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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视角看日本农地改革的利弊

徐 恺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

【摘 要】日本农地改革是日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日本农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

转折点。把日本农业从寄生地主制转变为现代的自耕农，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日本农地

改革真正地对日本农业持续发展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吗？答案不能轻率。其日本农地改革给日

本农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本文拟以从经济视角来探讨一下日本#"*("年代的农地改革利

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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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地改革在日本农业发展史上是一件举足

轻重的大事。是日本农业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一步。

日本的农地改革是日本二战战败后，在美国占领当

局指导下进行的。占领当局在《农民解放令》中宣布：

“日本的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必须进行改革。”〔&〕这

样，一场在日本农业领域被称为现代化转折点的改

革便开始了。

一

在&%#’年，由美国占领当局指导，日本政府开始

推行了所谓的“第一次农地改革。”于当年!月&日开

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一）用(年的时间，对不在村

地主的全部出租土地，作为强制转让对象，转卖给佃

农；由佃农提出申请，经市町村农业仲裁，强制执行。

要求(年内强制出让&""万町步，奖励出让("万町步，

合计&("万町步。对不在村地主的出租土地允许保留

(町步，超过者出卖给佃农。（二）禁止以米作为实物

地租，而且也不准以当时米的销售价折算来交纳地

租。是以政府规定的地租((日元每石为标准，不得提

高或减少。（三）更新农地委员会，由任命制改为分层

选举制。

但是日本第一次农地改革中，土地买卖由地主

与佃农之间直接协商，政府不插手此事。因此，这些

地主就开始了各种方式变相地保留土地，如“不久的

将来从事自耕”为由收回出卖土地，按照地主“分家”

的方式来较少地转让土地等投机行为。这造成了日

本佃农、盟国对日理事会及美国占领当局的不满。这

便导致了第二次农地改革的出笼。

“第二次农地改革”是以美国占领司令部于&%#’
年’月&.日对日本政府发出的”劝告”为蓝本，制订了

两个法案：《建立自耕农特别措施法》和《农地调整修

正案》。于&%#’年&"月!&日实施。主要内容有：（一）

国家征购土地。征购的土地包括：（&）不在村地主的

全部出租地；（!）在村地主超过&町步以上的土地（北

海道为#町步）；（)）虽为自耕农但农地委员会认为不

宜耕种的土地；（#）出租地和自耕地超过)町步（北海

道为&!町步）土地；（(）虽不是耕地，但系经营上需要

的宅地、草地和未开垦地。（二）国家有偿征购。水田

为租赁价的#"倍，旱田为租赁价的#/倍。（三）成立市

町村农业委员会，委虽会由地主)人，自耕农!人，佃

农(人组成。（四）征购、销售在两年内完成，购买土地

的农民，可以一次付清款项，也可以在)"年内付清，

年利率为)分!厘，如果每年付款和公租加起来超过

当年收入的& 0 )，则给以减免。（五）剩余地租由实物

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地租率水田不超过!(1，旱田不

超过&(1。

农地改革前的&%#(年&&月!)日，农地总面积为

(&((’%. 町 步 ， 佃 耕 地 超 过 了 !)’/!)) 町 步 ，占

#(,%1，但从&%#.年)月到&%("年.月，先后进行了&’
次征购，在&%("年时，被征购的土地为&/%(%//町步，

占 原 耕 地 的/",&1。 自 耕 地 面 积 比 例 由 改 革 前 的

(!,&1猛增到%",%1〔!〕。而自耕农产数在农地改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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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按耕地面积统计战后农户数对比〔"〕 （单位：千户）

总数 不耕种土地户 !反以下 !反"#町 #町"$町 $町"%町 %町"!町 !町"#&町 #&町以上

#’(#年 !%#% $% #)&& #*%! #(!* %#! ++ *,+ &,%
#’!#年 !’%# + $(*# #’!$ #%&) #+* $* &,) &,&

占总农产数的%*,!-，自耕农兼佃农占$&-，合计为

!*,!-；在改革后，自耕农数为*$,!-，自耕农兼佃农

为$!,)-，合计为)),%-〔%〕。日本农地改革后，占#町

步以内的占总数的+%-。其农户数统计显示了日本

农业经营的分散状态。如表#：

由此，日本建立起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

形成了分散的土地所有和个体经营方式。寄生地主

阶级被消灭。

二

日本农地改革作为日本二战后民主化改革的重

要方面，不仅改变了发达资本主义与寄生地主制下

落后农业并存的畸形状态，重构了日本的农业结构、

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其积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方面，农地改革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提

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农民在农地改革中得到了实

惠，分到了土地，虽然土地所得税偏高，但是农民乐

于耕种自己的土地。这就为农民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从事农业生产。“这一时期发生的农业技术变化，是

使日本农业从劳动力过剩转变为劳动力供给有限的

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农业的发展及农民购买

力的上升，导致了工厂开工，工人便开始从“非自愿

失业”转向就业。工作机会增多，使工人失业率下降，

这样经济开始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另一方面，日本农地改革提高了佃农、自耕农的

生产积极性。在农地改革之前，由于是日本佃耕地主

的土地，其收获量的五成左右都归地主所有。即使佃

户努力提高单产，但地主仍能变相地收取地租，纳入

地主的仓库，因此，很难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一）由于生产热情的高涨，农民在自家的土地

上辛勤的耕耘，如此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

提高，农产品产量迅速堤升。农地改革后的十年间，

农业产量增长了*&-，平均增长了%,#-。农业劳动生

产率从以下三个指针来分析：（#）单位面积产量。从

#’!&年到#’+!年，日本稻米的面积产量由每公顷

%,!’吨增长到!,$%吨〔*〕。七十年代，日本水稻的单位

面积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单位面积所用的工时。

在此期间，平均由每公亩$&(,!小时减少到)#,(小时。

（%）单位产量所用的时间。此时，平均每个工时所生

产的稻谷由%,!公斤增加到#$,!公斤。在#’!&年生产

#斤稻谷需要#+分钟，而到了#’+!年时只需要(.)分

钟了。农产品供给丰富，水稻高产丰收，由于需求渐

减，自给自余，库存了大量的陈米。造成了“丰收成

灾”〔+〕。

（二）对改善恢复时期最困窘的国际收支及缓解

所需资本的匮乏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全国物资

的一片废墟上，日本许多的农产品主要靠进口，工业

品更不用说，这样造成了国际收支的严重不平衡。

“⋯⋯市场供求关系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国内进出口

及国内总供求”〔)〕。由于农产品在农地改革中得到了

迅速的补给，这在从#’(*年#月，#’(+年%月，#’()年+
月政府三次下达的“征粮令”可以明晰地反映出来。

由此，农民生产的粮食半数以上给政府征购，而征购

的价格为农产品生产成本的*&-"+&-。这样一个

“剪刀差”对日本的国际收支不无帮助。另一方面，缓

和所需资本的匮乏。上面提到的“剪刀差”是增加资

本积累的途径之一；同时，日本政府还开始用所得税

来弥补资金之不足；#’()年，日本政府正式规定农业

所得税。国税从战前农 民 收 入 的),*-上 升 到*$-
（#’(*"#’(’年平均数）〔’〕。税金的掠夺为资本主义的

重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值

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用低价收购大米后，又用来维

持工人的低工资。资本又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积累。

（三）日本佃农过去是从地主手中租得土地，因

此，土地都有时常被收回的危险，那么，就极难购置

现代农具。但改革后，由于土地被分割到了自耕农手

中。这就为农业技术改革和农业生产创新提供了可

能。农业技术改革包括两个方面：（#）生产机械化。在

日本以水稻为主要的耕种作物中，其生产过程如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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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前后开始的小型牵引耕耘机的引进

为契机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就连被认为机械化有

困难的育秧、插秧，在!"$%年以后也已经开始了机械

化作业。其结果，包括收割在内的全部作业过程均实

现了机械化。〔!!〕（&）栽培科学化。蔬菜水果等开始用

覆盖种植：水利设施开始用电子管理；在田间管理方

面，开始用化学的方法除草，以及用电动喷洒农药，

而且化肥成为农业的不可缺少的投入物。这些都为

日本农民减轻了体力负担，不再是“胼手胝足”了。

（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扩大了相关产品的

需求、进而推动了日本工业的发展。首先是从农业本

身的需求来看，对相关的产品需求的拉动，农业起了

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在重化学工业方面，一般一国

重工业化学工业起步都是从国内需求拉动开始的，

由于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化肥，各种机械农

具，机械化越高，需要的各种农药，农具就越多，这些

都势必随着日本农业的进步而使其需求扩张，从而

拉动和带动重化学工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另一

方面，从农民需求来看，由于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因而各种消费晶的需求就产生了，有需求就有供求，

日本厂业便可以由农业的供给来带动了。正如法国

的经济学家萨伊（’()(*+,，!$-$—!./&）所说的“供给

会 创 造 出 自 己 的 需 求 （*0112, 345+657 867 9:;
<5=+;>）”〔!&〕。日本经济便是遵循这样的规则的。

三

在《日本简讯》中提到的：“日本是粮食的主要进

口国（+ =+?@4 8=1@4654），!"."年日本是世界上最大

的粮食进口国，"%年仅次于德国居第二位”。日本的

粮食进口额捧名第二位。如下表：

表! 日本、德国，美国粮食进口额：〔!/〕 （单位：亿元）

国家 "%年 "!年 "&年

德国 /A$ /.- A!.
日本 /A% /-. /"$
美国 /%& /%! /!$

那么，日本农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症结何在？

根源何在？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农业形成了今天的局

面，农业出现大衡（大米大量过剩，而其它多数农产

品则全靠进口）。日本一位农民曾经幽默地说：“日本

的猪，四只脚只有一只是日本的，另外三只则是外国

的，因为猪的饲料全靠外国供应”〔!A〕。但是现代农业

山现畸形则是农地改革后开始的。由此，日本农地改

革的负面效应不可低估。

（一）日本农地改革使日本农业不能形成了规模

经济。“作为美国主导下，由上而下的农地改革，同时

也遗留一些问题。特别是因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小规

模的家庭自耕农，使得后来无法培育出资本家式的

大规模的经营生产。”〔!#〕 土地被白耕农以极小的面

积，各自在土地上自行其事，零星小块土地的经营耕

作方式，构成了战后日本农业生产的基本格局。由于

日本农地生产的机械化和栽培科技化，使得原来按

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单位生产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

要，要求实施规模化经营，虽然政治家认识到规模经

济的重要性，并且于!"-%年颁布了《农地基本法》和

《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试图通过扶植专业农户

的方法，使农业规模经济得以实现，从根本上改变日

本农业分散落后的局面，但是这一政策收效甚微。

（二）日本农业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开始畸形发

展。日本农业在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时，需要大量

表& 农机具台数增加情况（!"##B!"$$年）〔!%〕 （单位：!%%%台）

动力耕耘机、 动力 动力 稻麦用动 动力 动力 农用卡车、

农用拖拉机 喷雾机 撒粉机 力收割机 脱粒机 碾米机 三轮摩托

!"##(& ." $- !! &%/. -""
!"-%(& #!A &/& A/ &A$- .A/ !%/
!"-A(!& &!"$ #&A !.% /%.# $&A /#.
!"-#(!& &#%" -%% &/- &".& A!.
!"-$(!& /%$" "%# $&A !A- /&"$ !/-$ ..A
!"$%(& /A#& "-! !&!# &-/ /& !&&" ".#
!"$#(& /"&- !/!# !&"! !/&$ $A% !A"- !!%"
!"$$(! A%A! !/.& !-$" !#". !&A$ !$$$ !/$/

年月 插秧机 烘干机

秧、收割、脱粒及运输等，均实现了机械化。农业器具 发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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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只能从农村中获得，但是日本

农民开始向第二、三产业转化时，施行“兼业化”的策

略来抵制规模现代化进入农村，这样更进一步导致

日本农业生产率的低下。此时兼业农民开始闲暇时

间来种植农作物，一般是周一至周六在市町上班，周

末则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日本农业有了“星期

天农业”之称，兼业农民一心二用，农业生产率低下

也就在情理之中。这是否与农地改革把土地征购回

来，再卖给农民，成为农业私有化、自耕农化有很大

的关系呢？

（三）农地改革是日本现代化的起点，但是日本

农业是否真正地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呢？日本花费巨

额的资金进口粮食（见日本、德国、美国粮食进口额

表），同时米的大量过剩，还要日本政府特殊补贴来

保护米价（虽然有些政治因素，如政府补贴米价主要

是自民党为了取得大量兼业农民的支持），日本大米

出不了口，主要是日本的米价大大高于国际的米价。

由此日本农业问题发人深省。从当今日本农业来看，

日本农业现代化并非完全实现，而是一个阶段性的

胜利。农地改革对于这些问题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

综上所述，从经济视角看日本农地改革是日本

农业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是日本现代农业的开始。

但是日本农地改革以“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方式

进行，未能深入、彻底地解决好日本农业问题，反而

为今天农业的窘境作了铺垫，因此日本现代化仍需

继续进行。相信不久，日本的农业会重塑辉煌。同时，

中国此时也在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有了“前车之鉴”，

中国的农业会少走许多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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