男

工一半工资，今年解放后，工资增加了，也挣得和男人差不多，所以妇女在家庭中还比较有

经济地位，同时因常在地里干活所以妇女们多很开通，不大封建。 
 2、在推翻保甲建立新政权是，六郎庄的妇女随着农会的发展，已初步组织起来，在农

会统一领导之下，成立了妇女部，有 8 个妇女小组，25 名会员，并选举了三名正副部长。

当时因工作组是流动的，不常在这儿，所以妇女们虽然参加了组织，但是缺少教育，因而形

成了名义上的组织，只是挂了名一样。 
 3、当时的妇女干部是很脱离群众的，如部长黄淑华，刚佩兰，组长田淑芳，王淑英，

杨风珍，等，都是未结婚的青年妇女（刚佩兰结婚了但不是劳动妇女），他们 xxxxx，如登记

国民党、团，特务是，这几个妇女也积极参加了治安小组，居然在夜里上保长家去探听、查

户口，收公粮时，一直追问两个地主（其中一名是女的）xxx，而他们和村干却买了一些零

食纸烟，，一面吃吃喝喝一面追问，开会时，也不注意工作，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整天跑

来跑去，不去发动团结群众，只带着一些青年妇女，不是扭秧歌即是唱歌，并且妇女们还常

闹一些小意见，如和谁说话没搭理，或开会没告诉谁了，或彼此之间意见不喝了，几个人互

相报成绩按，不团结，群众反映很不好。感觉他们疯疯狂狂的没人拥护他们，有一个老太太

曾问“将来还可以换他们嘛？” 
 4、主要原因是组织起来，以及没分给他们工作做，欠缺领导教育，所以他妈呢借着组

织起来的机会而脱离了家，但是这是一般的青年的姑娘们，而媳妇在家里还是受限制的。 
（二）怎样注意了妇女工作 
1、最初工作组同志，对妇女工作有一些错误的观点，没重视妇女工作，嫌妇女带着孩子吵

吵闹闹，扯别的，会开不好，甚至把妇女抛在一旁不理他们， 
 
3、在几次召开的农民大会上我们注意针对妇女所受的封建压迫的痛苦，在宣传土改政策消

灭封建势力中结合启发解放妇女的阶级觉悟，（向她们）说明妇女要求得彻底的解放，首先

要废除封建思想，积极地参加土改斗争运动。并打通老太太们对待儿媳不如女儿的糊涂思想，

如自己女儿出嫁到人家去不也变成媳妇要受气了吗？在会的一些老太和妇女们都笑起来，说：

“可不是吗，偏向姑娘是向 ，到人家后吃苦了。”说到人心坎里了。 
   会上打通了男人们轻视妇女的思想，如“女人家懂得什么，能办什么事情。”（向他们）

说明这些看法是压制妇女的封建思想，现在男女都是平等的，一样参加劳动生产，办事情的。

过去妇女被束缚在家里不出大门，懂得又少。现在我们帮助她们，使她们明白现在国家的事

情。并且妇女占全国人口的一半，要是发动团结了起来，力量是很大的，所以你们不应再有



轻视妇女的思想。 
 
4、以后又单独召开了几次妇女会，针对  的痛苦。旧社会里妇女没有地位，甚至家庭里也

不能做主，过去工资也赚得很低，被人家看不起。并（因此）进行阶级教育，启发觉悟，及

今后如何团结起来向封建势力斗争，参加土改运动，努力争取政治地位以达到真正和男子平

等。以后也比较习惯了。每天吃完饭后收拾好了，即去参加小组会了。 
 
（三）、整理农会时怎样发动了妇女 

在整理农会时我们计划怎样扩大与加强组织妇女。我们曾号召，以人为单位参加农会，

（过去是以户为单位如家里派一人参加就代表全家了），希望男子们妇女们带出大门来。所

以很多妇女也同时参加了组织。我们总想怎样使男会员把妇女带动起来，使妇女们和男子一

样参加斗争。所以想到了男女合组。当时我们提过要求，最好把一家人编开了，婆婆与儿媳

一定要编开，因为在一起开会，恐怕儿媳妇不敢发言。在开会讨论后我们听到来的群众反映

不满意，对夫妻母女分开编组思想后不通，女儿媳妇分出编组不大放心，因为过去村里男女

关系有些乱，所以对此很多顾虑。我们研究后觉得暂时可以迁就一下群众的落后思想，先让

男子把妇女带出大门去，以后再说各项工作领导中慢慢提升妇女觉悟，不做硬性分开编组，

可能自顾时即分开，否则即迁就之。这样开了一次大会，在大会上自由组会，并注意在男女

合组中规定了选举男女正副组长二名。以及在选举代表时，我们曾注意了妇女代表人数，并

注意了在那几个小组中的妇女代表人选，这样即选出了七个妇女代表，在代表中产生委员会

时，我们也强调了选举两个妇女委员。这里我们又注意了妇女问题，不再过分要求了。否则

仅以妇女本身进步的条件是不够的，以此为基础在工作中随时随地推动妇女卷入斗争，加强

了妇女权益工作，而且妇女以后在工作中也的确表现积极起来了。 
在扩大吸收整理组织的女委员人数，增加到了 523 人，组长 24 名，有的组妇女人数不

多所以么选举组长。这次土改后我们准备再重新整理一下，依妇女情况合并或再选举妇女组

长，以作为会议领导的基础。 
当时曾有一组妇女组长，x 常不好，被群众盲目的选上了。也不是劳动妇女，是一个出

嫁的姑娘。仍在母家合住天天给她兄弟媳妇受气。一些 
【此处档案原始页码为 53，后页为 56。但此几页有涂改痕迹，将此页改成 55 页，猜想

为档案馆所做。前后文比较，此处的确缺失两页。】 
 
（六）、总结经验教训： 

 1、首先在领导上表现了妇女工作，在各项工作中注意了带动妇女。 
发动妇女和男子混合编组，证明了是非常正确的，由此可以在工作中提升妇女的觉悟，

我们明确了，妇女虽然不能起很大作用，但是我们思想上不应过分的要求。 
在组织农会时，我们曾号召以人为单位使男子把妇女带出大门来，所以很多妇女参加了

组织。 
2、在发动妇女时首先注意了打通男人思想。发动青年妇女时，必须打通老年人的顾虑。 
3、在这一段工作中我们随时随地的注意推动妇女卷入斗争。并在选举代表时，也注意了妇

女代表人选。虽然妇女本身进步条件不够。但是我们这样做了，基本上是把妇女带动提高了

一步。 



3、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支配体系，出现了一种以国家行

政权力为依托的新的权力支配体系，重构了农村基层的组织

体系 

（1）、行政区划与建制的改变： 
    在记载可查下，比较大的农村政权调整有六次（前三次直接和土改有关）。 

解放前伪政权在北京设立人民的基层组织，共 20 个区 338 个保 10025 个甲，解放后首

先摧毁敌伪的保甲制，建立镇、街、村基本政权。经过人民代表会议选举的方式建立街、村

政权的条件尚未成熟，故基层工作人员持自上而下结合的方法，委派和提拔积极分子组成基

层政权。在 1949 年 5 月底基本完成，有的称乡，有的称行政村，有的称独立村。（第一次） 
 
1949 年七八月间郊区……经过合并有 13~20 区共八个区，各区村形状、大小不统一。

为了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和准备土改工作，各区行政村又重新调整的必要。北京市人民政府郊

区工作委员会于 8 月 13 日以郊民字第 202 号通知各区进行调整，于 8 月底完成，调整的标

准原则上以自然村间的距离三里至五里、二百户至八百户为一行政村。在调整时采取深入群

众洗刷坏干部提拔表现好的，不仅调整了村需和村级政权，同时也让政权工作前进了一步。 
1952 年 5 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四月二十四日“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指

示中“已经土改地区可酌量调整乡（行政村）区划，缩小区乡以便人民管理政权，密切政府

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并根据京郊七个区各村大小不一致，南郊

十一区行政村面积大、自然村分散；西郊十三区有六七百户的行政村。十二区和十四区则多

二三百户的行政村，为最小。全部区千户以上的大村有三个，五百户至千户的五十个，有的

辖十个以上行政村，有的辖二十四个。农民反映问题，村干部联系群众、掌握情况、推动工

作，深入贯彻政策法令均有困难，不但干部耽误了生产还很难搞好工作，故进行部分调整，

根据行政村直径不超过五里，主副村距离不超过三里，管辖自然村不超过十个；户口一般二

百至五百户。二百户一下的能合并的尽量合并；村界尽量求（七字不清）界一致。各区勘察

研究除十四区各村建制已合乎标准不再变动外，六个区共调整了四十九个行政村（十区十个，

十一区八个，十二区三个，十三区十五个，十五区十个，十六区三个）和十三区的青龙桥因

商户x居生x市民政权为镇建制。调整结果为全部区十一个镇，十五个街，二百九十四个行政

村共三百二十个基层单位。7

（2）、基层组织变化：  
 

这一时期，乡镇政权机关的组织机构及其变化情况是 : 1953 年统一建制以前,乡、镇、

行政村政权机关由乡、镇、行政村人民代表大会 (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组成。

1954 年以后, 乡镇政权机关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委员会组成。 
 从 1949 年 3 月至 1952 年,北京市农村基层政权的权力机关是乡、镇、行政村人民代表

大会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乡、镇、行政村人民代表大会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行使基层国

家权力机关的职权。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通则》

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这两个通则规定:乡与行政村并存,同为人民政权的基层

组织;乡与行政村的人民代表会议,一般由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组成,任期 1 年,可连选连任。人

                                                             
7 《北京市区、乡（街）基层政权建设情况》（1949~1956），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档案室，北京市档案

馆藏，档号 2-9-17，第 30~34 页。 



民代表会议的职权为听取、审查政府工作报告,向政府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建议和议决本

乡重大事宜,审议本乡人民负担及财粮收支事宜;乡、行政村人民政府在同级人民代表会议休

会期间,是本行政区域行使政权的机关,它由同级人民代表会议选举的正、副乡(村)长和若干

委员组成,任期 1 年,连选得连任;乡(村)人民政府是乡(村)人民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的执行机

关,又是政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基层行政机关。直到 1953 年撤销行政村建制，开始试点准

备推行普选。 
这一时期同时建立了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经济互助组织和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群团

组织,把农民群众广泛地组织起来。8

 
 

范例：1950 年 12 月 4 日十三区农民代表会议总结报告 
出席代表应到 202 人，实到 171 人，缺席 31 人 
147 男 24 女， 
中农 36，贫农 92，雇农 38，其它 5. 
党员 85，团员 25 人，群众 61 人。 
会议解决三个问题： 
报告一年来三个主要工作——生产，征收，肃谣；贯彻讨论冬季工作；选举成立区农民

协会。 
代表选举方式：1、优秀干部 2、积极农民分子 3、照顾中农和妇女。9

（3）重建农民协会 
 

 …… 
 工作组到村后，一般的先是通过各种会议宣传政策，了解情况，然后根据各村不同情况

确定第一步的入手点。如十四区农民的要求是要“翻身先出气”，“要翻身先翻心”，一开起

会来他们便纷纷诉苦，要求斗争恶霸。也有些村庄农民要求先划阶级分土地，“先分了地好

生活，恶霸放着以后清算”。也有些村庄农会成分很复杂，因为各村农会多是摧毁伪保甲制

度时成立的，当时曾经吸收进来一批非农业会员，他们对土地改革不感兴趣，也有的农会里

混进了地主富农分子，群众存在着怀疑、恐惧，同时还有许多农民被关在农会大门外，没有

参加农会，土地改革的力量不能集中，因之农民要求先整顿农会再进行斗争。 
 …… 
 整顿农会要看当前情况来决定，在群众觉悟没有提高前，农会也是整顿不好的。同时我

们也不要期望以此就可以将农会整理好。在整理农会时，对非农业人口已参加了农会的，决

不能与地主富农一样对待，而马上清洗出去。因为他们在摧毁伪保甲制度时，曾起过相当大

的作用，所以现在他们反映说：“好！以前你们（指农民）力量小的时候，把我们请进来，

今天分土地，你们又不要我们了。”这样会引起不团结的现象，对土地改革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在农会成分复杂，不能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情况下，我们就采取农民代表会的方式，

它不仅可以代表更广泛的农民群众（包括农会以外的农民），而且还可以团结农会原有的会

员（因为不整理农会，农会中的非农民会员便可以暂时存在下去）。要在群众觉悟逐步一高

的过程中一步步的整顿农会，但发现地主富农分子或流氓分子，却应该马上清洗出去。10

                                                             
8 《建国后北京市乡镇政权的历史沿革》，袁达毅，秦轩，北京党史研究 1996 年第 5 期。 

 

9 《十三区农代会会议总结报告》1950.12.4，海淀区档案馆藏，档号 1-102-4，第 1~6 页。 
10 京郊一月以来的土改工作，北京市档案馆，档号 9-1-208。 



（4）完善党的基层组织 

  六郎庄关于建党的汇报 11

一、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党？ 

  1950.11.28 

 六郎庄经过反恶霸和整理农会的运动后，群众的阶级觉悟一般化地提高了，对党的认识

比较深了，由其成立了农会代表会，包括了六郎庄多数的优秀农民，这些都给建党打下一个

基础。因此我们在划阶级正在进行的时候，提出建党的问题来。 
 
二、小会上灌输印象 
 在整理农会和划阶级时，每天晚上都有四个组合在一起开片会，我们常在这些片会上谈

到“共产党”，说没有共产党农民就不能翻身，就不能实行土改。在宣传党的政策时，又把

党摆在群众面前，供群众明了、熟识和感到亲密。这时候提出进步的农民可以要求加入共产

党，于是一些积极分子便在心理考虑加入党的问题了，如代表姜淑华便来告诉沃恩说她愿入

共产党。 
 
三、怎样公开建党 
 有了党员对象以后，便开始找他个别谈话，我们的步骤是这样的： 
 ①事先个别动员，做好准备工作。公开建党如在农会大会上自报公议，一些优秀分子可

能有顾虑，而一些带投机性的分子，会立刻报名参加，或报一大堆名，供你无法选择，所以

靠自发报名是不大好的，必须事先找作为对象的深谈，解除他的顾虑，征求他的意见，鼓励

他在会上自愿报名参加，让群众评议。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自报的人都是群众所爱带的，能

为群众所通过的才好，这样有两点好处。 
 第一，鼓励他自己，同时刺激别人。如这次代表刘金荣在代表会上提出要求入党时，代

表们都举出实例说他以前很负责人（以前是建设委员），为人公平正派，代表尹六三说：“我

从小就看见他好，我也跟着学他的好处！”代表们给他提的意见，都是从心底里去赞扬他，

这对他本人是一个无限的鼓励，对旁人也可以其刺激作用，羡慕入党的光荣，二巷尽量学好，

将来要求入党。 
 第二，有坏处的不敢报名。如农会主任郭文林今年春天买 xx，群众反映有不好，这次

他听着别人自报，自己低头紧皱眉头红着脸，想报又不敢报，怕代表们提出他的缺点。所以

事先找群众拥护的人个别动员，做好准备工作，是成功的和必要的，不然一些有坏处的人报

了不批，会影响他的情绪，影响也不好。 
 ②代表会上自报公议，觉悟程度比较高，所以自报公议。石玉申在紫宝石肯定地说：“我

已经认识清楚共产党是真正为咱们劳动人民的。”又说：“我在春天代理青队长，帮忙手工量，

都进我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已经够条件了，望大家给我提意见。”他那种坚定的样子使在动

摇中的人决定了。代表王永昆先前犹豫，听他说了以后，睁大眼睛想了很久，后来一咬牙举

手说：“我报一个！”可见这种方式鼓励性是很大的。 
 ③让群众来讨论 
 为了供党和群众更加密切的联系，我们采用了群众讨论申请人的办法，事先在农会大会

上说明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强调党员不好，群众就会受苦，党建好了，群众便能幸福，供群

                                                             
11 中共北京第十六区区委和六郎庄在工作组关于土改工作、划阶级、借粮、建党、妇女工作的总结、报告、

汇报，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1-101-42，57—50 页。 



众把建党看成自己切身的问题，才能达到群众认真讨论党员的目的。 
 代表会上自报公议以后，接着又有八人要求参加，共十二人。我们把名单交到每组去，

让群众切实讨论，果然群众一般都讨论得很不错，如石禄一组就对每个申请人都一一提出了

意见。说李永平“哥儿俩今年挣了上 x 斤的玉米豆，算账全没了，都拿出去吃了嫖了。”说

姜淑珍“自从到区里学习回来，自高自大，看不起群众。”说赵景福“不孝顺父亲，他父亲

教坏了讨饭吃他还吃喝嫖赌。”说董淑华“态度不好，好骂人。”“李德贵从前有不正的男女

关系，长期赌钱为生。”王振杰“从前常在地主李成林面前讨好，表现自己，陷害别人。”高

仁山组说：“像李永平这样的人也参加共产党，将来能给我们当家吗？”又有人说：“赵景福

之故自己乐，父亲都不顾，将来还会顾我们老百姓？”在讨论石玉申、刘金荣，田雨林时，

群众一致的说……（好的方面）他们一贯负责人的工作作风，获得群众一致的称赞，认为够

党员资格而那几个有大缺点的人，群众都不赞成。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群众认识了建党与

自己的切身关系，便能提出真诚的意见，我们依群众的意见来发展党员，这样党和群众的关

系会更进一步。 
四、公开建党的优点 
    ①使党成为群众的党。我们的党是群众的党，在公开建党时，提出党和群众的切身关系，

要群众来评议党员，这样群众对党才会关心爱护。 
 ②对申请人的认识更为全面。由群众来评议，可以发现真正为群众所拥护的优秀分子，

而不致片面、主观，发展些脱离群众的为群众所不乐意的人入党。如这次我们以为王振杰不

错，看他挺能领会工作也比较负责人，但群众说他是往上爬，顺风倒。……我们能看到的是

暂时的，群众会从原上去看，我们只看到一部分，群众能集合各方面的意见。这也是公开建

党的好处。 
 ③供党员养成联系群众的心理。党员自己指导他能参加党，是过去在群众中有很多优点

的结果，如果脱离群众，是不能参加党的。这样他加入党以后，更不会自私自利，骄傲自满，

看不起群众。 
 ④用群众来教育党员。我们用群众给他们提的意见去教育他妈呢，这样会使他们感到真

正的错误，塑像和情绪上都起了斗争。而没有批准申请的人，也不敢堕落破坏。总之，公开

建党的有点是很多的。只要我们相信群总，善于领导，建的党一定是比较好的。

 



三、土地改革强化了农民群体的政治认同 

1、启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 

2、加强了农民对党、政府和领袖的信任和崇拜 

3、唤醒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三月来郊区土地改革进行情况情况向市委的报告 12

    郊区土改是分三期进行的。第一期七十三个村庄从十月底开始，于一月初先后结束并转

入第二期的一百零二个村庄，估计二月半以前(即旧历年底）即可结束。第三批村庄开始比

较简单，（因为复杂的村庄都在一、二批村庄内）大约三月二十号以前即可全部完成。 

 

根据第一期与第二期土改进行情况来看，郊区土改进行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虽然困难很

多，如： 
1、干部少而弱，缺乏骨干； 
2、经验少，边学边干； 
3、环境复杂，城乡穿插等； 

   但也有它的有利条件： 
1、全国胜利形势下，群众顾虑减少了； 
2、在老区包围中受周围土改的影响很大； 
3、有市委正确的领导及各先进区的经验； 
4、经过十数个月的工作，群众觉悟已经提高； 
5、许多大学生参加土改，解决了干部不足的困难；此次清华师生参加 300 人，北大 120

余人，美术学院百余人，其它戏剧学院政法委员会等陆续都有人参加，这不仅增加了干部的

数量，而且鼓舞了群众及干部的情绪，这便将工作大大的向前推进了一步。 
由于上述原因，因此： 
1、干部一到村群众便围了拢来喊着：“可等着你们来了，我们早就想分地啊！”有的村

庄，在工作组没有达到前便自动的组织起来监视地主活动：地主分散粮食，都被阻拦回去。

他们一开起会来便不由的诉起哭来，群众的情绪异常高涨，因此不需要费很多时间去一个个

地发动。去“访苦”、“聊苦”的老一套方法，只要经过几次会议或座谈，便能很快将群众发

动与组织起来。 
2、工作组到村后，经过一般的了解情况，便可在原有农会的基础上召开农民代表会议，

通过农代会来实现该村的土地改革，不一定要慢慢的去发展会员，整顿农会，因为这不是几

天时间或不经过斗争一下子就可以搞好的。我们认为农代会联系群众比较广泛，更密切，又

能为广大群众所信任，经验证明是成功的。但这并非不要积极分子，不培养骨干。同样在工

作一开始就应当注意发现与群众有联系觉悟较高的劳动农民，加强培养教育，成为我们依靠

                                                             
12 整理者注：根据文意，是指三个月来的工作情况，而非指五零年三月份的报告。根据文末时间来看，是

上年十月底到本年 2 月初的工作。 



的力量，工作中的中坚，和群众联系的杠杆。谁忽视了这一点，会一定要犯错误的。 
3、由于群众的觉悟提高和顾虑消除，随时随地都在公开地对地主进行斗争，对于恶霸

分子，群众敢于诉苦、说理。由于群众对我人民政府的信任，他们愿意将罪大恶极的份子送

往法院处理，不采取直接行动，有的地方，群众提出“先分地，好生产，恶霸份子放着以后

再清算。”因为群众知道恶霸跑不了，也不怕他们来报复捣乱，所以工作步骤不一定是机械

地先反霸再分地（一般的规律在有恶霸的村庄还是先反霸为好）而是在整个土改过程中什么

时候群众要求反恶霸时，什么时候便可以领导群众进行斗争；过去所谓“发动斗争”，今天

看来只需根据群众的觉悟与要求，有组织的领导群众行动就行了。 
4、划阶级只划地主富农，就是说谁的土地多就先划谁，划定后依据成分进行没收或征

收，一般的没有普遍地划阶级。在划地主富农时都采取了自报公议的方法，允许被斗户提意

见并进行辩论，在地主不老实而耍狡猾手段时，群众便展开了诉苦说理斗争，直到地主完全

服理为止，这样不仅可以使阶级划得完全正确，而且群众的觉悟在阶级斗争过程中也随之提

高了。 
5、在没收地主的农具粮食时，一般的都自群众中选出代表组成等级、搬运、保管三个

组，分工合作，好处是（1）有组织有秩序，不致发生混乱现象；（2）三组互相监督，避免

贪污包庇。在没收后即行分配，不拖时间。分配的方法是根据需要，自报公议，农代会议定，

农民大会通过，这样做到了所分的是自己所需要的，达到了公平合理。 
当然工作中仍有许多缺点 
1、一部分老干部的经验主义仍很严重，他们看不到形势已经起了变化，群众觉悟已经

提高，他还用老一套的方法在下面“打通思想”“个别串联”“发动诉苦”“发动斗争”，整天

开会，耽误了群众的生产，引起了群众不满。他们机械地认为不开斗争大会不能发动起来群

众，于是没有恶霸强调找恶霸，以没有开斗争大会为憾事，结果拖长了土改的时间，引起群

众反感。有的村庄地主很少，本来可以大致将土地划分一下就算了，他却在那里宣传政策呀、

划阶级呀，闹了很长时间，结果让群众分不到东西，抱怨说：“白耽误十天工夫，误了我的

生产。” 
2、有些干部游击习气很严重，工作没有计划，碰到什么干什么，既不注意收集材料，

又不注意开会研究，只从自己主观思想或一点狭隘经验出发，盲目的瞎干，致使工作不能推

进，问题几生，在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 
3、群众由于觉悟的提高，常常等不到工作组的到达，便自己行动起来，曾前后五个村

发生过自发斗争，其中三个村发生打人的现象，三个村庄清算斗争中侵犯了中农，但也有为

地主操纵准备实施斗争、分田，这些问题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由于发觉得早，纠正得快，

幸而影响不大。 
4、个别干部的国民党作风还很严重，好简单，好命令，遇事不是跟群众商量而是主观

的命令群众行动；对地主恶霸，不是从道理上说服斗争，而是用威吓掴打来解决问题。统计

三个月来前后八个村庄发生过打人事件。有的是在斗争大会上，有的是在划阶级的会议上。

大人的，有的是群众，有的是村干，但也有的是我们的区干，他们感到说不服人时便用“武

力解决”。十七区一个区干说：“我总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打人，好人不打连这坏人也不让打吗？”

于是他就打过两次人，郊委发现这些问题后，发过二次通报，并坚决纠正，才没有使他发展

下去。 
       
 
    因为不动富农财产，贫雇农所得粮食较少，所得牲畜农具尤少，因此有不少贫雇农现在

青黄不接，分了地，缺乏粮食。个别贫农因进城谋生，他分的地荒芜了。13

                                                             
13 《北京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 9-1-208，28 页。 

 



 

四、其他：土改中遇到的问题 

普遍问题 

京郊一月以来土改报告（节选） 

也有些村庄农会成分很复杂，因为各村农会多是摧毁伪保甲制度时成立的，当时曾经吸

收进来一批非农业会员，他们对土地改革不感兴趣，也有的农会里混进了地主富农分子，群

众存在着怀疑、恐惧，同时还有许多农民被关在农会大门外，没有参加农会，土地改革的力

量不能集中，因之农民要求先整顿农会再进行斗争。 
 

    他们把斗争会当成发动群众的唯一方式。因之，在工作中不是从群众的迫切要求出发，

而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着手。结果强迫命令，脱离群众，使工作走了弯路。如二十四区集贤

村，工作组到村后没有了解情况及群众要求，首先向群众提出“反恶霸，找对象”（斗争对

象），闹了十多天，毫无结果。石榴庄硬找了一个斗争对象，结果无人发言。 
 

十七区五合村不走群众路线，到村后召开了几次群众大会讲了讲政策，不经过访问调查

与群众的 xx，便主观主义的提出斗争对象，发动群众诉苦，结果群众在会上提出了九个斗

争对象（其中三个是中农），但都斗不起来，最后干部为了给群众“打气”，带头打人，结果

群众连话也不敢讲了。 
 

    如十六区福田寺十几个农民自发进行的反黑地、反贪污、倒xx斗争中，曾侵犯了七、八

户中农；十七区太阳宫村，发生了私自捆打人的事情。14

   
 

 

北京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 15

一、郊区土地改革在进行五个多月后，现已全部完成（如果加上典型实验三个月，为八

个多月）。统计没收地主土地与征用富农出租土地 394789 亩，征用或没收地主地主粮食

1331894 斤（玉米），房屋 22278 间，农具 66804 件（外有水车 1052 辆，大车 1227 辆，未

计入），牲畜 1743 头，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 52009 户，217091 人，消灭了京郊的封建半

封建剥削制度，贫雇农分得了土地，并照顾了部分非农业人口及半农业人口的土地需要。因

为未动富农自耕自用土地，一方面与地主阶级划清了敌我界限，另一方面又和缓了与富农的

对抗，并稳固了贫雇农与中农的联盟，扩大和稳固了农村统一战线。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健

全了农会，改革和建设了乡村政权，密切了党和人民政府与群众联系。 

 

                                                             
14《 京郊一月以来的土改工作》，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 9-1-208，14~16. 
15 《北京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 9-1-208，28 页。 



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郊区进行土地改革，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的问题。主要是情况

不熟悉，政策有若干改变，干部不够，经验又少，群众组织和觉悟又较老区群众较低。开始

时干部群众思想均较为混乱，不少老干部和贫雇农存在左的情绪，想和老区一样，没收地主

所有的浮财，并且追底财，想平分土地，想动中农。有的干部认为没收的土地归国有，农民

不起劲，觉得富农自耕地、自营地都不动，消灭不了封建。极少还有“坏人不打不吊，解决

不了问题的思想。中农怕批斗，地主、富农怕吊打，怕扫地出门。 
三、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贯彻党的政策，我们除对参加土地改革的干部加以训练、反复

说明政策外，我们的做法和经验是： 
        1、对群众广泛、深刻的进行政策教育，在农民中树立、“生产第一”“天下农民是

一家”的思想，不仅让贫雇农、中农了解政策，并且让富农和地主也知道我们的“底”。经

验证明，凡是政策宣传教育工作做得好的，就能保证农民内部的团结，工作就比较顺利，有

问题也容易解决。否则，就要走弯路。在政策教育工作做得好的地方，也很容易避免乱打乱

杀。如小？门村斗争恶霸时，由于事先反复向群众讲理说服，虽有一些群众高喊“用镰刀杀

了他”，大家却要“送人到法院去”。 
        2、集中干部在巴？等七个村进行土改的典型实验。 
        3、然后把郊区农村分成三批，依次进行土改。规定凡工作组未到的村庄，只许进

行宣传和研究，准备工作，不许动手，以便集中干部，有领导的逐步进行土改工作，避免群

众在自发运动中把土改搞乱了，难于收拾。 
        4、对于郊区土地改革中的领导，因为乡村没有党的支部，所以主要是依靠工作组

和农会结合起来进行。一般是通过农民代表会直接领导土改，这样最易团结、发动农民群众，

防止坏分子曹总把持，迅速了解情况，集中群众意见，并正确贯彻政策。但如果没有工作组

领导则往往流为自发斗争，发生种种偏差甚至在不动富农自营土地的政策下都侵犯了中农。 
        5、划成分时要注意：第一，区别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避免划占有小额出租土

地的非农业人口中的脑力劳动者或体力劳动者为地主；第二，区别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避

免把带有恶霸行为的中农或富农划为富农或地主。第三，先定地主和富农的成分，再区别富

农和富裕中农。第四、地主、富农要自报公议，一般是由农民代表大会商定后，再在农民大

会上宣布，加以讨论和通过。这样可以减少农民内部的争执，避免影响团结，同时也较简便。 
        6、为了防止乱没收，我们除确定哪些可动，哪些不可动外，对于可动的，又确定

一定范围，如农具系确定直接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有的村因开始时未明白确定界限，农民曾

准备把地主所有东西全部都加以没收。 
        7、在土地改革期间，以曾参加土改试验村的干部充当巡视员，协助各村解决问题，

及时向领导上反映情况，纠正偏差。郊委则利用电话等向下级干部保持密切联系，可以防止

偏向发生或迅速克服之。 
        8、完成一村土改，即发一村土地使用证，这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说更为有利。 

四、不动富农的自营自耕土地、坚决保护中农的政策，大大的稳定了中农、富裕中农，

并且极大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热情。有些中农最初认为：“分地没有我们的事。”，后来积极帮

助贫雇农分地，分果实了。有些贫雇农说：“要是动了中农，将来谁敢再往中农道上走。” 
五、不仅贫雇农，中农现在的生产热情极高。有些佃富农和佃中农在开始分他们出租的

一部分土地时，曾有些波动，但后来分得土地后，一详细计算，土地改革后虽只剩了比过去

较少的一部分国家土地，但不用再征租，不用再雇长工、短工，又不用再提心吊胆，还是比

较合算的。现在情绪也好了，生产积极了。以积肥施肥来说，今年平均每亩较去年多一倍。

变旱地为沼地或水浇地的运动很热烈，有的村水地已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估计今年产量可增

加一成以上。 
六、土地改革中曾发生的主要缺点是干部的包？代？作风，很多村庄虽分配了土地，但



却没有认真发动群众，因而缺点很多。 
七、目前存在的问题： 
    1、因为不懂富农财产，贫雇农所得粮食较少，所得牲畜农具尤少，因此有不少贫

雇农现在青黄不接，分了地，缺乏粮食。个别贫农因进城谋生，他分的地荒芜了。 
    2、有些富裕中农特别是富农思想上还有顾虑，雇工要追讨工资，仍怕被“剥削名”，

怕后查再斗争，怕？？？？。很多富农生产消极，有的把菜地变成……或卖地。但由于春耕

中我们强调的生产政策，今年“五一”中央又宣布不动富农土地财产，情绪就大大安定了。 
    3、地主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由于全国胜利大势所迫，同时我们又只动其土地、农

具等五类财产，还给他们留下与农民相等的一份。故一般未公开的、有组织的反对土地改革。

现在大多数都下地耕作了。但有少数地主的？？，有的四处告状，……有的骂…… 
                                        【结尾没有署名和时间，强行掐断了？】 

特殊土地问题： 

1、富农雇工经营部分土地是否征收？ 
   意见：富农雇工经营部分土地相当于经营地主土地，应按处理经营土地处理。 
 
2、封建地主分得地是否确定地权？是否允许出租？ 
   意见：确定地权。因其缺乏劳动力，或从事其他职业无力自耕的，亦可继续出租。租额  
         由东佃双方自由议定。 
 
3、封建地主土地完全出租的，其分得地问题如何解决？ 
   意见：仅先从佃富农所佃土地中解决；如佃户全是中农以下成分的，应由农会与各佃户 
         协商解决。如佃户坚不退佃，则从其它公地解决。 
 
4、逃亡户之土地如何处理？ 
   意见：应先弄清成分。属于地主的，按照市委决定处理；属于富农的，其出租部分照市  
         委决定处理，自耕部分由农会代为租出。属于农民的，处理办法同于富农自耕部 
         分。 
 
5、恶霸强占农民土地如何处理？  
   意见：强占后自耕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一并交还原主；抢占后出租的，所有权归还，使  
         用权由双方协商解决。 
 
6、日本人强占之土地，现已成为公地的，如何处理？ 
   意见：原则上不再归还农民。但在解放后，农民自行收回的，应以说服方式收回其所有  
         权,承认其使用权。但如果人民需收回？用此土地的，应设法解决其生活困难。 
 
7、佃富农出租的土地，是否给予所有权？ 
   意见：按照市委决定，征收地主出租的土地，故不应当给予所有权。 
 
8、解放后地富自动献出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如何处理？ 
   意见：如已通过农会或工作人员的，所有权归公，但承认分后土地农民之使用权；如未，  
         所有权与使用权一并收回。 



 
9、使用公地者之使用权是否永久不动？ 
   意见：除因工作及城市建设及其它原因需用土地外，一般保障使用者的长期使用权；但

如果使用者不好好经营，致使生产力降低，人民政府可随时收回转租别人。 
 
10、土改后私人土地出租，其农业税如何缴纳？ 

意见：按东佃双方收入实数比例分担。 
 

11、是否给革命军人分田？如是，地从何处解决？ 
意见：荣退军人，应给土地，可用反恶霸校出的土地及农会保存的地来解决。至于一般  
      军人，则不给予土地。 

 
12、恶霸经营地主之土地、牲畜、农具如何处理？ 

意见：地权归公，使用权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牲畜、农具即分给使用该地的农民所 
      有。 

 
13、富中农因劳动力不足，耕种不过来，出租土地的怎么办？（解放前） 

意见：弄清成分，按市委决定处理。 
 
14、去冬夺佃转租的，是否亦原耕不动？ 

意见：原耕不动。 
 

15、工商业资本家之工商业足以维持生活，另在乡下有小块土地出租的，其土地是否没收？ 
意见：没收。 
 

16、石景山钢铁厂外土地（现允许农民耕种），如何处理？ 
意见：如工厂暂时不用的土地，可分给农民使用。何时工厂要用，何时收回。 
 

17、公地变私地的，如原 19 区跑马夯土城之公地，早已为群众所开垦，且已有税契的，如

何处理？ 
意见：不论是否税契，所有权一律收回，但仍维持原耕。至其应纳之农业税，按市委决 
      定十一条处理。 

 
18、清河天主堂地 1300 亩，往年雇人耕种。今年出租 541 亩，其余仍雇工耕种，有私学一

所，  全靠土地维持，应如何处理？ 
意见：按附件第八条处理。 
 

19、通州市商会有地 70 亩，出租，如何处理？ 
意见：所有权归公，使用权不动。 
 

20、煤窑出租的如何处理？ 
意见：小煤窑的矿权，现在已允许私有，不应有所侵犯。其出租的，不应算封建剥削， 
      在土改中不应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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