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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年土地政策变革中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唐振民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湖南常德  415100）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已百年有余，纵观全球政党数目庞大，多数湮没于历史潮流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小到大，

从大到强，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在于它的先进性。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中国百年土地政策的变革，深刻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

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它的根本立场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

治党。 

关键词： 土地政策变革；中国共产党；先进性 

 

毛泽东曾说过“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

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百年

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人民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根本宗旨，以及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百年

党史中各个阶段土地政策变革都是为了回答好时代之问，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享受发展成果，真正

成为国家的主人。 

一、我党百年土地政策变革历史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实现共产主义做为了它的最高理想

和最终奋斗目标，并为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

史使命展开了百年艰苦卓绝的抗争与奋斗。关于百年土地问题的抗

争史、奋斗史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这段时间为以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社会会

主义制度确立这段时间为第二阶段；三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到改革

开放这段时间为第三阶段；四是改革开放到中共十八召开为第四个

阶段；五是十八大召开以来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这段时间为

第五个阶段。 

从地主土地私有制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1921-1937

年,中国共产党党诞生之后，就开始为工农群众的生存问题斗争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两个月后就在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

个农民协会，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反抗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尔后，

还在广东海丰县赤山约成立了农会，组织农民起来为自己诉求抗

争，而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在中国共产

党的影响下，1924 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

对三民主义进行了新的诠释，“平均地权”被概括为民生主义的含

义之一，并提出要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自身

力量还不是那么强大的时候，通过团结朋友方式为工农群众谋取利

益，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思想领导下，1927 年工会会员达到了 280

万，农会会员达到 972 万，这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1927 年 8 月 1 日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秋收起

义爆发时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攻打长沙受挫之后，转向

井冈山农村根据地建设并开展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

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土地所有制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中

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是没有个人私利的，这让广大农民政治上得到

了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经过几年的实践经验总结，

1931 年，明确规定农民已经分到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

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

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全心全意为广大劳苦人民群众谋

利益的政党通过土地革命赢得了民心，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也为后来革命军队的物质补充和人员补充奠定了基础。1937 年

-1945 年间，七七事变的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随着社

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适应全面一致抗日内部需要，中国共产党的

土地政策也相应的做出了调整。根据地内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

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地租，按原来租额比例，减低 25%；

战前借贷，以 15%为计息标准）。1945 年-1949 年取得了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但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

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夕，中共中央发

出“五四指示”决决定将之前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耕者有其田”

的政策。1947 年，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性

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乡村

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工地，由乡村农会接受”，分配给没地或者地

比较少的农民。1948 年，1 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的封建的生产关系，

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所有制，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在“保

田参军”口号下，一批批青壮年走上前线，这为打败蒋介石，建立

新中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土地由农民所有变为集体所有，基本实现中国土地公有化：

1949 年-1956 年期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解决建国初期的

严重困难和严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先后让包

括老解放区在内的 3 亿多农民无偿地获得了 7 亿亩土地和大量的生

产资料，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得到了千百年来魂牵梦绕的

土地。在一段时间以内，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人民生产积极性

得到了极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在取得一

系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来了很多的问题，由于生产工具匮

乏、生产技术参差不齐、以及抵抗自然灾害能力的不确定性，依然

存在贫富差距威胁，受主客观因素影响生产力仍然是受到束缚，没

有完全释放出来，无法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面

临这一系列问题，小部分村子实行的劳动互助组织提供了解决这一

系列问题的思路，为此提出农村合作化，1953 年在一系列草案的基

础上作了修改，正式下发决议到全国，1953 年，农村合作化运动已

经基本完成，土地所有权由农民所有变为集体所有，基本实现中国

土地公有化。 

人民公社化运动时的土地政策：1956 年-1978 年间，在 1956

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并不是一帆风

顺也遇到了挫折，1957 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极大地鼓舞了全

国人民的斗志，急切的想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忽视了客观

事物发展的规律，夸大主观意识作用。1957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

报》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

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干劲、力争上流、

多块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脱离现实调查研究基础上过于着急向

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而轻率的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人

民公社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

配。这严重脱离了生产力水平，损害了大社员和小集体的利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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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会议、庐山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以及二次郑州会议上均有

对纠正“左”倾错误努力，1961 年 3 月的“农业六十条”对于克服

严重的平均主义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文化革

命十年间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土地政策的调整提供

了历史借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1978 年到 2012 年期间，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之前，安徽凤阳小岗村的 18 户村民就签下生死状，冒

险开始尝试“大包干”，后在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支持下，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向全国推广开来，这无疑是给迷茫中的广大农民

带来了一道曙光，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是由农民在实践过程中推动的土地政策上的改革，它开创了土地所

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先河，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和发展了生产力，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承包时间上，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原

来土地承包时间由 3 年，延长到 15 年，1993 年国务院文件上再次

明确承包地到期之后，再延长 30 年不变，到 1999 年底，大部分地

方已经签发了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经营权证书，确保农民的利益，

形成长期稳定的承包关系。2006 年，为减轻农民负担，结束了两千

多年的土地纳税，农业税制度由此终结。 

“三权分置”政策的实施：2012 年到 2021 年，由于改革开放

不断深入，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大量

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而农民在土地上的效益远低于二三产业带来

收入，农村部分人不愿意种地而转向进程务工，出现了荒地情况。

在此实际情况下，出现了“三权分置”来破解这一难题，即所有权、

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情况，集体享有土地所有权，普通

农户享有承包权，一些专业种田大户、农业合作社等享有土地经营

权，专业大户、农业合作社等实际经营主体根据协议给与享有土地

承包权的农户一定数额粮食或者金钱。“三权分置”是维护农民合

法权益的重大创新，既保证了农村的田有人种，为国家的现代化建

设提供物质支撑，又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最大程度地保障农民生

活水平。 

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百年土地政策变革中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诞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

前，改变中国命运的探索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是希望通过学习西

方的技术改变被殖民被虐夺的命运，显然这种尝试没有办法改变近

代中国的命运；其次是向西方学习制度，先后想建立君主立宪制度、

民主共和制度来让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很可惜这种尝试也没

有办法让近代中国独立，让国民安居乐业；最后先进的知识分子才

意识到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伦理道德严重束缚了近代国民思想，要彻

底改变中国的命运，必须让国民思想得到解放。 1915 年的新文化

运动极大地解放了广大人民群众思想，从封建伦理礼教中解放出

来，1917 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处于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

的曙光与希望，1919 年五四运动广泛动员和组织了人民群众，工人

阶级开始登上历史新舞台。这就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

思想条件、阶级基础、实践基础以及储备了干部人才。1921 年中国

共产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应运而生。它的诞生就为后来近代

中国的革命提供了领导力量。 

始终坚持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有什么样的

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中国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又一重要原因

是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习近平曾说：“红船正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象

征，红船精神就充分体现了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这也就集中体现

了党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之源。”中国国共产党在百年土地政

策变革中始终坚持马克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个永无止

境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解决中国的实际

问题，不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百年土地政策变革中，中国共产党还

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

真务实，根据实际现实情况，调整土地政策，心中装着人民、想着

人民，不唯书本、不唯上，只唯实。中国共产党根据生产力不断地

变化而去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不动摇，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脚踏实地地为人民服务，

不断开创农村建设的新局面。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代表的是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益，它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

上，为人民谋幸福，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人民同甘共苦。

百年土地政策的每一次变革，中国共产党都是把人民群众的需要放

在首位，只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愿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

火热中，每一次土地政策变革都旨在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

感。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是否具备先进性的标准，最重要的是

看他们为了谁，为少数精英服务的政党是不具有先进性的，为大多

人劳苦大众服务的政党、政权是具有先进性的，而中国共产党不是

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党，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先进的政党。唯物史观

观点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变

革社会的决定力量，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

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政党、国家是不能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

所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同样中国共

产党的先进性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即为了人民，也依靠人民，并

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始终坚持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打铁还学自身硬，中国共

产党保持先进性重要原因还有勇于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破除

自身存在不良因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百年土地政策变革中，

各个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但各种棘手的问题最后对迎刃而解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的领导始

终处于核心地位。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

设、反腐倡廉建设各个方面从严，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在人民

公社化运动中，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时纠正“左”倾错误，规避了重

犯剥夺农民的历史性错误，并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针对人民

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队为基础、分级管理、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方针，《农业六十条》

要求贯彻按劳分配、废除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继续纠正“左”

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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