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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九（193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在分田与查田的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或是出前的文件没有规定，或是规定不明悉，或是苏维埃

工作人员解释不正确，以致执行上发生错误。人民委员会为了正确的发展土地斗争，纠正及防止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起见，

除了批准《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各项原则外，特作下面的决定：（一）劳动与附带劳动在普

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叫做有劳动。全家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

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劳动但非主要的劳动，均叫做有附带劳动。 

  （注）这里应注意：（一）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故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

（二）规定全家中劳动的标准人数为一人。如全家有数人，其中有一人劳动，这家即算有劳动。有些人以为要有二人甚至

全家参加劳动，才算这家有劳动，这是不对的。（三）规定劳动的标准时间为一年的三分之一，即四个月。以从事主要劳

动满四个月与不满四个月作为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分界（即富农与地主的分界）。有些人把有半年时间从事主要劳动的还算

做附带劳动，这是不对的。（四）所谓从事主要劳动，是指从事生产上主要工作部门的劳动，如犁田，莳田，割禾及其他

生产上之重要劳动事项。但不限在农业生产方面，如砍柴，挑担及做其他重要劳动工作，都是主要劳动。（五）所谓非主

要劳动，是指各种辅助劳动，在生产中仅占次要地位者，如帮助耘草，帮助种菜，照顾耕牛等。（六）劳动既是区别富农

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因此对于那种只雇长工耕种，没有其他地租债利等剥削，自己负指挥生产之责，但不亲身从事主要劳

动者，仍照地主待遇，不得分配土地。（七）构成地主成份的时间标准，以暴动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过地主生活满

三年者，即构成地主成份。 

  查田运动中对于劳动与附带劳动的问题，发生许多错误。或以有劳动当作只有附带劳动，把他判为地主，或以只有附

带劳动当作有劳动，把他判为富农，都是因为过去对于地主与富农的分界没有明确标准的原故。依照上面规定，可以免去

这种错误。 

  但上面的规定，是指“普通情形”而言。在特别情形下，须有不同的处置。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形：第一方面，是大地

主而家中有人参加生产者。例如有人剥削地租债利的数量很大，如收租百担以上，或放债大洋千元以上，而家中人口不

多，消费不大，则虽这家有人每年从事四个月以上的主要劳动，仍是地主，不是富农。但如人口甚多，消费甚大，则虽有

百担税或千元债，只要有人从事主要劳动，仍不是地主而是富农。第二方面，是拿剥削情形说是地主，但拿生活情形说则

不能照地主待遇者。例如有人过去是富农或中农，但到暴动前数年，因死亡或疾病原因，突然丧失劳动力，不得不把土地

全部出租或雇人耕种，因此全家过地主生活。如果把这种人当地主待遇是不妥当的，应照本人原来成份待遇。又如有人名

义上还是地主，但土地权实际已属别人，剥削收入极少，甚至生活比农民不如，而本人已有附带劳动者，此种人应照富农

分给坏田；其特甚者，在群众同意下，可照农民分田。再如有人过去是农民，暴动前二年遇特别机会突然致富，成了地

主，土地固应没收，但因其二年前是农民，在群众同意下，亦可照富农分给坏田。 

  上述这些特别情形，查田运动中有些地方把他忽视了，这也是不对的。 

  （二）富裕中农 

  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为限

度。在某些情形下，剥削收入虽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

农论。 

  在苏维埃政权下，富裕中农的利益，应与一般中农得到同等保护。 

  （注）这里应注意：（一）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富裕中农与其他中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对别人有轻微

剥削，其他中农则一般无剥削。（二）富裕中农与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

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农则超过百分之十五，这种界限的设置是实际区分阶级成份时所需要的。（三）所谓富裕中农

的轻微剥削，是指雇牧童，或请零工，或请月工，或有少数钱放债，或放少数典租，或收少数学租，或有少数土地出租

等。但所有这些剥削，在其全家生活来源上不占着重要的成份，即不超过百分之十五。而其全家主要生活来源，是依靠自

己的劳动。（四）在接近暴动的时期内，虽曾经有过与富农在同等时间内的剥削分量相同的剥削，但不超过二年者，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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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中农论。（五）在某些情形下虽超过全家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为富裕中

农。这里所谓某些情形，是指剥削分量虽超过百分之十五，但家庭人口多，劳力少，生活并不丰富。更有遭遇水旱灾荒，

或逢疾病死丧，反而转向困难者。在这些情形下，剥削分量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者，不能认为富农，而应认为中农。若没有

这些情形，则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百分之十五者即为富农，不应认为富裕中农。这些情形的正确判断，依靠于当地群众的

公意。 

  富裕中农在农村中占着相当的数量，查田运动中，许多地方把他们当做富农处置，这是不正确的。各地发生的侵犯中

农事件，多半是侵犯了这种富裕中农，应该即刻改正。 

  举例：（一）全家六人吃饭，二人劳动。有田五十担，收实谷三十五担（时价每担四元共值百四十元），完全自耕。

有屋五间，牛一只。有塘一口，出息大洋十二元。杂粮生产及养猪年收约一百元。放生谷三担，利加五，年收一担半（值

六元），收了四年。放债大洋一百元（合小洋一千八百毛），利加二五，年收二十五元，放了五年。判断：此家靠自己劳

动为主要生活来源，自己生产占二百五十元以上。对别人有债利剥削，但年收利息只三十一元，在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以

下，全家开销后有剩余，生活颇好，但因剥削分量不大，故算富裕中农，不是富农。（二）全家五人吃饭，一个半人劳

动。有田二十五担，收实谷十七担。借来田七十五担，收实谷四十二担，交租二十五担，交了十年。杂粮生产及养猪年收

五十元，雇牧童一个，雇了三年。放债大洋六十元，利加三，年收十八元，放了四年。有屋五间，牛一只。有木梓山一

块，年摘木桃三十担。判断：此家生活主要靠自己劳动，每年剥削人家极少，不过二十余元（雇牧童与放债合计），而受

人剥削地租二十五担之多，全家开销所余无几，只能算普通的中农，还不是富裕的中农。 

  （三）富农的剥削时间与剥削分量 

  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

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 

  在某些情形之下，剥削分量虽超过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不是富农，而是

富裕中农。 

  （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一）以暴动时为计算剥削时间的起点，而不应把其他任何时间作为计算剥削时间的起

点。有些人算陈账，拿了中间空隔了的很早年代的剥削，作为决定阶级成份的根据，这是不对的。（二）以连续三年的剥

削作为构成富农成份的标准时间。如果剥削时间不超过二年，或虽有三年而是中间空隔了的（不相连续的），虽其剥削分

量与富农在同等时同的剥削分量相同，仍以富裕中农论。（三）剥削的分量必须是超过了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

才能构成富农成份。如果剥削分量在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下，虽有三年或三年以上的连续性，也不能构成富农成份，而仍

是富裕中农成份。（四）所谓全家一年总收入，是指自己生产部分与剥削他人部分的合计，例如某家全家一年自己生产部

分四百元，剥削他人部分一百元，合计五百元，即是总收入。因其剥削部分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故是富农。（五）某些

情形，是指家庭人口多，劳力少，因此生活并不丰富，或因天灾人祸反而转向困难者。在这种情形下，剥削分量虽超过百

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这里群众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情形的考量，

也是要十分仔细的，不应把富裕中农弄做富农，引起中农群众不满意。但同时也不应把富农弄做富裕中农，引起贫农群众

不满意。所以应有仔细的考量，要取得群众的同意。 

  查田运动中对于这个时间与分量的问题，闹出许多纠纷，这是因为过去对于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分界没有明确的标准，

或把富裕中农当做富农处置，或把富农当做富裕中农处置，中间的争论时常发生。现在规定的两者分界，可以免除这种弊

病。 

    举例：（一）全家十一人吃饭，二人劳动。自己有田百六十担，收实谷百二十担（值四百八十元）。有茶山二块，每

年出息大洋三十元。有塘一口，每年出息大洋十五元。杂粮生产及养猪等，每年约值百五十元。经常雇长工一个，雇了七

年，到革命时止，每年剥削剩余劳动约值六十元。放债大洋二百五十元，利加三，年收七十五元，放了五年，到革命时

止。有一儿子是秀才，会做呈子打官司，借势欺人。判断：此家自己有劳动二人，但雇长工，又放债不少，剥削收入超过

了全家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人口虽多，但开销后余钱不少，故是富农，应分坏田。他家有个劣绅，本人应不分田。（二）

全家三人吃饭，一人能从事主要劳动四个月。有田六十担，自耕三十担，收实谷十八担，出租田三十担，收租谷十二担，

收了五年。经常每年请短工二十天。有牛一只，每年可收牛税谷二担。放债大洋一百二十元，利加三，年收三十六元，放

了三年。判断：此家剥削收入超过自己生产，但因有一人从事四个月主要劳动，故是富农，应分坏田。 

  （四）反动富农 

  在暴动前，尤其在暴动后，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富农，叫做反动富农。反动富农应该没收他本人及其家属中参加了这

种反革命行为的人的土地财产。 

  对于反动资本家，适用上述的原则。 

  （注）这里应该注意：（一）必须是“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富农，才叫做反动富农。如当暴动时领导民团屠杀工

农，对革命政府顽强抵抗；特别是暴动后还在领导别人组织反革命团体机关，或个别进行重大反革命活动，如暗杀，当敌

人侦探，自动替白军带路，逃往白区帮助国民党，积极的坚决的破坏查田运动与经济建设等。这种富农出身而有重大反革

命行为的分子，经证明确实者，应没收其土地财产。其他富农中虽有反革命行为，但不是有领导的或重要的行为者，均不

得没收其土地财产。（二）反动富农家属之中，只没收参加了这种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分子的土地财产，其他分子的土地财

产，则不没收。（三）以找生活为目的而暂时跑去白区的，不是反动富农，不应没收家产。但不愿在苏区居住而跑去白区

居住，满一年不回来者，虽不是反动富农，仍应没收家产。（四）对于反动资本家之定义与处置，完全适用以上之规定。 

  过去许多地方，把没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富农分子的土地财产没收了，并且一家中把没有参加反革命行为的富农分子

的土地财产也没收了，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一个来源，是在江西没收分配土地条例的第三条：“凡加入反革命组织

（如ＡＢ团社会民主党等）的富农，全家没收”，这里不分首领与附从，不分参加者与未参加者。关于家属问题，虽在这



一条的后半指出了：“其家属未加入反革命组织，又无反革命行为，并与其家中反革命分子脱离关系，当地群众不反对

者，得发还其土地”，但前既全家没收，后才发还一部，仍非正当办法。因此这一条应照现在规定改正。又过去有些地方

扩大反动资本家的范围，没收了一些不应没收的商店，这也是不对的。 

  举例：一家九人吃饭，一人劳动，又一人附带劳动。 

  有田百六十担，自耕八十担，收实谷五十六担。出租田八十担，收税三十担，收了十年。有山五块，每年出息大洋七

十元。经常雇长工一人。欠债大洋四百二十五元，利加二五，欠了三年。放债大洋三百八十元，利加三，放了五年。有一

人当靖卫团连长，当了两年，与赤卫军作战五回。又有一人加入ＡＢ团一年，不是重要分子，无积极活动。家里其他各人

无明显反动行为。判断：此家成份是富农。有一人做了重大反革命工作，此人是反动富农，应没收家产。其他各人不应没

收。另一人虽加入ＡＢ团，不是重要分子，又无积极活动，也不应没收。 

  （五）富农捐款 

  在削弱富农的政策下，在国内战争时期中，除了实行分给坏田没收多余的房屋耕牛农具，征收较高的累进税，这些基

本办法外，再向富农要求临时捐款，是应该的。但必须按照富农家况及过去是否交过捐款，适当的规定捐款数目。并且要

有国家财政机关的命令才能实行，一般的富农捐款数目的最高限度，应在命令上规定之。 

  （注）（一）近来进行富农捐款，发生两种倾向：一种是包庇富农不去捐款，一种是把富农现款捐尽与地主罚款无

别，两者都是不对的，而后者则是消灭富农的倾向，并有影响到中农的危险。（二）捐款是临时性质，与经常的农业税不

同，故捐款数次应有限制，不能捐至多次无止境。（三）向富农捐款之权限于国家财政机关，任何其他机关不得向富农捐

款。（四）捐款的数目须按照富农家况及过去是否交过捐款，适当的规定，以不妨碍富农生产为原则。国家财政机关应依

当地情形规定一般的最高数目（例如一九三三年中央苏区因战争需要曾临时规定富农捐款的最高限度为不超过富农现有活

动款项全数百分之四十）。 

  （六）富农应有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 

  凡确定为富农应有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等，在遵守苏维埃法令下，富农自己有处置之权，他人不得妨碍。仅在便利生

产又得富农同意的条件下，工农贫民才可与富农互相换房屋。 

  （注）（一）近来有些地方发生工农贫民拿自己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换富农应有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甚至有换衣

服肥料事情，这是不对的。因为“削弱富农”应有限制，分给较坏的劳动份地，没收多余的房屋耕牛农具，征收较高的累

进税，并要求捐出一部分现款，这样“削弱”的政策已经实现了。超过这种限制，就是消灭富农的倾向，在目前革命阶段

上是不应该的。（二）所谓便利生产，是指有些地方富农住所附近无相当较坏的土地可分，因此富农分得的土地离开自己

住所很远，而很远地点住居的工农贫民分得的土地又恰在富农住所附近，彼此耕种都不便利。在这种情形下，为了便利生

产，可以互相换房屋，但仍须得到富农同意，不得同意不能换。（三）土地问题正确解决以后，如富农分得之坏田已经改

良变成好田，他人不得再去换。（四）暴动后富农添置的耕牛农具房屋，虽有多余，不得再行没收或换。 

  （七）富农的义务劳动 

  富农应该比工农贫民担负国家及地方较多的义务劳动，但以不妨碍富农的生产为限度。 

  （注）责成富农担负义务劳动与责成地主担负义务劳动，应有分别。地主的壮丁，应该完全编入劳役队，加以训练，

使之参加国家与当地的劳动工作，在劳动过程中改造其阶级性，消灭地主阶级。富农应该比较工农贫民担负更多的义务劳

动，但不应同地主一样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致妨碍生产。因此，把富农与地主编在一个劳役队，在农事紧张的时

期内，在富农劳动力没有多余及没有补偿办法的情况下，使之担负长期脱离生产的义务劳动，是不应该的。但是不妨碍生

产，或富农劳动力有多余，或有其他补偿办法，则不在此例。 

  （八）破产地主 

  在暴动前，地主已经全部或最大部分失掉了他在土地财产上的剥削，但仍不从事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为

主要生活来源者，叫做破产地主。破产地主仍然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不得分配土地。 

  但地主破产后，依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者，应予改变成份，有分配土地之权。 

  地主破产后，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活来源之一部，其分量达到其一年生活用费三分之一者，得照富农成份待遇。 

  （注）（一）有些人把部分破产的地主叫做破产地主，这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地主还有一部分产业依以剥削，这不过

剥削收入的分量有改变罢了。（二）有些人把破产后已经从事主要劳动满一年的，叫做破产地主，这更是不对的。因为地

主破产后从事主要劳动已满一年（指暴动前），他已经由地主变为工人或贫民或农民了。（三）有些人把地主破产后已经

从事一部分劳动者，仍照地主待遇，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若其劳动已达到维持全家一年生活三分之一者，这种人己应该给

予以富农待遇了。 

  （九）贫民 

  工人农民外，一切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活者，或大部分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活者，或依靠少数资本自己经营以取得生活费

者，均叫做贫民。乡村及小市镇贫民分子失业者，应分配土地。城市贫民分子无房屋者，应分配城市中地主的房屋。贫民

均有选举权。 

  （注）（一）贫民在城市中占着相当的大数量，在乡村及小市镇上亦有一部分。贫民的职业是很复杂的，有些贫民的

职业常依季候更换而不能固定。贫民的生活是很困难的，其收入常不够支出。（二）工人农民外，如独立生产者，自由职

业者，小贩，不剥削店员的小本经商者，及其他一切劳动分子，均属于贫民范围之内。所谓独立生产者，是指各种自作自

卖的小工业生产者，这种小工业生产者有时雇用辅助劳动力，但主要依靠于自己的劳动。所谓自由职业者，是指一切不剥

削他人的医生，教员，律师，新闻记者，著作家，艺术家等。这种自由职业者，为了执行自己业务，有时雇用助手或雇工

助理家务劳动，这种雇工行为，不算入剥削者范围之内。 

  （十）知识分子 

  一、知识分子不应该看做一种阶级成份，知识分子的阶级成份依其所属的阶级决定。 



  二、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利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 

  三、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著作家，艺术家等，是

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 

  （注）（一）近来有些地方无条件排除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是

有利于苏维埃革命的政策。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的期间，应设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二）所谓知识分子的阶级成份依

其所属阶级决定。如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富农，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中农等等。 

  把知识分子看做一种单独的成份是不对的。把农民子弟在学校读过书的分子（所谓“毕业生”），当做一种坏的成

份，更是不对的。（三）把当教员当医生等工作看做不是劳动，这也是不对的。 

  （十―）游民无产者 

  在紧靠暴动前，工人农民及其他民众，被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因而失去职业和土地，连续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

活来源满三年者，叫做游民无产者（习惯上叫做流氓）。 

  苏维埃对于游民无产者的政策，是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首领及其他依附剥削阶级积极参加反革命的分子。关于争取一

般游民无产者群众的主要办法，是使他们回到生产上来，照一般革命民众的例，分配土地和工作，并给予选举权。但分配

土地，须在乡村居住，并须自己能耕种者。 

  （注）（一）所谓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是指从事偷盗，抢劫，欺骗，乞食，赌博或卖淫等项不正当职

业。 

  有些人对于在业或半失业而兼从事一部分不正当职业（非主要生活来源）的分子，概叫做流氓，这是不对的。甚至把

工农贫民中过去染有不良习惯（如嫖赌吸鸦片）的人，都叫做流氓，这更是不对的。（二）有些地方对于积极参加反革命

的游民无产者领袖分子（所谓流氓头）不加惩办，反而分田给他，这是不对的。有些地方对于一般游民无产者分子，又拒

绝其分田的要求，这也是不对的。 

  （十二）宗教职业者 

  凡在紧靠暴动前，以牧师，神父，和尚，道士，斋公，看地，算命，卜卦等宗教迷信的职业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

者，叫做宗教职业者。宗教职业者无选举权，并不得分配土地。 

  （注）（一）凡有这些宗教迷信职业而不是依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及依为主要生活来源而不满三年者，均不得称为宗

教职业者。应各依其成份分别待遇，不得一律取消选举权，或一律不分土地。即是说凡以这些宗教迷信为副业的，或依为

主要职业不满三年的，如不是地主资本家而是工农贫民，均应有选举权，而在乡村者均应分配土地。如是富农，应照富农

成份待遇。本人如此，家属更不待说。（二）真正宗教职业者的土地，一概没收，分给工农群众。其土地以外的财产，没

收与否，依照当地大多数工农贫民群众的意见决定。如果不得大多数工农贫民群众同意即去没收宗教职业者的财产，这是

不对的。（三）菩萨神主等迷信偶象，也须得多数群众同意才能毁坏，仅依少数人的意见去打毁菩萨神主的办法，这是不

对的。（四）有些人把和尚，道士，看地，算命等人不叫做宗教职业者而叫做流氓，这也是不对的。 

  （十三）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与土地 

  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在他们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条件下，不论指挥员战斗员，本人及家属，都有分配

土地之权。 

  （注）（一）优待红军条例：第一条“凡红军战士家在苏维埃区域内的，本人及家属均须与当地贫苦农民一般的平分

土地房屋山林水池”。这里本已包括一切红军战士在内。但近来有些地方，只问社会出身，不问政治表观，把地主富农出

身而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红军战士已经分得的土地，重新没收，这是错误的。（二）所谓“红军战士家属”，是指父，

母，妻，子，女及十六岁以下的弟妹，其他的人不得享此权利。（三）地主富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如被开除军籍，得收回

其土地。 

  （十四）工人的家庭是富农或地主者 

  工人的家庭是富农或地主者，工人本身及其妻子，依工人成份不变更。其应分配土地与否，依其在乡村或在城市，分

别处理。家中其他的人照地主或富农成份处理。 

  （注）（一）地主或富农家中，在紧靠暴动前，有人出卖劳动力已满一年者，应承认其为工人成份。本人及妻子照工

人成份待遇，其应有的一部分财产不没收。工人本身及妻子如在乡村，应分配土地。本人及妻子如在城市，不分配土地。 

  本人在城市，妻子在乡村，本人不分配土地，妻子分配土地。家中其他的人，照地主富农成份处理，不得享受工人权

利。家中如尚有其他成份，依其成份处理（例如一家有人在乡村靠收租放债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三年，此人是地主。有人

依靠出卖劳动力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此人是工人。 

  又有人在市镇上开自做自卖的小工业店依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此人是独立生产者。各依其在一定时间内生活来

源的性质而决定其成份，又各依其成份而决定其在苏维埃法律下的待遇）。（二）农村工人，独立生产者，小学教员，医

生等人中，有兼有小块土地，因乡村不够维持生活，出外谋生，而将其小块土地出租，并非依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应照一

般农民分配土地，不能当地主看待。 

  （十五）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工人农民贫民相互结婚后的阶级成份 

    一、结婚的行为，不应改变阶级成份。 

  二、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工人农民贫民相互结婚后的阶级成份，依照结婚在暴动前后的分别，依照原来阶级成份的分

别，并依照结婚后生活情形的分别，而决定其成份。 

  三、凡在暴动前结婚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女子嫁与工农贫民，从事劳动依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一年者，承认其为工人或

农民或贫民成份。不从事劳动，及从事劳动不满一年者，依原来成份不变更。工农贫民女子嫁与地主富农资本家，则须与

地主富农资本家过同等生活满五年者，才能承认其为地主或富农或资本家成份。如生活不与地主富农资本家同等而与工农



贫民同等（即靠自已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或过同等生活不满五年者，依原来成份不变更。 

  四、凡在暴动后结婚的：工农贫民女子嫁与地主富农资本家，依原来成份不变更。地主富农资本家女子嫁与工农贫

民，须从事劳动（依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五年者，承认其为工人或农民或贫民成份，如不从事劳动，及从事劳动不满五年

者，依原来成份不变更。 

  五、不论何时与何种成份结婚，所生子女的成份与父同。 

  六、土地与公〈民〉权的应否享有，依其成份。 

  七、地主富农资本家女子嫁与工农贫民者，不得编入劳役队。随嫁的现款在五十元以下者，不得向他罚款或捐款。 

  八、暴动前，工农贫民以子女卖与地主富农资本家者，及工农贫民与地主富农资本家相互以女招郎者，其出卖子女及

招来郎婿的成份与待遇，适用上述一至七条之规定。 

  九、暴动前，工农贫民与地主富农资本家相互以子过继者，不问过继时之年龄如何，在十岁以下者成份不变更。从满

十岁起，工农贫民之子过继于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其过继父母过同等生活满五年者，其成份同于过继父母。如生活不与过

继父母同等而与生身父母同等者，依原来成份不变更。地主富农资本家之子过继于工农贫民，与其过继父母过同等生活满

三年者，其成份同于过继父母。如生活不与过继父母同等而与生身父母同等，依原来成份不变更。 

  （注）这里所谓劳动，包括家务劳动在内。 

  （十六）地主富农兼商人 

  一、地主兼商人的：其土地及与土地相连的房屋财产没收。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 

  二、富农兼商人的：其土地及与土地相连的房屋财产，照富农成份处理。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不没

收。 

  三、对于地主富农兼商人的罚款或捐款，应限制在地主富农部分，不得侵及商业部分。 

  四、商人不编入劳役队。 

  （十七）管公堂 

  管公堂是一种剥削行为。但应分别地主富农资本家管公堂与工农贫民管公堂的不同。 

  （注）管理各种祠庙会社的土地财产，叫做管公堂。管公堂无疑是剥削的一种，特别是地主阶级及富农借着公堂，集

中大量土地财产，成为剥削的主要方式之一。凡属这种为少数人把持操纵有大量剥削收入的公堂，管理公堂的行为，当然

是构成管理者阶级成份的一个因素。但有些小的公堂为工农贫民群众轮流管理，剥削数量极小，则不能作为构成管理者阶

级成份的一个因素。有些人以为只要管过公堂的都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这是不对的。 

  （十八）一部分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 

  在苏维埃机关及其他革命组织的工作人员，未分配土地而生活特别困难者，本人及家属可分给相当土地，或以其他方

法解决其困难。 

  （注）已分配土地的一般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生活，中央政府已有命令解决（即发动群众耕种其土地），这里只说未分

土地的人员。所谓家属是指父，母，妻，子，女及十六岁以下的弟妹。 

  （十九）公共事业田 

  新区分配土地及老区检查出来的土地重新分配时，应酌量留出为了桥梁，渡船，茶亭及农事试验场等公共事业而使用

的土地。 

  （注）桥梁的修理，渡船的修理与船工的工资，茶亭的修理与茶水的设置，这些公共事业的费用，均须按照需要程

度，由当地区乡政府决定，酌量留出一部分土地，发动群众耕种。此外，县苏，区苏，乡苏还须在政府机关附近适当地

方，留出一部分土地（县苏可留一百担至二百五十担，区苏可留十五担至二十五担，乡苏可留五担至十担），以为开办农

事试验场之用。在农事试验场未开办前，可租给农民耕种，只收最低的地租。 

  （二十）债务问题 

  一、在暴动前，凡地主富农资本家以金钱或物品贷付于工农贫民者，除店铺贷帐外，本利一概取消。凡工农贫民以金

钱或物品存放于地主富农资本家者，本利应照数归还。 

  二、依靠高利贷剥削为全家主要生活来源者，叫做高利贷者。高利贷者照地主成份处理。 

  三、在暴动后的债务，凡不违背中央政府颁布之暂行借贷条例者，均应归还。 

  （注）（一）有高利贷剥削（一切过去及现在的国民党统治区域，不论城市乡村，债务中最大多数，都是高利贷剥

削），但不是依靠高利贷为其全家主要生活来源的，不能叫做高利贷者而采取完全没收的政策，应各依其成份处理。以为

凡有高利贷剥削的都是“高利贷者”，这是不对的。（二）一面放债一面欠债的，应将其“欠人”“人欠”互相抵销，看

其剩余部分的性质与程度，再与本人其他剥削关系总合起来，决定其成份。（三）店铺货账必须归还的理由，是为了不使

商业受到损害，并且货账一般不能算入高利债务范围之内。（四）工农贫民相互间的债务应如何处理，由借贷双方自行决

定。双方不能决定者，由当地苏维埃决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英 

         张国焘 

  公历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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