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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东北地处边陲重地，地域辽阔，物产丰饶，沃野千里。
自古以来，就有诸多民族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生息、繁衍，为开发东北做出重大贡献。
但由于东北边疆处于中华文明圈的边缘地带，长期封闭、落后的状态使东北古代农业开发远远落后于
中原地区，古代农业经济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大批关内移民涌入东北，东北土地开发全面展开，农业商品化开始起步，农垦
经济逐渐兴起。
进入20世纪，东北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土地开发日益深化，农业商品经济全面繁荣，并率先引进和推
广了近代农业技术，使东北由落后地区一跃成为世界性的商品粮基地，成为中国近代农业最发达的地
区之一。
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农业的掠夺与“统制”，使东北近代农业经济
脱离正常的发展轨道，走上畸形发展的殖民地经济道路，使东北农业农业近代化遭遇挫折。
　　东北地区近代农业的发展历程，是中国近代农业的缩影，也是中国近代农业的典型范例，因此值
得我们认真剖析、探索和深思。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业问题历来是兴国安民的根本性问题。
因此，要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就必须了解过去的农业历史，借鉴历史经验，以确定当今农业开发的
优势，作出合理的规划和布局。
当前，我国正在推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系统地研究近代东北农业的历史变迁，不仅对于
研究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史及东北经济史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振兴东北经济，加快东北农业
的发展，也将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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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分清末时期、民国时期和伪满时期三大部分对东北近代农业体系展
开全方位的立体研究和系统的综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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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清末东北农业垦殖公司的产生　　1860年营口开港后，东北的自然经济开始分解，官庄旗
地日趋破坏，农业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传统手工业开始向具有某些资本主义特征的工场手
工业转化。
19世纪80年代东北又出现了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矿企业。
所有这一切都为东北地区农业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准备了有利条件。
而清末大规模丈放官荒，则为东北农业资本主义企业的诞生提供了最直接的契机。
　　第一节 富商揽荒与私营农垦公司的出现　　清政府在东北丈放官荒，主要目的是增加荒价收入，
以弥补财政亏空。
因此，在放荒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政策，成千上万垧的官荒被大片大片地廉价丈放，荒价收
入迅速增加。
但实际上这些荒地多被官员富商包揽，大部分没有实际垦辟。
1908年，黑龙江巡抚周树谟云：“江省频年招民垦荒，迤东如绥化、海伦、巴彦、余庆一带，存臻繁
庶。
然统计全省面积，开放之荒尚不及十分之二；放而已垦者，亦不过十分之三。
其富商巨户，揽荒渔利，久以习为固然。
荒一人手，高价居奇，零星小户，无力分领，积年累月，终成芜旷。
”①这种现象不仅黑龙江省十分普遍，在吉、奉两省也大量存在。
　　由于荒地成了商人投资转卖的商品，促使地价迅速上涨。
从清末到民初的十年间，东北荒地价格增长了十余倍以上。
以致“贫苦小民，实力垦辟者，领荒之难，有若登天焉”。
②由于土地投资额愈来愈大，没有资金或资金很少者，就很难领得荒地，从而为富商巨贾垄断土地创
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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