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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农业近代化，是指农业由传统型向近代型的转化过程。其具体内涵，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内容:(一)农业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二)农业由分
散的小农生产向社会化、区域化、专业化生产过渡;(三)农业工具由手工工具和畜力
农具向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农具演进。(四)农业技术从直接经验向近代科学技术转
化。（五）农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二十世纪初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基本上体现了上述五种倾向.以下，本文谨
就东北地区农业近代化的主要内容、基本过程和发展道路略述其梗概。 

 
一、东北农业近代化的主要内容 

 
    (一)土地开发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 
    近代东北农业发展的突出特点，便是土地开发和官庄旗地的破坏。土地开发启
动了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主旋律。而官庄旗地制度的破坏则标志着东北传统的封建
农业经济关系的松动和变化，为东北农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清末以来东北土地开发规？涨啊４?850年到1910年，东北人口由289万增至2158
万，平均每年净增人口30万人。到1909年，辽、吉、黑三省耕地面积总和已超过一
亿亩。民国时期东北土地开发速度进一步加快，据章太炎先生统计，1930年东北人
口增加到2957万，耕地面积增至2. 7亿多亩，农产品总数达1900万吨，占我国农产
品总量的20%，其中大豆约有500多万吨，占全世界大豆产量的60%。这样的开发速
度，不仅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清末东北的官庄和旗地都已普遍采取了租佃制经营方式，庄头和佃户的身份地位
日益提高，为摆脱清政府统治和剥削，他们掀起了抗租霸地和盗典庄田的斗争。民
典旗地现象日益严重，很多庄头和佃户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事实上获得了土地所有
权，大量旗地转化为民地。于是，清政府被迫下令丈放部分内务府官庄，并在吉、
奉、黑三省陆续开放了“旗民交产”禁令，将一般旗地升科纳斌，实际上旗、民地
差异已基本上消失。清帝退位后，东北旗地作为清王朝的随葬品，也随之消亡。 

史学界很多人认为辛亥革命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在社会经济方面没有多大意
义。殊不知，清代旗地正是与清廷的政治统治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随着他
们政治权力的丧失，他们的经济特权也必然随之消失。新上台的军阀政权，表面上
打着“优待皇帝”、“优待旗族”的旗号，实际上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不可能为已
丧失政治权力的清廷服务。因此，当广大旗地庄佃自发起来夺取土地的时候，军阀
政权为维护和稳定自己的统治，乘机掠夺地价收人，乃先后设局丈放各种官庄旗
地。广大庄佃尽管遭到军阀政权一次掠夺，但毕竟合法地获得了土地所有权。随着
官庄旗地的大规模丈放，东北地区的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地主土地私有制
迅速发展。 
    由旗地转化为民地，从官田演变为私田，不仅是土地占有关系的巨大变革，而
且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垄断旗地的身份性地主归于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充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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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生机的私人非身份性地主。当然，清末以来产生的私人地主中，也有一些是凭
借政治权势揽占土地而发家的，但他们土地的获得是通过“价领”的形式实现的，无论
价格高低，他们毕竟是“缴价领地”，这与清代王公贵族和八旗官兵无偿从国家那里领
得封地或份地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他们获得土地后，对国家并未形成封建领属关
系，也未因此而产生任何超经济的义务。他们在价领土地后，成为真正具有独立意
义的、名符其实的“地主”。至于商绅地主及普通中小地主.更是主要利用经济手段发
家致富的。因此，清末以来东北土地交易日益发展，土地价格逐年上涨，反映出土
地已成为一种商品，不再是政治权力和身份等级的物化形式，而是真正具有经济意
义的农业生产资料。因此，土地投资遂成为农业投资的有机组成部分，投资土地和
土地经营便有了赢利的经济意义。近代东北地区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经营地主经济
和富农经济，正是在这种新型土地占有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农垦企业的发展及其性质 
    东北地区是我国农垦企业发生最早，发展最充分的地区。 

东北的农业资本主义企业主要是指农牧垦殖公司和水田经营公司，此外，在林牧
副渔各业中也大量存在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经营，出现了大量林业公司、畜牧
公司、渔业公司、水产养殖公司，以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鸡场、蚕场、参圃、蜂
场、果园、菜园等等，都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学术界中很多同志对近代中国的农垦企业估价偏低，他们在寻找中国近代农业资
本主义时，往往更倾向于把目光盯在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上，而对农牧垦殖公司则
极力贬抑，甚至说农垦公司“实际上成了地主们的管家或租栈”，“是挂着公司招
牌的收租机构”，“是蒙在资本主义外壳下的封建剥削组织”。一些同志索性直称
农垦公司为“集团地主”。在某些学者看来，资本主义企业只能采用雇工制，如果
实行租佃经营者即是封建经济，或者至少是半封建经济。其实，雇工经营并非资本
主义所专有，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也有雇佣关系，而资本主义社会也并不是取
消租佃关系，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生产中的租佃关系也是广泛存在
的，否则马克思就不会提出资本主义地租的理论。那种简单地以雇工经营或租佃经
营为标志区别资本主义性质和封建性质的做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我们
在判断东北农垦企业的性质时，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看到有些农场由雇
工经营转向租佃经营，就说成是农垦企业在向封建经济蜕化。当时东北很多农场采
取租佃经营方式，主要是因为这种方式适应当时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经营效益较雇
工经营高。迫求利润是资产阶级的本性，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完全依据经济效益而
定，他们不可能为了标榜自己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去选择经营方式。     

东北农垦公司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生产目的和性质所决定的。近代东北的农垦公司
无论是雇工经营者，或者是租佃经营者，其共同特点都是由资本家投资兴办，以开
发经济、牟取利润为生产目的，它们一般引进近代生产设备技术和管理手段，进行
规模较大的社会化商品生产，其资本主义性质是非常明显的。 
    (三)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农北商品粮基地的形成 

从清末到“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农业商品经济一直保持持续发展的好势头。清
末东北粮豆出口贸易市场由关内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日本及欧美各地，东北南部的
榨油业和北部的制粉业开始兴起。农产流通市场初步形成，农产商品率迅速提高。
农产商品化已达到较高水平。民初东北民族资本农产加工业迅速发展，带动了整个
农业商品经济的活跃，东北粮豆输出贸易结构由以原料输出为主转化为以加工品输
出为主，豆饼、豆油、面粉等农产加工品的输出额逐渐超过了原豆和原麦的输出
额，“帝国主义原料掠夺”这一概念已无法解释这个现象，这种农产贸易新格局真
实地反映了当时东北地区民族资本的发展和农业商品经济的发达。同时，东北商品
粮产地进一步扩大，其重心逐渐由东北南部的辽河平原推移到北部的松嫩平原。     

清末以来东北地区的农产商品化是在本区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向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会结构演变过程中进行的，在农业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广大农民深受剥削和掠
夺。外国资本控制了东北粮豆的运销和流通，从中获取了巨额的利润。而东北的封
建势力和买办商人往往通过压低收购价格及通货比价变动等手段榨取农民劳动果
实。因此，当时的农业商品经济具有很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属性。尽管如此，从自
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毕竟标志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它带动了东北国民经
济的全面繁荣，推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农业中资本主义的
增长首先表现在自然农业向商业性农业的过渡上。”同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农
业生产率和生产技术迅速提高，农业经营方式及生产布局也趋于合理化。加快了农



业近代化的进程。 
    (四)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和专业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影响东北农业种植结构的决定性因家。列宁指出:“交换和商品
渗入农业，引起了农业的专业化。”近代东北大豆、小麦、柞蚕等商品作物的大规模
专业化生产，是在市场机制这只无形巨手的操纵下形成的。 

近代东北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趋势日益发展。清末东北出现了“南豆北
麦”的格局，辽河流域的大豆和松花江中下游地区的小麦皆已成为当地居于优势的
作物。民初大豆产地北移到中部松辽平原，成为该区占主导地位的作物，小麦则进
一步向北部集中。二十年代东北作物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作物的区域化进一步发
展，大豆生产重心迅速向北部转移，小麦则被排挤到松花江下游和嫩江、牡丹江流
域的部分地区，显得更为集中。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东北各种作物愈加向某些地
区集中，并形成了比较明显和稳定的农业区域。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是商品
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农业近代化的必然趋势。     

随着工业交通的发达和城镇经济的兴起，东北经济作物以及瓜果蔬菜的种植和经
营也日趋兴盛。有些经济作物的布局直接是由工业布局决定的。例如，清末俄人在
阿什河设制塘厂，年消费甜菜120万普特，该厂为保证原料供应，遂向周围的阿城、
双城、滨江等县的农民借贷现金和种子，使当地甜菜生产迅速发展起来。1920年奉
天纺纱厂建成后，曾极大地推动了奉省棉花生产的发展。 

蔬菜瓜果的经营，则以城郊地区最为集中，尤其是大城市周围，蔬圃果园十分发
达。随着东北移民和开发事业的发展，东北人口密度日益增加，城镇星罗棋布，工
商各业十分兴盛，扩大了对经济作物和蔬果食品的需求，遂使南部经济蔬果作物的
种植日益发展和集中，与北部商品粮生产的发达形成了鲜明对照。     

蚕业的兴盛是东北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清末以来，柞蚕逐渐成为东北
著名特产，是仅次于大豆和豆饼的第三大输出贸易品，在东北经济作物中占有特别
重要的地位。柞蚕业的兴起带动了东北民族资本制丝业的蓬勃发展，振兴了东部山
区经济。蚕业生产过程复杂，工序繁多，技术性强，投资较大，费工甚多，因而东
北蚕业生产较早地实现专业化、区域化，并进而向企业化方向发展。各蚕场一般都
雇用一定数量的技术工人，对放养进行科学管理，有些蚕场规模较大，实行股份制
经营，还出现了一些蚕业公司。有些蚕场成为农工商一体化的经济实体。总之，蚕
业生产近代化是东北农业近代化的集中体现。     

(五)林、牧、副、渔业生产的商品化和企业化 
    清末以来东北的林牧副渔各业迅速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林产、畜产、
水产和副业产品大量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人们从事林牧副渔各业不再仅仅是满足自
身消费需要，而是以生产商品，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近代东北的木材、牲畜、毛
皮、肉蛋、人参等产品都已成为大宗出口贸易品，在世界市场上享有盛名。 

为了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清末以来东北涌现出了一批官办或民办的采木公司、
畜牧公司、渔业公司以及鸡场、参圃、鹿场、蜂场等企业。这些企业一般采用近代
经营管理手段，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进行较大规模专业化生产经省活动，
具有资本主义性质。除了大型公司以外，一些从事畜养、捕捞、养殖的专业户也普
遍发展，他们的生产和经营都具有明显的商品经济性质。     

清末以来，东北农林牧渔业的生产开始引进和应用近代科学技术。东北当局陆续
兴办了一些林业、畜牧、渔业等方面的专门教育机构，传播近代科学知识，培养专
门技术人才。还设立了一批模范造林场、苗圃、种畜场、水产养殖场等近代实验推
广机构，从事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和推广工作。在林业生产中，某些林场
实行分区轮采、铁路运输、采育结合及机器制材等先进作业方式。在畜牧业中，则
开始进行畜种改良、血清防疫和科学饲养。在海洋渔业中引进西式渔轮和渔具。在
养蜂业中，采用国际标准蜂箱，还实行净化蜂种、限制分封等科学管理。 

(六)近代农业技术的引进与推广 
    1906年以来，东北三省各级官府纷纷设立农业试验场、农学研究所等各种近代
农业科研机构，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分析土壤，进行选种、育种、播种、施肥等耕种
技术和田间管理方面的试验。还设立了各级农会组织，进行农业新技术推广工作。
各地陆续兴办了一批农林专业学校和大学，传授近代科学知识.培养了一批农业科技
专门人才。 

清末以来东北大力引进和推广良种，极大地丰富了东北的作物品种资源。当时有
大量国内外优良品种传入东北，经试验而被推广于各地，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农业



生产.有些早熟、抗逆性强的品种被引进推广后，使一些作物的种植区域迅速扩大，
水稻种植的北移主要是早熟稻种引进的结果。经过长期的试验、杂交和优选，东北
各地逐渐形成了适应当地土质和气候条件的优良品种.同时，东北各地还逐渐推广了
选种、育种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 

在种植技术方面引进和试用近代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开始使用化学农药和化
肥。种籽消毒技术也逐渐普及。吉林农事试脸场还能独自试制新式农药，杀虫效果
甚佳。此外，东北的广大农业科技人员还经过试验解决了在高纬度寒冷地区农业种
植技术的某些难题，如清末在东北试种成功冬小麦，解决了小麦越冬间题，在东北
实现了一年两熟。在吉林、黑龙江省引进暖室技术，解决了冬季栽培蔬菜问题。 

清末以来东北大量引进、试用和推广西方新式改良农具促进了该区机械农业的萌
芽和发展。清末机械农具的引进和试用只局限于官办农业试验场和农垦公司，民初
一些私人农垦公司也开始使用火犁垦地，二十年代东北北部和西部新垦区己大量使
用拖拉机、播种机、割草机、打谷机等机械农具。东北机械农业的发展之所以能走
在全国前列，主要原因是东北是个新开发区，大规模开垦耕地需要利用效率较高的
新式农具.东北新垦区农业资本主义较为发达，农垦公司林立，它们一般都很热心于
使用机械农具。三省官府为促进地方垦殖事业，也往往大力提倡机械农业。不仅如
此，东北还有一些技术人员自行试制各种新式改良农具.例如1911年，奉天省赵玉清
“自造新农具洋犁、角耧二种，已赴南洋赛会，得有奖牌”。民国时期，农机学家张鸿
钧研制出了车式一次两垅上垅播种机、一次两垅下垅播种机和禽式锄地机等三种新
式马拉农具，十分适于东北的垅作农业。 

东北近代农业试验机构的兴办和发展，各项农业试脸、推广工作的展开，西方近
代农学技术的引进，掀开了东北农业发展史崭新的一页，标志着东北农业由传统的
单纯经验“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是东北近代实验农学和近代农业
技术的开端。 

 
二、东北农业近代化的历史过程 

 
    下面，我们拟对东北地区农业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清末、民国和伪满三个时期
的发展线索作一大概的勾勒。 

(一)清末东北农业近代化的起步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抵制日俄侵略，增税裕收，逐渐放松了对东

北的封禁、大量山东、河北流民涌入东北，三省官荒、蒙荒迅速被丈放、开发，农
耕区向东部山区和西部牧区扩展，尤其是中东路沿线地带，很快成为新兴垦区。
1909年，东三省耕地面积已超过亿亩。 

在丈放官荒过程中，一些农垦企业应运而生，出现了天一、礼耕、敬业、有丰、
厚生、瑞丰、兴东、元亨、天乙、富宁、天利等二十余家农牧垦殖公司，这些公司
一般采用西式新农具从事垦殖，同时兼营商业和农产加工业，已经初具资本主义性
质。同时，东北官庄旗地大量转化为民地，农村经济关系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东北农产商品化日益发展，粮豆输出贸易额成倍
增长，农产品商品率大大提高。1909年.东北北部新垦区小麦的输出率为80%，大豆
输出率为70%。二十世纪初，东北初步形成“南豆北麦”的商品粮生产格局，南部辽河
流域的大豆和北部松花江流域的小麦种植面积，各占当地作物播种面积的30%左右。
北部小麦大量向俄国出口，南部大豆则远销日本、南洋及欧美各地。东北大豆迅速
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拳头产品，“其声誉几超丝茶”。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清末东北陆续设置了一些农业行政、科研、教育
和推广机构，开展了西方近代农业技术的引进、试验、推广和普及工作。据清末各
种资料统计，当时东北各地设立的农业试验总场、分场及农学研究所计23处，各场
普遍运用西法进行土壤分析、选种、播种、施肥等多种技术的试验.大量引进试验国
内外优良品种和新式农具。奉、吉两省还先后试种成功冬小麦，在东北解决了一季
两熟问题.黑龙江省又从日本引进暖室技术，可在冬季栽培蔬菜。清末东北林业、牧
业、渔业及养蚕、植参等各种副业的生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采木、畜
牧、渔业公司.参圃、蚕场等近代专业生产企业。东北农业已开始向近代农业转化。 

(二)民国时期东北农业近代化的发展 
清亡后，清室及王公贵族的官庄旗地占有制随之瓦解，民初开始大规模丈放官荒

旗地，清朝身份性地主迅速被消灭，代之而兴的是私人地主经济。具有资本主义色



彩的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25年，吉、黑两省经营地主及富
农占农户总数的14.3%.所经营的土地占耕地总面积的52%,民族资本的农林公司、水
田公司、渔牧公司有了更大的发展。出现了象东宁县富宁屯垦公司、绥滨县五大火
犁公司、呼玛县三大垦牧公司等经营较好的大型农垦企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北民族农产加工业迅速发展，促进了东北农业商品经
济的繁荣。东北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的出口额在1927年至1931年达到了三
百余万吨的历史最高纪录，占全国大豆三品出口总额95%以上。二十年代以后，随着
北部新垦区的开发，东北大豆生产重心逐渐北移。松花江下游地区大豆种植比率一
般在40%左右，密山县大豆种植比率高达56. 6%。东北南部尽管商品粮生产趋于衰
落，但经济作物的生产却蓬勃发展。辽宁省棉花种植面积1931年已达524030亩。二
十年代.，辽宁省柞蚕茧产量达一亿斤左右，占全国柞茧产额70%，成为中国乃至世
界最大的柞茧产地。熊岳、金州及锦州一带的苹果生产也开始兴盛。此外，蔬菜、
花生、烟草、麻类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 

随着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和专业化，出现了一些诸如沈阳电机水田试验场、沈阳棉
业试验场、辽阳蚕业试验所、洮昌道林场等各种专业试验推广机构。为提倡植树造
林，各县普遍设立了苗圃和模范造林场。农业试验及推广仍以良种引进和推广为中
心工作，在东北各地普及了“四粒黄”大豆等改良品种，取得显著成效。1921年.美
国万国农具公司在哈尔滨设立分店，此后大批外国新式农具输人东北，中东路沿
线、松花江下游地区、呼伦贝尔地区、兴安屯垦区等地有很多农场使用拖拉机、播
种机、割草机、打谷机等农业机械。此外，东北南部还开始引进、生产和使用硫
按、硫酸钾之类的化学肥料。在畜牧业方面，美利奴羊、巴克夏种猪等各类外国畜
种先后被引进，用以改良东北畜种，并开始使用血清防治畜疫。在沿海渔业捕捞作
业中一些渔商使用了新式渔轮和渔具。总之，民国时期东北农业近代化有了进一步
的发展。 

(三)伪满时期农业近代化的曲折进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东北大搞移民入侵和土

地掠夺，实行粮谷“统制”和“出荷”政策，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从1931年到1934
年，东北耕地面积减少283万公顷，农产品产量减少502万吨.。农村商品经济趋于萎
缩，农产品价格暴跌，输出额急剧减少，尤其大豆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至
1935年，大豆种植面积指数由100下降到63;大豆种植比例也由31. 1%下降到25. 
2%。高粱、粟、玉米及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则相应地有所扩大。日伪政权推
行了“适地适产”政策，使东北作物布局的区域化日益明显。 

日伪当局为了更多地掠夺农产品，采取了诸如改良农具、配给良种、兴修水利、
推广化肥、防除病生害等措施。近代农业技术的应用有了某些新进展。“关农一
号”棉花、“丰光”甜菜、“万字”柞蚕、“宝仁”花生、“大白”粟、“黄宝
珠”大豆、“万年”水稻等改良品种基本普及。东北农民开始采用农药浸种等近代
科学方法防治作物病虫害。在水稻、棉花、果树等作物的生产中普遍使用化肥。
1941年，东北每公顷耕地平均使用化肥2. 75公斤。伪满时期，东北约有六十余个机
械农场，拥有拖拉机五百余台，机耕面积三万公顷左右。 

在畜牧业方面，改良畜种更加普遍，并逐渐采用近代技术进行科学饲养。在养鸡
业中，伪满时期共输人改良种白色来克亨鸡三十余万只，建立了许多企业化的近代
鸡场，使用科学配制的棍合饲料，在长春、沈阳、大连等大城市出现了一批使用电
孵器的孵雏公司。使用血清疫苗进行防疫注射和牲畜市场的防疫检验也已普及化。 

尽管如此，日伪政权对东北农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使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
的促进作用受到禁锢。东北农业发展十分缓慢。 

 
三、独具特色的东北农业近代化之路 

 
    东北农业近代化走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即全面开发的起飞之路，摒弃
旧制的改革之路，引进技术的改良之路，发展粮豆贸易的商品化之路，农场经营的
企业化之路，粮豆为主.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互相促进的综合发展之路。以下。
谨就其主要特色略作论述。 

(一)全面开发的腾飞之路 
东北农业近代化的起点是长期封禁下的落后农业。因此.东北农业的腾飞之路，

关键在于打破封禁格局，吹响全面开发的号角。历史的进程正是这样开始的。那潮



水般涌来的移民.大片荒原的迅速垦辟，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面开发，带动了工、
商、金融及城镇经济的空前繁荣，构成了东北近代史的主旋律，是中华民族创造的
又一个奇迹。 

东北走了一条越来越宽广的开发之路。开发不仅仅限于新垦区，在旧垦区也有一
个不断深化的开发过程。在东北南部老垦区.尤其是辽河下游和辽东半岛，清中叶以
来就已成为著名的大豆商品生产的基地。但民国以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对农业
的压力越来越大，用大面积耕地种植大豆已经不可能了。于是聪慧的南部农民便纷
纷改早田为水田，水田开发成为南部农业深入发展的主题。同时，南部农民加强了
对土地综合利用，发展养蚕、果树、棉花及其他经济作物生产，使南部农业商品生
产走上了一条集约化经营的发展之路.东北北部新垦区的农业的发展，更是在开发浪
潮中全面展开的。因此。东北的近代农业是典型的开发农业，东北农业的方方面
面，都被打上了鲜明的开发烙印。 

(二)规模经管的发展之路 
在近代东北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在广大农村中涌现出数十万个大豆专业户、蔬

果专业户、作蚕专业户、参圃去业户、棉花专业户、畜养专业户…他们一般进行较
大规模的经营活动，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都很高。就专门从事种植业的农户来看，
“大农”经营也十分常见，据1928年统计，辽宁省经营土地六町(一町约合一公顷)
以上的“大农”有258 264户，占农户数的19.4%，黑龙江省有151 617户.竟占农户总数
的45.2%!而同期关内其他各省的“大农”经营则为数甚少，例如山东“大农”仅占农户总
数的 2.8%，河南占5.7%,陕西和新疆各占4. 4%，四川占2.1%,湖北占3.5%,江西占
0.3%,福建占0. 4%，浙江占1%，江苏占1.5%。由此可见，东北近代农业具有浓厚的
规模经济特色。 

东北近代规模农业经济的形成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东北是个新开发区，地广人
稀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1923年，东北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25. 5人，而山东省为
237. 2人，陕西省为88. 3人，四川省为92人，江苏省为346. 4人。因此，东北农户
平均占有耕地面积大大高于中国其他各省。1914年，黑龙江省每个农户平均占有耕
地116. 3亩，吉林省为80亩，而山西省则仅有23. 8亩，河北省18. 9亩，安徽省11. 
5亩，浙江省7. 3亩，湖南省6. 6亩，江西省8. 8亩。同样属于地广人稀的边疆地
区，西北、西南诸省的户均耕地面积远远低于东北。1914年新疆每个农户平均占有
耕地仅有25. 5亩，广西为24. 6亩，云南则只有8.15亩。由于东北土地平坦肥沃，
易于垦殖，形成人均耕地较多的优势，为东北农户规模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 

东北官庄旗地大量转化为民地以及官荒蒙地大规模丈放过程中，私人地主经济迅
速膨胀.并形成了以官僚商绅阶层为主体的大地产所有者，出租土地成块成片，面积
较大，便于形成规模经营。而且由于大量关内移民不断涌人，其中又多属春来冬去
的季节性单身移民，为东北农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来源，再加之当时雇农工资十
分低廉，促使雇工经营日益发达，地主大多自备马车农具，雇佣一定数量的农工自
营一部分土地，而富农及佃富农雇佣农工进行较大规模经营者更是屡见不鲜，甚至
一部分中农也常有季节性雇工的现象。因此，东北地区农户一般规模较大，既异于
华北地区盛行的小而全的自耕农经济，也不同于南方的零细化佃农经济。 
    规模经济必然带来规模效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最集中的体现。近代东北的农
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远远高于关内地区。据统计，东北北部每个农业
人口平均占有耕地0. 8公顷，产粮1000公斤;而关内每个农业人口仅有耕地0.26公
顷，产粮415公斤。规模经营最为盛行的东北北部地区，农民劳动生产率仅次于美
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少数几个地区，而高于其他各国。据1933年的资料记载，
每个农民平均生产粮食的数量，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为4 336公斤，美国为3 117
公斤，东北北部为1 000公斤，俄国为597公斤，欧洲诸国为823公斤，日本为412公
斤，埃及为407公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在农业耕作技术尚十分落
后，机械农具尚未推广的情况下，东北农民创造了这样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充分
证明了规模经济的优越性。 

(三)粮豆为主的增长之路 
粮食生产，尤其是大豆生产，在东北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主导作

用。东北农产商品化不是靠发展经济作物，而是通过大量出口粮豆来实现的，并主
要体现为粮豆出口贸易的繁荣，粮豆市场日益活跃，粮豆价格不断上涨，粮豆商品
率的迅速提高。粮豆生产、加工、贸易成为近代东北经济的主体和支柱，其他各行
各业兴衰无不与粮豆的商品生产密切相关。东北农产商品化的结果，并没有象关内



多数地区那样出现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的倾向，而是引起商品粮作物大豆和小麦
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并导致整个粮豆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和区域化，使东北成
为著名的商品粮荃地。 

东北以粮豆为主的农业经济结构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首先，新开
发区只能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这样可满足垦民最起码的生存需要，而新垦区土地
辽阔肥沃，又为大面积种植粮食作物提供了便利条件，农民除了种植一部分主要供
自己消费的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外。可以大量生产粮食。进人二十年代，在东北南
部土地开垦已趋饱和的情况下，东北仍能大规模扩种大豆，与北部新垦区的开辟有
着密切的联系。当时东北大豆种植比例的提高，不是排挤了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主
要是通过在北部新垦区集中种植实现的。 

其次，东北自古以来就没有形成过关内地区典型的“耕”与“织”结合的小农经
济结构，其自然经济主要表现为种植业同渔猎、游牧经济相结合的松散结构。由于
种植业长期没有得到独立的发展，粮食、布帛等基本生活物资一直依赖关内供应，
这是东北少数民族不断南迁和入侵关内的重要原因。由于东北投有形成象关内那样
牢固的自然经济结构，商品经济易于从落后状态中异军突起。在这种以农林牧猎渔
相结合的松散自然经济结构下，东北发展商品经挤所面临的任务不是促进“耕”与
“织”分离，更不存在打破单一种植结构.发展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的问题，关
键在于全面发展粮食生产，并使粮食生产迅速商品化和专业化，历史框定东北的开
发者们，只能以此为实现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别无其他选择。 

此外，当时东北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国际粮豆市场的开拓，榨油、酿酒、制粉等
粮豆加工业的兴起，推动了东北粮食生产的商品化。大豆及其加工品的生产和贸易
对近代东北经济增长发挥了支柱产业的作用。东北大豆及其加工品在世界上没有与
之匹敌的对手，竞争力极强，是东北的独家优势和“拳头产品”，东北大豆成为名
符其实的“世界商品”，东北农业因此而形成外向型经济结构。 

(四)特色鲜明的改良之路 
东北农业技术改良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其近代化道路具有

鲜明的地方特色。 
    东北农业近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长期并存，互相结合，协调发
展。而东北南部和北部对传统技术和近代技术皆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在开发较早
的东北南部，随着上地开发日趋饱合，土壤肥力遥渐下降，人多地少的情况日益严
重，因而倾向于采用关内传统旱作技术和水田技术，注重施用粪肥和水利建设，发
展园艺经济作物。以提高土地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走上了一条精耕细作的集约化道
路。同时南部地区还根据本地生产需要积极吸收近代农业技术，主要表现为利用科
学实验手段验证和改良传统农业，进行科学选种和育种，使用化肥和农药，以补
充、改造和强化传统技术。在开发较晚的东北北部，对传统农业则主要继承其豆谷
轮作的生物养地技术，普遍实行以大豆为中心的合理轮作制度。利用大豆根瘤菌从
空气中固定游离氮素保持土壤肥力，是一种比施用类肥节省劳力的养地方式，但由
于大豆属低产作物，豆谷轮作势必降低单产，因而在人多地少的南部地区已难于进
行，而在东北北部却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它为地广人稀、劳力缺乏的新垦区提供
了一种最为省力的养地技术。北部对近代农业技术，则着重于引进农业机械，以提
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东北南部和北部在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的结合上各具特色，
兹概括如下: 
    东北南部:精耕细作+化肥农药=提高土地生产率及效益 
    东北北部:豆谷轮作十农业机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率 
    综上所述，东北地区农业近代化发展较早，进展较快，成就较大，是中国农业
近代化的典型范例。东北农业近代化间题内涵丰富，历程曲折，特色鲜明，值得深
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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