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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社会史（第2卷）（1956-1966）》是作者吴汉全的导师张静如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
国当代社会史》中的第二分册，主要是梳理1956—1966年间中国社会的演变史，以反映这一时期中国
社会的基本面貌。
　　本书实际上是集体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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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是与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生产的恢复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国内的农业生产形势非常严峻，水利失修，水旱灾荒严重，民主革命时期遗
留下来的土地改革任务仍在进行之中。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并颁布了一
系列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来指导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
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农业生产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
有数据显示，195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28，8%，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48，5010。
粮食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44，8010。
粮食的产量在1949年是2263，6亿斤，1951年增长到2873，7亿斤，超过了解放前最高产量，1952年更达
到3278，2亿斤①。
土地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农民真正成了农村的主人；土地改革也促进了农村文化的发
展，农村开展了广泛的识字活动和扫盲活动，在农村中掀起了新的文化建设高潮。
这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是农业上一个可喜的现象，有力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农业互助合作组织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最初形式，与当时农村生产力状况相适应。
在土地改革后，农民都分到了土地，农民的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很高。
但农民的个体经济是一种小农经济的生产，由于生产力低下，一些水利工程依靠个体不能够完成，必
须有很多人的合作才能完成。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农村中合作
互助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在发展中出现了三种形式：第一种，简单的劳动互助组，一般为三五户，临时
性的，农忙时候就集体耕作。
第二种是常年互助组，这种互助组规模比较大，在劳力、劳动工具上全面互助，农业外的副业也实行
大规模的互助。
第三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
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参加农户10户-90户不等，一般有了某些公共的改良农具，或兴修水利，这样就
引发了生产上统一使用土地的要求。
于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组织了以土地人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形式，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不多，只在若干县区存在。
　　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的巨大发展，是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之中。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1954年，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很快。
到1954年3月底，全国共有农业合作生产社95000多个；到夏季，有农业生产合作社111400多个；到10月
初，全国发展到229000多个。
秋收后，全国大批建社。
到年底，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497000多个。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高潮，到秋收分配时，有农业生产合作社634000多个，入社农户1692万
户①。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特点是，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土地仍然是农民的私有财产。
不过，合作社也有了共有财产。
虽然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很大的优越性，但由于土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在实行统一经营、进行集
体劳动时，必然会妨碍土地的合理利用。
再加上牲畜和农具都归个人私有，一些人不肯拿出，会影响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积极性。
由于内部存在这些矛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需要逐步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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