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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农业生产与收成
、

产量研究

刘克祥

内容提要 一 年间
,

由于历 史的积 累
,

全国生 态环境和农业 生

产条件呈现继续恶化态势
。

年农业 恐慌大爆发
,

最终导致全 国农业和

农村经济破产
。

年农村经济开始复苏
,

但直至 年抗 日战争爆发
,

仍 未恢复到农业 恐慌前的水平
。

因为 自然 灾害频繁
,

损 失惨重
,

农业收成不

稳
,

土地产量起伏波动
,

但均低于
“

常年
”

水平
。

一 年的农业产量 变

化
,

呈现明显的马鞍形
。

年是鞍底
, 、

年为鞍峰
。

但最高年份

为 年
,

而 非通常说的 年
。

人均粮食 占有量也在下 降
,

既大大低 于

清代前期的水平
,

也比 世纪 年代减 少 了将近一成
。

所有这些
,

都无法

证明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农业生产有重大发展
。

关健词 农业生产条件 经营规模 耕作制度 作物产量

近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和衰退状

态
。

当然
,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岁月中
,

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也有

其发展变化的一面
,

但大都是局部的或短时间的 如糖蔗
、

茶叶生

产等
,

不足以改变和扭转停滞
、

衰退的整体态势
。

蒋介石 国民党

上台后
,

这种停滞和衰退的态势非但没有改变
,

反而有进一步加剧

的趋势
,

到 年
,

全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更陷人全面破产的

境地
。

年农村经济开始复苏
,

但直到 年抗 日战争爆发
,

仍未恢复到 年农业恐慌爆发前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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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间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严重衰退直至破产
,

有

多方面的原因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外国农产品倾销
,

导致国

内农产品价格的惨跌和农业恐慌的大爆发 异常频繁的全国性 自

然灾害 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对东北的占领
,

等等
。

但是还

有一个更重要 的原因
,

即蒋介石国民党背叛孙 中山
’‘

扶助农工
” 、

“

平均地权
” 、

实现
“

耕者有其 田
”

的方针
,

反 对和取消
“

二五减租
” ,

无视广大农民的疾苦
,

极力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

纵容封建地

主的残酷剥削
,

在水利灌溉和农业推广方 面又无 目标明确和切实

可行的方针政策与措施步骤
,

严重挫伤 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

由于篇幅的限制
,

本文不展开讨论国民党政府的土地政策与

农业措施
,

仅集中考察 一 年间的农业生产状况与水平
。

一
、

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条件

一 年间
,

由于历史的累积和 国民党政府的漠视
,

全

国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有继续恶化之势
。

森林毁坏
,

水利失

修
,

生态环境恶化
,

水旱灾荒愈加频繁
,

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经济造

成的损失十分惊人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关于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农 田水利问题
,

近年已有若干研究成果面世
,

但大多是专论某一地区 如山西
、

东

北
、

甘宁青地区等 ① 或某一方面 如主管水利机关
、

导淮工程
、

机

灌事业等
,

或者是在综合论述民国时期或近代的水利问题时
,

涵

① 如李三谋《阎锡山在山西施行的水政 《中国经济史研究 》 年第 期
、

松辽委

等 民国时期东北的水利建设 》《水利史志专刊 》 年第 期
、

罗舒群《民国时

期甘宁青水利建设论略 》《社会科学 》 年第 期 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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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农 田水利 ① ,

专门和系统论述国民党政府时

期尤其是 一 年农田水利问题的尚未一见
。

一 年的 年间
,

除少数地区和若干中小型工程外
,

国民党政府在农田水利方面不仅没有采取重大措施
,

兴建大型工

程
,

反而大肆贪污
、

挪用过去多年积累和备用的水利工程款项
。

国

民党政府中央和各省地方虽设有水利机构
,

但往往只是征收和挪

用水利费
,

并未真正兴修水利
。

年 月
,

国民党成立
“

全国

水利统一委员会
” ,

宣布自该年度起
,

于中央总预算内年列中央水

利费 万元
。
② 但 国民党贪污挪用 的水利工程费动辄上千万

元
。

年蒋阎战争期间
,

财政部长宋子文一次就挪用湖北堤防

费千余万元
。 ③ 一 年间

,

蒋介石
、

宋子文和湖北省地方官

僚将该省多年积存的堤防修筑费数千万元挪作军费
,

借机以饱私

囊
。 ④ 山东

、

河北及湖南滨湖各县
,

江苏阜宁
、

江阴西乡
、

川沙横沙

等地的河工
、

堤好
、

水闸
、

浚河诸费
,

也都被贪污挪用
。 ⑤

不仅如此
,

国民党及其军队与地方官绅出于军事
、

财政或其他

目的
,

还任意破坏堤防
、

水利
,

或阻挠农民 自发组织修筑或加固堤

① 如曹必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主管水利机关概述 》《民国档案 》 年第

期
、

康复圣《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导淮委员会和导淮工程 》《民国档案 》 年第

期
、

成金山《中国近代机灌事业的发展 》《中国农史 》 年第 期 等
。

② 农业周报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③ 娜用款额一说为 万元
,

一说为 万元
,

总之在 万元以 上 陶直夫

年大水灾中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 》
,

《新创造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一 页
。

④ 陶直夫 年大水灾中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 》
,

《新创造 卷第 期
,

第 一
页

。

⑤ 李作周 《中国底 田赋与农民 》
,

《新创造 》第 卷第
、

期合刊
,

犯 年 月
,

第

页 文振家 《今年的水灾一瞥 》
,

《中国实业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 》第 号
,

年 月
,

第 页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

改革委员会 《地主罪恶种种 》
,

浙江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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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西北军将河南黄河固堤树木砍伐一空 绥远托县官府将黑河堤

岸杨柳砍伐殆尽
,

售卖得价 四川军阀刘文辉
、

黄隐等在 年混

战期间
,

多次掘毁都江堰
,

致使十多县成灾 江苏川沙县堤务局不

仅 自己不修堤
,

还禁止和阻挠农民修堤
。

堤务局官吏恐农民修堤

后
,

明年无法加租
,

于是当农民 自发加宽堤岸时
,

堤务局官吏便拿

藤条将修堤农民驱散
。

他们
“

但愿年年决 口
,

大家发财
” 。

①

大量资料显示
,

世纪二三十年代
,

不少地区 的水利灌溉条

件明显恶化
。

江苏宜兴
,

位处太湖流域
,

境内湖荡棋布
,

河渠纵横
,

雨量丰富
,

排灌便利
,

堪称鱼米之乡
,

但到 年代末 年代初
,

因

河渠不浚
,

好堤失修
,

加以排灌仍用人力畜力
,

以致
“

水旱灾荒
,

纷

至沓来
,

农村经济破产
” 。 ② 浙江东 阳

,

本有南北两大溪流可资灌

溉
,

但因水利不修
,

山无林木
,

水灾时起
,

堤岸坍塌
,

河床成倍加宽
,

耕地 日减
,

沃壤变沙滩
, “

所在皆是
” ③。

福建顺 昌
,

水利灌溉设施

大都湮废
。

据 年县志载
,

破
,

前志有名者十
,

今存八
,

废者二

渠一
,

今塞 池一
,

不详 井有名者九
,

今废者五
。 ④ 湖北大冶

,

据说
“

几乎无灌溉系统可言
” ,

蓄水设施
“

一点没有
” ,

沟渠也
“

太少
” ,

水

田仅凭山水 自然流灌
。

结果
, “

大雨来 了便是潦
,

半月不雨便是

旱
” 。 ⑤

① 方华 《灾荒中的河南农村 》
,

《新创造 》第 卷第
、

期合刊
,

第 页 达生 《灾荒

打击下的中国农村 》
,

《东方杂志 》第 卷第 号
,

年 月
,

第 页 胡伊默

《中国农业恐慌的特殊性 》
,

《新中华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地主

罪恶种种 》
,

第 页
。

② 徐洪奎 《宜兴县乡村信用之概况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 》
,

《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

陆土地问题资料 》以下简称《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台湾
,

成文出版社 年

版
,

第 乡一 页
。

③ 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丛刊 《浙江八县农村调查报告 》
,

年版
,

第 一 页
。

④ 民国《顺昌县志 》卷
, “

水利
” ,

年版
,

第 一 页
。

⑤ 李若虚 《大冶农村经济研究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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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和西南云贵地区情况也大致相同
。

广东海康
,

地属丘陵
,

因水利设施缺乏
,

洋 田忌旱
,

坑 田忌涝
,

往往此丰则彼歉
,

鲜得两

利
。 ① 四川名山

、

中江
、

南充等地
,

灌溉皆恃堰塘
,

但因长期疏于浚

修
,

大都淤浅
,

效用 日减
。

名山池塘
“

惜均浅狭
,

不足 以御大旱
” 。

塘水在插秧时大都已汲尽
,

此后惟赖天时
, “

偶遇水旱遍灾
,

往往束

手无获
” 。 ② 中江原多古凿大塘

,

广或十亩或数十亩
,

但均
“

年久淤

塞
,

小旱即歉收
。

阖邑情形皆同
” 。 ③ 南充则

“

土木不兴
” ,

水利不

讲
, “

各地公堰率多失修
,

蓄水破塘积久淤涸
” 。 ④ 三 台山多 田少

,

又不重水利
,

涪江
、

凯江两岸开堰者少
,

近山溪者惟恃溪水灌 田
,

“

偶有小旱
,

立见涸竭
” ⑤。

相对于南方而言
,

北方水利灌溉设施更少
,

旱涝更频繁
,

农业

依赖天时的程度更深
。

甚至现成的排灌水源或工程
,

也很少利用
。

如苏北沐阳
,

境内河流纵横
,

但农地
“

尽属旱地
,

全无灌溉排水之可

言
,

遇天旱水患
,

惟有束手待毙
” ⑥

。

河北吴桥
,

虽有运河穿越县

境
,

但除沿河村庄有少数农民利用河水灌溉小规模的菜园外
, “

至

于农民合伙引水灌溉作物的
,

不但没有
,

而且连提倡的也没有
” ,

井

灌亦
“

寥寥无几
” 。 ⑦ 山东馆陶

,

卫河纵贯境内
,

但两岸农村除少数

菜圃外
,

无引以灌田者
。 ⑧ 胶东莱阳

,

五龙
、

大沽两河流纵贯境内
,

水源充足
,

但
“

沟恤之制不讲
,

防水蓄水无术
” ,

以致
“

每遇水旱
,

辄

民国《海康县续志 》卷
, “

食货二
·

土货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名山县新志 》卷
, “
食货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中江县志 》卷
, “

建置一水利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南充县志 》卷
, “

舆地志
·

水利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三台县志 》卷
, “

物产
” ,

年版
,

第 页
。

虞龙江 《沐阳农村鸟瞰 》
,

《农村经济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张静恒 《吴桥县农村概况 》
,

《津南农声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民国《馆陶县志 》
, “

政治志
” ,

年版
,

第 页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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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灾患
” 。 ① 河南祀县

,

地势平坦
,

境内又有惠济河及其支流水系
,

地下水位也较高
,

河灌
、

井灌的条件都不错
。

但农 田灌溉全无
,

旱

涝收获
,

均听 自然
。 ② 绥远河套地区

,

原在开垦过程中建起了一套

较完整的水利灌溉系统
,

获得了
“

黄河百害惟富一套
”

的经济效益
。

清末民初
,

河套水利 日益窟败
,

到国民党上台后更每况愈下
,

水利

已成水害
。

旧有渠道
,

大部淤塞
。

原河套干渠可灌地 万顷
,

到

年时减至 顷
。

包头三湖河长 余里
,

灌溉面积

余顷
,

一 年间
,

仅有青苗 余顷 ③
,

不到原来的 忍
。

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 尚且如此
,

一些干旱缺水或水利条件恶

劣的地区情况则更严重
。

如河南绳池
, “

山高水深
,

向无水利
” , “

一

遇旱膜
,

束手待毙
” ④。

祀水情形大致相似
,

相当一部分地区非冈

即山
,

地下水源深达数十丈
,

纵欲凿井
,

无能为力
。

结果
“

遇旱即

干
,

遇涝则山水爆发
,

上 冲下压
,

地即破坏
” 。 ⑤ 武阶也是

“

水利不

兴
,

一遇干旱
,

束手待毙
” ⑥。

河南全省
, “

堤防沟渠之设置失修
,

山

林川泽之禁令未备
,

河道淤塞
,

有山皆童
,

洪水大旱之为患
,

无年无

之
。

百业衰落
,

民生凋敝
,

农业金融亦因之涸竭
。 ” ⑦ 山西平顺

,

地

处太行山中
,

水利设施
“

绝无仅有
” ,

全县有水利灌溉的土地只有两

千余亩
。 ⑧ 察哈尔怀安

, “

旱地最多
,

未凿井泉
,

全恃天雨
。

如遇春

旱
,

即不能如期下种 如遇秋旱
,

便就成灾
,

无法补救
,

惟有仰天兴

① 民国《莱阳县志 》卷 之
, “

实业
·

农业
” ,

年版
,

第 页
。

② 郑统九 《凋敝的豫东农村 》
,

《农村经济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③ 《绥省屯垦现状 》
,

年 月 日《大公报 》
。

④ 民国《重修泥池县志 》卷
, “
实业

” ,

年版
,

第 巧 页
。

⑤ 民国《祀水县志 》卷
, “

实业
” ,

年版
,

第 页
。

⑥ 民国《续武涉县志 》卷
, “

食货志
” ,

年版
,

第 页
。

⑦ 刘茂增 《河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页
。

⑧ 赵梅生 《平顺县农村经济概况 》
,

年 月 日天津《益世报 》
。

第 一 页
。

册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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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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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而已
。 ” ① 甘肃崇信

, “

水利无人问津
” 。

河西走廊一带
,

同样毫

无水利设施
,

以致
“

稍雨成潦
,

一晴即旱
,

水旱成灾
,

收获无望
,

生计

断绝
,

饿俘载道
” 。 ② 西北其他地区也大致如此

。

当然
,

某些地区也有若干农田水利建设
,

并取得一定成效
。

江

苏对苏北六塘河进行了疏浚和修治
,

改善了六塘河流域的水利灌

溉和农业生产条件
。

河南淇县西北境开挖灌渠 余里
,

利用淇

水灌地 万亩
,

预计续加扩充可灌地 万亩
。

所灌之 田
,

每亩

可增收 斗
。 ③ 山西据 年的统计

,

一 年共新开灌渠

条
,

预计可灌地 市亩
,

年末实际 已灌地 市

亩
。 ④ 陕西关中地区

,

一 年间先后修筑或修复径惠渠
、

渭

惠渠和梅惠渠
,

分别凿引径河
、

渭河
、

石头河水灌溉农 田 万余

亩
。 ⑤ 新疆伊犁地区

,

一 年也曾兴修水利
,

耕地面积扩

大
,

从 年的 万市亩增至 年的 万市亩
。 ⑥

河北
、

山东
、

河南部分地区
,

随着棉花等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
,

井灌得到不同程度的推广
。

少数地区如山东桓台
、

河北定县等
,

灌

溉已较普遍和完善
。

桓台滨河各处皆引河水灌田
,

离河较远之地
,

则凿井浇灌
,

几乎无地无井
。

凿井之法及灌溉之器亦颇精良
。

农

产不尽受天时影响
,

故收获丰而 民不匾
。
⑦ 定县凿井也较普遍

,

全

民国《怀安县志 》卷
, “

农业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崇信县志 》卷
, “

舆地志
” ,

年版
,

第 页 李扩清 《甘肃河西农村经济

之研究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淇县农村现状调查 》
,

河南《农林季刊 》第 卷第 期
, “

调查
” ,

年 月
,

第

页
。

据陈其采等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 》商务印书馆 年版 第 一 页统计
。

原为公亩
,

现折成市亩
。

王成敬 《西北的农田水利 》
,

年版
,

第 一加 页
。

张之毅 《新级之经济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新修桓台县志 》卷
, “

实业篇
” ,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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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井灌地约 占耕地 的十分之七八
。

不过该县井灌 主要还是在

年以前发展起来的
。

据统计
,

该县 年有灌井 万眼
,

年增至 万眼
,

年间新增 万眼
,

到 年有灌井

万眼
,

年间仅增 千眼
。 ① 河南淇县城东一带

,

进人 年

代
, “

凿井甚多
” ,

架置水车 余台
,

可灌地 万余亩
。 ② 有的

地区虽也有所行动
,

但因种种原因
,

未有实效
。

如察哈尔建设厅曾

购置掘井机器
,

分发各地开凿
,

均以地质和经费问题未能获效
,

仅

怀来掘成新井 眼
。 ③

不可否认
,

这一时期某些地区的农 田水利尤其是井灌有所发

展
,

个别地方政府 如山西省政府 在农田水利方面也有所建树 ④
,

但仍然无法改变或掩盖水利状况 日益恶化的总趋势
。

上述大量资

料显示
,

相对于水利发展而言
,

水利破坏或根本无水利灌溉可言的

地区要多得多
。

从全国范围看
,

农田水利的兴修和改善是个别的
、

局部的
,

而水政的废弛
、

农 田水利的破坏是大量的
、

整体的飞

各地的森林和植被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
。

森林面积和覆

盖率继续下降 植被状况越来越差
,

荒山秃岭
,

所在皆有
。

在南方
,

如福建上杭
, “
邑中诸山

,

多一望灌灌
” 。

旧时各处竹树成林
,

乡民

立约保护
,

禁令纂严
, “

乡人遵守
,

周敢逾越 近则人心不古
,

盗砍盗

挖
,

公然无惧
。

耕山者亦徒劳无成
,

不加人力
” ,

以致杉竹林木 日

少
。

旧时杉木运售潮汕
、

佛山等处
,

年达数十万
,

今已稀少
。 ⑤ 四

川名山
,

年的记载称
, “

迩来原限冈陵
,

童童若幕
” ,

森林被砍

① 吴半农 《乡村十 日记 》
,

年 月 日天津《益世报 》
。

② 河南《农村季刊 》第 卷第 期
, “

调查
” ,

第 页
。

③ 陈赓雅 《西北视察记 》
,

年版
,

第 四 页
。

④ 李三谋 《阎锡山在山西施行的水政 》
,

中国经济史研究 》 年第 期
。

⑤ 民国《上杭县志 》卷
, “

实业志
” ,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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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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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殆尽
。 ① 南充因生齿 日繁

,

耕地不足
,

山限岩隙无不开垦
,

森林

尽遭毁坏
,

除高山顶部
、

寺观附近外
,

无有保存者
。 ② 云南石屏

,

也

因烧柴砍伐
, “ 四山皆童

” 。 ③

北方地区
,

除东北
、

内蒙部分地区外
,

植被状况更差
。

山东莱

阳
, “

童山秃岭
,

一望灌灌
”

河南亦是
“

有山皆童
” ④ 山西也一样

。

世纪 年代有调查说
,

沿汾河从南部一直到太原
, “

沿途所见
,

童山灌灌
” ⑤。

察哈尔全省处处
“

灌灌童山
,

漠漠荒原
” 。

据

年该省建设厅统计
,

森林面积仅 占全省 土地面积的
,

其中

万全更低至
,

而商都
、

宝昌
、

康保等县则完全没有森林
。

而

且所谓森林
,

亦不过若干
“

稀疏历落之杂树而已
” 。 ⑥

农田水利和森林植被是农业生产的两个最基本条件
。

农田水

利的破坏和缺乏
,

导致农田灌溉面积的缩减和排灌能力的下降
,

越

来多的耕地变成了
“

雷公田
” ,

农田能不能种
、

种了能不能收以及收

多少
,

都依赖老天爷的恩赐
。

而森林植被的破坏导致水土流失
、

土

壤贫膺沙化
、

气候恶劣
、

雨水失调
、

旱魔肆虐
、

水旱频仍
,

导致畜牧

业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恶化
,

畜缺饲料牧场
,

人缺燃料
,

地缺肥料 绿

肥
、

草木灰等
,

原本用于养地的作物秸秆
,

全部充当燃料和饲料
,

以致土地愈加贫膺
。

因此
,

十分明显
,

无论从农田水利还是森林植

被看
,

一 年间的农业生产条件都没有多大改善
,

甚至进

一步恶化了
。

民国《名山县新志 》卷
, “

食货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南充县志 》卷
, “
物产志

·

农业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石屏县志 》卷
, “
风土

·

农业
” ,

年版
,

第 页
。

刘茂增 《河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魏泽之 《山西租佃制度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何台孙 《察哈尔农村经济研究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一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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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耕畜和农具装备

长期以来
,

畜力短缺
、

农具简陋而不配套一直困挠着中国的农

业生产和农民大众
。

一 年间也仍无改善
。

清末民初 以来
,

大部分地区的耕畜数量不断下降
。

这一时期
,

这一下降趋势不仅未能遏制
,

甚至进一步加剧
。

耕畜是传统农业的主要动力
,

畜力的充裕与否直接影响和制

约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发展
。

但是
,

耕畜尤其是骡马和水牛等

大耕畜的饲养
,

受到农户经营规模和经济能力的制约
。

从饲养能

力和经济效益看
,

饲养一头大耕畜所必须的耕作面积
,

北方约 为

亩
,

南方约为 亩
。

由于经营面积过小
,

相当一部分农户养不

起耕畜
,

即使饲养
,

也不经济
。

过小的个体农业经营成为解决畜力

问题的死结
。

基于上述原因
,

耕畜短缺是各地农户面临的严重问题
。

据统

计
,

一 年
,

全国共有耕牛 万头
,

平均 家农户
、

亩耕地才有一头耕牛
。 ① 而且在不同地区和农户之间耕牛分配

极不平衡
,

具体到某些地区
,

耕畜短缺程度更为突出
。

如江苏常熟

严家上村
,

抗战前夕有农户 家
、

耕地 亩
,

仅有耕牛 头
,

平

均 户才摊一头 镇江某村 余农户
,

仅有耕牛 余头
,

每

户才有一头耕牛
。

另据 年报载
,

浙江海宁全县只有 头

耕牛
。 ②

① 刘行骥 《中国耕牛问题 》
,

中国实业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中华民国统计提要 》 年辑
,

第 乡一 页
。

② 满铁上海事务所 江苏省常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 》
,

年版
,

第
、

页

张淑琼 《中国农村破产之原因及救济办法 》
,

《农业周报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日
,

第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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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镇江
、

海宁的情况可能是个别的
,

但耕畜严重不足在江南

和南方地区则十分普遍
。

浙江全省 县中
,

县耕牛不足
。 ① 在

云南昆明
、

曲靖
、

沽益
、

马龙
、

宣威等地
,

亩 以下的小农占绝大 比

重
,

而他们多半无力购买和饲养耕牛
。 ②

北方地区的耕畜短缺程度甚至更为严重
。

世纪 年代

后
,

北方战争不断
,

军事征发和战争破坏
,

加上水旱灾荒和土匪劫

杀
,

导致耕畜不断减少和严重不足
。

据 年对北平 四郊的调

查
,

家农户共有各类耕畜 头
,

平均 户才有一头耕

畜
。
③ 而且其中骡马主要用于运输副业

,

而非农业耕作
。

河北全

省据 县的报告
,

计养用
“

相等
”

的 犯 县
, “

盈余
”

的 县
,

其余

县均报
“

不敷
” ,

不敷之数达八九万头
。

另据国民党政府统计局调查
,

河北
、

河南
、

山东 省耕牛与农

地的比率均超过一与一百之比
,

其他各省也均属不敷
。 ④ 在山西

,

耕畜十分稀少和珍贵
。

普通农户是养不起耕畜的
,

只能雇大地户

的耕畜犁地
。 ⑤ 陕西省

,

据 年对华县
、

华阴等 县的调查统

计
,

共 有 耕 牛 头
,

短 少 头
,

相 当 现 有 耕 牛 的
。 ⑥

不仅如此
,

无论南北
,

各地农户的耕畜数量还在进一步下降
。

浙江嘉善顺恳村
,

一 年的 年间
,

无牛户 由 年的

《中国实业志
·

浙江省 》第 编第 章
,

年版
,

第 页
。

王心波 《云南省五县农村经济之研究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巧 页
。

北平市政府刊 《北平市四郊农村调查 》
,

年版
,

第 页
。

刘行骥 《中国耕牛问题 》
,

《中国实业 第 卷第 期
,

第 一 页
。

张稼夫 《山西中部一般的农家生活 》
,

见千家驹《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 》
,

上海中华

书局 年版
,

第 一 页
。

《关中四十余县耕牛数量的调查 》
,

农村经济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一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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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增至 年的 户
,

复增至 年的 户
,

而养牛 头及

以上的农户由 户减少到 户
。 ① 四川灌县

,

年有报道说
,

“

四乡耕牛
,

年来数 目大减
,

统计现有七千余头
,

较前年约减三分之

一
” 。

全县平均每 亩地才摊一头耕牛
。 ② 整个川西地区多以人

代牛
。 ③

在北方
,

年有调查说
,

河北沧县白兔庄
,

巧 年前耕牛不下

余头
,

尚堪 自给 自足 现在 只剩 头 ④ ,

差不多减少了
。

易县尧舜口村
,

年的耕畜数量 比 年前减少了
。 ⑤ 临城

管等村
,

年同 年前相 比
,

役畜从 头减少到 头
,

下降

了
。 ⑥ 平谷夏各庄

,

据说由于农民面临着 自身的食料问题
,

无

暇考虑家畜饲料
,

包括耕畜在 内的家畜饲养头数也渐次减少
。 ⑦

河北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

南皮
、

沧县
、

平山等 县 村的

调查材料显示 详见表
,

农户中养畜户逐年减少
,

而无畜户逐年

增加
。

年间
,

农户总数由 户增至 户
,

养畜户反而由

户减少到 户
,

无畜户 由 户增至 户
,

上升了近 倍
。

养

畜户所养耕畜的数量也在减少
。

按养畜户计算
,

年平均每户

养畜 头
,

年减至 头
,

到 年只有 头 了
。

年

① 陈翰笙 《现代中国之土地问题 》
,

见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论 》
,

上海黎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② 李国祯 《四川的农村高利贷 》
,

《中国农村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③ 吕平登 《四川农村经济 》
,

商务印书馆 年版
,

第 页
。

④ 杨梦燕 《沧县白兔庄概况调查 》
,

《津南农声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⑤ 崔作林 《易县尧舜 口村概况 》
,

《津南农声 》第 卷第
、

期合刊
,

年 月
,

第

页
。

⑥ 远 《河北一个农村经济的调查 》
,

《中国经济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⑦ 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 《蓟县纪各庄
,

平谷夏各庄
、

小辛寨
、

胡庄农村实态调查报

告 》
,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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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农业生产与收成
、

产量研 究

间减少了
。

耕畜总数由 年的 头减至 年的

头
,

年间减少了将近
,

可见下降幅度之大
。

表 河北南皮等 县 村农户耕畜饲养情况变化表《 一 年

年年份份 农户户户 养 畜 户户

总总总数数数数数数数无无无无奋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
头头 忍 头头 头头 头头 头头 头头 头头 小计计

资料来源 据《津南农声 》第 卷第
、

期合刊及第 卷第
、

期有关各村调查材

料综合计算编制
。

陕西一些地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

据对渭南 村
、

绥德 村

和凤翔 村的调查
,

年的耕畜数量同 年相 比分别减少

了
、

和
。 ① 合卜县 村农户中的无畜户比重 由

年的 上升到 年的
,

年间增加 了

个百分点
。 ②

农村耕畜数量的这种大幅度减少
,

绝不是个别和局部现象
。

年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公布的材料说
,

年间全国耕牛减少了
。 ③

全国耕畜数量缺乏准确全面的统计
。

北洋政府农商部和国民

党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相关统计或估计均缺漏甚多
。

前者在畜

种方面未涵盖北方的重要耕畜骡
,

地区除第三次农商统计外缺漏

亦多 后者在地区上只限于关内 省区
。

由于资料的残缺
,

无法

准确进行远期比较
。

仅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调查方法和范围划

②

③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 《陕西省农村调查 》
,

上海商务印书馆 年版
,

第
、

、

页
。

陈翰笙 《现代中国之土地问题 》
,

见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论 》
,

第 页
。

张淑琼 《中国农村破产之原因及救济办法 》
,

《农业周报 》第 卷第 期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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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可用 以进行短期 比较
。

现将其估计列为表
。

如表
,

一

年短短 年间
,

耕畜总数下降了 个百分点
。

这与上 面提到

的一些典型调查或估计大体吻合
。

表 关内 省区耕畜数 估计 一 年

单位 千头 年数

年年 份份 骡 马马 驴驴 牛牛 合 计计

实实实数数 指数数 实数数 指数数 实数数 指数数 实数数 指数数

资料来源 据《农情报告 》第 卷第 期
,

第 页 第 卷第
、

期合刊
,

第 页综

合计算编制
。

耕畜的质量也在下降
。

在北方
,

耕畜种类绝大部分是驴
,

其次

是黄牛
,

骡马很少
。

前述沧 县 白兔庄 的 头役畜中
,

头是

驴
,

头是黄牛
,

骡马分别只有 头和 头
。 ① 平谷夏各庄

、

小辛

寨
、

胡庄等 村的 头役畜中
,

骡马也只占
。 ② 在河南

,

因牛

黄牛
、

驴效力低
,

被称为
“

坏牲 口 ” ,

骡 马效力高
,

被称 为
“

好牲
口 ” 。

年的调查称
,

豫 中豫南一带
,

近年来
“

坏牲 口 ”

充斥农

村
, “

好牲 口 ”

几近绝迹
。 ③

值得注意的是
,

一些地区由于人多地少
,

劳力过剩
,

工价低贱
,

使用雇工 比役畜更便宜
,

一些有能力饲养役畜的富裕农户也宁可

雇工
,

而不养或少养役畜
。

河北枣强杜雅科村就是这种情况
。 ④

① 杨梦燕 《抢县白兔庄概况调查 》
,

《津南农声 》第 卷第 期
,

第 页
。

⑧ 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 《蓟县纪各庄
,

平谷夏各庄
、

小辛寨
、

胡庄农村实态调查报

告 》
,

第
、 、

页
。

③ 张锡昌 《河南农村经济调查 》
,

《中国农村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④ 杜连霄 《枣强杜雅科农村概况调查 》
,

年 月 日天津《益世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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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农业生产与收成
、

产量研 究

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大型农具的短缺
、

肥料的匾乏也未有

缓解
。

不可否认
,

一 年间
,

某些地区也有少量农具的改 良

和新式农具的试验及采用
。

如江苏无锡
、

常州
、

宜兴
、

苏州以及河

南安阳等地
,

少数农户购买或租用 主要是租用 抽水机
,

江苏青浦

少数农户使用构造简单的打谷机
。 ① 河北定县

、

河南安阳
、

山东莱

芜等地的灌井抽水器具也有改进
,

即由旧式辘护改为水车
,

水车结

构和式样也有变化
,

由初时的熟铁大轮改为后来的生铁齿轮
,

既轻

便省力
,

又降低了造价
,

据说
“

农民多乐用
” 。

② 河北永年县则有人

发明
“

灌田机
” ,

报载价格低廉
,

人工较省
,

安装容易
,

朴实耐用
。
③

惟推广情况不详
。

江西吉安
,

水田中耕一直使用传统的有齿推耙
,

约在 世纪 年代
,

一
、

三两区新制成有齿滚轴推耙
,

据说较旧

式推耙
“

事半功倍
” 。 ④ 新式农具生产方面

,

年江苏在苏州创

设省立农具制造所
,

制造各种规格的柴油发动机
、

抽水机以及打稻

机
、

玉米脱粒机
、

水 田 旱 田 多头犁
、

新式钢犁
、

三齿 五齿 中耕

机
、

玉米 棉花 条播机
、

碾米机等
。 ⑤

不过
,

所有这些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

发展速度极为缓慢
。

以江

邓宗岱 《江苏之机力抽水灌 田事业 》
,

《河北农矿公报 》第 号
,

年 月 任培

元 《试办中之武锡电力灌溉 》
,

年 月 日天津《益世报 》民 国 续安阳县

志 》卷
, “

实业志
” ,

年版
,

第 页 丁宗儒 《青浦农村概况 》
,

农行月刊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民国《定县志 》卷
, “

舆地志
·

物产篇
” ,

年版
,

第 页 民国《续安阳县志 》卷
, “
实业志

” ,

年版
,

第 页 王毓锉 《山东莱芜农村状况 》
,

年 月 日

天津《益世报

农业周报 》第
、 、

合号
,

年 月 日
,

第 页
。

民国《吉安县志 卷
, “

民事志
” ,

年版
,

第 一 页
。

参见该厂刊登于《农村经济 》第 卷第 期 年 月 以及其他各期的产品广
七
仁

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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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进
、

无锡电力灌溉为例
。

该地从 年创办电灌
,

是年即有

戚墅堰电厂承办电灌业务
。

年 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将电

厂改为
“

国营
” ,

同时成立
“

灌溉委员会
” ,

将原有电灌业务一并接

收
,

于 年设立武锡区办事处
,

正式营业
。

机构成立了
,

但电灌

业并无多大进展
。

年 的电灌面积 为 亩
,

年为

亩
,

年只增加
,

同 年相 比
,

也只增加
,

电灌

面积仅占两县农 田总面积的
。 ① 更有不少地方半途而废

,

或完全失败
。

如江西宜春
,

年曾由县政府
“

公购
”

抽水机一

台
,

拟行示范推广
,

卒以不谙修理
,

越岁机器毁坏
,

遂成无用
, “

人民

视为畏途
” ,

再无用者
。 ② 四川南充

,

世纪 年代中有人曾以巨

款购进抽水机
,

拟在都尉坝试用
,

最终因
“

群情疑沮中止
” 。 ③ 广东

花县某乡
,

曾以族款购进抽水机一 台
,

价值万余元
,

但因经手人舞

弊
,

未有锅炉
,

机件一直睡在祠堂里
。 ④ 至于拖拉机等大型农业机

械的使用
,

则只限于吉林
、

黑龙江等少数农业新垦区
,

而且也以失

败告终
。

总部设在庆安 的开发局
,

曾大量引进农业机械
,

试图加速两省的土地开垦
,

但由于缺乏技术熟练的拖拉机手和技

工
,

加上管理不善
,

用豆油取代机油
,

使拖拉机在很短时间内变成

了一堆废铁
。

据说到 年前后
,

又退 回到 了
“

原始的耕作方

法
” 。 ⑤

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
,

农民仍然沿用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传

统工具
,

无论南北
,

概莫能外
。

如江西宜春
,

农民耕作所用 的犁耙

① 任培元 《试办中之武锡电力灌溉 》
,

年 月 日天津《益世报 》
。

② 民国《宜春县志 》卷
, “

实业志
” ,

年版
,

第 页
。

③ 民国《南充县志 》卷
, “

舆地志
” ,

年版
,

第 页
。

④ 江苹 《广东花县农村经济概况 》
,

《中国农村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⑤ 《海关十年报告 》 一 英文 第 卷
,

哈尔滨
,

第 一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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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农业生产与收成
、

产量研究

来耙
、

参箕镰刀 等各种农具
, “

多沿用 旧法
,

鲜有改 良
” ① 广西平

乐
,

农用犁耙锹锄
、

水车风柜
, “

陈陈相因
,

一成不易
,

类皆粗笨
” ②

来宾农器
, “

半属粗劣
,

除通常所谓犁耙者外
,

无他利器
” ③ 四川巴

县
,

农业者
“

未睹新式农器为何物
,

即或见之
,

亦茫然不知所用
,

其

所握持
,

犹千百年旧物也
” ④ 键为农器也

“

大都为旧式
” ,

鲜有采用

新式者
。 ⑤

南方如此
,

北方尤甚
。

苏北徐
、

海各县
,

所用农具
“

仍系千百年

来的旧式用具
” ⑥ 河北枣强

,

各类农具
“

均墨守旧法
” ⑦ 河南洛阳

,

“

一切农具墨守数千年旧法
,

毫无改进
” ⑧ 祀县农具

“

都是因陋就

简
,

马虎从事
” ⑨ 察哈尔地区

,

农具不仅
“

简单
” ,

甚至须用铁制做

的犁耙等也
“

因陋就简
,

以木为之
” 。。

如此等等
,

各地皆然
。

即使这种简陋
、

粗笨的旧式农具也不充足
,

并非每家农户都有

资力置备和添补
,

甚至仅有的几件农具也被典当变卖
。

如四川一

些地区的农民普遍变卖农器
,

以救眉急
,

事后又无力重新购置
,

只

得高价向地主富农租用
。 ⑧ 广东翁源

,

年典当农具的农民竟

民国《宜春县志 》卷
, “

实业志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平乐县志 》卷
, “

产业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来宾县志 》下篇
, “

食货二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巴县志 》卷
, “

农桑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键为县志 》第 册
, “

经济
” ,

年版
,

第 页
。

胡希平 《徐海农村病态的经济观 》
,

《农业周报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日
,

第 页
。

杜连霄 《枣强杜雅科农村概况调查 》
,

年 月 日天津《益世报 》
。

雷闻霄 《洛阳农村社会之一 瞥 》
,

《河南农村合作月刊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郑统九 《凋敝的豫东农村 》
,

《农村经济 》第 卷第 期
,

第 页
。

何台孙 察哈尔农村经济研究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李铮虹 《四川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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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年前增加了 倍
。
① 类似情况在其他地区也都普遍存在

。

因

此
,

一些地区的农具数量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
。

如河北易县尧舜
口村

,

据 年的调查
,

农用大车比 年前减少了一半
。 ② 大量

资料显示
,

各地农户农具短缺的程度十分严重
。

据 年对河北

县 村 的调 查
,

有 犁杖 和 大车 的农户 分别 只 占 和

犯
。 ③ 江苏徐

、

海各县
,

农具也极感缺乏
。

沐阳往往 四五家共

用一牛
,

十几家合用一辆大车
,

三 四家合用一柄犁 铜山八里屯也

是 户共用一辆大车
,

户合用一套犁耙
。

更有贫苦小农
,

车
、

牛

俱无
,

只得先助人家工作
,

以劳力换取车
、

牛
。 ④ 安徽宿县

,

据

年对 农户的调查
,

置备犁
、

耙和大车的分别只 占
、

和
。 ⑤ 河南一些地区

,

农具短缺的情况更为严重
。

据调查
,

豫东祀县陈敏屯等 村共 户
,

仅有大车 辆
,

户才摊

一辆大车
,

其中赵岗村平均 户才有一辆大车
。 ⑥

各类农具不仅质次量少
,

在农户中的分配也极不均匀
,

大部分

役畜和大型农具为地主富农所 占有
,

广大贫苦农民占有的役畜和

农具甚少
。

如河北枣强杜雅科村
,

富农和中农平均每户分别有耕

牛 头和 头
,

而贫农只有 头
。 ⑦ 据 年对广西 县

陈翰笙 《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
,

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 年版
,

第 页
。

崔作林 《易县尧舜口村概况 》
,

《津南农声 》第 卷第
、

期合刊
,

第 页
。

杨汝南 《河北省二十六县五十一村农地概况调查 》
,

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

年印行
,

第 一 页
。

胡希平 《徐海农村病态的经济观 》
,

农业周报 》第 卷第 期
,

第 页 虞龙江

《沐阳农村鸟瞰 》
,

《农村经济 》第 卷第 期
,

第 页 《八里电农村经济调查报

告 》
,

见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 》
,

黎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雷伯恩
、

潘鸿声 《安徽宿县 农家农具役畜所有权及成本之研究 》
,

《经济统计 》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郑统九 《凋敝的像东农村 》
,

《农村经济 》第 卷第 期
,

第 页
。

杜连霄 《枣强杜雅科农村概况调查 》
,

年 月 日天津 益世报 》
。

①②③④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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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调查
,

地主富农平均每户分别有耕牛 头和 头
,

中

农为 头
,

而贫农只有 头
,

而且主要是黄牛等低效力牲 口
。

桂林
、

思 恩 贫农 占有 的 耕 牛 中
,

黄 牛 比 重 分 别 达 和
。 ① 河南辉县

,

富农的耕畜中
,

骡 马 占
,

牛
、

驴 占

贫农则刚好相反
,

牛
、

驴占
,

骡马仅占
,

中农

的骡马也只占
。 ② 与自耕农相 比

,

佃农的役畜
、

农具更为短

缺
。

浙江兰溪
,

自耕农 中的养牛户 占
,

而佃农和佃雇农分

别只占 和 有犁
、

耙的农户
,

自耕农分别 占
、

,

而 佃农 和佃雇农 分别 只 占
、

和
、

。 ③ 江苏江宁
,

据 年对 镇 乡 农户的调查
,

自耕

农有犁和耙的分别占 和
,

而佃农只占 和
。 ④

察哈尔阳原
,

年前
,

半 自耕农大多饲有役畜
,

年后
,

因战

争频繁
,

役畜大多被征用
,

加上牛驴涨价
,

购养无资
,

牛马驴骡只有

富农蓄养
,

半 自耕农
、

佃农只得以人代畜
。 ⑤ 很明显

,

自耕农和佃

农的役畜和犁耙农具都不足
,

但佃农更严重
。

役畜
、

农具的短缺和分配不均
,

严重影响和制约着这一时期农

业生产的发展
。

三
、

经营规模和耕作制度

作为以家庭为生产与消费单位的传统个体农业
,

经营规模受

薛瑞林
、

刘瑞生 《广西农村经济调查 》
,

《中国农村 》创刊号
,

年 月
,

第 一
页

。

张锡昌 《河南农村经济调查 》
,

《中国农村 》第 卷第 期
,

第 页
。

冯紫岗 兰溪农村调查 》
,

浙江大学 年印行
,

第
、

页
。

《中华农学会会报 》第 期
,

年 月
,

第 一 页
。

民国《阳原县志 》卷
, “

农业
” ,

年版
,

第 页
。

①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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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土地供应
、

家庭人 口 与资金状况
、

农业装备和集约化程度等多种

因素的制约
。

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农户之间
,

经营规模差异颇大
。

就人 口密度和土地供应而言
,

江浙湖广云贵川地区同东北
、

西

北地区之间的差异固不待言
,

即使在同一区域内的不同局部地区

之间
,

其差别也往往很大
。

与人均耕地面积和农业集约化程度相联系
,

单位劳动力的耕

作能力相差甚远
。

一般地说
,

愈是地狭人稠的地区
,

地价愈贵
,

农

业集约化程度愈高
,

单位劳力的耕作面积愈小
。

相反
,

愈是地广人

稀之地
,

农业生产愈粗放
,

单位劳力的耕作面积愈大
。

南北 比较
,

南方水稻种植区人均耕地较少
,

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
,

单位劳力耕

作面积相对较小
。

如湖北钟祥
,

当地小农如三 四人耕田
,

每人可种

亩
。 ① 四川云阳

,

良农一人足耕出谷 石之 田
。 ② 以每亩出谷

石计算
,

约合 亩
。

一般地说
,

在南方稻 田区
,

每个整劳力的耕

作面积约为 一 亩
,

再多即流于粗放
。

北方旱作区人均耕地稍

多
,

农业耕作相对粗放
,

单位劳力耕作面积较宽
。

河北昌黎
,

据说

农夫 人可种地百亩 ③
,

每人约 亩
。

这已包含生产过程中的简

单协作
,

如果一人单独耕作
,

则无法达到这一规模
。

吉林桦甸
, “

劳

农一人
,

每年可种地二晌
” ④

,

约合 亩
。

绥远地 区农业更粗放
,

单位劳力耕作面积更大一些
。

后套临河
,

通常二人二牛可耕种一

顷半地 ⑤
,

平均每人 亩
。

如果一人一牛单独耕作
,

不大可能超

过 亩
。

这在传统农业条件下
,

可能已是单位劳力所能达到的最

大耕作面积
。

在北方大部分地区
,

单位劳力的耕作面积约为 巧一

① 金陵大学农林科丛刊 《农村调查表
·

钟祥魏家集 》
,

年调查
。

② 民国《云阳县志 》卷
, “

礼俗中
·

农工
” ,

年版
,

第 页
。

③ 民国《昌黎县志 卷
, “

实业志
” ,

年版
,

第 页
。

④ 民国《桦甸县志 》卷
, “

经制
” ,

年版
,

第 页
。

⑤ 戴林 《后套临河县农村实况 》
,

年 月 日天津《益世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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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

与单位劳力的耕作能力相联系
,

农户的经营规模南北差异颇

大
。

据国民党土地委员会 年对南北 省 缺黑龙江
、

吉林
、

辽宁
、

甘肃
、

宁夏
、

青海
、

新疆
、

四川
、

云南
、

贵州
、

西康
、

西藏
、

台湾

县的调 查统计 详见表
,

平均每一农户 的 田场面积只有

亩
。

从各省情况看
,

察哈尔
、

绥远 田场 面 积最大
,

分别达

亩和 亩
,

广东
、

福建最小
,

分别只有 亩和 亩
。

表 省 县农户平均田场面积和耕作面积统计《 义一 年

单位 市亩

省省 份份 调查查 田场场 耕作作

⋯二二
调查查 田场场 耕作作

县县县数数 面积积 面积积积 县数数 面积积 面积积

河河 北北 安 徽徽

山山 东东 江 西西

河河 南南 湖 北北

山山 西西 湖 南南

陕陕 西西 福 建建

察察哈尔尔 广 东东

绥绥 远远 广 西西

江江 苏苏 总 计计

浙浙 江江

资料来源 土地委员会 《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 》
,

年版
,

第
、

页
。

注
“ 田场面积

”

包括水 田
、

旱地和山林地
、

池荡地
、

荒地 以 及其他土地 如宅基地

等
“

耕作面积
”

指直接用于种植的水田
、

旱地
。

原为旧亩
,

现换算为市亩
。

耕作面积则更小
,

省平均每户只有 亩
。

由于调查地区不

全
,

有些省份调查范围过小
,

其结果带有较大的偶然性和局限性
,

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户经营规模的狭小和南北差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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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民党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关于农户经营规模的调

查范围较大
,

除东北 省和新疆
、

西康
、

西藏
、

台湾外
,

均已涵盖
,

并

将江苏
、

安徽
、

河南
、

陕西 省的南部水稻区和北部旱作区分别考

察
,

便于南北 比较
,

更能准确地反映全国农户经营规模状况和南北

之间的差异性
。

现将其调查结果列如表
、

表

表 北方 省区农户经营面积分组统计【 年 】

省省 区区 调查查 各组农户百分比 总农户

县县县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亩亩

以以以以下下 一 亩亩 一 亩亩 一 亩亩 一 亩亩一 亩亩 亩以上上

江江苏北部部

安安徽北部部

河河南北部部

陕陕西北部部

河河 北北

山山 东东

山山 西西

察察 哈 尔尔

绥绥 远远

甘甘 肃肃

宁宁 夏夏

青青 海海

加加权平均均

资料来源 《农情报告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注 调查方法系以当地 家农户为标准
,

由农情报告员计算填报各组经营面积

农户所占百分 比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 年农业生产与收成
、

产量研究

表 南方 省区农户经营面积分组统计 年

省省 区区 调查查 各组农户百分比 总农户

县县县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亩亩

,

以以以以下下 一 亩亩 一巧 亩亩 一 亩亩 一 亩亩 一 亩亩 亩以上上

江江苏南部部
,

安安徽南部部

浙浙 江江
, ,

江江 西西

湖湖 北北
。 ,

河河南南邵邵

陕陕西南部部

湖湖 南南

福福 建建

广广 东东
,

广广 西西

四四 川川

云云 南南

贵贵 州州

加加权平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注 资料来源和调查方法
,

同表
。

北方农户经营规模较大
,

但也有
,

的农户耕作面积在

亩以下
。

耕作面积超过 亩的仅占
。

南方农户经营规模

更小
。

将近一半的农户耕作面积不足 亩
,

耕作面积在 亩以

下的农户 比重超过
,

亩 以上 的农户仅 占
。

南北平

均
,

耕作面积不足 亩的农户比重也达
,

亦即超过
,

亩以下的农户占总数的
。 ① 可见土地使用的分散程度

。

值得注意的是
,

随着人 口繁殖
、

分家析产和农民经济状况的恶

① 《农情报告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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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农户经营规模还在进一步缩小
。

据对江苏无锡 村的调查
,

耕

作面积在 亩以下的农户 比重 由 年的 上升到

年的
,

再升到 年的
,

而 亩以上的农户 比重

由 年的 降至 年的
,

再降到 年 的

详见表
。

镇江西湖村 家农户的经营面积也明显缩

小
。

年以前
,

农户的耕作面积都在 亩以上
,

但到 年
,

亩以下 的 田场已 占总数的
。

一 亩的 田场比重也 由

年 的 猛增 到 年 的
,

再增 至 年 的
。

而 《 一 亩的田场 未有超过 亩的农户 由 年的

降至 年的科
,

再降至 年的 详见表
。

表 一 年江苏无锡 村农户田场变化表《

年年 份份 亩以下下 一 亩亩 亩以上上

资料来源 陈翰笙 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
,

《中国经济 》第 卷第
、

期合刊
,

一 年 月
,

第 页
。

表 一 年江苏镇江西湖村农户经营规模变化表

年年 份份 亩以下下 一 亩亩 一 亩亩

户户户数数 户数数 户数数

资料来源 《中国经济 》第 卷第
、

期合刊
,

第 一 页
。

年间减少了
。

浙江嘉兴
,

据对 户的调查
,

一
年的 年间

,

耕作面积在 亩以下的农户 比重由
,

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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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巧 亩以上的比重由 降至
。
①

经营规模不断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 口 和农户数量增加
。

湖北应城清水湖村
,

年只有 户
,

当时大部分农户的田场面

积都超过 亩
。

亩以下的为 户
,

占
。

一 亩和

亩以上的分别为 户和 户
,

分别占 和
,

到

年
,

户数增至 户
,

亩以下的农户由 户增至 户
,

增加了一

倍
,

比重增至
。

其余 户的田场面积为 一 亩
。

亩以上的田场已经消失
。 ③ 武昌戴家湾

,

因人多地少
,

每有田地出

租
,

总有多人竟佃
。

地主只得分散田庄
,

以便分种
。

又因该地多系

分租制
,

种少便于种好
,

多分租籽
,

地主亦乐于将田庄分散
。

因此
,

该地 的农户耕作面积缩小
。
③ 江苏江都地主的土地也是零碎

出租
。

该县四区一地主出租土地 亩
,

有佃农 户 该区 户

地主
,

有土地 亩
,

共有佃户 户
,

平均每户租地不过

亩
。 ④ 武进也是人渐众而地不增

,

故各人 占耕之地
“

代代缩小
” 。 ⑤

其他一些地区的情况也大都相似
。

同农户经营规模狭小相联系
,

耕地分割极其零碎
。

各地的普

遍情况是
,

农户经营规模小
,

但地块数量多
,

单位地块面积小
,

而且

往往离家鸯远
,

又互不连接
。

据 年对河北深泽 村的调查
,

每一 田场的田块数一般为 一 块
,

多的达 块 每块面积 一

钱承泽 《嘉兴县之租佃制度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陈翰笙 《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
,

《中国经济 》第 卷第
、

期合刊
,

第 页
。

武昌县农村调查统计表说明书
,

湖北建设月刊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一 页
。

吴致华 《江都耕地分配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一 页
。

李范 《武进县乡村信用之状况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①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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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

最小的只有 亩
。 ① 另据 年对定县 农户的调查

,

平

均每户耕作面积为 亩
,

地块为 块
,

最多的 户分别达

块
。

其中 的地块面积不足 亩
,

平均每块只有 亩
。 ②

乌 年对该县南支合村 农户的调查资料显示
,

的地块

面积不足 亩
,

最小的不足 分 ③
,

与 年的情况相仿
。

这还是在北方平原地区
,

在南方和丘陵地区
,

地块面积更小
。

国民党土地委员会 曾于 一 年对江苏
、

浙江
、

湖北
、

湖南
、

广东
、

广西和河北
、

山东
、

河南
、

西
、

陕西等南北 省 县

万余农户的地块情况做过系统调查 详见表
,

从中可 以看出全

国范围水旱耕地的地块分割状况
。

如表所示
,

省平均地块面

积
,

旱地不足 亩
,

水 田更 只有 亩
,

可见地块分割的零碎程

度
。

南北比较
,

南方尤甚
。

北方 省
,

旱地除山东外
,

每块面积尚

在 亩以上
,

水田也都在 亩以上
。

南方 省
,

除江苏
、

安徽外
,

无

论水田旱地
,

地块面积没有超过一亩半的
。

其中江西
、

广西的水田

旱地和浙江
、

湖南
、

福建的旱地
,

每块面积更在 亩以下
。

江苏
、

安

徽地块面积较大
,

也仅限于苏北
、

皖北旱作区
。

至于苏南
、

皖南则

同南方其他地区一样
,

地块极其零碎
。

江苏调查的 县中
,

刚好

南北各 县
,

苏北江都
、

淮阴
、

萧县
、

灌云
、

东台
、

靖江 县
,

地块面

积为水田 亩
、

旱地 亩 苏南松江
、

吴县
、

昆 山
、

武进
、

宜

兴
、

镇江 县
,

地块面积为水田 亩
、

旱地 亩
。 ④ 另据 年

① 韩德章 《河北省深泽县农场经营调查 》
,

《社会科学杂志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② 李景汉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
,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年版
,

第 一币 页
。

③ 张折桂 《二九 户土地及农作物调查的分析 》
,

转见满铁调查部《关于支那土地问

题的调查资料
,

第 一 页
。

④ 转据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一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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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锡堰桥 家农户的调查
,

地块平均面积为水田 亩
、

旱地

亩
。 ① 可见苏南和南方其他各省的情形是一样的

。

表 南北 省 县水田早地每块平均面积 一 年

省省 份份 调查查 调查查 水田田 早地地

⋯
省 份份 调查查 调查查 水田田 早地地

县县县数数 户数数 亩 亩 县数数 户数数 亩 亩

河河 北北 巧 安 徽徽

山山 东东 江 西西

河河 南南 】湖 匕匕

山山 西西 湖 南南

陕陕 西西 ⋯福 建建

察察哈尔尔 广 东东

绥绥 远远

⋯
广 西西

江江 苏苏 总 计计

浙浙 江江

资料来源 土地委员会 《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 》
,

第 页
。

实际上
,

在南方许多地区
,

尤其是丘陵山区
,

耕地的地块分割

比表 所显示的情况更为突出
。

如四川 自流井某村
,

地块面积水

田最小的仅 亩
,

旱地也只有 亩
。 ② 湖南

、

江西
、

贵州
、

广

西
、

福建等省的一些丘陵山区
,

地块尤为零碎
。

如广西
,

位于桂东

北的全县情况是
,

水田
“

四五块一亩
,

或七八块一亩
,

或十余块一

亩
。

埂高田狭
,

必划削修筑始能蓄水
。 ” ③ 地块零碎已达无以复加

的程度
。

地块的零碎当然不完全是地形造成的
,

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分

②

③

叶谦吉 《江苏无锡堰桥一百十三农家土地利用之研究 》
,

《农林汇刊 》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张树植 《自流井土地利用之调查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民国《全县志 》第 编
, “

社会
” ,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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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析产
、

切割售卖租佃
、

地权频繁转移的结果
。 ① 因此

,

每一农户

的各个地块往往互不连接
,

并同本村或外村农户土地互相交错
,

形

成各种
“

插花地
” ,

而且离家很远
。

据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对前述南

北 省中 省 缺广东
、

察哈尔 县的调查
,

各类农户田地与

农舍的平均距离
,

自耕农为 里
,

半 自耕农为 里
,

佃农为

里
。

山西则全部超过 里
,

广西佃农与田地的距离更长达
·

里
。 ②

值得注意的是
,

地块还在继续细分化
。

如河北新河
, “

每户 田

亩散见各处
,

每段小则二三亩
,

大则二三十亩
,

有田四五十亩者
,

村

不一见
,

最普通户不过七八亩
,

且因继承
、

割卖
、

转让各种关系
,

有

日趋狭小之势
” 。 ③ 这种细分化趋势

,

即使相邻两年 比较
,

也十分

明显
。

据对河北保定 农户的调查
,

年同 年 比较
,

各类农户的地块平均面积缩小了 至 不等 详见表
。

在

短短一年间
,

无论中农
、

贫农
、

雇农
,

还是地主
、

富农
,

地块面积都毫无

例外地缩小
,

这对耕地的有效利用和农业的持续发展十分不利
。

表 河北保定 农户地块面积缩小趋势 一 年 】

年年 份份 经营地主主 富 农农 中 农农 贫 农农 雇 农农

亩亩亩 块块 指数数 亩
尹

快快 指数数 亩 块块 指数数 亩 块块 指数数 亩 块块 指数数

,

资料来源 陈翰笙 《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
,

《中国经济 》
,

第
、

期合刊
,

第 页
。

耕地不断分割细化的根本原因是农户和人 口 增加
,

人 口 对土

① 有人总结四川键为耕地分割零碎的原因是 】 地势起伏不平 诸子继承
,

分家析

产 切割抵债售卖 切割分租 赵启祥 《键为经济建设与土地问题之关系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梦一 页
。

键为如此
,

其他地区也大同小异
。

② 土地委员会 《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 》
,

第 页
,

第 表
。

③ 民国《新河县志 》第 册
, “

社会经济
” ,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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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压力加大
。

但是
,

耕地愈是分割零碎
,

田埂
、

地沟
、

界标
、

水渠
、

通道等非耕面积逾是大大增加
。

愈是土地紧缺
,

土地的实际利用

率愈低
,

浪费愈严重
。 ① 不仅如此

,

不 同农户的耕地犬牙交错
,

无

法对土地进行较大面积的综合利用和机械耕作
,

甚至连牛耕也不

可能
。

同时容易发生地界
、

灌溉
、

运输等各种纠纷
。

至于土地离家

鸯远
,

则往返多费资金
、

劳力
,

亦不利于经常性的田间管理和庄稼

看护
。

所有这些
,

都严重阻碍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
。

在人 口压力增加
、

经营规模不断缩小
、

地块分割 日益零碎的情

况下
,

农民为了从土地上获得必要的口粮和其他生活资料
,

只能最

大限度地增加劳力投人
,

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加大作物的种植

密度
。

实行连作制和复种制
,

缩短甚至完全取消耕地休闲
,

是从时

间上加大作物的种植密度 缩小作物的行距和株距
,

充分利用 田边

地角
、

田埂斜坡
,

减少耕地及其周边的空隙
,

是从空间上加大作物

的种植密度 实行间作
、

套种
,

并用不同作物的植株高矮大小或喜

阳喜阴等不同特点
,

实行间作或套种
,

由平面种植发展为立体种

植
,

则是同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加大作物的种植密度
。

同时
,

农民还尽可能种植所需人工多
、

但收益较高的作物
。

如

在四川成都平原地区
,

水稻和小麦 比较
,

水稻产额和收益较高
,

一

亩水稻可收谷 石
,

换钱 元
,

而小麦不过 元
。

虽然水稻所费

工夫多于小麦
,

但在人多地少
、

耕者无地的情况下
,

农民不畏繁难
,

弃小麦而种水稻
。

有时为了增加收益
,

甚至改种其他更费人工的

商品作物
。

如种植烟叶
,

所需手续多至 次
,

所经程序达 种
,

① 通常两块旱地之间不作人行通道的界沟
,

加上地边斜坡
,

合计约宽 卜 厘米

土层愈厚
,

分割的年代愈长
,

界沟愈深
,

地边斜坡愈宽
,

如果将一块面积为 公顷

平方米 的正方形耕地平分为二
,

中间就会出现一条宽 砚卜一 厘米
、

长

米的界沟
,

其面积为 一 平方米
,

亦 即该块耕地的实际利用 面积减少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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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籽和甘蔗分别要经过 道和 道程序
。

但农民仍然不辞辛

苦
,

弃水稻
、

小麦而种菜籽
、

烟叶
。 ①

就耕作制度而言
,

这一时期虽然基本上沿袭原有的连作复种

和轮作及间作套种制
,

但有发展和变化
,

复种指数提高
,

作物密度

加大
,

间作
、

混种和套种的形式更多样化
。

东北
、

察哈尔
、

绥远和陕北
、

宁夏
、

甘肃
、

青海
、

新疆地区
,

由于

气温和雨量的限制
,

基本上实行一年一熟的轮作制
。

察绥
、

青海等

部分人少地多
、

土地痔薄的地区实行休闲制
,

但休闲时间缩短
。

如

青海
,

清沐浦立主要采用原始的撂荒制
,

以后随着土地的开发和人 口

的增加
,

逐渐发展为轮歇休闲制
,

实行
“

耕一休一
” 、 “

耕二休一
”

或
“

耕三休一
” ,

休闲时间缩短
。

作物栽培则采用青棵或小麦与豆类
、

薯类
、

油菜
、

蔬菜等轮换的轮作制
,

实行轮作与轮歇相结合的耕作

制度
。 ② 同时

,

间作套种和混作制 日益普遍
。

清末时
,

东北即有玉

米与大豆
、

高粱与小豆的间作套种习惯
,

通常以株距两尺的间隔先

播玉米
,

稍长后即播种大豆于其间
, “

鲜有仅种玉蜀黍者
” ,

小豆则
“

概种之高粱之空隙地
,

仅种者少
” 。

到二三十年代
,

这种间作套种

更加流行
。

青海也有小麦混种豌豆或扁豆的混种田
。 ③

华北平原和整个黄淮中下游流域
,

二年三熟的轮作制仍然是

最基本的作物种植制度
。

具体的作物安排各地略有不同
。

在河北

深泽等地
,

第一年种春播秋收的谷子
、

玉米等
“

大秋
”

或称
“

大庄

稼
” ,

收后种小麦
,

第二年夏季收割
,

再种夏播秋收的高粱等
“

晚

收 ,’或称
“

晚庄稼
” 。

高粱收割后
,

土地休闲越冬
,

第三年仍种
“

大

陈太先 《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翟松天 《青海经济史
·

近代卷 》
,

青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翟松天 《青海经济史
·

近代卷 》
,

第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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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 ,

如此循环 或者按
“

大秋
”

一小麦一棉花一
“

大秋
”

的顺序安

排
。 ① 在江苏淮北沐阳

、

萧县等地是黄豆一小麦一高粱一黄豆 ② ,

都是二年三熟
。

也有部分灌溉条件较好的土地可一年二熟
。

如北

平西郊
,

一些井灌地均一年两熟
,

一熟小麦
,

二熟豆子或 白薯等
。 ③

昌黎有的收麦后再种荞麦 ④ ,

也是一年二熟
。

不过
,

华北地区加大作物种植密度最主要的手段还是混种和

间种套作
。

世纪二三十年代
,

华北地区的混种和间种套作形式

更加多样化
。

如河北深泽
,

有高粱与黑豆
、

玉米与绿豆的间种
,

谷

类与豆类的混种 ⑤ 琢县三坡一带有高粱或玉米与豆角
、

芥菜
、

楼

瓜等的混种
。 ⑥ 三河

、

平谷等地的混种
、

套种形式更为丰富多彩
。

三河耕作
, “

有一地纯种一谷者
,

如平垄之秋麦
、

芝麻是也 也有一

地杂种二谷者
,

如按垄玉米
、

高粱
,

间种黑豆
、

黄豆是也 也有一地

在一年期间先徨 〔后 〕分种数谷
,

如秋后种麦
,

翌春垄间披谷
,

秋麦

拔后
,

按垄又披绿豆是也 亦有将黑豆
、

白合豆搀高粱
、

玉米种籽内

而杂种者
,

名为满天星
。

此种种法收获较多
,

农人所谓上一亩下一

亩是也
。 ” ⑦ 蓟县普遍实行夏季作物和越冬作物的间作套种

。

秋

播小麦中间作豆类
、

高粱
、

玉米
、

谷子等春播作物
。

具体模式繁多
,

主要有 夹板麦地 小麦和谷子单行套作 麦地密缝眼垄

小麦
、

高粱各双行套作 麦地大隔垄 小麦
、

高粱
、

豆类三种作

韩德章 《河北省深泽县农场经营调查 》
,

社会科学杂志 》第 卷第 期
,

第 页
。

虞龙江 《沐阳农村鸟瞰 》
,

《农村经济 》第 卷第 期
,

第 页 冯和法 《中国农

村经济资料续编 》
,

第 页
。

杨汝南 《北平两郊六十四村社会概况调查 》
,

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 年

印行
,

第 页
。

民国《昌黎县志 》卷
, “

实业志
” ,

年版
,

第 页
。

韩德章 《河北省深泽县农场经营调查 》
,

《社会科学杂志 》第 卷第 期
,

第 页
。

民国《琢县志 》第 编
, “

三坡志
·

实业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 三河县新志 卷 巧
, “

实业篇
” ,

年版
,

第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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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套作 平垄麦地 小麦
、

豆类
、

玉米套作 平垄白地 以高

粱为主的高粱
、

豆类间作 麦地单条杠 以高粱为主的小麦
、

高

粱
、

豆类套作
。 ①

通过混作和间种套作
,

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大大提高了作

物的种植密度
。

在时间上
,

少则一年两熟
,

多的三熟
。

如三河的小

麦
、

谷子
、

绿豆三种作物的
“

接力式
”

套种就是一年三收
。

在空间

上
,

单位面积的作物密度明显加大了
,

三河的
“

满天星
”

或当地农民

所说的
“

上一亩下一亩
” ,

琢县的玉米或高粱杂种豆角
、

芥菜
、

楼瓜
,

蓟县的高粱
、

玉米与豆类的杂种
,

更利用作物植株的高矮或直立与

攀沿爬行的不同特点
,

将平面种植变为立体种植
,

充分利用了有限

的空间
。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

大多为一年两熟
,

岭南部分地区可一

年三熟
,

一些气温较低的丘陵山区为两年三熟或一年一熟
。

许多

农民尤其是土地饥荒严重的贫苦农民
,

也尽可能提高复种指数
。

如江苏川沙
,

向行两年三熟制
。

麦为小熟
,

棉稻为大熟
。

其作物安

排是
,

头年谷雨种稻
,

秋分白露间收割 寒露种麦
,

次年芒种收获

随即种棉
,

秋分立冬间收获
。

经数月休闲
,

使地力稍得恢复
,

明年

谷雨再种稻
,

周而复始
。

但有些贫苦农民
,

棉花收毕立 即种麦
,

叫

做
“

花田麦
”

麦收割后再种棉花
,

叫做
“

叠地花
” ,

以期一年两熟
。

有的为了赶季节
,

麦未收割
,

麦地套种棉花
,

叫做
“

攒花
” 。 ② 福建

上杭一些烟农通过每年换地的方法提高复种指数
。

该县东路烟 田

兼种薯芋
,

并艺瓜蔬
,

迫薯芋收成后复种油菜
,

岁可三熟
。 ③ 在土

① 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 《蓟县纪各庄
,

平谷县夏各庄
、

小辛寨
、

胡庄农村实态调查

报告 》
,

第 一 页
。

② 民国《川沙县志 》卷
, “

农业
” ,

年版
,

第 页
。

③ 民国《上杭县志 卷
, “

实业志
” ,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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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较肥沃的湖田区
,

更普遍采用连续种植而很少施肥的掠夺式经

营
,

一年中土地利用多至四次
,

少亦两次
。 ①

为了提高复种指数
,

水旱轮作被进一步推广
。

所谓水旱轮作
,

就是同一田块
,

夏季种植水稻 收割后将水放干
,

接着种植麦豆
、

油

菜等旱地作物
,

来年夏季再蓄水植稻
,

如此循环
。

在许多地区
,

有

条件的土地一般都进行此类轮作
。

如江苏南京地区
, “

季秋种麦
,

仲夏种粳糯稻
,

其常也
” ②。

广西平乐
、

来宾
,

旱 田早稻收割后即种

杂粮
。 ③ 四川巴县

,

水 田一季
,

冬季蓄水休闲
,

旱 田则夏季蓄水植

稻
,

冬季种植蚕豆
、

油菜
、

小麦等
。 ④ 安县则于水稻收割后

,

种甘薯

于田
,

让其延生滋蔓
,

次年翻人土 中充当肥料
。
⑤ 浙江义乌

、

福建

明溪等地
,

还通过稻
、

豆
、

麦 或油菜 轮作
,

实现一年三熟
。 ⑥

除了提高复种指数
,

实行各种形式的间作套种和充分利用 田

埂
、

地边
、

斜坡等
,

同样是加大作物种植密度的重要途径
。

如四川

巴县一带
,

间作盛行
,

种类和形式极多
。

高粱
、

玉米间种黄豆
、

绿

豆
、

饭豆等 甘薯有时亦与高粱
、

玉米间种
。

冬季作物中豌豆
、

蚕豆

也多间种
。 ⑦ 川西成都平原

,

土地无不充分利用
。

不仅水 田一年

两熟或三熟
,

丘陵山坡
、

田埂
、

河岸等也不空闲
。

小麦
、

高粱多种于

干旱的丘陵地上
,

豆类则种于麦田行间空地
、

田埂斜坡及河岸等闲

彭文和 《湖南湖田问题 》
,

《土地间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民国《首都志 卷
, “

食货下
·

农业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 平乐县志 》卷
, “

产业
” ,

年版
,

第 页 民国《来宾县志 》下篇
, “

食货

二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巴县志 》卷
, “

农宜
” ,

年版
,

第 页 王国栋 《巴县农村经济之研究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一 页
。

民国《安县志 》卷
, “

礼俗
” ,

年版
,

第 页
。

吴辰仲 《浙江义乌农村概况 》
,

年 月 日天津《益世报 民国《明澳县志 》卷
, “
物产志

” ,

年版
,

第 页
。

王国栋 《巴县农村经济之研究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一 页
。

①②③④⑤⑥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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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① 云南姚安

, “

土俗惟业水田
” ,

小麦种于岗陵
,

麻豆
、

黍樱则全

部种于
“

盯瞳
”

田埂
。
②

加大作物种植密度
,

提高复种指数
,

虽然可以提高全年单位面

积总产量
,

但单季产量相应降低
。

如前述江苏川沙被称为
“

花 田

麦
”

和
“

迭地花
”

的麦棉轮作
,

由于 田无休息
,

缺乏滋养
,

不能丰

收
。 ③ 而且

,

由于播种时间推迟或作物生长期缩短
,

农产物的质量

也受到影响
,

实行休闲制则可获得优质高产
。

前述河北深泽
,

通行

谷子一小麦一高粱轮种的两年三熟制
。

但一些土地相对充裕的富

裕农户
,

在小麦收割后休闲一季
,

称为
“
留麦

” 。

据说
“

留麦
”

的单位

面积产量比上述轮种制小麦高
,

而且品质较优
,

并可节省照顾麦后

晚秋所需劳力
,

移作耕种其他大秋作物
。 ④ 所以

,

通过加大作物种

植密度
、

提高复种指数所产生的边际效益是有限的
。

同时
,

加大作物种植密度
、

提高复种指数也受到气温
、

雨量
、

日

照
、

土地肥膺和排灌设施以及农户劳力
、

畜力
、

肥料和流动资金等

诸多条件 的制约
。

因此
,

各地 区 间复种 指数 的差 异颇 大
。

据

一 年对南北 省 缺东北 县 农户的调查
,

从

地区看
,

热河
、

察绥
、

晋北
、

宁夏
、

陇西等春小麦种植区复种指数最

低
,

只有 闽南
、

广东
、

桂东等水稻种植区最高
,

为
。

南北比

较
,

北方小麦种植区为
,

南方水稻区为
。

全国平均
。 ⑤

在同一地区
,

大量调查资料显示
,

复种指数似乎与土地使用方式和

经营规模大小关系不大
。

土地饥荒严重的贫苦小农虽然想极力加

① 陈太先 《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 》
,

《土地间题资料 》第 册
,

第 一

页
。

② 民国 姚安县志 卷
, “

农业
” ,

年版
,

第 页
。

③ 民国 川沙县志 卷
, “

农业
” ,

年版
,

第 页
。

④ 韩德章 《河北省深泽县农场经营调查 》
,

社会科学杂志 》第 卷第 期
,

第 页
。

⑤ 卜凯主编 《中国土地利用 》
,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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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物种植密度
、

提高复种指数
,

但因耕种的土地往往土质和水利

排灌条件相对较差
,

加上家庭劳力
、

畜力
、

肥料和资金短缺
,

复种指

数不因主观意愿而提高
。

所以
,

大小农户的复种指数差异并不显

著
,

复种指数的高低同农户经营规模之间无明显规律可循
。

四
、

产量与收成

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在不同地区
、

地块
、

农户
、

年份以及不同作

物品种之间差异悬殊
。

如南方水稻
,

江苏苏州
、

无锡
、

常熟等地常

年亩产可达 石左右
,

湖南滨湖抒田可达 一币 石
。 ① 江西南康丰

年可达糙米 石 ② ,

折谷 石
。

但是
,

江苏
、

浙江
、

安徽
、

江西
、

福建
、

广东
、

湖北
、

湖南
、

四川等省大部分地区亩产一般只有 一

石
,

广西
、

云南
、

贵州大部分地区以及江西
、

湖南
、

湖北
、

四川部分地

区亩产大都在 石以下
。

如江西吉安
,

早
、

晚粳稻和早糯稻的亩产

在 一 石之间
。
③ 有的地区水稻亩产甚至不足 石

。

如广西贺

县
, “

水田腆者
,

每造产谷百斤
” ④

,

中下等田产量就更低了
。

同一

地区不同地块或等则土地
,

亩产量也高低不同
。

云南昆明全县平

均水稻亩产量
,

上则田 石
,

中则田 石
,

下则田仅 石
。 ⑤

不同年份的亩产相差更大
。

如湖南沉江草尾第三 区 一

年的水稻平均亩产
, 、

年高达 石
, 、

年为

石
, 、

年为 石
,

而
、

年分别只有 石和

何梦雷 苏州无锡常熟三县租佃制度调查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彭文和 《湖南湖田问题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民国《南康县志 》卷
, “
实业

” ,

第 页
。

民国《吉安县志 》卷
, “

民事志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贺县志 》卷
, “
经济部

” ,

年版
,

第 页
。

林定谷 昆明县租佃制度之研究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印 页
。

①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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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高低相差 倍
。 ① 不同农户的作物亩产也不一样

。

据 年

对江苏川沙 农户的调查
,

水稻平均亩产 斤的 户
,

斤

的 户
,

斤的 户
,

最少的 户只有 斤
。

棉花亩产 斤

的 户
,

斤的 户
,

斤的 户
,

最少的 户为 斤
。 ② 不同

农户作物产量的差异
,

既有土地沃度
、

灌溉条件
、

耕作制度 复种指

数等 和作物品种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

又 同农户的劳力
、

资金
、

肥

料
、

耕作技术和 田间管理等密切相关
。

以上资料说明
,

各地区
、

地块和农户的作物产量千差万别
,

十

分复杂
。

在缺乏科学和全面统计的情况下
,

要对全国或某一地区

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做出精确的计算是不可能的
。

因

此
,

我们在这里只是尽可能利用现存的一些资料
,

对这一时期全国

的作物亩产和总产作一个大致的估算或推算
。

就全国范围而言
,

稻
、

麦
、

玉米
、

高粱
、

豆类等粮食作物和棉花
、

花生
、

烟草等经济作物的产量因地区而异
,

并随年成而起伏波动
。

世纪 年代同 年代相比
,

产量无明显增长
,

甚至有所下降
。

水稻亩产最高可达 一 石
,

低则不足 石
。

从地区看
,

江苏
、

浙

江
、

福建
、

广东
、

安徽
、

江西
、

湖南
、

湖北
、

四川等省大部分地 区 为

一 石
,

少数地区超过 石或不足 石
。

广西
、

云南
、

贵州
、

豫南
、

陕南以及北方其他产稻区
,

大部分地区为 一 石
,

少数地区超过

石或不足 石
。

全国平均应在 斤上下
。

其他如小麦
、

大麦
、

高粱
、

玉米
、

小米
、

豆类等粮食作物和花生
、

芝麻
、

油菜籽
、

棉花
、

烟

草等经济技术作物
,

也都看不出太大的变化
。

① 彭文和 《湖南湖田问题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② 民国《川沙县志 》卷
, “
实业志

·

农业
” ,

年版
,

第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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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南北若干地区主要作物常年亩产 示例

单位 市斤 市亩

地地 区区 资料料 粮 食 作 物物 经济作物物

年年年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
稻稻稻稻谷谷小麦麦大麦麦玉米米高粱粱小米米 豌

、、

大豆豆 油油 花生生棉花花烟叶叶
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籽籽籽籽籽庵庵庵庵庵庵庵庵庵庵到到到到到到到

江江苏 常熟产产
‘

海海门门
启启东

,

浙浙江 萧山

平平湖「「

安安徽 合肥 ￡￡

湖湖北 咸宁

黄黄安〔〔

湖湖南 沉江卜卜

四四川 江北北
巴巴县

自自流井

河河北 北平犷犷

沧沧县
一

山山东 胶县份份
’

临临清
河河南 滑县

山山西

晋晋泉
察察哈尔怀安
绥绥远
甘甘肃 靖远
辽辽宁 海城

兴兴城

资料来源 何梦雷 《苏州无锡常熟三县租佃制度调查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沈时可 《海 门启东之佃租制度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徐振亚 萧山租佃制度之研究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加月 一

页
。

地政学院 ‘平湖之土地经济 》
,

第 一 页
。

赵世昌 《合肥租佃调

查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周世彦 《咸宁土地分配之研究 》
,

《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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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张培刚 《成庄村的农家经济调查 》
,

年 月
、

日天津 益世报 》
。

彭文和 《湖南湖田 问题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一 页
。

张伯芹 《江巴两县租佃制度之研究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一 页
。

张树植 《自流井土地利用之调查 》
,

土地问题资料 》第 册
,

第 页
。

北平市政府 《北平四郊农村调查
,

第 页
。

齐尊周
、

曹梦显 《沧

县三里屯概况调查 》
,

《津南农声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一 页
。

秋

平 张耀屯的社会经济调查 》
,

年 月 日天津《益世报 》
。

民国《临清县志 》
,

“

经济志
·

农业
” ,

第 一 页
。

原指
“
丰年 良田

”

亩产
,

今以 折为常年中等田亩产
。

民国《滑县志 卷
, “

实业
·

物产表
” 。

毕任庸 《山西农业经济及其崩溃过程 》
,

《中国农村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日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资业局

《北支农村内实态 》
,

年版
,

第 页
。

民国 怀安县志 》卷
,

第 一 页
。

钱志超 《国防第一线的绥远农村经济 》
,

年 月 日天津《益世报 》
。

余源昌

《甘肃的农村经济 》
,

年 月 日天津《益世报 》
。

扯译 东省与 日本歧阜县农

业经营法之比较研究 》
,

《中东经济月刊 第 卷第 号
,

年 月
,

第 页
。

民

国《兴城县志 》卷
, “
实业

” ,

第 页
。

注 原资料面积和产量多为旧制
,

现一律化为市制
。

如表 所示
,

地区之间各主要作物的亩产量差别极大
。

如水

稻
,

湖南玩江和江苏常熟
,

亩产分别为 斤和 斤
,

而江苏海

「
、

启东分别只有 斤
,

相差 一 倍 小麦亩产
,

甘肃靖远
、

湖南

沉江分别达 斤和 斤
,

而河南滑县只有 斤
,

相差 倍多
。

其他如大麦
、

玉米
、

高粱
、

小米和大豆
、

油菜籽
、

花生
、

棉花等作物亩

产
,

都有类似情况
。

从地区看
,

除个别外
,

水稻亩产南方明显高于

北方
,

但旱地作物南北亩产差距不甚悬殊
。

从表中虽可获得部分地区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数字
,

但 由于

资料零碎
,

且多为常年产量
,

并非特定年份的实际产量
,

无法直接

得出全国平均亩产量数字
。

从 年 月起
,

南京金陵大学农

学院农业经济系开始试办全国农业收获量的调查估计
,

由分布各

地的
“

农情报告员
”

报告当地主要作物的播种面积
、

收成成数
、

单位

面积产量和总产量
,

金陵大学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整理
,

编制各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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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国 缺东北
、

新疆
、

西康
、

西藏地区 的作物种植面积和收获量

统计表
,

并定期在《农情报告 》上发布
。

至 年 月改归国民

党政府实业部 年 月改名经济部 中央农业实验所接办
。

章有义先生以中农所报告为基础
,

对原报告中所缺东北数字加以

补充
,

制成全国主要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表 详见表

表 全国主要农作物亩产 估计 一 年

单位 市斤 市亩

作作 物物 平均均

稻稻稻 抖抖

小小 麦麦

大大 麦
’’

高高 粱粱

小小 米米

玉玉 米米

甘甘 薯
’’

大大 豆豆

油油菜籽
’’

芝芝 麻
’’

花花 生
’’

科科

棉棉 花花

烟烟 草草

,

东北数字不详
。

资料来源 章有义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 辑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
,

第 页
。

表列各年作物亩产量与表 不同
,

不是常年产量
,

而是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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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产量估计数
。 ① 如表所示

,

一 年的 年间
,

各种作

物各年的亩产量高低不 同
。

稻谷 年最高为 斤
,

年

最低只有 斤
,

相当于最高年份的
,

年平均为 斤

小麦 年最高为 斤
,

年最低 只有 斤
,

只相 当于

年的
, ,

年平均为 斤
。

大麦
、

高粱
、

玉米
、

小米
、

大

豆等的 年平均亩产为 一 斤
,

棉花为 斤
,

烟草 斤
,

油菜籽
、

芝麻
、

花生依次为 斤
、

斤和 斤
。

章有义的上述估计与 卜凯
、

国民党政府主计处
、

泊金斯等的同

类亩产数字互有高低
。

试看表

表 全国主要作物亩产 的 种估计比较 一 年

单位 市斤门有亩

作作 物物
章章章有义估计计 卜凯估计计 国民党政府估计计 拍金斯估计计

一 一 一 一
稻稻稻

小小 麦麦
大大 麦麦
高高 粱粱
小小 米米
玉玉 米米
甘甘 薯薯
大大 豆豆
油油菜籽籽
芝芝 麻麻
花花 生生
棉棉 花花
烟烟 草草

① 估算的具体方法是 各县农情报告员先假定该年十足丰年的作物亩产量
,

然后估计

当年的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和收获成数
,

并据以计算其亩产量和总产量
,

上报金陵

大学 后来是中央农业实验所 加以汇总
,

得出各省和全国的各种作物的亩产量和

总产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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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见本文表
,

系 一 年的 年亩产量平均数 据 卜凯主编

《中国土地利用 》
,

第 一 页第 表 据《统计月报 》 年第
、

月合刊
,

第

一 页 据拍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
,

一 》
,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年版
,

第

一 页
。

表中 项数字是笔者根据章有义对 一 年各年亩产

估计得出的 年平均数 卜凯估计是金陵大学于 一 年对

南北 省 不含东北 个地区 农户常年亩产调查的综

合平均数 国民党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的估计也是常年产量
,

调查时

间不详 可能是 年
,

范围包括南北 省 缺广西
、

青海
、

西康

省
,

新疆缺 县
,

云南缺 县
,

黑龙江
、

贵州各缺 县 巧 亿

余亩作物的常年产量数字 拍金斯估计主要源 自中国新闻处编《中

国手册
,

一 》和 日本东亚经济调查局编《满洲年鉴
,

一

》两书
。

四项估计所涵盖的地区和本身性质互有差异
。

项估计的涵

盖地区为关内 省 大农业区
,

不含东北
,

而其余 项估计包括

东北在内
、 、

三项估计均为常年产量
,

并非某一特定年份的

产量
,

而 项估计为具体年份产量
,

但因是连续 年的亩产平均

数
,

也可勉强视为常年产量 实际低于常年产量
。

故四项估计可

以相互参照
,

加以鉴别取舍
。

四项亩产估计中
,

各种作物的出人幅度和情况不一
。

其中小

米
、

甘薯
、

芝麻
、

棉花等 种作物基本相近
,

属于合理误差范围 稻
、

小麦
、

大麦
、

高粱
、

玉米
、

大豆
、

油菜籽
、

花生
、

烟草等 种作物出人

较大
,

稻
、

小麦
、

油菜籽
、

花生尤为突出
。

稻的
、 、

估计依次为

斤
、

斤和 斤
,

大体相近
,

而 估计达 斤
,

比 高出

乃 以上 小麦亩产
, 、 、

三项估计 比较接近
,

但 估计只有

斤
,

只相当于 斤 的 油菜籽的亩产
,

估计为

斤
,

而 达 斤
,

高出 花生亩产
,

为 斤
,

高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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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

比 高
。

大麦
、

高粱
、

大豆
、

花生的亩产估计
,

最高

与最低也相差 以上
。

对同一作物的亩产估计出人如此悬殊
,

是由于有的调查抽样

过少
,

或估计偏颇
,

结果数据过高或过低
,

偏离实际
。

就稻而言
,

则

系 项估计畸高
。

前引资料显示
,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稻谷产

量
,

除苏南部分地区
、

珠江三角洲
、

江汉平原
、

洞庭湖都阳湖地区和

四川成都平原外
,

其余绝大部分地区亩产都在 斤 以下
。

表

所列 处的稻谷亩产中
,

超过 斤的只有 处
,

其余 处均不

足 斤
,

江苏海门
、

启东只有 斤
,

浙江萧山也只有 斤
。

浙

江其他一些地区的水稻亩产也很低
,

如衙州地区的衙县
、

龙游
、

江

山
、

常山
、

开化
、

遂昌等 县
,

年的平均亩产只有 市斤
。

江西
、

云南一些地区的情况大致相似
,

如吉安的早
、

中
、

晚粳稻
,

常

年亩产为 一 石
,

合 一 市斤 云南昆明的稻谷平均亩产为
,

石
,

合 市斤
。

广西贺县的水稻单产更低至 斤
。 ① 一

些水稻产量较高的省份
,

常年亩产也只有 斤上下
。

如江苏全

省平均亩产
,

釉粳稻为每旧亩 旧斤
,

糯稻为 旧斤 ②
,

私粳

稻和糯稻合计
,

折合每市亩为 市斤
。

浙江为釉粳稻每 旧亩

旧斤
,

糯稻 旧斤 ③
,

釉粳糯稻合计
,

折合每市亩 市斤
。

江浙两省平均
,

水稻常年亩产为 市斤
。

四项估计的水稻全国

平均亩产量均高于江浙
,

估计更超过
,

显然背离实际
。

这

可能是抽样调查选点过少而又侧重高产地区和富裕农户产生 的

①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 《浙江省农村调查 》
,

第 页 民国 吉安县

志 》卷
, “

民事志
” ,

第 页 民国《贺县志 》卷
,

第 页
。

② 张心一 《各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 》
,

《统计月报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一 页
。

③ 张心一 《各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 》
,

《统计月报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一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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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
。

小麦亩产量则系 估计偏低
,

而且
,

拍金斯关于小麦亩产的

组数字 一
、 、 、

都是 斤 ① ,

也不符合实

际
,

在 一 年的近半个世纪中
,

小麦单位面积产量不可能

一成不变
。

从表 看
,

各地小麦亩产量高低悬殊
,

甘肃靖远最高

达 斤
,

而河南滑县最低只有 斤
。

处中有 处超过

斤
。

高低通扯估算
,

亩产 一 斤是可信的
。

关于油菜籽和花生 的亩产量
,

这一时期散见资料不多
,

除表

所列外
,

只发现 年北平西郊 村 亩花生地的产量

记录
,

亩产为 斤
。 ② 另据 年对山东惠 民孙家庙村的调

查
,

花生亩产丰年为 斤
,

平年 斤
,

歉年 斤
。 ③ 胶县的花生

产量也不高
。

据 年对该县张耀屯的调查
,

一中等地当地亩的

平年产量为 斤
,

合官亩 斤
。 ④ 从表 以及其他散见资料

看
,

油菜籽亩产大都不足百斤
,

花生不足 斤
。

的油菜籽

斤 和花生 斤 亩产估计可能偏高
,

其余 项估计则相对接近

事实
。

四项估计中
,

虽然 估计的稻
、

高粱
、

玉米等亩产数字似稍显

偏高
,

但无其他三项估计明显畸高畸低的现象
。

就整体而言
,

项

估计相对接近实际
。

另外
,

四项估计的棉花亩产量似乎都偏低
。

这一方面由于这

一时期棉花收成不好
,

一 年的棉花收成只相当于十足丰

拍金斯 《中国农业的发展
,

一 》
,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杨汝南 《北平西郊六十四村社会概况调查 》
,

第 页
。

满铁调查部 《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 》
,

昭和十四年 年 版
,

第 犯 页
。

秋平 《张粗屯的社会经济调查 》
,

年 月 日天津《益世报 》
。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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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另一方面也可能同棉田面积估计过高有关
。 ①

从发展趋势看
,

同 年以前相 比
,

一 年间的作物

单位产量变化不甚显著
,

这 年间也看不出明显的升降趋势
。

虽

有起伏波动
,

但始终是在原来水平上徘徊
。

直接影响作物单位面

积产量的主要因素是年成
。

从清末 以来
,

水 旱 和 病 虫 风雹 等 自然 灾 害 愈来 愈频 繁
。

一 年的 年间
,

几乎无年无灾
。

年水旱交替
,

被灾

区域达 省 县
,

灾民 万人 年
,

陕
、

甘
、

察
、

绥诸省

大旱
,

苏
、

鲁
、

赣
、

鄂
、

冀严重虫灾
,

豫
、

晋
、

皖则旱虫交加 年
,

陕
、

晋
、

热
、

甘
、

苏
、

赣
、

湘
、

豫
、

川
、

黔等省均被水旱虫灾
,

灾民两千余

万 年更是空前大水灾
,

灾民达 亿人
,

被淹农田 亿亩
,

农产品损失 亿元 年虽被称为
“

丰年
” ,

仍有 省遭受

水旱虫灾
、

年
,

黄河两次决 口
,

年水旱蝗灾损失十

多亿元 年
,

皖
、

陕
、

川
、

豫
、

鲁
、

黔
、

桂
、

宁
、

甘等省大旱
,

浙
、

川

虫灾
,

损失十多亿元
。

表 是 一 年部分灾害的被灾农

田面积和农产品损失估计
表 各省 自然灾害农业损失估计 一 年

年年份份 被灾农 田田 损失产量量 折合金额额

万元万万万亩亩 占种植面积 万担担 占当年产量

子子 等等 件件

谷 普普 苦 升升 任 井井

累累计计

① 据中华棉业统计会估计
,

一 年
,

各年棉 田 面积为 一 万亩 其单

产和总产估计数亦过低
,

而农业实验所的估计数达 一 万亩
,

年更

达 万亩
。

虽然相应加大了总产量
,

但其亩产量可能仍然低于实际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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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夏季作物

,

不包括冬季作物
。

二 , 冬季作物
,

夏季作物不详
。

二 二 系笔者按 年价格计算
。

资料来源 据各年《农情报告 》综合计算编制
。

短短 年的时间
,

被灾农 田 累计达 亿余亩
,

损失产量

亿担
,

折合金额 亿余元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只是几个

集中的大灾区
,

不包括一县或数县范围的零星小灾区
,

损失范围也

只限于部分或一季农产品的绝收
、

歉收
,

而不包括耕牛
、

农具
、

农

舍
、

农家衣物器具
、

口粮食品
、

林木损失以及人员伤亡等
。

而且
,

相

对于 一 年和
、

年的水旱大灾而言
,

这 年的 自

然灾害还不是最严重的
。

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

还可直接从各年的农业收

成反映出来
。

晚清以降
,

全国农业收成一直在不断下降
。

到辛亥

革命前夕
,

大部分省区 已降至 成以下
。

这一时期
,

由于农业生产

条件和农民经济状况继续恶化
,

农业收成仍始终在 成多的水平

上徘徊
。

表 是这一时期全国 年后是关内地区 主要农作

物收成统计
。

如表所示
,

一 年的 年间
,

没有哪一年的

农业 收成超过 成
。

最高的 年也 只相 当于 十足 丰年的
, 、

年则分别只有十足丰年的 和
。

就单项作物而言
,

除水稻和耐旱涝性能较强的甘薯外
,

也基本上没

有超过 成的
。

作为察绥和西北地区主要作物的糜子
、

豌豆
、

燕麦

等
,

收成尤低
。

一 年总平均
,

农业收成只相当于十足丰

年的
。

如 以相 当于 十足 丰年 的 为常年收成 的话
,

一 年间
,

常年收成已完全绝迹
,

歉年反成
“

常年
” 。

一些重要作物的全国产量
,

各种统计资料 因依据的亩产量

和耕地面积或作物面积各不相同
,

数字互有出人
,

甚至高低悬殊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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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年各省主要农作物收成统计

十足丰年

作作 物物 , 一一 平均均

稻稻稻

小小 麦麦

大大 麦麦

高高 粱粱

小小 米米

玉玉 米米

糜糜 子子

燕燕 麦麦

豌豌 豆豆

蚕蚕 豆豆

甘甘 薯薯

大大 豆豆

花花 生生

油油 菜 籽籽

芝芝 麻麻

棉棉 花花花花花

烟烟 叶叶叶叶叶

加加权平均均均均均

资料来源 据各年《农情报告 》综合计算编制
,

加权平均系笔者计算
。

是章有义
、

巫宝三
、

国民党政府主计处
、

拍金斯四种统计 估计

的比较
。

各种作物中
,

以稻
、

大麦
、

甘薯
、

大豆
、

芝麻
、

油菜籽
、

棉花
、

烟叶等的产量数字差异最大
。

稻谷产量
,

估计为 亿市担
,

而

估计高达 亿市担
,

比 高 出 倍
,

也远远超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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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年的稻谷产量①
,

殊不可能
。

大麦
、

甘薯
、

大豆
、

芝麻
、

油

菜籽
、

棉花
、

烟叶等产量数字
,

最高与最低也相差 至 倍不

等
。

稻麦等粮油棉烟茶 项作物产量合计
,

为 亿余市担
,

为 亿余市担
,

为 亿余市担
,

最高与最低相差
。

表 巧 一 年全国主要作物产 统计 估计

单位 万市担

作作 物物
章章章有义估计计 巫宝三估计计 国民党政府估计计 拍金斯估计计

一 一 一
稻稻稻

小小 麦麦

大大 麦麦

玉玉 米米

高高 粱粱

小小 米米

甘甘 薯薯

大大 豆豆 日〕〕

花花 生生

芝芝 麻麻

油油菜籽籽

棉棉 花花

烟烟 叶叶 二二

茶茶 叶叶
““

合合 计计

,

一 年产量
。

, ,

不包括芝麻
、

茶叶产量
。

资料来源 据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 辑
,

第 页
,

表列为 一

① 华 年的历年稻谷产量为 一 万担
。

直到 年
,

稻谷达到

万担
,

才超过 估计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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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数
,

系笔者计算 据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 》上
,

上海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第 表 据《统计月报 》 年第
、

月合刊
,

第 一 页
,

原为千旧斤
,

现折算为万市担 据拍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
,

一 》
,

第 一 页
。

具体说
,

估计的稻
、

小麦
、

高粱
、

小米
、

甘薯
、

烟叶的产量数字

都明显偏高
。

稻
、

小麦
、

高粱
、

小米超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年

最高数字 至 不等 ① ,

而大麦和芝麻产量偏低 和

估计的稻
、

大麦
、

玉米
、

高粱
、

小米
、

甘薯
、

棉花
、

烟叶的产量数字都

程度不 同的偏高
,

而 估计的烟叶产量又明显偏低 估计虽然

也有偏高偏低 的现象
,

但就整 体而言
,

则较
、

两项估计接近

事实
。

基于上述原因
,

我们以章有义估计为基础
,

补充豌豆
、

蚕豆
、

虹

豆
、

绿豆
、

燕麦
、

糜子
、

筱麦
、

荞麦等的产量数字
,

综合列成表
。

表 一 年全国主要作物总产 统计

单位 万市担

年年份份 粮 食食 油料 棉花花 烟叶叶 茶叶叶

稻稻稻谷谷 小麦麦 杂粮 其他 小计计计计计计

飞

平平均均

①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年以前最高产量为稻 万市担
、

小麦 万市担
、

高粱 万市担
、

小米 万市担
,

均为 年产量
。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大全
,

, 一 》
,

农业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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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据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 辑第 页综合整理和补充编

制
。

注 杂粮包括大麦
、

小米
、

高粱
、

玉米
、

甘薯 斤折粮 斤
、

大豆
,

另增加豌豆
、

蚕豆
、

燕麦
、

糜 黍 子 原缺
、

年燕麦
、

豌豆
、

蚕豆产量
,

以 年数字代替
。

大豆兼充粮食和油料
,

据 年南北 省 县报告统计
,

大豆用途为 充当人

用食料
、

作家畜饲料
,

仅 供他用 主要是榨油
。

据此
,

将其列入粮食
。

“

其他
”
包括筱麦

、

荞麦
、

绿豆
、

虹豆和其他等
。

但这些作物产量数字不全
。

据

年南北 省 县报告统计
,

上述产品 占乡村人民食料的
,

故以粮食总产量

的 列人统计
。

油料包括油菜籽
、

芝麻
、

花生
,

但未计大豆
、

桐油
。 、

年芝麻
、

花生产量

不详
,

以 年数字替补
。

如表所示
,

一 年的粮食产量
,

按原粮计算
,

平均每年

万市担
,

年最高为 万市担 食用油料平均每年

市担
,

年最高为 万市担 棉花为 万市担
,

年最高 万市担
。

过去一般认为
,

新中国成立前农业的最高产量是在 年
。

但我们的统计显示
,

粮食和油料都是 犯 年的产量最高
,

年

产量最高的只有棉花
。

前面的农业收成统计也说明
,

年收成

成数最高
,

相当于十足丰年的
,

据说除陕西外
,

全国农业
“

丰收
” 。 ① 年灾害较严重

,

受灾面积近 亿亩
,

收成只有
。

收成成数与实际产量吻合
。

因此
,

旧 中国农业产量最高

的年份应是 年
,

而非 年
。

作物产量 的变化
,

如前所述
,

看不 出明显 的升 降趋势
,

但

一 年农业恐慌期间
,

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并持续衰

退
,

一 年的作物产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马鞍形
。

年

在上年大水灾后
,

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
,

年成较好
,

主要作物

① 农情报告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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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达到 年代的高峰
。

但随即农业恐慌总爆发
, “

丰收成灾
” ,

农产品和土地价格猛跌
,

农业和农村经济极度萧条
,

年农业

产量明显滑落
,

年跌人谷底
,

年开始复苏
,

年的农

业总产量已接近 但尚未到达 年的水平
。

但 年
,

由于

华中
、

华北和华西大范围严重旱灾和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

爆发
,

农业再次遭到严重破坏
,

粮食产量又跌落到 年的水平
,

油料更比 年减少一半以上
。

至于主要农产品的全国人均 占有量
,

同样随农业收成而上下

波动
。

如表 所示
,

粮食按原粮计算
,

全国人均 占有量为 一

市斤
,

大体在 市斤上下
。

如折成成品粮
,

人均占有量 为

一 市斤
,

大体为 市斤左右
。

但这是按产量计算
,

必须

扣除种子
、

饲料和工业用粮后
,

才是 口 粮
。

因此
,

口 粮的人均 占有

量就更低了
。

每人只有 一 市斤
,

即大体 市斤左右
,

平

均每天不足 市斤
。

这在当时脂肪和动植物蛋白质消费水平极低

的情况下
,

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

表 全国主要农产品人均 占有 , 统计

单位 市斤

年年份份 总人口 粮 食食 油料料 棉花花 烟叶叶 茶叶叶

人 原原原原粮 成粮 口粮

平平均均均

注 据统计和估算
,

一 年全国人 口 为 人
,

另据推算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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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人 口平均年增长率为 知 参见《统计月报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

页
。

据此计算出 一 年的各年全国总人 口 数
。

表 所列粮食产量
,

除绿豆
、

更豆
、

小米等少数品种外
,

绝大部分为原粮
,

故根据该

产量计算全国人均原粮占有量
。

成品粮的折算标准为 稻谷
、

大麦
、

燕麦
、

糜子
、

黍子等颖果或瘦果类谷物为 小

麦
、

玉米
、

大豆为 无法区分的
“

其他
”

项粮食 筱麦
、

荞麦
、

绿豆
、

肛豆等 为
,

以

此求出成品粮总量和人均占有量
。

粮食的人用食料比例因品种而异
。

据 年 省 县的报告统计
,

稻米
,

小麦
,

大麦
,

玉米
,

高粱
,

小米
,

糜黍
,

甘薯
,

大豆
,

蚕豆
,

碗豆
,

绿豆
、

觅豆
,

按当年各作物产量综合平均
,

粮食的人用

食料率为
。

本表取其整数按 计算
,

求出人均 口粮
。

油料和棉花的人均占有量也很低
。

人均油料产量最高 市

斤 年
,

最低只有 市斤
,

大部分年份为 市斤上下
。

扣

除种子和其他食用 如炒花生
、

花生酱
、

麻酱
、

麻糖
、

点心等
,

人均

占有的油料当不超过 市斤
。

人均占有棉花
,

最高 市斤
,

最

低只有 市斤
,

大部分年份为 市斤左右
,

还不够一件棉袍的

棉絮
。

同粮食总产量一样
,

一 年间的人均粮食产量和 口 粮

占有量的变化也出现了一个马鞍形
,

年最高
,

年为谷底
,

一 年有所回升
,

但尚未恢复到 年的水平
。

以上是对 一 年特别是 一 年的作物产量和

人均粮棉油 占有量及其变化所作的短期考察
。

至于长期的变化趋

势
,

由于标准难以划一和缺乏全面准确的统计资料
,

加上不同作物

和地区情况各异
,

要做出精确的数量是比较困难的
。

中国近代
,

影响各地和全国农业产量和农产品人均 占有量的

因素是多方面的 植被破坏
、

生态恶化
、

水利失修
、

有机肥料数量减

少
、

作物品种混杂退化
、

自然灾害 日趋频繁和严重
、

农民生产资金

普遍短缺
,

等等
,

这些都无疑会导致作物产量和农业收成的不断下

降
。

但是
,

某些作物优良品种的引进
、

培育和推广
,

地区间作物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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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交流
,

少数地 区灌溉条件的改善 如北方某些地区井灌的发

展
,

也使部分作物和地区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提高
,

至少会遏制或

延缓农业产量不断下滑的势头
。

另外
,

部分农户和地区在作物单

产下降的同时
,

由于提高复种指数
,

仍能保持单位面积全年产量和

农业总产量的基本稳定
,

甚至有所提高
。

还有些地区 如东北
、

内

蒙
、

台湾等地
,

不论单位面积产量是否下降
,

由于耕地面积的不断

扩大
,

在一个时期内
,

作物或农业总产量仍呈上升趋势
。

因此
,

无

论单位面积产量还是农业总产量
,

不同作物和地区间的发展并不

平衡
。

从全国范围看
,

由于上述多种因素的相互制约
,

加上年成丰

歉不一
,

基本上呈现不断起伏波动的态势
。

就长期发展趋势而言
,

不少资料显示
,

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减少
,

但作物和农业总产量不一

定同步下降
,

或许在某个时期内还略有上升
。

至于粮食和农产品

的人均占有量
,

由于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赶不上人 口 的增长速度
,

则无疑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

不过上述变化趋势
,

必须通过较长时期的考察和 比较才能显

现出来
,

那种短时期内作物产量和农产品人均 占有量的忽高忽低

或陡升陡降现象
,

除了年成因素
,

更多的还是由于统计上的歧异或

某种并误
。

如在许道夫所作的统计 中
,

全 国人均谷物 占有量从

一 年的 市斤猛升到 一 年的 市斤
,

又

陡降到 一 年的 市斤和 一 年的 市斤 ①
,

除 一 年是由于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所致外
,

可能主

要还是统计上 的原因
。

一 年人均谷物 占有量过低是因

为谷物产量统计不全
,

一 年人均谷物数量猛升而 一

年陡降
,

则是将 一 年 的常年产量 直接 同 一

① 许道夫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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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农业生产与收成
、

产量研 究

年的实际产量进行比较所致
。

人们通常按十足丰年的七成

五来估计常年产量
,

但近代后期
,

由于频繁而广泛的自然灾害以及

其他原因
,

实际产量已达不到常年产量的水平
。

如表 所示
,

一 年全国主要作物的平均产量只有十足丰年的
,

比常年产量低 个百分点
。

如比照 一 年的实际收成

成数 计 算
,

一 年 的年 均 谷 物 总 产 量 就 不 是 原 来 的

万市担 ①
,

而是 万市担
,

已低于许道夫统计的

一 年的谷物产量 万市担
。

与此相联系
,

人均

谷物占有量也不再是 市斤
,

而是 市斤
,

同 一 年

人均谷物 市斤的差距由原来的 市斤缩小为 市斤
。

这一结果没有改变 年代人均粮食占有量明显下降的事实
,

只是下降幅度小了
。

但这可能更符合或接近历史真实
。

不过这种

比较只限于许道夫的统计系列
,

而不能直接同本文表
、

表 的

相关数字进行比较
,

因为二者的统计方法
、

对象存在明显差异
。

本

文 一 年的粮食产量包括筱麦
、

荞麦
、

绿豆
、

豉豆等杂粮
,

比许道夫的统计更为完整
,

同时大豆按其实际用途
,

也被归人粮食

农业部的统计也是将大豆归入粮食类
。

所以
,

本文的粮食总产

量和人均占有量均明显高于许道夫的统计数
。

按此计算 一

年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同 一 年相 比不降反

升
。

但这是统计上的歧异
,

而非历史事实
。 ② 总之

,

世纪 年

见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 贸易统计资料 》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表
。

如按本文标准 即实际产量为十足丰年产量的
,

并将大豆计人粮食
,

外加 占

粮食总产量 的筱麦
、

荞麦和绿豆
、

肛豆等杂粮 计算
,

则 一 年的人均

粮食占有量为稻 市斤
、

小麦 市斤
、

杂粮 市斤
、

豆类 市斤
、

甘薯 市

斤 已按 斤合 斤折成粮食
、

大豆 市斤
、

筱麦等 市斤
,

合 市斤
,

比

一 年的 市斤高 市斤
,

与上文所述 市斤相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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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全国粮食总产量特别是人均占有量比 世纪 年代有所下

降
,

应无疑义
。

当然
,

由于时间不长
,

下降幅度还不算太大
,

同 一 年

比较
,

一 年的人均粮食产量下降率约为
。

但若同

近代前相比
,

下降幅度就十分惊人 了
。

有人估计
,

乾隆四十九年

年 的人均粮食产量为 市斤
,

嘉庆道光时为 市斤

又有人估计
,

道光二十年 年 的人均粮食产量为 市斤
。 ①

一 年的人均粮食产量 比 年下降了 强
,

比

年下降了 弱
。

人均粮食产量的这种大幅度下降
,

除了人 口 增

长外
,

恐怕主要还是近代农业生产长期停滞和衰退的结果
。

〔作者刘克祥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研 究员
。

北京 〕

【责任编辑 王立新

① 吴慧 《清前期粮食的亩产量
、

人均 占有量和劳动生产率 》史志宏 《清代前期的农

业劳动生产率 》
,

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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