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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内蒙古牧区“三不两利”政策与“稳宽长”政
策的历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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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蒙古 20世纪 50年代在牧区推行的 “三不两利”政策与 20世纪 60年代在牧区实行的“稳宽长”政策，
就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实行的一项符合内蒙古特殊现实的特殊政策，二者有着一脉相承、精神延续的历史关系，都

是红色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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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浓厚的红色历史文化基因，就是在党的领导

下，成立第一个省级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又开展了牧区

民主改革，其中主要的是“三不两利政策”，这一政治

与经济两项重大举措又为内蒙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稳

宽长”政策提供经验与启示。本文试就两个政策之间的

历史关系展开分析。

1 “三不两利” 政策与“稳宽长”政策的内涵
1945 年乌兰夫受中央委派来到内蒙古领导民族自

治运动，1947 年 5 月 1 日在王爷庙街成立内蒙古自治政

府。随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内蒙古社会民主改革，其中

牧区改革实行 “三不两利”政策，即对牧主“不分牛羊、

不斗牧主、不公开划阶级”，但要提高牧工工资，牧主

帮助贫牧民，实行牧工牧主两利。

1953 年全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乌兰夫在内蒙

古实施社会主义改造时提出“稳宽长”和缓过渡政策。

“稳”是指“政策要稳步慎重”, 不宜急风暴雨地搞运动，

要和风细雨地解决问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照顾广大

牧民的意愿，注意防止某些急躁情绪、强迫命令与形式

主义。“宽”是指过渡办法要多、要宽松，主要有赎买

政策、公私合营牧场、牲畜折价定息、和平改造、发展

国营牧业。“长”，是指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间要长，经

过互助组 -- 牧业生产合作社—到 1958 年底实现合作化、

人民公社化。有力保证了内蒙古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

成，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全国的模范自治区”。

2 “三不两利” 政策对“稳宽长”政策的历史
影响

“三不两利”政策是内蒙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进行的一项牧区民主改革；而“稳宽长”政策是内蒙古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项社会主义改造，不同历史

背景、不同改革内容的两个政策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

关系，“三不两利”政策的实事求是不断创新的精神直

接启发了“稳宽长”政策，二者有了相同的历史表现。

2.1 牧区民主改革的教训与经验直接启发了牧区社会主

义改造政策。

牧区民主改革最初是基层牧改工作团直接采用农区

土改做法，即“划阶级、分土地、斗地主”，形成牧改

做法即“划阶级、分牛羊、斗牧主”，实际是用一把钥

匙开一把锁，导致牧区出现生产下降混乱；民族上层不

安；人心不定、部分牧民受蛊惑叛乱等问题，违背了改

革的发展经济提高牧民生活水平的初衷、政权稳定也受

到冲击。这使内蒙古党工委果断地经过调研实验采用了

“三不两利”政策，并推广到全区，新政策带来人畜两

旺、政治安定的良好局面。所以“三不两利”政策提出

的背景即牧区“土改”是教训、实施后带来良好效果是

经验，都为“稳宽长”政策提供了启示。在内蒙古向社

会主义过渡时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在于促进生产力

的发展，提高牧区人民生活水平，不能使畜牧业遭到损

失，不能急于求成。这是在吸取牧区土改的教训，因为

无论是分还是收，都要为牧民谋利益。如何向社会主义

过渡，乌兰夫同志从“三不两利”政策中看到，牧区政

策要有别于农区，既要实现发展又要保持稳定，又经过

调研走访提出“政策要稳 , 办法要宽 , 时间要长”的方

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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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内蒙古独特实际相

结合的产物。

1947 年内蒙古农区土改做法与解放区的农区一样，

但是牧区的生产资料、生产方式，与农区大不相同，无

经验可循，乌兰夫领导的内蒙古党工委在调研实践基础

上提出了有别于土改的“三不两利”政策这一牧改做法，

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牧区特殊性的结合，做

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1953-1958 年内蒙古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农业、

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全国其他汉族地区的相同，

因此直接采用“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及具体政策。但“一

化三改”落到内蒙古，就演变为“一化四改”，因为内

蒙古增加了牧业这一特殊性，“三改”的具体政策就不

适应 “牧业改造”这个实际问题了，牧业改造需要在

坚持社会主义普遍原则的基础上有自己的特殊政策。在

实践探索中，乌兰夫提出并实行了“稳宽长”特殊的牧

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与办法。

2.3 二者都强调发展、稳定、改革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社会稳定是前提。牧区

首先采用“土改”策略，造成牧业生产混乱产量下降，

社会动荡，说明牧区“土改”策略不当、力度过大，所

以 1948 年 3 月，乌兰夫提出“改革要稳定牧区形势，

恢复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改革方针，据此研究制定了 “三

不两利”政策，满足了王公、牧主与牧民、牧工各方诉求，

发展生产有了积极性，实现“人畜两旺”的目标，民心

安定、边疆巩固的良好局面。1953-1958 年间，实施社

会主义改造时 , 乌兰夫提出”三个有利于”原则 : 有利

于社会稳定群众易于接受 ; 有利于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

团结 ; 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基于三个有利于原则上提出

的“稳宽长”政策，充分考虑了稳定与发展的因素。 

乌兰夫很好地在两个政策上把握并实践了“改革、

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 实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发

展与稳定的大好局面，这对于今天内蒙古乃至全国社会

和谐、稳定，民族团结繁荣都具有深远意义。    

2.4 二者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充分体现。

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政府，有别于各省根本在于自

治。自治表现在多方面，首先，是民族自治，这是自治

的主体人群，就是在自治政权中要有一定数量的蒙古民

族族干部，可以使用本民族语言交流、学习、使用。其

次是区域自治，是自治的地域范围，仅限于内蒙古地域

范围。第三，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中要结合内蒙

古实际实行独特政策，这是自治的内容，是自治权利的

表现。

内蒙古牧区 “三不两利”政策，有别于全国解放

区的推行的土改民主改革方案，是牧区特有的，是针对

牧区特殊性展开的，是内蒙古党工委根据内蒙古牧区现

实研究制定的，这是自治权利的运用，表现出了自治的

内容。牧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稳宽长”政策，也同样

是在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发现与农区农业、手

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区别很大，仍有着很强的牧区

特殊性，针对牧业这些特殊性不能实行与农业、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同的办法，尤其是有了“三不两利”

政策经验，经过调研没有费周折地，直接提出“稳宽长”,

这也是内蒙古党工委提出的有别于其他产业社会主义改

造的特殊的自治政策，也是自治权利的运用。内蒙古牧

区 “三不两利”政策与“稳宽长”政策，就是蒙古民

族自治权利与自治内容的重要表现与贯彻。

2.5 二者都坚持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认为，认识规律是，在实践

基础上形成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再形成新认识，这是

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辩证的能动的过程，认识在不断的

实践中得到检验并发展为真理，是螺旋式上升、曲折中

前进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内蒙古牧区民主改革的过程不是一锤定音，是一个

不断实践并不断重新认识、逐步改革逐步解决问题的辩

证的能动的过程。1947 年 5 月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

后，内蒙古在成功废除各种封建特权、颁布“放牧自由、

草场公有”基础上，开始了牧区的民主改革实践。牧区

改革开始是以“土改”为蓝本的“牧改” 实践，结果

事与愿违。内蒙古党工委主席乌兰夫同志认为“一切工

作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思想出发”，强调

要调查研究，摸清规律总结经验。乌兰夫分析总结各地

牧改实践、总结经验，决定要研调查究内蒙古牧区的特

点。在研究过程中乌兰夫发现了牧区经济问题的本质是

不合理的旧的“苏鲁克”剥削关系。于是提出“牧区不

分不斗不划阶级，提高牧工报酬”新做法。新做法在实

践中进一步明确为 “三不两利”。在全区推广的改革

实践进一步检验以“三不两利”为核心的牧区政策是实

事求是、有的放矢、正确的。新中国后这一政策推广到

新疆、西藏、青海等牧区，改革顺利成功，进一步验证

源自内蒙古的牧改政策的正确性。可见，牧改政策从简

单套搬“土改方案”出现混乱，到反思总结经验，再调

研实验形成新的“三不两利”为核心的牧改方案，出现

社会稳定生产恢复发展，然后又不断总结归纳，所体现

的恰是以“实践”为基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内蒙古牧区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为有民主改革中的

实事求是经验，相对要顺利多了。在还没有完全推行改

造过程中，发现牧民有屠杀乱宰的倾向，及时提出“稳

宽长”和缓政策，即赎买、合资等办法，避免了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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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产量下降、牧民恐慌等问题，可谓是再一次根据内

蒙古牧区特殊的现实情况，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实事求是

地提出特殊政策，使得牧区顺利进入社会主义。

两次改革，都是乌兰夫作为老一辈共产党人对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习、掌握与运用，也是乌兰夫在实

践中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自觉地做到实事求是，

这本身就体现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的能动的关系，也体

现了不断创新的精神！乌兰夫后来曾总结说：“研究内

蒙古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

‘矢’射内蒙古实际之‘的’，要创造性地工作，要踏

出一条符合内蒙古实际的路子。这是我在内蒙古多年工

作的真实体会，从多次成功和挫折中认识的一条真理。”

“稳宽长”政策显然是受到“三不两利”政策背景

和内容的影响与启发，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延续，是改革

创新精神的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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