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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与逻辑》

内容概要

由钟怀宇编著的《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与逻辑》在史料选择上以土地制度是否发生重大变革为标
准，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对土地制度变革的重大事件的梳理和回顾，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土地制度变
迁脉络，从而发现土地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另外，应该指出的是，所谓中国土地制度，主要是指农
村土地制度。在中国古代，农村土地制度几乎就是一个国家或朝代土地制度的全部内容。在现代，土
地制度的内涵则丰富得多，不仅包括农村土地制度，还包括城市土地以友矿山、山川、森林等的所有
制形式。《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与逻辑》写作的目的是要为现今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提供历史借
鉴，因而并不考虑非农的土地制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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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与逻辑》的笔记-第5页

        土地所有制总体讲是以唐时两税法实施为界，唐以前三代井田制，北魏均田制，汉后地主庄田制
，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只能围绕土地产值来补充国家税收，造成国家与权贵阶层一起争夺生产资料资
源与劳动力资源。一起加大农民剥削。而唐实行两税制，从原来税人变为税地，国家税收很大程度由
地主阶级土劳动人民一起承担

2、《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与逻辑》的笔记-第180页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49年土改农村土地为农民所有制，属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保护政策
，地主，富农兼营工商业土地和财产不予没收，对于地主富农多余土地和财产没收。城效土地一律国
有。后发展成立农村合作社：49年10月至53年农业合作社第一阶段，主要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
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农业合作经济。54年到55年部分地方强迫农民以土地入股
加入合作社。55年至56年全国加大农村合作社力度，取消当初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土地分红。从此中
国农村土地制度进入公有制时代。用时6年

3、《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与逻辑》的笔记-第154页

        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对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使进封建王朝永佃制的分离，将封建生产方式
下农民与土地结合的轻好方式，被否定，使农民面对土地失地带来生计失去，造成社会问题越来越突
出

4、《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与逻辑》的笔记-第166页

        1930年，中共苏维埃土地政策，土地公有制，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只有使用权，缺点使用权引发农
民热情不够，农民革命目的为土地所有权，影响全国革命胜利。后土地政策改为土地私有，一家定业
，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自由，田中产出除交土地税外归个人。概括：田地以乡为单位，按人
口平分，在原有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
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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