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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史建云     发布时间： 2004-2-29 12:46:56 

──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探索之二 

    近代华北平原不属于租佃制度很发达的地区，尽管如此，或者不如说正因如此，这一地区的租佃关系应该加以充分重视。因为在中国古

代地主制封建社会中，租佃关系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之一，这种关系到了近代是如何发展的，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减弱，在并不发

达或者说已经减弱了的租佃关系中，佃农经济的形态如何，对这类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理解。 

    本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一般佃农和佃富农的土地经营状况；第二部分为近代华北三种主要地租形态 :实物分成制、实物定额制

和货币地租的地租率和地租额，这些内容与佃农的经济负担及其经营状况都有直接关系；第三部分论地租之外的负担，包括劳役地租的残

余、正租之外的实物副租和押租。 

一、华北平原佃农的土地经营状况 

    1、一般佃农的土地经营 

    近代华北平原的土地经营是以自耕农为主的（见拙文《近代华北平原自耕农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据笔者统

计，本世纪30年代，华北平原河北、山东和河南3个省 347个县中，佃农比重占优势的县有63个，只占总数的18.2％。这里的佃农包括了

半自耕农在内。但另一方面，尽管近代华北自耕农占明显优势，完全没有佃农的县也是寥寥无几──我们认为这样的县很可能是没有的， 

虽然一些史料中提到个别县自耕农比重达到100％，那或许是统计遗漏，或许是佃农数量太少，无法计算比重，或许是将半自耕农计入了

自耕农。 

    近代华北地区的佃农中纯佃农很少，绝大部分县──既包括佃农比重占优势的县，也包括自耕农比重占优势的县──半自耕农的比重都超

过纯佃农，也就是说，大部分佃农都有一些自有耕地，因而佃农的土地占有和经营状况成为首先需要弄清的问题。 

    表 1 是 20世纪 20年代华北 37个县各类农户的土地经营状况，在这37个县中，有 17 个县以自耕农平均每户经营的土地最多，12个县

半自耕农户均经营土地最多，纯佃农户均经营土地最多的县有8个。也就是说， 在一般情况下，佃农（包括半自耕农在内）土地经营面积

高于自耕农，而在佃农中，半自耕农的经营面积高于纯佃农。30年代对平汉铁路沿线的调查显示出了同样的趋势: 在平汉铁路沿线河北河

南两省30个调查点，自耕农平均每人经营土地3.5亩，半自耕农3.7亩，纯佃农3.3亩。如将经营100亩土地以上的大户剔除，则自耕农人均

经营土地2.92亩，半自耕农3.28亩，纯佃农2.93亩。① 

    在平汉铁路沿线的调查中，各种农民经营的土地面积差距不大，表 1中，除河北省的南宫、沧县，河南省的汲县、南阳和信阳各类农户

耕地面积相差悬殊外，其他各县差距也不大。（由于《中国土地利用》是抽样调查，每县调查户数只有100户左右，一两户特殊情况就会

造成很大影响，从而给人以错觉。如沧县共调查112户农民，只有一户纯佃农，耕种面积244.7亩，列入统计资料中，就造成了沧县佃农户

均244.7亩土地的假象。）据此，再参照其他一些史料，大体可以认为，一般的纯佃农，特别是较贫困的佃农，与一般自耕农和贫苦自耕

农的农田经营规模相似，半自耕农的经营规模略高于自耕农和纯佃农。 

─────────────────

① 据陈伯庄《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2─43页内容及附表3 数字计算。 

              表 1 华北 3省37县各类农户平均土地经营面积 

                                                                                                 单位: 亩 

             ━━━━━┯━━━┯━━━━━━━━┯━━━┯━━━

                                   │             │   半自耕农              │             │       

               省 县 别 │自耕农├──┬──┬──┤纯佃农│平均   

                                   │             │自有│租入│合计│             │       

             ─────┼───┼──┼──┼──┼───┼─── 

               河北 阜平│     45.0│21.8 │  9.9│31.7 │       39.3│37.8 

                          昌黎│      70.2│44.4 │ 11.9│56.3 │             │68.4    

                          正定│      33.2│14.4 │    7.7│22.1 │      17.1│30.5 

                          冀县│      23.0│12.2 │    5.4│17.6 │        9.3│22.1 

                          交河│      48.3│        │         │        │       48.3 

                          南宫│      29.9│39.0 │ 57.6│96.6 │             │34.3 



                          徐水│      22.1│13.7 │    7.7│ 21.4│             │21.9 

                          沧县│      86.9│66.8 │ 23.2│ 90.0│    244.7│88.5  

                          青县│      51.2│19.7 │ 16.3│ 36.0│             │50.1 

                          通县│      48.3│39.8 │    9.3│ 49.1│             │48.3 

             ─────┼───┼──┼──┼──┼───┼─── 

               山东 安丘│        6.9│   4.1│   2.7│ 6.8│    3.5│ 6.8 

                          恩县│      41.9│  14.4│15.9│30.3│   30.9│41.0 

                          福山│      11.4│  11.6│12.3│23.9│    9.5│14.4  

                          惠民│      47.0│  17.9│ 8.4│26.3│       │46.7  

                          沂水│      11.4│  11.6│12.3│23.9│    9.5│14.4  

                          莱阳│      24.6│    7.2│ 8.3│15.5│   18.5│22.8  

                          宁阳│      16.2│ 12.2│14.2│26.4│   30.8│18.9  

                          寿光│        6.9│    5.4│ 0.9│ 6.3│    1.5│ 6.6  

                          泰安│      23.4│  15.6│ 9.3│24.9│       │23.4  

                          堂邑│      34.7│  15.6│23.6│39.2│   32.4│35.4  

                          即墨│        8.0│    3.9│ 1.7│ 5.6│    4.1│ 7.5  

                          济宁│      22.1│  18.3│15.2│33.5│   20.7│23.9  

                          潍县│      24.3│  11.7│7.8 │19.5│   15.2│23.1  

                          峄县│      64.7│  41.1│29.9│71.0│   85.7│68.6  

             ─────┼───┼──┼──┼──┼───┼─── 

               河南 信阳│  25.2│  6.2│ 2.7│  8.9│  41.7│33.9 

                         灵宝│  19.8│ 12.8│ 8.4│ 21.2│  22.5│20.3  

                         洛阳│  10.4│  7.2│ 3.9│ 11.1│   5.6│10.5 

                         济源│  29.7│ 22.1│20.3│ 42.4│      │30.0  

                         郑县│  42.6│ 18.3│ 15.6│33.9│  42.0│41.6  

                         汲县│  39.3│ 51.2│ 20.4│71.6│  41.0│48.6  

                         襄城│  17.9│ 10.7│  7.5│18.2│  21.0│18.3 

                         开封│  30.3│ 27.9│ 11.7│39.6│  22.4│31.2 

                         临漳│  23.4│ 21.5│  9.1│30.6│      │24.6 

                         南阳│    4.8│  8.6│ 22.2│30.8│  31.1│21.8 

                         商丘│  31.2│ 11.9│ 11.7│23.6│  12.6│25.8 

                         沁阳│  13.2│  8.0│  6.3│14.3│      │13.4 

                         郾城│  14.4│  7.1│  6.9│14.0│      │14.4 

                 ━━━━┷━━━┷━━┷━━┷━━┷━━━┷━━━ 

             资料来源: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南京金陵大学出版社1937年版）第 2章，表23。37县受调查农户共3271户。 

     纯佃农的土地完全依靠租佃，半自耕农则自有一部分土地。表 1 列有半自耕农的 35个县中，山东堂邑和河南安阳两县半自耕农的租入

面积超过了经营面积的60％；租入土地面积低于经营面积20％的则有河北通县和山东寿光；其余31县半自耕农租入土地占经营土地面积比

重均在20 ─60％之间，尤以30 ─60％之间为最多。 

    平汉铁路沿线调查得到的结果与此类似，河北河南两省21个有半自耕农的地方，只有两地半自耕农的租入土地低于经营面积的40％，有 

3 处高于70％，其余16处都在45 ─70％之间，以60％左右为最多。21处合计，半自耕农租入土地占经营面积比重为55.8％。① 

    另外，1930年对河北清苑县的调查显示，当地半自耕农中，有15.5％租入土地占经营面积70％以上，20.7％租入土地不足经营面积的

20％，其余63.8％的农户租入土地比重在20 ─70％之间， 全部半自耕农平均租入土地比重为35.2％。② 

    2、佃富农 

    佃富农是近代中国农村中一个特殊的阶层。如果说，中国的富农由于有一些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因而或多或少带有封建性的话，佃富农

则是利用雇佣劳动经营租入的土地，身份上更像是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 

    佃富农在华北地区总的来说较为少见，一者，华北的租佃制在近代并不普遍，各类佃农加在一起，在农村总人口中的比重也并不大；二

者，华北富农数量较少，根据二三十年代的一些农村调查，华北各地的富农占农村人口比例少者百分之三四，多者百分之七八，几乎没有

超过10％的。尽管如此，在富农阶层内部，租入土地的情形却并不少见，特别是在租佃制相对发达的地区，佃富农更多。以河南省为例，

据1933年调查，辉县4 村的富农中，有48.6％要租入土地，这个比例中农中则只有15.9％，贫农35.6％。许昌 5 村的富农有30.4％租入土



地， 中农和贫农租入土地的比重分别是15.4％和26.7％。在镇平 6村中，租入土地的富农、中农和贫农各占本阶级农户总数的58.3％、

55.8％和30.9％。③这 3个县都以富农中的佃农比重最高，辉县和许昌中农中的佃农比重最低，镇平则是贫农中的佃农比重最低。不过，

富农中的佃农绝大多数是半自耕农，完全依靠租入土地的纯佃农极少，辉县4 村17户佃富农中只有 1户纯佃农，许昌则连 1户都没有，镇

平 6村14户佃富农中有 4户纯佃农，这三县中农和贫农的佃农中，纯佃农的比重都要高得多。 

─────────────────

①据《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附表26计算。 

②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社会科学杂志》第 7卷第1期，1934年3月。 

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河南省农村调查》表 69 ─72，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9─61页。 

    在各种农村调查统计中，都没有提供佃富农自有土地和租入土地的状况。二三十年代的农村调查，在对农户分类时，有些按土地所有权

关系，分为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这类调查提供了各类农户占有和经营土地的状况，但无法知道各种类型内部不同阶层的情

况。如《中国土地利用》中，有各地半自耕农自有和租入土地的平均数，而半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贫农各自的情况不得而知。另一些

调查依农户的经济地位分类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各阶层的土地占有和经营状况则不明确。如《河南省农村调查》中，有

各个阶层中各有多少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也有各阶层农户自有和租入土地的总数，但无法区分各阶层内部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

各自占有和租入的土地。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数字看出一些问题来。表 2是河南省许昌、辉县、镇平 3县富农土地的经营情况。 

            

表 2   许昌、辉县、镇平 3县 15村富农土地经营状况 

                ──────────┬────┬────┬────    

                                                           │许昌 5村│辉县 4村│镇平 6村    

                ──────────┼────┼────┼────    

                                   富农总户数 │           23   │          35   │   24       

                    富农经营土地（亩）│         985   │      3751   │ 1343       

                    户均经营土地（亩）│          42.8 │       107.2 │   56.0     

                ──────────┼────┼────┼────    

                                   佃富农户数 │             7   │          17   │   14       

                             租入土地（亩）│         119   │      2191   │  869       

                    租入土地占富农经营│          12.1 │         58.4 │   64.7     

                              地比重（％）   │                  │                 │ 

                    户均租入土地（亩）│           17   │       128.9 │   62.1     

                ──────────┴────┴────┴────    

                资料来源: 《河南省农村调查》表13、69 ─72，第13、56 ─61页。 

    表 2中户均经营土地是用经营土地总数除以富农总户数，户均租入土地则是用租入土地总数除以佃富农户数。辉县和镇平两县佃富农户

均租入土地水平都高出于富农户均经营土地，假设所有自有土地都属自耕富农所有，所有的佃富农都是纯佃农，自耕富农平均每户经营土

地也要低于佃富农，何况这两县 31户佃富农中只有 5 户纯佃农，其余 26户或多或少自有一部分土地，也就是说，佃富农的户均经营土

地要比其户均租入土地高， 而自耕富农户均经营土地比全部富农的户均经营土地则要低一些。另一方面，这两县富农租入土地占经营土

地比重都超过了50％，即使全体富农都是佃富农，其农业经营中租佃经济比重也超过了自有经济，而富农中尚有一半左右为自耕农。所

以，这些数字意味着，在辉县和镇平的富农中，佃富农的土地经营水平远高于自耕富农，在佃富农中，租佃土地比重亦高于自有土地不

少。许昌县的富农租入土地较少，无法进行类似的推算。若将 3县富农租入土地水平与中农和贫农比较，辉县的富农租入土地占经营土地

比重最高，许昌和镇平的富农都排在第二位，但如计算各类农户平均租入土地的绝对值，则 3县都以富农为最多。 

    河北省清苑县又是一种情形，在各类农户中，富农租入土地占经营面积的比重最低，1930年只有 4％。①但由于富农户均经营土地数

量仅次于经营地主而远高于其他各类农户，富农租入土地的绝对值还是比较高的。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曾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内莒南县 3个区的 11个村庄作过抗战前后土地关系的调查， 莒南县是1940年在原莒县南部地区

新设的县，下面把有关情况列为表 3，其中地主的情况未列入。 

    莒南县的租佃制并不发达，佃农占农民的20.4％，如将169户地主计入，佃农只占全体农户的19.0％。 佃种土地占土地经营总数的

33.2％，如将地主自己经营的2165亩土地计入，这一比例降到31.2％。莒南佃富农的状况与河南辉县和镇平相似，各类农民中，以富农中

的佃农比重最高，富农租种土地占本阶级使用土地的比重仅次于雇农，而雇农一般都是极为缺乏土地的农民，租种比重自然要高。富农平

均每户租入的土地更是远高于其他各类农民。另外，与辉县和镇平同样，莒南的佃富农户均租入土地超过了全体富农户均经营土地，意味

着佃富农的土地使用水平高出于自耕的富农，很有可能佃富农的租入土地也超过了自有土地。 

───────────────

①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社会科学杂志》第 7卷第 2期，1934年 6月。 

     上面所说虽只是华北 3省 5 个县的情形，但恰好代表了华北租佃制的不同水平:  清苑县佃农占全县农户比重13％，佃耕土地比重仅 



7％；许昌的佃农比重是26.2％，佃耕土地为14.2％；莒南县佃农比重 20.4％， 佃耕土地比重为33.2％；辉县佃农占农户总数的31.8％，

佃耕土地39.4％；镇平佃农比重为41.2％，佃耕土地达57.2％。从这 5 个县的情况可看出，在租佃制水平不同的地方，佃富农的状况有一

定的差距，但无论租佃制发达与否， 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富农租佃土地要比一般农民更容易。 

二、地租率和地租额 

    近代华北农村的地租形态以实物分成制、实物定额制和货币地租为主，另外有一部分劳役地租和少量劳役地租的残余，还有一种特殊的

雇工租佃制。这些地租形态的内容笔者在《近代华北平原地租形态研究》（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中有详细介绍，这里只

研究实物分成制、实物定额制和货币地租的地租率和地租额， 地租率和地租额与佃农的经济负担及其经营状况都有直接关系。 

    1、分成地租 

    分成地租的地租率通过分成比例直接表现出来。近代华北农村地租的分成比例多种多样，有二八分成（佃户得 20％，地主得80％）、

三七、四六、五五、倒四六（佃户得 60％，地主得40％）、倒三七分成等等，极少数地方佃户有只得一成者。需要注意的是，采用何种

比例常与主佃双方各自分担的生产费用、土地肥沃程度、作物种类有一定关连，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分成比例等同于剥削率。 

    各种分成比例可分为三大组。一九、二八、三七三种分成方式为一组，在华北，凡按这几种比例分成的地方，除耕地外，其他主要生产

资料也多由地主承担，如畜力、运输工具、大农具、种子、肥料等，有时还包括佃户住房。这种情况下，佃农的实际负担并没有分成率表

现出来的那样高。 

    倒四六和倒三七是又一组分成方式，这一组的特点是，地主除耕地外，一般不再提供其他生产资料。种子有时是主佃双方各出一半，有

时完全由佃户出。倒四六分成的情形稍多，倒三七较少见，实行倒三七分成的一般为较贫瘠或易受灾害的土地。 

    华北农村最常见也最复杂多变的是四六分成和五五分成。这一组之中，既有地主提供大部分生产费用的，又有主佃双方分担生产费用

的，还有生产费用完全归佃农承担的。如何分担生产费用，与当地习俗、主佃双方的社会地位等都有一定关系。 

    考虑到地主对生产费用的负担和各种分成比例的分布，大体可以判定，华北分成制的地租率在40％到60％之间，以50％更为普遍，或者

可以说，50％是分成制的一个基准，其他各种分成比例是在这一基准上加入一些参数进行调整而得出的。 

2、实物定额地租 

    实物定额地租各地租额殊不一致，笔者曾统计过近代华北 299个有实物地租的县的地租额，低者如河北省的固安、滦县、遵化等县，劣

等地的亩租额只有0.3斗，高者如山东诸城县亩租额可达 15斗。此外，有些地方以斤计，有些地方以升计，五花八门，高低悬殊。然而，

如此悬殊的地租额并不意味着地租率的悬殊，因为各地不仅地租率有高下之分，土地肥沃程度及亩产量有高低之别，更重要的是各地的亩

制和量器极不一致。如河北省有些地方 1斗粮食约重 20斤，有些地方 1斗重达90斤。山东省有些县的 1升即可达 20余斤。亩制方面，不

但有官亩和市亩之别，还有大亩和小亩之别，山东省有些地方的大亩可相当于官亩的3 ─4倍。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资料进

一步探讨定额租制下的地租率。 

    1928年《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中的《河北省各县田租额数统计表》，共记录了70个县的谷租租额，按照丙等地（全省土地分为甲乙丙

丁戊己庚七个等级） ──无丙等地者用丁戊等地 ──的包租额及产量计算，地租占亩产量50％以下的有23个县，占 50％的有15个县，50 

─60％的有13个县，60 ─80％的有12个县，有 3 个县租额达亩产量的 100 ─140％，这3个县显然租额和产量二者必有一种甚或两种都统计

错误，还有 4 个县没有产量统计。剔除后面这 7 个县，63个县中有38个县定额地租在亩产量的 50％（含50％）以下，占总数的60％强。

若计算地租60％以下的县，则共有 51个，占总数的81％。① 

    河南省 30年代的调查中，有些提到了谷租占产量的比重，如郑县、洧川、中牟、汲县、杞县、修武、 伊川、太康、禹县、荥阳、鹿

邑、沈丘、镇平、新郑、阳武、获嘉等县为50％或不足50％；开封、广武、信阳、确山、淅川为40％；滑县、内黄、扶沟为 20 ─40％；

陈留、武安、沁阳、汤阴、内乡、光山租额为产量的1／3；夏邑、潢川为1／4；灵宝、虞城、临颍则超过50％。② 

    山东省的有关资料较少，仅有的几例记载均认为定额地租约占产量的  50％。不过，由于山东省耕作制度以两年三熟为主，而定额租多

为一年交一季，所以定额地租的地租率一般要低于50％。③ 

    华北的耕作制度有一年一熟、三年四熟、两年三熟等等，在分成制下，无论一年收几季，总之收获一次交租一次，至多在秸秆分配上有

所区分，如有些地方谷草因可作饲料，归提供牲畜者，高粱玉米秆则均分。但实物定额租制中，由于各种作物产量不一，价值不一，就出

现了是否按季交租，各季租额轻重是否一致的问题。就现有资料看，除山东省外，华北大部分地方习惯于按季交租，很多地方的定额是每

亩地收麦 1斗，谷 2斗，或与此相同的比例，俗称一麦二秋；也有不少地方按照麦 1斗谷 1斗或麦 2斗谷 2斗的比例收租。由于小麦产量

通常低于其他谷物，上述麦谷比例可说明定额租制下麦地的地租率一般高于或等于其他谷物。另一方面，由于小麦的市场价值高于其他粮

食作物，有些地方的定额租只收小麦，不收秋粮，还有些地方可以交两季租，也可以只交一季，如河南沁阳一般情况下小麦亩产 160斤，

秋粮亩产 200斤，只交租一次者交小麦 120斤，交两次者麦谷各交 70斤。 ④但只要是种小麦的土地，只交秋粮不交小麦的情况则基本

没有。 

    3、货币地租 

    与实物定额租一样 ， 货币地租的地租额亦参差不齐，如河北省 20年代统计，庚等地货币租最低者每亩只有 0.1元，甲等地最高者可

达到 15元。⑤山东青岛李村区货币地租最高者达到每亩 18元。⑥ 

    对于货币地租的地租率， 30年代有过一些统计，不过不是与产值比较，而是与地价比较，以计算地租购买年，这是世界通行的地租率

计算方法，在进行中外比较时必须做此统计。但若要了解佃农的负担，并与其他两种地租形态作比较，就有必要计算货币地租与产值之

比。表 4是把实物地租折合成货币后与货币地租的比较。 

─────────────

① 据1928年河北省政府秘书处编《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北平京华印书局1930年版）所     载《河北省各县田租额数统计表》及《河北

省各县农民生产概况统计表》计算。 



②《河南省各县调查》，《河南统计月报》第 1卷第 1期 ─第 2卷第 12期连载，1935 ─1936年。 

③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发行:《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乙， 1934年版，第29页。 

④《河南统计月报》第 2卷第 1期，1936年 1月。     

⑤据《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所载《河北省各县田租额数统计表》。 

⑥李宗黄:《考察江宁邹平青岛宁县记实》 第 171页。     

 

       表 4  华北三省地租率（1934年） 

                        ━━━━━━━━┯━━━┯━━━┯━━━━  

                                                           │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    

                        ────────┼───┼───┼────  

                        分成地租额（元）│       3.3 │       2.5 │  6.1     

                              地租率（％） │     47.4 │     51.0 │ 51.9     

                        ────────┼───┼───┼────  

                        定额地租额（元）│       3.1 │       4.4 │  5.5     

                              地租率（％） │       5.9 │   45.1 │ 45.4     

                        ────────┼───┼───┼────  

                        货币地租额（元）│       3.0 │       2.9 │  4.7     

                              地租率（％） │   43.7 │     39.6 │ 39.4     

                        ━━━━━━━━┷━━━┷━━━┷━━━━  

 

    资料来源: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重庆正中书局1942年版）表 34和35计算，取旱地中等地的谷租

率和分租率。 

     表 4中 3种地租的租额和分成地租及定额地租的地租率均为原统计数字，从租额看，河北山东都以分成制最高，定额制次之，货币地

租最低，惟河南省定额制最高，而分成制最低。原统计中没有货币地租的地租率，这里利用分成和定额地租的租额和地租率计算出每亩产

值，由于两种实物地租计算出的产值不一致，再以两个产值平均，然后用货币地租额除以产值，得到货币地租的地租率。如河北省，分成

地租地租额为3.3元，地租率为47.4％， 以地租额除以地租率，求得产值为6.96元；定额地租额3.1元，地租率45.9％，用地租额除以地租

率，求得产值为6.75元，二者平均为6.86元；再以货币地租额 3.0 元除以3.86元，得到货币地租率43.7％。这样算出的货币地租率在 3 省
都低于另两种实物地租率。这样计算货币地租率的方法并不合理，有可能偏高。因为一般说来，采用货币地租的土地产值应该比较高，这

有两个原因，一是在一般租佃关系中货币地租多用于菜地、瓜田以及种植经济作物的耕地，在粮田中则以麦田为多，要之，货币地租既与

商品经济息息相关，则种植商品率较高产值也较高的作物的土地更常采用货币地租；二是货币地租除极为个别的情况外均为定额地租，土

地收益增加所带来的好处全归佃农所有，佃农增加生产的积极性较高，所以采用货币地租的土地在种植同一作物时应比实物地租特别是分

成地租条件下产量更高。这样一来，货币地租率就应该更低。事实也是如此，如河北清苑县 30年代货币地租的租率为 26％①，远低于

表 5中推算的43.7％。河南省武安县货币地租约当产值的 1／3，也低于表 5推算的39.6％。 ②而山东省据《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的记

载，水田货币地租率在11.7 ─15.6％之间，旱地货币地租率则为8.4 ─12.1③，比表5的推算都要低得多。 

尽管如此，若认为货币地租的剥削程度较低则并不准确，至少佃农的负担不像上述资料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低。首先，分成制和定额制都是

收获后交租，而近代华北的货币地租以预租为主，地主所得实际包含了租金半年至一年的利息在内，事实上，佃农常常是要借高利贷来预

付租金的。其次，如果是秋后交租，由于租金额先定，所交又是货币，则物价的因素又加入其中。假如粮价上涨，对佃农当然有利，但一

般情况下收获季节的粮价都是下降的，佃农急于交租，不能囤粮待售，无形中增加负担。第三，当遇到自然灾害时，分成制下多产多分，

少产少分，不产不分。定额租制下，若自然灾害较重，主佃双方常常可以协商，有时根据实际收成酌减定额，有时依当地习惯按一定比例

减租，有时可临时改定额租为分成租，有时可缓交或做工补偿，有时甚至全免，地主尚借柴草口粮给佃户，必须照约交租的所谓“铁板

租”在近代华北是相当少见的。而在货币地租条件下，遇灾害减缓免的情形绝无仅有。一来是由于在实物地租条件下，如确实灾情严重，

地主不肯减缓免，将佃户逼得无法可想，一走了之，于地主并无好处，而货币地租通常是预租，地主租金已经到手，自然不肯也不必退

出；二来货币地租率较轻，本身即已包含了自然灾害的风险在内。 

─────────────

① 《社会科学杂志》第 7卷第 1期，1934年 3月。 

②《河南统计月报》第 1卷 12期，1935年 12月。 

③《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乙第40页。 

    根据以上内容，可以认为，近代华北分成地租的地租率一般在50％左右，或者说，以50％作基线，根据各种不同的条件进行调整。定额

地租率虽无精确统计计算，但一般应低于50％。货币地租率普遍低于40％，大约在30％左右。 

三、地租之外的负担 



    1、劳役地租的残余 

    近代华北一些地方，佃户除交租外，每年还要为地主提供一些无偿劳动（有时有很低的报酬，如地主提供午饭之类），各地对这种劳动

有不同名称，如送工、拨工、帮工、出差等等。这类无偿劳动带有劳役地租残余的性质。 

    华北劳役地租残余从工作性质讲，有农业劳动也有非农业劳动。农业劳动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地主除出租土地外，留一部分土地自己

经营，强迫佃户帮工，如山东邹县大黄庄地主每年夏秋两季收割时都要佃户来帮工，有些佃户不得不另雇短工做自家的农活。地主家的芦

苇地全由佃户负责收割，种花生和地瓜的地主，到秋收时要佃户全家男女都来帮工摘花生和切地瓜干，有时要连续工作十多天。①二是

有些地方凡佃户租种土地者，还要另替地主无偿耕种部分土地，称作“白带地”。如山东省莒南县佃户白带地通常相当租入土地的十分之

一，而且指定种棉花，所以白带地又称棉花地。沭水县则是租种一个地主的地超过 30亩的佃户，就要无偿替地主代种 3 ─5亩地。 ②至

于非农业劳动，举凡地主生活中各种需要人力的地方，都可能要佃户服役。如地主收租后佃户帮助晒粮、扬场、看守粮仓。地主家亲戚来

往，妻子、儿媳、女儿回娘家或地主家人出行，由佃户套车接送或推车挑担随行。地主家修房、垒墙、打柴、伐树，或有婚丧大事以至年

节庆典，无不叫佃户来帮忙。地主家中的家务活儿如做饭、挑水、洗衣、带孩子等也可以叫佃户家的妇女来做。个别地方的佃户妇女要为

地主家纺线织布。 

从工作量来讲，有些地方的劳役有大致规定的数量，一般与佃户租种土地成比例。如莒南县，种一犋牛的地，佃户每年约拨工 100余个。

沭水和临沭县佃户佃种四五十亩以上者，1 年出工 100余个，牲口 50多次， 佃地较少者出工 20 ─30个，牲口 10余次。③有些地方虽规

定劳动数量，但与租种土地数量无直接关系。 如河南辉县的一般标准是，人每年服役 10天，牲畜 3 ─10天；镇平则是人20天，牲畜 20 

─30天。④还有一些地方不规定具体数量，地主家中有事便叫佃户去帮忙，不论早晚，随叫随到。如山东济宁县大地主孙家，在租约上即

规定佃户对地主“遇有差事，随时支应。” ①另有些地方如果佃户住地主房屋就要服劳役，不过这种情况下，劳役可以视为房租。 

──────────────

①《山东省农村调查》, 第 91页。 

②《山东省农村调查》第 36、63页。 

③《山东省农村调查》第 26、63页。 

④《河南省农村调查》第 71页。 

    近代华北劳役地租残余并不普遍。本来，河北省应该是劳役地租残存最多的地方，因为在华北 3省中河北省的旗地最多，而旗地中早期

的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和勋贵庄田都曾采用过农奴制。但实际上到清末尤其是民国成立以后，河北省的劳役地租残余已很少见，只在一些

明显由旗地庄田沿袭下来的大地产中出现，而这类大地产一县也不过三五家。一般租佃关系中，基本不存在劳役地租残余。有些地方遇田

主家有婚丧大事时，佃农须自动上门帮忙，但婚丧大事毕竟不是年年都有，而农村的习惯是一家有事，村邻戚友都要帮忙，佃农与田主关

系比一般村邻更为密切，上门帮忙固然有借此巩固租佃关系的用意，也还有习俗人情的因素在内，与服劳役是有分别的。 

    相比之下，河南与山东两省的劳役地租残余略多，在某些地方似乎构成了租佃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成为佃农租佃土地的条件

之一。但有两点是三省共同的。首先，劳役地租残余一般出现在分成租制中，有时定额租制中也有残存，而货币地租条件下通常没有任何

劳役。其次，劳役地租残余往往与主佃间的不平等地位相联系，或如旗地上沿袭下来的农奴制残余，或者地主在乡间有一定的权势，如乡

保长、军阀地主、官僚地主、豪绅地主之类。考虑到这两方面的因素，可以说，在河南和山东省劳役地租残余也还是很有限的。 

    2、正租之外的实物副租 

    有些地方，佃农除按规定的成数或定额交租外，还要交纳一些零星物品或给地主送礼。这类副租可分数种: 一是山区的林产，如河北阜

平县流行定额租制，但山地上出产的枣、栗子、核桃之类干果，例须分给地主一半。②不过，同样属于山区的河南省光山县，山林收益

如茶叶、木柴、油料以至棉花、豆类等产品皆归佃农所有，交租只交谷子。③总的说来，华北山区除正租外尚需交山产的县并不多。 

    二是土地上的正产品，如租种瓜地、果园、菜园时，定额地租通常是谷物，有些地方习惯当瓜果下来时，先送给地主尝新，数量没有一

定。但由于这类土地采用货币地租时候较多，而货币地租制下各种额外负担相对来说都比较少，所以这类副租并不多见。 

    三是农民家庭手工业品，多为秸秆制品，如清咸丰时山东济宁县地主孙毓汶家的一份佃地揽约上j 规定，佃户每年除正租外，要交笤帚 

5 把，刷帚 10 把。④ 山东莒南县每到阴历年底，佃户要给地主送席、刷帚、条帚、瓢等。⑤ 

    四是逢年过节或地主家婚丧大事，有些地方佃农须向地主送礼，如山东沭水、临沭等地过年过节佃户送礼的一般标准是:猪肉一刀（12 

─20斤）、鸡两只、鲤鱼两条、月饼或细点心 3─5斤、粉条和虾皮若干。 ⑥这些东西除了鸡猪可以自己饲养外，其余均须佃农花钱购

买，对佃农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 

    实物副租在近代华北也并不普遍。一般说来，在货币地租条件下、在亲友互相帮助的租佃关系中、在存在永佃制因而佃户的租佃权有一

定保障的情形下，实物副租都不会发生。当然，即使没有这几种情形，也未必就有实物副租，大约副租的有无，一看当地的习惯，二看田

主的权势，三还要看出租土地的供求关系，出租土地供不应求时，佃户为得到或保住租佃权，就可能向田主送较重的礼，田主也可能趁机

勒索；反之，如果出租土地供过于求，纵然当地原有纳副租的习惯，田主也可能免收。 

───────────────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龙盛运藏抄件。 

②李小民:《阜平县农村素描》，1935年12月8日天津《益世报》。 

③晏兆平:民国《光山县志约稿》艺文志，1933年版。 

④近代史研究所龙盛运藏抄件。 

⑤《山东省农村调查》第 36页。 



⑥《山东省农村调查》第 62页。 

    3、押租 

    地主为防止佃农拖欠地租，有时要佃农在租佃时交纳押金，一旦佃农欠租，就可从押金中扣除所欠租额，这种押金称作押租，在华北又

有保证金、押地钱、揽地钱、借头、顶首、借款、礼钱等不同名称。 

    分成制地租一般都是地主监督佃农收获，在田地或晒场上直接分配，通常不会出现欠租问题，所以，押租是随着实物定额租和货币地租

的发展而出现的，也只存在于这两种地租形态中。如前所述，华北的货币地租以预租为主，种地前地租已交，不虞拖欠，因而实际上华北

的押租主要存在于实物定额租中。近代华北平原是全国租佃制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押租分布的普遍程度也较低，表 5和表 6是 1932年

和 1933年华北 3省押租流行状况，表 5是按县统计，表 6则是按调查处数统计，两个表的结果基本一致，即华北 3省押租的分布明显低

于全国永平，其中尤以山东省最低。 

            

                表 5   1932年华北押租状况 

            ─────┬────┬─────┬────────────

                     地域别│报告县数│有押租县数│有押租县占报告县数百分比 

            ─────┼────┼─────┼────────────

                         河北│           93  │               14   │        15.1 

                         山东│           64  │                 4   │         6.3 

                         河南│         101  │               18   │        17.8 

            ─────┼────┼─────┼──────────── 

                全国总计│          849  │            220   │        25.9 

            ─────┴────┴─────┴────────────    

            资料来源: 《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表 23，第46 ─47页。 

 

表 6   1933年年华北押租状况 

─────┬────┬─────┬────────────    

                地域别│调查处数│有押租处数│有押租处占调查处数百分比    

─────┼────┼─────┼────────────    

                    河北│         298  │               45   │        15.1    

                    山东│         230  │               16   │         7.0    

                    河南│         183  │               35   │        19.1    

─────┼────┼─────┼────────────    

           全国总计│        2000  │            589   │        29.5    

─────┴────┴─────┴────────────    

资料来源: 《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 89页，表43。 

     押租额的确定标准不外两种，一是根据地价定，相当于地价的若干成数；二是根据地租定，相当于一年租额的倍数或成数。据 30年代

初的统计，全国各地平均押租额为每亩 7元，河北省一般为 2元，山东 3元，河南只有 1元。全国每亩平均地租额是谷租（即定额租）

4.2元，钱租3.6元；河北省为谷租3.1元，钱租 3元；山东谷租5.5元，钱租4.7元；河南谷租4.4元，钱租2.9元。①也就是说，以全国而

论，押租通常为地租额的1.7  ─1.9倍， 而河北省押租占地租额的 65％左右，山东省押租占地租额的 54 ─64％，河南省押租仅占地租额

的 22 ─35％， 三省押租均不及全年地租额。换言之，华北的押租在防止佃农拖欠地租，保证地主的地租收入不受损失方面所起的作用并

不大，与其他地区比较，对佃农造成的负担也不重。 

    在《近代华北平原自耕农初探》一文中，笔者已说明，近代华北平原的土地经营以自耕农为主，佃农经济比重相当低。《近代华北平原

地租形态研究》一文又得出了华北地区在近代是以定额地租和货币地租为主的结论，在这两种地租制度下，地主对佃户农业经营的干涉降

到了最低的程度，标志着佃农对于地主基本上没有人身依附，主佃之间保持相对平等，形成一种单纯经济上的契约关系。从本文的分析

中，我们看到，在华北的 3种地租形态中，定额地租的地租率低于分成地租，货币地租的地租率又低于定额地租。在地租之外的负担中，

无论劳役地租的残余，还是正租之外的实物副租，都是分成租制中较重，定额租制中较轻，货币地租中基本没有；押租也主要存在于定额

地租中。据此，可以认为，近代华北平原的租佃制度正在走向衰退，佃农负担有减轻的趋向。另一方面，华北的佃富农虽然数量较少，但

富农中租佃土地的情况比较普遍，租入土地数额较大，使富农经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种情况则暗示出，近代华北在租佃制度普遍衰退

的同时，租地农场主的经营方式开始冒头。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是一个封建社会分崩离析，资本主义逐渐发展的过程，华北农村经济这

一发展趋势，可以说是与近代中国的总体状况相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中国农村的发展面貌。 

────────────

① 《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 79、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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