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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是如何被集体化的

田传浩

摘要： 重 业 发展战略 匹配的农业 造与 工 优先 相 集体化改 ， 耕 料最初的 生产 集体化目标是 地等 资 的 ，

， 权 ，然而 无法解决 增宅基 私的困境 基 所有 化 集 解由于 新 地化公为 而不得不将宅 地 集体 并由 体 决新增

权基 分配宅 地使用 ， 类 也与 基地具 征的坟地 于 样 辑被集体宅 有 似特 基 同 的逻 化。1956～1962年，宅基

义 权 计 ，也 禀 术地名 体化既非 性设 果 非资源 赋 变化导致 诱致性所有 的集 自上而下理 的结 和技 的 制度变

， 计 了 议 ， 。而是国家 难 处理 而 不 行 整迁 理性设 中遇到 以 的 题 不得 进 的制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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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本文试图回答： 了为 么什 到 1956 高级社阶年 段， 耕 料当 地等生产 体化时资 都被集 ， 料作为生活资

宅基 属于私人所的 地还 有，而 1958年后在人 公社运 基层转变民 动中就被 为集体所有， 于并 1962 的年

《 村农 公 作 例人民 社工 条 （修正草案）》
①
（以下简称《 六十人民公 条社 》） 了中得 文件的确到 中央 认。

， 义 权 了 ， 权 。 村耕在 个 中 仅仅是宅 地的名 所有 所有 宅基 属于 与农这 过程 基 改为 集体 地使用 仍然 私人

料 ， 义 权 来地等生 用地的集 化不同 所有 的集 集 和国 直 经 收产资 体 宅基地名 体化并没有给 体 家带 接的 济

，也 对 ， 一失 影响农 宅基地 和控制 在 时 不 以经济为 因的土地制入或者损 并没有 民 的使用 当 并 是 个 诱 度

。 长 来 ， 义 权 长 。是从 期 看 有 的 化具有非常 而 远的经 影响变革 但 宅基地名 所 集体 重要 济

村 ， ， 权农 基地是中 的 富 但 城 房 住 比 和交易住房与宅 国农民最重要 财 是与 市住 与 宅用地相 其收益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宅基地使用权市场发育与增值收益分配研究”（编号：17BJY224）和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赋

予农民稳定而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编号：17JHQ028）的阶段性成果。非常感谢审稿人专业而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帮

助笔者更加准确地表达了论文的观点。论文写作过程中，刘守英教授给了非常中肯的建议。论文初稿和观点的形成过程

中，韩桐魁、贾生华、张翔、王景新教授给笔者很多启发，郭贯成、马贤磊对本文提出了非常宝贵的修改建议，浙江大

学中国土地制度课程的助教和同学也提出了有益的问题和建议，特此致谢。一切错误由笔者自担。

①
该工作条例的前身是 1960年邓子恢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修改稿）》。1961年 3月 29日由中央正式发

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6月进行过一次修订，1962年又进行了两次修改。本文利用的是 1962年

颁布的最终版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参见http://www.china.com.cn/cpc/2011-04/15/content_223706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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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了到 严格受 限制（ 守英刘 ，2015；Wu et al.,2018）。同为 宅 地住 用 ， 了住宅用地 置中早就引城市 配 入

。 来 ， ， 也 对制 近年 城 地王 城市住宅用 格屡创历 新高 城 有相 完市场机 市土地市场 频出 地价 史 市居民 拥

权 权、 权、 权 权 ，整 及 屋所 用 和 营 经 市居民 庭最重的土地使用 以 房 有 使 收益 经 等 住房已 成为城 家 要的

产资 （杨赞等，2014）。 村为 用同 农 地， 也 了场机制 早 在农用地配 重要作用市 就 置中发挥 ，农民已经拥

耕 权有 地 用的使 、 权 对 权收益 和相 的交易完整 。根 浙江省 数据据 农业厅的 ，2013年底 超浙江省已经有

过 40% 耕 权 。的 地 由 机 进使用 市场 制 行配置
①

一 对 了 ，学 宅基地 政策进 非常准确 指 中 行的宅基 制度建构于些 者 中国 的 行 梳理 地 出 国现 地 1962

《年的 六十公社 条人民 》， 了 权 、 权形 有 属 体 宅基地使 据社区成 身份无成 宅基地所 于集 用 根 员 偿分配、

一 一 、 、 、 （ 、 ，宅 无限期 流 缺乏 机 主 制 圣 英户 使用 严格禁止 转 退出 制等 要 度特征 高 平 刘守 2007；丁

，关良 2008； 、 ，喻文莉 陈利根 2009； ，董新辉 2019）。 ，然而 1962 本也年 中 度文 并非 根之的 央制 无

木，1958年的《嵖岈山 公社试行卫星人民 简章》
②
（ 称以下简 《简章》） 了 权就已经提出 地所有中 宅基

集 化体 。正如孔祥智、 同山刘 （2013）所指出的，1956 对国 土地 改 的 是年之前中 的 制度 革针 都 “生产

料资 ” ， 。 ， 了有 造 宅基 所有制 于改造的 围 重 虽然这些 究指出所 制的改 地 并不属 范 更 要的 研 1962年

，宅 体化的事 回答 么基地被集 实 但并没有 为什 1962或者 1958 ， 权 。年 宅 所有 要被 体化基地 集

此外， 力将注意 集如果仅仅 中于宅基地，也 办 类有 回答 么 他 土没 法 为什 当其 型 地在 1978 后年之 逐

，入市场 制 并于渐引 机 1998 了 一 ， （ 权）得到 进 步 展 同 房 含其下 宅基地使用年之后 发 的 时 农 的 市场

从交易 1990 一 了。 ， 耕 ，年之后 限制 中国的改革 属于集体 有的 地 承反而被进 步 随着 开放 所 通过家庭

了 权、 权 较 权；包制改 农 稳定 保 使 收 整 城市住 与住宅革而逐渐赋予 户 而有 障的 用 益 和比 完 的交易 宅 用

，也 了 ，渐引入 市 化 素 住房在地 逐 场 因 城市 1998 、年 利分房制度 成为城市 的福 终结之后 居民最重要

本； ， 权 权 大 ？可 的家庭财产 与此同时 什么农 地的收益 到 的限交易 和资 为 房和宅基 和交易 仍然受 很 制

， 较， 村果 注 基 变 乏相关 地制度 比 难以更 地 解 农 土地制如 仅仅关 宅 地的制度 迁 而缺 土 变迁的 好 理 中国

。 本 。变迁的逻辑 文研究试 题度 这些都是 图回答的问

本 ： 二 ； 三 ， 料文 部分安排如 部分是文 述评 第 于生产资 理 基余下 下 第 献 部分 聚焦 所有制改造的 论

， 泽东 料础 不 马 思 论 等中央 导人在 产资 所有 改 的 论述及指出 论是 克 的经典理 还是毛 领 有关生 制 造 相关

， 料 对 、 ； 料实 中 生产资 所 革都针 的 产用 第四部分聚 生产资 所 制改践 有制的变 是农用地 生 地等 焦于 有

， 料 ， 也 义 权 ；造 程 分析随 的 进 宅 为 得 进 集 造 最的历史过 着生产资 改造 推 基地 何 不 不 行名 所有 体化改

一 本 。后 分是 文 与研究展部 的结论 望

二、文献述评

自从North and Thomas（1991） 来， 了大提 度变迁理 以 有关制度 论得到 量出制 论 变迁的理 学者的

关注。大体而言， 经济学视角从 看， 度变迁可 分为强 变迁和诱制 以 制性制度 致性制度变迁（Lin，1989）。

①
资料来源：http://nynct.zj.gov.cn/art/2014/6/9/art_1589298_30569500.html。

②
参见：http://www.71.cn/2011/0930/6324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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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强调 政 上 下 度 者强调 人响应 会时自发 动 变者 中央 府自 而 地推动制 变革 后 个 获利机 推 的 革

了大 。一 一国的农地 度变迁已经 学者关注 农地 变迁是 种诱 制度中 制 吸引 量的 些学者强调 制度 致性

， ， 本 禀 ， 了变迁 中央已 政策框架 的 束条 资 做 不 安在 经给定的 下 地方结合 地 约 件和 源 赋 出 同的制度 排

（ 圣龚启 、周飞舟，1999；姚洋，2000）。但 研究没法 释 什 央会进行 地制度政策是这些 解 为 么中 土 框架

整的调 ，很显然， 一 而下 程这是 个自上 的过 。因此，一些学 调农地制 变迁的 征者强 度 强制性特 。然而，

正如周其仁（1995a；1995b） 出所指 的，1978 一年之 国 制 变 要 于后中 农地 度 迁的 个重 原因在 ， 来在原

， ， ， 。人民公 下 经济效 低 人 活水平提 缓慢 并伴随 体制运行的 社体制 率 下 民生 高 着高昂的 费用 中央政

长 。府通 地制度改革 足经济发 和农产 要 地方农 经 在中 可过农 以满 展 品增 的需 地制度创新的 验 央认 之后

了 ， 大 了 。具 合 为 度变革 全国 范 提供 可能 次 地 变革是中 与地方有 法性 从而 农地制 在 围推广 这 农 制度 央

， ，也 。互相 物 既非单 制度 非单纯的诱 制度变迁作用的产 纯的强制性 变迁 致性

， ，而 农地 与宅基地 相 早期 地 变 是 业 发展然 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并不 似 的农 制度 迁 国家重工 化优先

， 料 ， 料，一的 物 聚焦 资 所有制 改 而 地并非生 资 直到产 于生产 的 造 宅基 产 1956年农 化之后用地集体 ，

。宅 于私 有基地仍然属 人所 20世纪 80 二 ，年代 的土地制 第 次改 制重新被开始 度 革 市场机 引入到城市

、 来（宅 市用 农 资 配住 城 地和 用地 源 置中 Ho et al.，2003）， ， （ ）农 下宅基 不仅没但是 房 含其 地 有引

，市场化机 在入 制 1990 ， 了 一之 市场交易 围反而受到年 后 其 范 进 步限制（ ，田传浩 2018）。

， 对 对较少。与 迁相 者们 宅基地 变迁关注 通过梳 面的宅基农地制度变 比 学 制度 相 理国家层 地相关

政制度与 策，学者 遍们普 认为，现 的 度 建于行 宅基地制 框架构 1962年的《 六十人民公社 条》（ 如例 Tian

and Fang，2018; 小 、 三，陈 君 蒋省 2010； 、 ，高 平 英圣 刘守 2007； ，丁关良 2008）。 现有文献几但 乎

一进 步追问都没有 ，为什么 1956 权 了级社 还属于私人 的宅基地 有 到年高 阶段 财产 所 1962年却被集体

了。 ， ， 、 （化 可能很 宅 地集 是 集 化 而 祥智 刘 山多学者都默认 基 体化 农业 体 的产物 然 正如孔 同 2013）

所指出的，1956 之前的中 土 制 革年 国 地 度改 ，仅仅关注 是的 “ 料生产资 ”类型 有化的土地公 ，比如农

， 料 也 。 了体化 有将属于生 的宅基地 体化 为用地的集 并没 活资 集 什么到 1962 ， 料属于生活年 资 的宅

了 ？ ， 料 村 。被 体化 得 的 同 的 仍然保 私有基地就 集 呢 值 注意 是 为生活资 农 住房 持

喻文莉、 利根陈 （2009） 对尝试 1962 权 了的 基 有 集体化 原因进行 解年 宅 地所 的 释， 其归因他们将

为 1959 二 ， 权 、 权 了 村籍制 为宅基地所 体化 使用 利分配 户束缚在年城乡 元户 度 认 有 集 福 是为 将农 农 。

权度 宅基 有 化 时 后虽然户籍制 与 地所 集体 有 间上的先 关系， 两者并 因果但 非 。1956年《 业生产高级农

》 ， 了 村合 社 范 中 就已经 确 合作社有 农 新增宅 问题作 示 章程 明 责任解决 基地的分配
①
， 时宅基地而此

。 ， 权仍 于私人所 由此可 地所有 并然属 有 见 在宅基 没有集体化的 1956 ，年 增宅 就 是 集新 基地 已经 由

了。 一 对 ， 权 ，配 为宅基 福利分 农民的束 那 不 宅基地所 集体化 束体福利分 即使认 地 配是 种 缚 么 需要 有

。缚已经存在

①
“社员原有的坟地和房屋地基不必入社。社员新修房屋需用的地基和无坟地的社员需用的坟地，由合作社统筹解决，

在必要的时候，合作社可以申请乡人民委员会协助解决。”参见：《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6年）》，

http://guoqing.china.com.cn/2012-09/07/content_26746703.htm。

http://guoqing.china.com.cn/2012-09/07/content_267467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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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强调， 头 热体化 民公社 脑发 物宅基地集 是人 的产 。1958 了 类年开始 民公社 改人 的 国有化

造（ 汉罗平 ，2006），一大二 运公的人民公社 动， 权 了不仅 基 有 体将宅 地所 集 化 ， 存 地的而且连 量宅基

权也 。 权 头 热 ， 讨 必 。所 被集体 宅基地所 的 体 脑发 的运 产物 当然就 要 这有 化 如果 有 集 化是 动 没有 论的

也 大 讨 权 。 ， 较可能 不 论 地所有 集体 原因 不过 果比是 部分学者 宅基 化的 如 1958 《嵖岈年 民山卫星人

》公社试行简章 和 1962年《 六十 》民 社 条人 公 本， 大 。会 两 之 差 宅基地的文 发现 者 间存在很 异 虽然

权有 集体所 化被 1962年《 六十 》人民公社 条 来， 一 了。保 下 原有的 些 度都改变 以留 但是 制 “三级所

、 为基础有 队 ” ， 本和 的政 例 这些原 属有关自留地 策为 于 1956 《 》高级农业 产合作 程年 生 社示范章

的内容
①
，在 1958 运 中全 取年人民公社 动 部被 消， 在而 1962 的年 《 六十条人民公社 》又 了复全部恢 。

考虑到《 六十 》人民公社 条 在承认是 “大跃进” ， ，失 的 上修改定 的 这意味着 央认败 基础 稿 此时被中

为不 人民 运动中的很 法在符合实际的 公社 多做 《 六十 》人民 社 条公 了 。中 修正 而之都要进行 所以仍然

权 ，必 必 。 ， 权 、 权宅 地所 体 是 为 有 那么 宅 地所有 使用 无保留 基 有 集 化 然 因 这个操作 其 要性 基 集体化

， 讨 。 权 ，偿 配 合 现实需要 是需要探 的 宅基地所 非经 动的产物 因分 符 什么 就 内容 由于 有 集体化并 济驱

于经济学 础的诱 变迁理论此基 基 致性制度 难以解释 1956～1962 义 权 。基 名 所 集 现年宅 地 有 的 体化 象

三、农业集体化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论基础

一 。 、 义 一中 是 意识形 理论的 思 恩格斯 共 主 家提供的 论 直是国共产党 个注重 态 党 马克 等 产 理论 理

中国 导实践共产党指 、建 重要 资源构新世界的 理论 。一方面， 义共 理论所描 的具有产主 绘 “按需分配、

、 、没有压迫 人 自由没有剥削 自由 的 联合” 了一 ，等 的 想 产 供 个美 的愿景特征 理 社会为共 党人提 好 在

大 力 了 （ ） 头颅、 热 ； 一 ， 义巨 压 下共 党 可 这个愿景 想 抛 洒 血 另 主 理论还面临 产 人 以为 理 方面 共产 有

， ， 、 ； 三，群众 产党的政策 合法性支 比如打 地 第 在这 的助于说服 为共 提供 持 土豪 分田 些理论基础上

本 一 、 执 。策文 成 员 行 认 行的基政 可以 为党 和 政组织统 识 有效 础
②

， 义 ， 对即使在 况下 中国 产 人 发现原封 动地照搬马 教条会导某些情 共 党 已经 不 列主 中的 致失败 并

义 了 判， 义， 义条主 严厉的批 但 共产党人 没有因 马列主 而 中 实教 进行 中国 并 此而抛弃 是将马列主 与 国

， 了 义。 ， 义践 合 创 和 中 的马克 主 正因 伴随着马 主 中 践相结 重新 造 解释 符合 国实情 思 为如此 列 与 国实

相结合， 义 料列主 中有关 有制的部 共产 定政策的重 论依据马 生产资 所 分成为中国 党制 要理 。
③
随着“耕

者有其田” ，改革完成的土地 中国很快就从“ 义新 主主 社民 会” 段 到阶 过渡 “ 义会社 主 建设” 。段阶

①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六条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抽出一定数量的土地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分

配给每户社员的这种土地的数量……一般地不能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５％。”第三十一条规定：“第三十一条

生产队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组织的基本单位……。”

②
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这个文件实际上带着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我们如果要

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毛泽东，1996：《中国

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载《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9～77页。）

③
从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文献来看，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一直是当时中共党中央领导人在理论上重点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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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 （胁 联经 都提醒 领导人 重 业 优 展是当时 国急需解决 题 林毅军事威 验 着中国 工 化 先发 中 的优先问

夫 ，等 1994）。 ， 禀 力 本 ， 本时中 资源 赋是劳 足而资 不 重工业 型产业然而 由于当 国的 动 充 足 是资 密集 ，

较少 力 ， 禀 。 ，只 就 重工 展 与 国 相 这种情 下 市场能吸纳 的劳动 业 业发 战略 中 的资源 赋 冲突 在 况 机制无

法将资源 动 置 工业领域自 配 到重 中，因此，国家需 源流动要干预资 ，将 优先 到重工业有限的资源 配置 ，

以 国家战略 需要满足 的 （ 夫林毅 等，1994）。 种背景下在这 ，计划 产 统购 制 逐经济体制和农 品 统销 度被

来建渐 立起
①
。 了 力 本， 本 ，低 动 的成 要将农 成 地供应 城 农 统购统销为 压 城市劳 需 产品低 给 市 产品 就

， ， 本 ，可以完成这 而 从分散 低价 购农产品成 而从集体 中收购个任务 然 的农户手中 格收 很高 手 农产品

本 对 ， ，成 相 降低 化 集体 进 加 推的 因此 农业合作 和 化的 程被 快 行
②
。

，必 权 。 料合 集体化 进程中 土地产 的 理 题 马克思的 产资 所有制在农业 作化和 的 然涉及 处 问 根据 生

， 了 ， （高农业生 农业 经营和机械 地应该全 所有理论 为 提 产效率促进 规模 化 土 民 Nationalization）。按

， ，践与马克 由 新中 济 常 发 在 有和集 所有两照中国实 思理论的结合 于 国经 还非 不 达 因此存 全民所 体 种

， 一 权 。制形式 同 允 部 有产 的存公有 时 许 分私 在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的理论建构

生活在 19 洲世纪 的马克思中后期欧 ， 本 义社会 弊病观察到资 主 的种种 ， 了 义提出 社 和共产主会主

义 。 ， 本 义 料 大 矛 ，会的理 认为 资 主 制 社会 存 可 和 生社 论构想 他 的生产资 私有 与 生产 在不 调 的 盾 随着

力 ， （ 料 ）必 力 ， 料步 生产 系 包括 所有制 须 行 整 应生产 的 展 生产资 公产 的进 关 生产资 进 调 以适 发 有制

必 料 ， 一 力 。代生产资 有助 成 个生产 更 达的社会将取 私有制 从而 于形 加发

料， 料又 ， 也 料然土地 资 而生产 则 地公 是 思 产 理既 属于生产 资 应该公有制 土 有制 马克 生 资 公有制

。 ， 门 来讨 料 。然结果 别地 马 专 写过文 论 地 特殊的生 资 的所有制论的自 特 克思还 章 土 这种 产 问题

1872年， 了回应国际 彻斯 部成员关于 所有制问 的观点为 工人协会曼 特支 土地 题 冲突， 了思写马克

《论土地国有化
③
》一文。 中 确指文 明 出，“一 面方 ， 长的 要居民 需 在不断增 ， 一另 方面， 产品的农 价

格不断上涨， 就不容争 地 明这 辩 证 ， 一 必国有化已 为 种社会 然土地 成 性。一 耕的 作由国旦土地 家控制，

， 力 少家谋 农产品自然 可能因个 人滥用为国 利益 就不 别 地 而减 。”
④

马克思在 《论土地国有化》
⑤

论 中的 证 ，土 有 证 都 业 地地国 化的 据 聚焦于农 生产用 。他指出：“一

①1949年 8月召开的上海会议，研究了各大区的财政收支、物资调拨等问题，会议决定，各区共同努力来维持上海的运

转，承担粮、油调拨任务。从这时起，全国开始实行粮、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的统一调拨（薄一波，2008）。
②
合作化和集体化还有其他的考虑，比如土地改革之后又出现了农村贫富分化，毛泽东觉得这不合适，合作化可以部分

解决贫富分化的难题。不过，虽然合作化和集体化有多种动因，但是经济动因是其中最重要的动因。

③
英文版用的是nationalization，准确的翻译是全民所有。

④
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175～17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175～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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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采 。 ，切现代 灌溉 排水 汽 化 理等等 应当 农业中广泛 们所具有方法 如 蒸 犁 学处 在 用 但是 我 的

， 耕 术 ， ， 大 耕 ，我们 有的 作技 手 机器等 如 不实行 就不能有科学知识 所拥 段 如 果 规模的 作 效地加以利

。大 耕 （ 耕 本 本 义规 的 作 在 这 使 为 资 主 形 下用 模 即使 目前 种 作者 身沦 役畜的 式 ）， 来从经 点 看济的观 ，

小 耕 ， ， 采 耕 ， 力既然 明 块 分散的土 作远为优越 用全国规 不会 地证 比 的和 地 那么 要是 模的 作 难道 更有

？推动生产吗 ” ， 大 ，于生产效 的考虑 为 规模农 机 化 从 利 产出 率 马克思认 业生产有利于 械 而有 于生 效

率的提高， 分而 散的“ 国的农 所有制法 民 ， 大国的 地主 有 离 国有化要 得多比起英 所 制 土地 远 ”。因为这

了 ， ， 。 ，农民所有 的零 更不利于农 产规模经 从而是 很显然种分散的 制导致 土地 碎化 业生 营 低效率的

， 讨 。 讨马 有 的论 因 产 因 是 产用地 然此文 论工业克思的土地国 化 据是 为生 率 此 论的都 农业生 虽 并没有

， 也 ， 大 。 也 （ ）用 但 业 模效应 因 工业社会化 效率 马克 土地地 工 有规 此 生产更有 思 指出 工业 “ 动为劳

，者提供立 所 为整个 动过程 场所足处 劳 提供工作 ”，
①
因此 工 厂房工业用地以及 业 作为“ 料生产资 ”，

也 。 ， 来 ， 村 一类 料应 国 马 恩格斯 就没有 农 宅基地 坟 这 产资 用地该 有化 然而 克思和 从 论证过 和 地 非生

也 。该公有化或应 者国有化

（二）毛泽东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论分析和决定

泽东 ， 泽东 了 料作为中国 袖和 想的主要贡 毛 同志多 论述 生 制改造共产党的领 毛 思 献者 次 产资 所有

问题。1942年 3月 20日， 泽东毛 在《如 研究 党何 中共 史》
②
一 一 了 料中 次 资文 第 提到 生产 ，他认为“如

料 东 ， 对果我 不知道 农业生产 土 和 些 西是在 的手里 不把 民 土地的们 主要的 资 地 牛这 谁 地主与农 所有关

，清楚 会知道土地系搞 就不 革命
③

必的 要”。

1948年 2月 25日， 泽东毛 在《中 经济形态国的社会 、 民民 革命阶级关系和人 主 》
④

对次中首 生产

料 料 了 义资 生 定和 活资 进行 。他指出：“人们为 要生活着 ， 料产生活资就要生 ， 如 食例 粮 、衣服、房屋、

料燃 、器 等具 。 料人们为着 活资要生产生 ， 料就要有生产资 ， 如土例 地、 料原 、牲畜、工具、工场等。”

， 泽东 义 ， 料。 ， ，很显然 在 的定 里 生活资 而 明 是作 产 的 地毛 住房属于 这里的土地 很 显 为生 用途 土 比

如，耕地、 地林 、 地工业用 （工场、 业厂房工 ），等等， 括住宅用不包 地。在 篇 中这 文章 ， 泽东毛 强调

、 大 料 ， 来改变地主 资 据 量生产 过中 产党领导的 战争 摧毁 的生产要 产阶级占 资 的社会 通 国共 革命 旧 关

， 义 。 ， 泽东对 义 ，土地革命 产 系 在 著 毛 民 理系 完成 等新民主主 的生 关 这篇 作中 新 主主 革命的 论阐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5页。

②
毛泽东，1991：《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99～408页。

③
这里的土地革命，指的是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在 1942年，这个土地革命的形式是通过减租减息等方式来实现的。

④
毛泽东，1996：《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载《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第69～77页。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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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 1949 料年 后中国 领导的生 资 有 造的理论 导以 共产党 产 所 制改 指
①
。

1950年 6月 4 ， 泽东 《 》日 毛 地改革报在 关于土 告的修改
②

指出中 ，“ 料， 村生产资 在农所谓 中，

， 、 、先是土地 次是农 屋首 其 具 牲畜 房
③
等。” ， 泽东而且 毛 强调：“ 了多 志在 问 犯过去许 同 这个 题上

二 （ ） ，论 元 误元 甚至是多 论 的错 ……，又 料 料 ， 划 ，将生 资 与生 列 作为 分 级 标 问产 活资 并 阶 的 准 把

题弄得 糊涂很 ，划 了错 许多 成分人的阶级 。”很显然， 料产资 制改造为公 的同时如果在生 所有 有制 ，将

料 也 了， 来也 义 泽东 。活资 所 在当时看 思 和毛 的 行生 有制 改造 是不符合马克 主 思想 错误 为

1953年 12 ， 泽东 《 》命 和党在 渡时期 线月 毛 在 革 的转变 过 的总路
④
一文中指出：“党 过 期在 渡时

的总路 的实质线 ， 料 义 一就是 的社会主 我国国 社会的唯 的 基础使生产资 所有制成为 家和 经济 。”这段文

泽东 《 一 力 一 大 义字是毛 共中央宣 动 切 量 国 成 个 主在审阅中 传部编写的 为 员 把我 建设 为 伟 的社会 国家

斗争而 —— 习关于 在过渡 路线的学 宣 提党 时期总 和 传 纲》（ 下简称以 《宣 提纲传 》）时，加写或改定的。

《宣传提纲》中指出：“…… 的个 农业经济和 业经济分散 体的 手工 ， 必是 能和 须可 谨慎地、 又步地而逐

积 向 现代 集 的 向极地引导它们 着 化和 体化 方 发展的…… ，有 济而没 合作社 们就不可单 国营经 有 经济 我

领 劳 民的个体 济逐步地走能 导 动人 经 向集体化……。”
⑤

泽东 《 （在毛 亲自 中华 共和国宪法参与制定的 人民 1954年）》 了 料五条中清 地列出第 楚 生产资 的

，四种所有制形式 即“ 料 ： ，人 共和 生 所 制 有 种 国家 有制 即中华 民 国的 产资 有 现在主要 下列各 所 全民

有制所 ；合作 所 制社 有 ， 动群众集 所有制即劳 体 ；个体 有制劳动者所 ； 本资 家所有制”。 也将生同时 产

料 料 。与生活资 区 明明白白资 分得

①
“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生产关系，都是被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保护的。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被什么样的阶级的国家权

力所保护，而所谓国家权力，首先就是军队的武力。人们如果要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人们就或早或

迟地要推翻旧的国家权力，建立新的国家权力。中国人民如果要消灭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和买办的生产关系，完成民族

独立，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借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他们就必须推翻外国帝国

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旧式富农所结合在一起的反动的腐朽的国家权力，首先就必须消灭一切反动军队。

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所从事的伟大的神圣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正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这个革命

战争，现在正是日益接近于全国的胜利。”（毛泽东，1996：《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载《毛

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9～77页。）

②
毛泽东，1999：《关于土地改革报告的修改》，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3～66页。

③
这里的“房屋”指作为生产资料的房屋。作为人们生活用房的房屋，毛泽东把它列入生活资料。他在《中国的社会经

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中曾指出：“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生活资料，例如粮食，衣服，房屋，燃料，

器具等。人们为着要生产生活资料，就要有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原料，牲畜，工具，工场等。”（毛泽东，1996：《中

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载《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9～77页。）

④
毛泽东，1999：《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15～

317页。

⑤
参见：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09/05/content_267464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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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地一体还是房地分离：住宅用地性质认定与所有制改造的实践选择

料在生 资 的认 过程中产 定和改造 ，如 建 物果土地上没有 筑 ， 料则 生属于 产资 ，转 公为 有制。20世

纪 50 三大 ，年 造过程 在城市代的 改 中 ，“一 ， ， 办占有的城 空 街 地产 经过 当的 法切私人 市 地 基等 适 ，

一律收归国有。”
①

村农在 ，耕地、园地、 没有 物的土地林地等其上 建筑 ，也 料全 为生产资 为集部作 转

。 ，对 ， 。 ，体 于土地上 况 何认 处 克 的 并 答 因此所有 但是 有建筑物的情 如 定与 理 马 思 经典理论 没有回

择。要从逻 验事实中 察 策 者的方案需 辑和经 观 政 操作 选

对 料 料， ， 三于土地上有 情况如何 还是 资 并进行所 改造 逻辑 只有建筑物的 认定生产资 生活 有制 上

。 一， 。 ， 料， 义种 房地分离 这 原则 有 属 生 会 中可能性 第 的处理原则 在 种 下 所 土地 于 产资 在社 主 改造

被国 化或集有 体化； 房屋的情 视 况而 况 情 而定， 料既可能属 生产资于 （如厂房），也 料于生活资可能属

（平民自住住宅）。 ，但很 直到显然 1982 ，年宪法 城市土地 于国有 里仍然有规定 属 之前 城市 相当面积

， ， 未 择地 于私 有 就 私 下 这意味 国家并的土 属 人所 主要 是 人住宅之 的土地 着 选 “ 分离房地 ”的处 原理

。 二， 一 ， ：一第 体的处理 则 包含两种 是则 房地 原 可能性 种 “地随房走” ， 一种是的原则 另 “ 地房随

走” 。的原则

来 ， 义 料 ， 采 了有能公开 阅的文 的社会主 改 都 用从所 查 献 看 国家 生产资 所有制 造 “ 房地随 走”的

。原 在则 1953～1956 三大 本 义 ，资 业改造 城市手 造中 都是 过 商 手年 改造的 主 工商 和 工业改 通 工 业和

工业的 有制改造所 ， 权一从 及其名下 起国而将产业 土地的所有 有化，“城市土地私 的改造是 过资有制 通

本 义 、 义 ，主 体手工业 的 会主 而 的工商业 个 和私有房地产 社 改造 实现 …… 私 质 赎买公 合营的实 是通过

本 料方 将资 家 包括土地 内 生 收归国有式 私有的 在 的 产资 ”（ 川玉邹 ，1998）。“转为地方 和联社国营工厂

的合作工厂， 是全 有制性质的即 民所 ， 也 了占用的土 自然 就 国有土地它所 地 随之转为 ”（ 川邹玉 ，1998）。

又比如， 租 改造在经 房 中，1958 长 一 议原 服 部 部 全国房 工作会 结报年 城市 务 张永励副 在第 次 产 上的总

告指出：“房 地基 问题：在进行房 改造时屋 ， 一如房 同属 人者屋与基地 ， 走基地随房带 。如 与基地房屋

二 ， 一分属 由房主将 领租息 主 部分人者 所 分给基地 ”
②
， 权也 一 。后 随 房屋 造者的基地所有 着 起改

， 三大 ， 采然 于 市 造中 国 在所有 中 取的是很显 由 改造和城 住房改 家 制改造 “ 随 走地 房 ” ，则的原

类 ， 料 也可以 推 生产资 的认出 定 是“ 房走地随 ” 。 ， ，也的原 居住住 面的住宅用则 因此 自己 房下 地 应

一 ， 料， 。 也 ，三大该和自己 住住房 样 资 并不纳 事 确实 改 城 出居 属于生活 入所有制改造 实 如此 造和 市

义 ，社 造结束 城市里租房屋的 会主 改 后 “ 料私有土地 是 为 生活资 的 有住房的宅剩下的 只 作 个人 私 基地

了。……据 1982 计，调查统 在年 全国 226个城市 7438 ，平方 的建成区中 土地有公里 私有 334.7平方

公里”（ 川，邹玉 1998）。 类 ， ， 也 采以 推 在宅 最 是 用因此可 基地的认定中 初 “ 房地随 走” ，原 宅的 则

料， 。生 应进行 有制的 改造基地属于 活资 不 所 公有化

①
参见：1956年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载《国家房地产

政策文件选编：1948～1981年》，《房产通讯》杂志社内部资料。

②1958年城市服务部张永励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房产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转引自《国家房地产政策文件选编，1948～

1981年》，《房产通讯》杂志社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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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改造：从顶层设计到地方自发“创新”

（一）1956年之前的集体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

从 1949到 1956年， 大 料 计中 陆 产资 改造 是自上而下国 的生 都 的顶层设
①
，按照中央 而的设想自上

。 ， ： 一 耕 ，下 就土地所有 造而言 包 两个阶 有其田的 造 于新推行 制改 括 段 第 是 者 土地私有制改 属 民主

义革 段主 命阶 ； 二 料是 到 的农业 产资 用 体化改造第 从合作化 集体化 生 地的集 ， 义于 会 命阶段属 社 主 革 。

大致 言而 ，1956年的高级社之前， 村集体所有 上而 进的农 制改造是自 下推 ， 本政策文 定具有的制

， 料 料 （ 、 ，理 依据 生 而生活资 同论 产资 改造 不变 孔祥智 刘 山 2013）；1958 村年开 农 所 制始的 集体 有

， ， ， 本， 择 。民 制度创 是自下 有实践 再 文 后 央选 承认 过程改造和人 公社 其 新 而上 先 有 最 由中 的

， 力、 村 ，由于现 战争压 重 展战 求从农 汲取 便宜的资 粮食统实的需要 工业优先发 略要 更多 源 购统

来， ， 也 。 ，系加快建 应 业合 和 化 进 快 如此 农 集体销体 立起 与此相适 农 作化 集体 的 度 逐渐加 但即使 业

，也 。化 自上而下 据 和 的需要推 的 是在党和 识形态指仍然是 根 党 国家 动 国家的意 导下完成的

泽东毛 在 1955年 7月 31日的《关于农 作化问题业合 》 经过和 1955年 9月、12 编辑的月两次 《中

村 义 》 ，也一 料 。 ， 泽东对 料高 中 直 调 资 所 这 明 毛 生 资国农 的社会主 潮 在强 生产 的 有制改造 些都表 产

料 讨 。所有 与生活资 区 开 直到制改造 是 分 论的 1956 《 》 ，年的 级农业生产 范章程 中高 合作社示 属于

料 耕 、 、 ， 料 、 ，的 地 园地等都被 化 而属于 活资 的 地 宅基地生产资 林地 集体 生 土地如坟 等 仍然归属于

。农 个人民 所有

《 》一 ， 泽东 了 必 ，在 农 合 文 证 农业 产合作 性 强调农 生 合关于 业 作化问题 中 毛 论 生 化的 要 业 产 作

在经济效 上更高社 率 ，“农业 社生产合作 ，在生产上，必 较 户和 组增加农作 产量须比 单干 互助 物的 。……

来了 六十 八十 了 ，已经 立起 的 业生产合 以 的社 加 物 产建 五万个农 作社有百分之 上 都增 农作 的 量 ……证

， ，业 作社社员 生产积 高的 合作 胜 互 更胜过单 户明农 生产合 的 极性是 社 过 助组 干 。”要增加作物产量，

要需 “…… 料（ 、 料、 、 、增加生 水利 农具等产资 土地 肥 牲畜 ）。”
②

《 村 义 》一 ， 泽东在 中 的社会主 潮 书的 评价国农 高 按语中 毛 “ 对他们 合 社 于主要地是要看 作 他们

料的 资 社 们生产 入 是否使他 不吃亏”“ 小 ，对 力 料现在的 和初级 分地利用 动 诸 产资社 社 于充 劳 和 种生 ，

一还是 束缚种 。 了办大到 社和 时候高级社的 ，就可以…… 力 一大产 和 向前发展 步使整个生 生产 。”
③
很

，然 从互助 到初级显 组 社和 1955 ， 泽东农业合作 导 强调 作 是 改年的 化 毛 和中央领 人 的合 社都 要 造生

料 ， 、 、 料。 ， 料所 不包括 房 宅基 等生活资 改 的 基础 是生 资 所有制改产资 有制 而 住 地 坟地 而 造 理论 产

， 一 。高合作社 是 个 目标为主导 革造能够提 的生产效率 经济 的改

可以说，一 到直 1956年， 村 料中 产资 所有 中 理论 下 的国农 的生 制改造都是在 央 指导 完成 。 于由 党

①
这里的“顶层设计”包括两种含义，第一，是中央决策层根据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理论，有意“设计”并自上

而下地推行一套政策方案；第二，是中央决策层为需要推行的一套政策方案塑造一套理论，对政策的正当性进行理论支持。

②
毛泽东，1999：《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18～443页。

③
毛泽东，1977：《<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25～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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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料 料，中 界定 生 资 和生 此的理论 清楚地 产 活资 因 1956 村 ， 对年前中 农 土 体化 仅仅是国 的 地集 针

料生产资 性质 有制改造土地的所 。对 料资 的不属于生产 土地，比如宅基地 地和坟 ，仍然属 私人所于 有。

，事实上 1956年 6月 30 一 大 三 议 《日第 表 第 次 过 农 生 示届全国人民代 会 会 通 高级 业 产合作社 范

章程》， 料 耕要求作 生产资为 的 地、 地等都要 社园 入 ， 私 有变为集 所有由 人所 体 。 三 十三该章程第 章第

规定条 ：“ 必 耕 、大 料入社 私有 地和 畜 型农 主要生产 转为合 所有的农民 须把 的土 具等 资 作社集体 。”同

，时 和 基地 属 人 有明确指出 坟地 宅 还是 于私 所 ，“ 必的 房屋地 不 入社社员原有 坟地和 基 。” 产合农业生

、 、嵖岈 村作社 级 业 合作社 山 星人民公社 和农 人民 例修 案中的有高 农 生产 卫 试行简章 公社工作条 正草

权、 、关 所有 宅基 自留地 异同如表土地 地 等政策的 1 。所示

表 1 高级社、人民公社试行简章与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的比较

《 合 社示农业生产 作 范

（程章 草案 1955年）》
①

《 级 合高 农业生产 作社示

（范章程 1956年）》

《嵖岈山卫星 社人民公

（试行简章 1958年）》

《 村人 社工作条农 民公

修正草案例 （1962年）》

土地所

权有

一它统 地使用社员的土

地……等 生产资主要

料，并且 地把这些逐步

料产资 公生 有化

必的农民 须入社 把私有的

耕和土地 畜、大型农 主具等

料产 转 集要生 资 为合作社

。体所有

自留地…… 基房 ……全

部土地…… 料生产资等

转 公 所归 社 有

，产队范围 的土地生 内

。都归 有生产队所

存量宅

基地

— 有社员原 ……房 基不屋地

必 。入社

、 、将 的房基 牲私有 畜

木 料林 等生 全产资 转为

。社公有

，土 包生产队所有的 地

、括 的 地 留社员 自留 自

、 ，一等等山 宅基地 律

。出租和 卖不准 买

新增宅

基地

— 社员新修 屋 用 基房 需 的地

和无坟 的社员需用地 的坟

地， 合作社统由 筹解决，在

必 的时要 候， 作社可以申合

人民委员 协助解请乡 会 决

划 ，新建住宅按照规 由

一 料公 社 统 备 派

。工 …… 建的 归新 住宅

，所 社公社 有 员居住要

出租金

，员的房 永远归社 屋 社

。有员所 ……社员新建

，房 的 要由生产屋 地点

一 划。统 规队

自留地 小社员有 块应该允许 的

自留地…… 多不至 能超

村过全 每口人 土地所有

的平 数的百均 分之五

业生产合农 作社应该抽出

一定 量的 分 社数 土地 配给

菜种员 植蔬 ……，一 不般地

当地每 平均土能超过 人 地

数的 5%。

社员……应该 出 部交 全

地自留

一 耕自留地 占生产队般

地 分之五到面积的百

七， ，使用归社员家庭

长 变期不 。……自留山，

。 划由 经营 自留社员 山

，也长 。定以后 期不变

活资生

料是否

入社

料生 资 和社员所有的 活

小 、 木、地 树块园 零星

、 、小 、禽家 家畜 农具

经 副业所 要的营家庭 需

，工 实行公有具 都不 化

料社 私 生活资 和员 有的 零

木星的树 、家禽、家畜、小

农具、经营家庭副业所需要

的工具， 属社员私有仍 ，都

。入社不

小可以 下 量的留 家畜和

，禽 仍归个家 人私有

社 个人 的要保障 员 所有

一 料，活 包切生 资 括房

、 、 、具 行屋 家 衣被 自

车、 纫 ，缝 机 和在银等

、 ，社的存款行 信用 永

远 社 有归 员所

否有是 社员有退社 由的自 社员有 社的自退 由 — —

①
参见：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10/content_4296.htm



宅基地是如何被集体化的

- 11 -

权退社

什么是

集体

农业 该生产合作社应 是

劳动 互 利 联农民 相有 的

， 贫 农合 特别是 农和中

互相 利的联有 合

队是农业 产 作生产 生 合 社

本 。劳动组织 基 单位的 的

各个 社合并为农业合作

， 义大产主公社 根据共

， 一的精神 应该协作 将

公有财产 给公社切 交

本的基 核算人民公社 单

。位是生产队 ……人民

公社 织的组 …… 是可以

三 ， 、 大即级 公社 生产

。队 队和生产

制定者 、中央文 人民代件 全国

表大 常 委会 务 员会

中央文件、 国全 人民代表大

会

件地方文 、中央文 党件 中国共产

八第 央委员会届中

注：《 （生产合作 示范章农业 社 程草案 1955年）》参见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10/content_4296.htm。

料来 ： 。资 源 笔者整理

（二）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生活资料私有制面临的现实挑战

料 料 采 了 ，生 资 的 和 地 作 的 不同的 地所有 方案符合作为 活 坟地 宅基 与 为生产资 土地 取 土 制 这个 马

料 。 ， ， 大 。克 和 共产党生 资 改造的理 实践中 这 就面 的挑战 原因思 中国 产 论 然而 在 个方案马上 临巨 在

， 料 料 。作为生产 的土地 活资 的宅 用 上可 相 新 的 坟于 资 和作为生 基地和坟地在 途 以互 转化 增 宅基地和

料， 一 来 （ 料） 来。并不属 生产资 有 部分要 过 的 生产用地 产资 转换而地虽然 于 但是总 通 原 农业 生 土改

， 来 权后 新中国 新增 地 源与 属转 表结束 不同时期的 宅基 变如 2 。所示

表 2 土改结束后新中国不同时期的新增宅基地来源与权属转变

合 化之前作 1952～1956年 1956～1958年 1958年之后

来新增宅基地

源

或 地转自家农地 荒 为

基宅 地

；家 地 为自 农 或荒地转 宅基地

也 划可能 存 集体 拨在 宅基地

划集体 拨宅 地基 划体 基地集 拨宅

新增 基地所宅

权有 转变

私有→ 有私 私有→ ；私有 公有→私有 公有→私有 公有→公有

存 基地所量宅

权 权有 使用与

私有私用 有私用私 私有私用 用公有私

：这里注 的“ 有公 ” 。体 有指集 所

从表 2 看可以 出， 家农地 变为将自 转 “宅基地”， 来土地私有 时 农 房土地的 要 源是 制 期 民建 主 。1949

年之前， 来私有制时 的宅 自自家拥有的中国土地 期农民建房 基地 土地（ 未农地和 利 地为主用 ）。 村农 建

， ，要是将自 转 为宅 从房 主 家拥有的农地 变 基地 “ 料资生产 ” 变转 为“ 料生活资 ”
①
。 对此 地时 于土

， 一 ： 少 一 ， 一所有 的农民 否将农地 为 基 个经济决 宅基地 占 些 以多留 些者 而言 是 变 宅 地是 策 土地 就可

， 。 ， ， 权产 获 业经营收入 些转变 仅仅 土地用 不需要发农地用于生 得农 而这 与 途有关 而 生土地所有 的

。变革

大 村 长 村量的 口 求 供 住 应的宅 地农 人 增 要 提 更多的农 房和相 基 。1949年之后， 对相 和平的由于 国

大 ， 儿 ， 长 了一内 境 卫生医疗 件的巨 改善 亡率快速 人口 入 个快速发环 以及 条 婴幼 的死 下降 中国的 增 进

①
可能也有例外，比如鲁迅小说中的阿Q就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土谷祠属于社区的公产。但是例外总是少数，大部分

农房占地，都是将私人所有的农地变为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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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展的 。从 1949年的 5.41亿人到 1961年的 6.59亿人， 了一增加 个多亿的人口。 长分 人口这部 增 中

大 村， ， 。 耕 、 料部 农 们 需 地 只要 林地等 的土地还 部 可 人绝 分在 他 需要住房 要宅基 地 生产资 有 分 以私

，所有 新增“私有”宅基地 用这部分就可以利 “私有” ， ，也 对存在 为私的困境 宅基土地 不 化公 无需

。地所 制进行有 改造

然而，农业集体 民 过将 土 变 宅 径 得不再 能化运动使得农 通 自家 地转 为 基地的途 逐渐变 可 。20世纪

50 大国 陆开始 集 化年代中 的 体 运动， 料逐渐将作 生产资 的农 体所有为 地变为集 。1956年高级社之后，

料 。 了 ，全部 资 的农地都 集体所有 民除 自 的宅基地 再 有其 作生产 变为 农 家还拥有 和坟地 已经不 拥 他的

料 。 ， ， 来？产 的 种 如果农 想要建 地从何而 农 已 部属于集为生 资 土地 在这 情况下 民 房 宅基 当 地 经全 体

， 来 一 。 ， 村的情况下 新 的 源就变 难题 禁止新增宅 就无法解 农 新增增宅基地 成 个尴尬的 如果 基地 决 人

。 ，房问题 如 基 就意 已 于 体口的住 果允许新增宅 地 味将 经属 集 的农地“ 有私 化”。在 1956 《高级农年

生产合 范章程业 作社示 》里， 策 定 经注意到 个难题政 制 者已 这 ，从而提出：“ 新修房屋社员 需用的地基

， ， 必 ，和无 的社员需用 地 由合作 统筹解 时候 合作 人 委员 助坟地 的坟 社 决 在 要的 社可以申请乡 民 会协

解决。”这 方 意 增宅基 需要个 案事实上 味着新 地 “化公为私”： ， ，合作社的 地 集 有的土地土 是 体所 而

， 。 ，新建的地基 私人所有 由于和坟地 是 的土地 不过 在 1956 本 ，高级社的文 户理论上 拥有年 中 农 还

“ 权退社 ”
①
， 。种方案在 接 的因此这 理论上是可以 受

、 ， 也必 双 。在 自 社 由 土 和土地 体所有 转换 然是 自 的入社 愿 退 自 的情况下 地私有 集 之间的 向 由 退

， ， 权 权。的时候 农 要带走入社 此时土地 应该 转变为土地 所有社 民 时的土地 集体所有 就 可以 私人 1956

年《高 农业生 示范章程级 产合作社 》规定：“ 的 候社员退社 时 ，可 走 社 土 等以带 他入 的 地或者同 数量和

质量的 地土 ……”。 权退社 的存在， 权 权意味着土 集 所 变为私人 有 的地 体 有 转 所 “化公为私” 上在逻辑

也能够“合法”。

基地 面临的与新增宅 的所 “化公为私” ， 。困境不同 市住宅 在化公为 城城 用地不存 私的可能性 在

， ， ，私人 可 原 的 上 屋的翻 和建设 有国有土 上 房 设 都市 住宅 以在 有 私人土地 进行房 新 但是所 地 的 屋建

来由国 和国家控制 企业 投资家 的公有制 和建设， 划有 拨 土地给私人 的操作而没 国有 建房 。正 为如此因 ，

义三大 ， ， 一住宅用地 和 后的 房 过 中 于 围 就可城市私人 在社会主 改造 之 经租 改造 程 只要不属 改造范 以

。直保持 有私人所

（三）有退出权与无退出权：土地公有制与私有制相互转化的不同约束

在 1956 本年之 中 共 政策文 提 的理论逻辑前 国 产党 到 中， 权 一 权有 应该是 所有集体所 种更先进的 形

， 一 ， 。 ，高级社是 种 效率的生 组织 个 低效率的 社社 和土 体态 更有 产 人单干是 因此 成为高级 员 地集 化

一种是 “权利” ， 一和 退 地变为 有制应奖励 农民 社和土 私 该是 种“惩罚”。

1956年《高 农 生 作社示范 程级 业 产合 章 》 本的文 中，农民可以“ 由自 ”入社，“自由退社”，高级

社并 可进非人人 ，“ 本入社由 愿申请人自 ， 大 大经 员 会或 表 会通过社 者社员代 。”对 的那些表现不好 人，

一还不 够 高 社定能 进入 级 ，《 》 八生 社示范 程 第 条高级农业 产合作 章 规定：“对 子过去的地 分 已于 主 和

①
事实上，1956年高级社文本颁布后，浙江省等多个地方确实也发生了“退社风潮”（章奇，刘民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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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弃剥削的 农分经放 富 ……， 村 子，农 中过 命分去的反革 ……， 、 ，以及 现良 合作刑满释放 表 好的

对 ， 大小，社 于这 根据他们 改的程 的些人 悔 度和立功 …… ，经过乡 审 批准 分人民委员会的 查 可以 别吸

收 们 员 补社员他 入社做社 或者候 ”。

《 级农业 作社示范 程高 生产合 章 》 二 十一章 明确规定第 第 条 “ 员有退社的社 自由”。 思想上的只有

“落 子后分 ”才会退社。 对 三针 河 中农退社北 个 ，三个 留在社内 案例贫农 的 ， 泽东毛 指出，“ 三 贫这 户

， 。一 ， 三农所表 全 五亿 的 切 体 民 要走这 贫农所示的方向 就是 国 农民 方向 个 经营的农 终归是 户 坚决地

择了选 的道路的。”
①

，一 权 ，不 旦 退社 被取 则过 农户 消 “化公为私” 权 一有 转变就 可以 的选的土地所 不再成为 个 接受

。 料项 将集 有的生产体所 资 “土地” ， ：转 所有的宅 法 决的 困 果变为私人 基地 就面临无 解 逻辑 境 如 宣

布 ， 了宅 集 则违背基地属于 体所有 “ 料产资生 ” ； ，公 造的理论 果 留 地属于私 所有有制改 如 保 宅基 人

权则新增 临所有宅基地面 “化公为私” 。难的困

（四）退社权取消、人民公社与宅基地集体化

，实 辑中 并非所 农民都践逻 有的 “自愿” 。 本 ，加入高 组织成 过 产 率并级社 因为 高 高级社的生 效

所 干 农 高非比 有单 的 户效率都 ， 来效率的 户从经 度 考虑那些高 农 济的角 ， 力就 乏 入 社的动缺 加 高级 。
②

，与 同时 基层干此 部在 1955-1956 也采 了一 ，高级公社 急于 的措施 而这 短时年的 建立中 取 些 求成 些在

。 ，间内 立的高 有能够让 活 平都 结成 级社并没 入社的农民生 水 提高 果 1956 下 年年 半 至 1957 了年出现

退社风潮
③
， 了 泽东 大 。这导致 的极 不毛 满

1957 半年年下 ，随着 右 动 束和反反 运 的结 “反 进冒 ”的推动， 权农 事实上被户的退社 取消（叶扬

，兵 2003）。1957年 9月 16 ， 布了《共中央发 关 顿农业生 合作社日 中 于整 产 的指示》，对 了社进行退

严格限定， 了 权消 地的而且取 土 退社 。“对于 中富裕 农， 少除 要 的极 数坚决 求退社 ，可以 适当批在 评之

， ， 料（ ， 、耕 、 木， ）允许退社 外 该 互利原则 期归还他们 资 例如 农后 以 应 根据 按 入社生产 具 畜 果 等

；价的折 款项 …… 料处理他们入 产资 的遗 问题社生 留 ”。

了 ，为 水利设施改善农田 促进农业发展
④
，1957 了 村 。 一年 季开 水 设 动 田冬 始 农 利建 运 由于 个农

，施建设 及多个 因此水利设 涉 高级社 1958 三 布了《 小年 月 中 中 于把 型的 业合作社适颁 共 央关 农 当地

①
毛泽东，1999：《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18～443页。

②
事实上，这个文件也是在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中妥协的产物。1955年开始的冒进希望更快地推进农民集体化，由

中级社尽快进入高级社，覆盖更多的农业人口。（1955年 7月31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但单干的农

民在加入农业合作社上并没有地方干部积极，因此导致了不少矛盾和冲突。

③
据不完全统计，广东已经垮掉的社有102个，闹退社的127000余户；浙江仙居入社农户由 91%降到 19%。参见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1981：《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④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社会主义阵营非常兴奋，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提出了“赶英超美”的目标。苏联社

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给了社会主义国家很大的鼓舞，也为1958年的全国热情高涨提供了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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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 社的意合并 见》
①
。在“ 大越 越好”“越公越好”背景下， 一由 些 基层推动地方 ， 了 大成 更 规形 模

的“ 社合作 ”。其中， 嵖岈 了河 星 民公 演 重 的南遂平县 山卫 人 社扮 非常 要 角色。 要 个公社最重 的是这 制

了《嵖岈定 山卫 公社试行 章星人民 简 》（ 《下 简章以 简称 》）， 《 》 泽东而这 简章 在得到 后个 毛 的认可 ，

成为随 公社 板后全国人民 的样 。《简章》第五 调条强 ，“ 本 了 料在已经 上实现 有化的基基 生产资 公 础上，

， 本 、 、 、 木、入 社的 应 仍 属 的 留地 房 基地 牧 具等生社员在转 公 时候 该将 然 于 人私有 全部自 屋 畜 林 农

料产 转 全 有资 为 社公 ， 小但 量的 畜家 、家禽，仍可 人私有以留为个 。” 了不 有化仅宅基地公 ， 新建而且

也住房 被 化公有 。《 》 二十简章 第 规定条 ，“…… 划 ， 一 料 。按 住宅 由公 员 有照规 新建 社统 备 派工 社 原

木料 。 ， ，住 砖 公 根 步 建的住 归为公 社员居住 出 金 要相宅的 瓦 由 社 据需要逐 拆用 新 宅 社所有 要 租 租金

当于 理维持所需修 要的费用。”

1958年 8月 17 ， 泽东 《 》 ， 了 ，日 毛 后 加 和修改 批示在看过 简章 批注 “ 讨 。请各同志 似此件 论

可发各省、 考县参 。”嵖岈山卫星 快 卷全公社的简章很 席 国， 习为 各 地 社 仿的成 全国 个 区人民公 学 和效

。 泽东 ，对 、 才 了 ， 对重 模板 在 的修改稿 其 的 武装和人 养进行 批注 宅基要 毛 同志 中 中 教育 培 和修改 而

未 一 ， 了嵖岈 料 。地的 默认 星公社在宅 生活资 公 制改造公有化 置 词 山卫 基地 有 的合法性

嵖岈 ， 料 料 ， 一山卫星公 出 解决 宅 生 资 转 论困境 是社的实践 并非 于 新增 基地 活 与生产资 换的理 而

村 权个农 的基层政 “类国有化” 造改
②
（ 汉，平罗 2006）。嵖岈 对 、 、 、 、星公社 工 兵 学 商都进山卫 农

了 ， 、 、 、 儿 。 料， 来 料包括消费 共食 所等 不仅生 而且原 属 生活资行 管理 还 工资福利 公 堂 托 产资 于 的

也 。 、 、 木 也 。 ，转为全社 日 消费 的 地 畜 有 毫无疑宅基地 公有 用于家庭 常 生活 自留 牲 林 等 被公 化 然而

， 也 了这个改 新增宅基 的问 造 解决 地 “ 公化 为私” 。 ， 对未来的困境 将 基地全部集 需要占宅 体化 不仅

布用 新增 地宣 为集体集体农地的 宅基 所有， 也 布同时 将存 的私有 为集体所量 宅基地宣 有。
③
在此之后，

， 权 。增 基地 存 公 私 是 有 不变 况下土 间的转换新 宅 不再 在化 为 的困难 仅仅 集体所 情 地用途

（五）人民公社六十条：宅基地集体化从地方实践到国家政策认可

， 、地 的 创造开始 升到中央的 的政策制 地方 实践检验与当 方 经验 上 政策 中央 定者需要在 创造 理论

权 。 了一 ， 、大 对小 一合法性之 进行 衡 于人民公 列 题 比 共 社 的间 和修改 由 社很快出现 系 问 如公 食堂 社

二 、 、 ， 对 本 。 《的 极性 粮 产量和 中央需要 策 进 改 这就是平 调 农民 生产积 食 饥荒等等 政 文 行修 民公人

六十社 条》。

①
中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

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

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②
“人民公社是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它的任务是管理本社范围内的一切工农业生产、交换、文

化教育和政治事务”。参见：罗平汉（2006）。
③
基于同样的逻辑，坟地也被集体化。虽然 1956年坟地还属于私人所有——逻辑上好理解，坟地并非生产资料。然而等

到其他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全部集体化之后，新增的坟地也没有来源。一旦在集体的土地上兴建坟地，与宅基地类似，

同样面临着化公为私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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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村 社工作条农 人民公 例（草案）》（简称《 六十人民 条公社 》）， 又 了在很多方 到面 回 1956

年的高 社级 ， 三比如 级所有， 为基础队 ；比如自留地。 味这意 着，1958 类年人 社 有 改民公 的 国 化 造被

， 了 。承 败的 因 进行 政 但是与中央 认是失 此 策调整 1956 《 》年 高 农 产合作社 范章程 相比的 级 业生 示 ，

权 了社 没有农民的退 。因此， 也和宅 不能化公为新增坟地 基地 私， 能全部集 所有只 体 ，私人使用。《人

六十 》民公社 条 二十一第 条规定“ ， 。 ，队 围内 地 生 队 队 土地 包生产 范 的土 都归 产 所有 生产 所有的 括

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 地基 等等，一律 出租和买不准 卖。” 权 权所有 与使用 这个阶段的分离在 就已

。经出现 1962年 9 ， 八 。月 共产党第 届 委员会正 通过该中国 中央 式 条例

从 1958 到年 1962年，《 六十 》人民公社 条 三 ， 了正 在国 策 上 可经过 稿 式 家政 层面 认 1958年地方

。发 宅基地 坟地集 要的是自 制定的 和 体化 重 ，《 六十 》人 公 条民 社 全盘接受并非 1958 的地方方案年 ，

择 了而 进行 认可是有选 地 。比如， 村 料资 所 形式由农 生产 有制 “人民 所有公社 ”，变为“三 所有级 、队

为基础”， 了新保留 自重 留地等等。很显然，宅 地和 的 所 化 认基 坟地 集体 有 被中央承 ，一 背后不定有其

。不承认得 的原因

， 料 料 来 权 权笔者认为 个 因 生产资 和 活资 相互转 集体所有 转换这 原 就是 生 换所带 的 向私人所有 的

。 办 ， 了 ， 料。境 而解决这 境的 法 是 认 宅基 的集体所 其 于生 从困 个困 默 地和坟地 有 但并不强调 属 产资

， 料 了 。 耕 ，后 于 宅 中央政 层面就 集体所有 过 地 宅基地使此之 属 生活资 的 基地在 策 转变为 不 与 不同 用

权 。 ， ，也仍然属于家 其原因 宅 有并 于提高生产 的考虑 并 出于降庭所有 究 基地集体所 非出 效率 非 低农

本 ，征购成 的 为 法处 增 地产品 考虑 而仅仅是因 无 理新 宅基 “ 公化 为私” 。 义难 名 上的 有的困 宅基地 所

权 ， 权 ， （三 、 ）发生 实际上的 用 无 集体 级所 队为基础 仍 集体成员改变 而 使 并 改变 有 然要负担 宅基地

。 ， 村 ， 也分配 任 逻辑上非 然 既然 庄 有的土 集体所有 宅 地 只无偿 的责 常自 所 地都改为 那么自然新增 基

过 分 的 解能通 集体 配 方式进行 决
①
。 ， 料 料人民公 体制将 产资 和生 资 土 纳入集至此 社 所有生 活 的 地都

。体 有范畴所

1962 权年定 地制度具 征型的宅基 有以下产 特 ：集 有体所 、 权根据社区 无偿分配成员 、 限期使无 用、

、 。 ， 一 一 、出机制 严 易 外 宅 福 配 度 户 宅基地 积缺乏退 格禁止市场交 此 基地 利分 制 还伴随着 宅 限制 面

。 了 ，也 了 ， 耕 。上限 这样规定 是 防 利被滥用 为 提高土地 保护 地和等规定 既 为 止福 是 利用效率 农用地

宅基 度在这种 地制 1982年《宪法》 时继续保修订 存， 本此后有 的法规制关宅基地 度基 上是在 1982年

①
很显然，宅基地之所以是“福利”分配，是因为这些地本来就是属于农民的生活资料。并不是集体“无偿”分给农民

宅基地使用权，而是农民宅基地所有权被“集体化”。因此，这个时期，“无偿分配”的宅基地制度并没有给农民提供

“住房保障”，因为实际上是农民损失了宅基地的所有权，而并没有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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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宪 框架 行 完 和法 下进 补充 善 调整的
①
。

五、结论与展望

，国 度的改 是由理 自上而下 行 者 方实践推 自下而上被 承认中 土地制 革 论指导 推 或 由地 动 中央政策

。 来 ， 一 。的过 看 中 动改革的重 标之 是国 的经济程 从经验上 央推 要目 家 利益 20世纪 50年代国家的经

， ，国 推动 工 先 展 这 的支撑 系在经 临破产时济利益是 家 的重 业优 发 战略 而当 套战略 体 济上濒 20 纪世

70 末 了代 始 改革开年 期开 放， 了 禀走向 契合国 特征的经家资源 赋 济发展战略， 了一 大从而 系列重导致

。的变革

来这个角度从 看， 对宅基地 不是政府 先 虑 象制度改革 推动改革的优 考 。 料 耕属 产 的那些 于生 资 地、

、 、 才 对 ，地 业用地 是政府 革所优先 虑 象 是因为政 的改革都是林地 园 城市工 等 土地改 考 的 这既 府 以国

心，也 料 料 ， 讨济目标为 产资 制理论重点 生产资 改 而几乎 生产资家经 重 是因为生 所有 关注 造 没有 论非

料 。如何改造的问题

1956～1962 义 权年 基地 有宅 名 所 的“ 体集 化”既 户 的结果不是城乡 籍制度 ，也 仅仅是人不 民公社

头 热 。运动过程 脑 的 而是当中 过 产物 “ 料生 资产 ” ， 村的土地全 之后 农 基 新增部集体化 层无法解决 宅

地基 “化公为私” ，境 在实践 通过的困 中 “制度创新” 权 ，所有宅基 集 化改 最将 地所有 都进行 体 造 并

。中 政 接 可的结终由 央 策文件所 受并认 果

在 1978年开 放与改革 程始的开 进 中， 一宅 改革仍然 上次 样基地 和 ， 心并不 的中处于改革 。 村当农

耕 料 ， 也生产 农用地纷纷引 包制和市 机制 城 住宅用地 机的 地及其他 资 的 入承 场 市住宅与 逐步引入市场

，时制 1990 （ 权） 一 小了。 了 耕年 房 下 宅 交 进 步缩 实现保 目的后农 含其 的 基地使用 易反而 为 护 地的 ，

一 少 。 ，一宅基 还 要 减 以满足 乡建设用地 的需要 在 福利 的前提下地 需 进 步 城 增减挂钩 宅基地仍然 分配

旦 基地配置 全面引 制在宅 中 入市场机 ， 耕国家的 城 发展 就 实地保护目标和 市 目标 难以 现（Tian and Fang，

2018）。

由 筹农民自己 资建房、 力自 更生 宅基地 制度的 和农房 ， 努力在勤 的 国 的 下劳 中 农民 ，1978年后逐

了 村 ， 了 ， 了 。 ，渐解决 中国 困难 改善 条件 实现 极高的 自有率 然 这套农 的住房 农民的住房 并且 住房 而

（ ） 了 权 ，严 场交易的 基 制度 农 房 宅 益 当城市格限制市 农房 含其下宅 地 束缚 民住 和 基地财产 的实现 居

长 ， 来 大， 了 大 。民的住 快速增 时 乡 间 入和财富 距越 越 导致 财富不平房财富 城 之 的收 差 巨 的城乡 等 这

①
关于宅基地，国家层面上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第一章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

法》（1995）第三章第三十七条；《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第五章第四十五至第五十二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9）第二章第八条以及第五章第六十二条和六十三条；《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

地的通知》（1999）；《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2004）；《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第十三章

第一百五十二条至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第三章第四十一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

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2007）；《土地登记办法》（2008）第二章第十七条；《国务院关于促

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2008）第四章第十七第十八条；《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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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了 大 。既不 缺乏效率 导 的宅基地 效利用套制度 公正 致 巨 低

宅基地改在最新的 革方案中，“三权分置”作 地方为 （义乌） 出 中 接 的 改提 并被 央 受并认可 宅基地

， 术 一。 ， 权、 权革制 成为政 者和学 界 关 的 之 在这种 案下 宅基地 与使用度 策制定 最 注 焦点 方 所有 资格

权三权 ， 权 、 权 ， 权分 有 属 体 资格 确认 地分配福 的前提 基地使用立 试图在所 于集 宅基 利 下 引入宅 的市

。场交易 2019 《 》的 华人 和 地 理年 中 民共 国土 管 法 则强调，“对 少、 一 一人 不能保 户 宅的均土地 障 地

， 村村 采 ， 村村 权许县级人 政 在 农 民意愿 基础上 取措 民实现户区 允 民 府 尊重 的 施 保障农 有所居的 利。”

未来 一这意 农民集中居 经成为 的 可选方味着 住已 种 式，一 一 新增宅基 城 接合户 宅的 地分配制度在 乡 部、

村 。 ， ，中 区 可 出 台 在这 情况下 配的终结 有 使 度的出现城 等地 有 能逐渐淡 历史舞 种 福利分 和 偿 用制 为

（ 权） 了 。 少 较丰 权农房 含其下 使用 交易 间 不 已经有比 富 基地财产 现的宅基地 提供 可能空 地区 的宅 实

， 、 、 一 。案例 的实施方 束 件仍 待 步 究但是具体 案 实施绩效 约 条 然有 于进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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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id Rural Homesteads BecomeCollectivized in the 1960s in China?

Tian Chuanhao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which matched the prior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eavy industries in the 1960s,

aimed to collectivize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including farmland at the preliminary stage. However, it could not solve the dilemma

of privatization of newly increased rural homesteads. Therefore, the ownership of rural homesteads had to be collectivized and the

use rights of newly increased homesteads were distributed by the rural collectives. This logic was applied to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the ownership of rural graves too.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the de jure ownership of rural homesteads during 1956-1962 was neither a

consequence of top-down rational policy design, nor an institutional change induced by resource endowment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t was an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 that had to be made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 issues encountered in the rational

design.

KeyWords:Rural Homestead;Means of Subsistence; Rural Housing; Institutional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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