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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比较科学的社会调查和统计学方法，对中国农村开展调查研究源于近代［1］1。无锡、保定农村
调查（文中简称“无保调查”）对同一批调查对象横跨数十年的研究，成为其中最具特色的调查①。无锡
调查作为无保调查有机组成部分一共开展过四次，历次调查所处历史背景存在显著差别，历次调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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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无锡农村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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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计局和原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58年组织开展了第二次无锡农村调查，也是无

锡、保定系列调查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次调查贯彻了实地调查方法，充分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国家统计局在推进调

查过程中，秉持开放包容、因地制宜的实干精神，与江苏省统计局密切沟通合作，随时调整工作的方案与计划。无锡农村

经济调查办公室领导的调查小组，较好完成了数据的收集、整理工作。这一调查的历史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

体现。此外，此次调查通过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观察年度的遴选，形成了无锡农村及农户几十年经济发展演变历史数据链

条，为以后接续追踪调查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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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Rural Survey in Wuxi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ui Fumin, Sun Jian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the former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organized and carried out the second Wuxi rural survey in 1958, which was an
organic part of the series of surveys in Wuxi and Baoding. This survey implemented the field survey method and made full us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theory.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surve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dhered to the spirit of open-
ness, inclusiveness, and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closely communicated and cooperated with the Jiangsu Provincial Bu-
reau of Statistics to adjust the work plan at any time. The survey team led by the Wuxi Rural Economic Survey Office completed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work well.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this survey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several representative observation years, it formed a historical data chai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Wuxi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for decade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fol-
low-up surv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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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侧重［2］。现阶段关于历次无保调查的研究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对调查过程的研究，二是基于调查
成果的专题研究［3］。专题研究包括土地流转、经营规模、收支结构、家庭借贷、劳动力市场等问题的讨
论［4］。随着对历次无保调查认识的深入和专题研究成果的汇集，第二次调查的历史意义逐步凸显。朱
文强认为，从历次无保调查开展的成效来看，第二次无疑是比较成功的［5］。第二次无保调查通过对几
个代表年度的梳理，形成两地农村及农户几十年经济发展演变数据链，为接续追踪调查打下基础；此
外，本次调查数据所显示的土地分散化趋势，为我们理解乡村社会土地产权现实复杂性提供了直接证
据［6］。无锡、保定两地调查在研究中往往并举，两者共同组成无保调查有机部分，但具体工作开展过程
存在差异，第二次调查是在共同学术领导下的两个调查。

本文对第二次无锡调查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核心问题：首先，现有成果尚未有对第二次调查开展、
实施细节、历史意义的研究；其次，除1988年出版的《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增刊《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
村经济专辑》外，第二次无保调查到底产生了何种成果，需要进一步厘清。［7］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第二次无锡调查的部分原始调查表、重要参与者来往通信手稿，加之国家统计
局、原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苏省统计局于20世纪50年代汇集的调查成果、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
部分报告，对第二次无锡调查的开展、实施与历史实践进行细节复原和梳理。不当之处，请行斧正。

一、第二次无锡农村调查的缘起与目的
1956年，原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整理前中央研究院档案过程中，发现了1930年前后由陈翰笙

组织领导的无锡、保定两个调查的“全部原始资料”［8］1。摸底后共得“无锡农户经济调查表计22个村庄
1203户，另分户概况调查71个村；保定农户经济调查计11个村庄1770户，另分村概况调查82村，又村户
经济补充调查表两种11个村，计44册”［9］1。这批资料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生产关系内容。包括土
地分配、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制度、城乡关系、商业资本剥削及其他封建剥削等。第二，生产力内
容。包括土地经营及利用、各种制度与复种指数、农作物类别、产量产值及生产成本等。第三，农民生活
内容。包括田间收支、副业收入及各项家庭生活开支等［9］1-2。孙冶方认为，“这两宗资料仍有极重要的历
史参考价值”，类似这样的调查资料绝无仅有［9］2-3。所领导认为这批调查资料十分珍贵，如果能进行一
次追踪调查对比两地近28年来农村经济的演变过程，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1958年春，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发起，会同江苏和河北两省统计局，共同对第
一次两地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决定对无锡、保定两地原调查村进行一次追踪性调查。《无锡、保定农村
经济调查方案（初稿）》（下文简称“《调查方案》”）指出，调查目的在于“进一步把1929（1930）至1949年
间， 国民党及敌伪反动统治下农村经济备受摧残破坏情况以及1949年至1957年在人民政权下农村经
济恢复和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对比，借以观察近三十年来两地农村经济的重大变化”［8］1。由于这次调查
是历史维度下农村经济的对比观察，时间相隔较久，资料搜集相对困难；同时原有调查资料“正确性不
无问题”，部分需要补充和核对。所以调查项目追求简明扼要，着重研究以下七个问题：（1）农村户数、
人口、职业及文化状况；（2）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占有与使用；（3）农村阶级成份变化；（4）农村租
佃、雇佣、债利剥削及捐税负担；（5）农业（包括畜养）生产水平与副业兴衰；（6）农户收入与生活水平；
（7）物价。关于合作化后农民的集体和个人收入比例以及富裕中农生产和收入水平等问题，也附带调
查［10］34。

《调查方案》指出，这次调查主要目的在于作前后对比，因此方案设计受到第一次无锡、保定调查
约束。“凡不能与1929（1930）情况对比者，原则上不增列指标。关于调查观察时点，经考虑选定1929
（1930）、1936、1949及1957年等四个年份”［8］2。20世纪20、30年代数据以原有资料为主，并作必要补充与
核对。1936及1949年为一般采用年份，便于与有关资料进行联系观察。因部分指标与土地改革关系密
切，且无锡、保定两地土地改革年份不同，两地涉及时间节点有所差异。1936与1949年少数指标难以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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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而又无必要者，直接以1957年数字与1929年数字对比，中间年份从略。此外，第二次调查与前次调查
相隔较长，有些资料不易取得，增加概况调查内容，减少挨户调查指标。全村概况调查为全域性专题资
料，采用调查会方法较为适宜，只有基本资料采用挨户调查方法。概况调查有明确调查指标，列成表式
或提出明确问题，要求取得一定数字、年份、地点、阶级成份等具体内容。各村开展调查要先掌握村户
变动情况，包括分家、立户及迁出入三类。必须查明各户立户起迄年月、各调查时点阶级成份，为挨户
调查做好准备。挨户调查除全部现住户外，分家后不存在的历史户、绝灭户及迁出户，只要有人能代报
该户以前情况都要查问清楚。确属无法查报，应说明原因［8］2-3。

二、第二次无锡农村调查的准备工作
（一）制定调查方案
1957年底，孙冶方就第一次无保调查留存资料的内容、价值进行评估，列出资料整理方案和开展

再调查初步计划。韩德章草拟了《整理无锡及保定农村调查提纲（草案）》［9］。草案参照了第一次调查，
主要包括生产关系、生产力和农民生活水平三部分内容。“生产关系”部分拟定的研究内容包括土地制
度及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及雇工剥削、借贷制度及高利贷剥削、城乡关系及商业资本剥削、田赋及土地
苛捐杂税叙述及统计分析等五个专题；“生产力” 部分包括土地经营与土地利用、 农作制度及复种指
数、农作物类别、单位面积产量与产值、生产成本等五个专题；“农民生活水平”包括总收总支、农家生
活费两个专题。以上研究设计与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讨论有关，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说生产力发展
的动力，是由于它自身内部存在着矛盾；一是说它的发展，是由于生产关系的促进”［11］96。调查设计除反
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外，还反映了无锡、保定两地个性问题。

就目前资料而言，调查方案先由刘怀溥起草，经过集体讨论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案，再由薛暮
桥和孙冶方审定提出调整意见，修订后下发至江苏、河北省委①。1958年1月15日，刘怀溥草拟《关于拟
定无锡、保定两县农村调查提纲的初步意见》报送薛暮桥，由于初步意见“尚未经大家讨论，孙（冶方）
局长亦未曾看过”［12］1。1月20日，薛暮桥作出批示，他认为应先拟一个简单方案给江苏、河北两省参考，
“要解决什么问题，需要收集那些指标，请农业司协助进行”［13］1。随后，刘怀溥起草了调查方案的完整
方案，包括调查目的、调查提纲、调查方法和调查表格等内容［13］。1月28日前后召开讨论会，听取集体意
见。数次讨论后，2月初正式拟定《调查方案》，由孙冶方、刘怀溥共同报送薛暮桥［14］。孙、刘二人表示，方
案初稿“已由河北、江苏两省同志带回省局去研究并请示省委，如无大改动，即由两省照此精神，改写
成各自的具体方案。如有大改动，请省里同志来京讨论修改”［14］1。薛暮桥审阅初稿后认为，调查内容可
以不受提纲限制，“因为只有两个县，不一定要汇总，没有必要统一起来。时间很短，通知他们自行修改
补充”［14］1。随后，孙冶方以国家统计局名义通知江苏、河北两省统计局对调查方案初稿进行完善调整，
“此次调查只限两个县，调查内容可由你局根据实际需要，自行修改补充，并请示省委决定，一俟方案
确定，即一面组织力量，进行学习；一面将方案送我局，以便排印调查表格。届时我局可派一、二人前来
协助办理实地调查工作，并将1929、1930年的旧资料过录卡片一并送去，作为这次调查时核对或补充
的依据”［15］。江苏、河北两省统计局据方案精神和薛暮桥指示，各自制定调查方案［16］。

从第二次调查起，两地调查村庄固定下来。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二次调查均为自然村，1987年、
1998年追踪调查时是行政村。由于时间紧张，准备工作与调查试点在时间上有重合，筹备时间主要集
中于1957年底到1958年3月。

（二）货币、度量衡的折算
第二次调查时间段横跨新中国成立前后，因而需要对不同时间点内价格数据换算后进行统一。货

币、度量衡折算需要对新旧货币单位、各种斗制、各指标年份各类粮食零售价格进行收集整理，相关资
料主要在调查地搜集获得，如《各种斗折合市制换算表》《无锡市历年蚕粮比价资料调查报告》等［17］。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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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年不同货币关系，经济研究所在《关于各年不同货币的折算方法》［18］中提出三种折算方法：
第一种方法，选定交易量最大的一种粮食大批上市时每100斤各种货币价格，以粮食为标准换算

新人民币若干元，货币表现指标均以人民币表现。
第二种方法，选出当地大量出售几种产品和生产生活普遍购入的几种必需品，据某一年份资料粗

略确定出售或购入各种物品数量，然后用下列公式求物价指数：I=
Σq0P1

Σq0P0

以1957年（或1958年）为基年，P0为基本价格，P1为其他各年物价，q0为某一年的购入或出售量，计
算时各年出售或购入量不变。由上式求出相对于1957或1958年各年物价指数，据物价指数修正各年用
货币表现的指标进行相比。

第三种方法。第一步，算出两种物价指数（即第一种方法）集中出售物品物价指数；第二步，几种购
入物品的物价指数。用出售物品物价指数修正各年出售物品货币表现，用购入物品物价指数修正各年
购入物品货币表现。货币收入按出售物品物价指数修正，支出货币按购入物品物价指数修正。

（三）制作调查表
分户调查表内容虽较简单，但工作量大，指标力求精简，凡可用概况调查取得的资料，一概不列入

分户调查表。28年中只选定4个年度作分户调查，有的项目只调查三个年度或两个年度。因此在调查设
计方面，采取概况调查和分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搜集资料。概况调查尽管内容较多，但工作量远比分
户调查少，概况调查表力求详尽。概况调查从总的方面了解全村基本情况，通过一些主要问题了解28
年来的发展趋势，并对一些专题多方面了解。概况调查以问题为主，何时发生何种重要事件均详细记
录。分户调查以几个特定年度为限，把某年度调查范围内的情况全部记录，掌握某年度内的全面情况，
然后根据前后几个年度情况对比观察其变化趋势，规定年度外的重大事件须靠概况调查加以补充。将
分户调查和概况调查综合运用，即可把28年来总体过程大致复原。

制作调查表的时间集中于1958年2月。调查表主要体现三大类问题，即生产关系、生产力和农民生
活水平。1958年无锡使用的《农村经济分户调查表》细分为11个专题表［19］。调查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
一，第二次无锡调查的农户调查表格相较1929年第一次调查使用的户表，数据密度更高，篇幅大大简
化，但调查内容与指标与原有思路一致。第二，相较第一次摸排式调查，第二次调查有强烈对比倾向，
选定了1929、1936、1949及1957年四个年份数据，1929年以原有资料为主并作必要补充核对，便于进行
联系观察。新中国成立后情况以1957年为观察年（另增加1952年，但该年调查较简单）。第三，土改后的
阶级成分不再由调查人员确认，而由当地乡、社划分土地时的结论为准，重在对经济情况的调查研究。

三、第二次无锡农村调查的开展过程
此次无锡调查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筹备阶段，时间自1957年底至1958年1月，上文已有

详述。第二阶段，制定方案，时间为1958年2月至3月，主要拟定调查方案、制作调查表式，并据实际情况
对方案进行调整［20］。第三阶段，调查人员培训与动员，时间为1958年4月上、中旬。第四阶段，实地调查，
自1958年4月下旬开始至6月底完成。第五阶段，资料整理与分析。

（一）组织与调度工作
1958年1月， 调查方案拟定比较新旧社会农村经济变化的主题，“这次调查最好是拿1929—1949二

十年中两地农村经济持续下降趋势和1949—1957将近十年中两地农村经济持续上升趋势作比较”，从
两种社会、两种趋势作比较，比单纯比较1929和1957两年情况好［21］1。无锡农村调查提纲的初步意见确立
指标问题全面观察、样田抽样法和个案专题法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和计划［21］4。调查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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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第二次“无锡农村调查”无锡的村、户、人口

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共同领导，联合江苏、河北两省统计局建立无锡、保定两地农村经济调查办公室。调
查由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孙冶方领导，参加人员有刘怀溥、张之毅、王凤林、储
雪瑾等。经中共江苏、河北两省委同意，两省统计局分别组织力量开展工作。第二次调查从第一次调查
22村中选取11村。从过录卡整理情况来看，无锡调查总体的村庄、农户和人口的情况如表1所示。

（二）调查的实施
1958年1月，江苏省统计局向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副局长孙冶方来信，希望无锡农村调查尽早

印发方案后布置工作，“因这时农民的空闲时间较多，如果过分推迟，春季生产开始之后，调查访问的
时间更少”［22］。下发调查方案便于请示省委核定指标，利于研究问卷和组织工作。江苏省统计局组织各
方面人员，以第一、二初级党校学生共70名左右，由省委商请苏州地委、无锡市委、县委，根据各地的情
况抽调30到40名人员，“同时由地委、市委、县委及省统计局的负责人员成立调查委员会”［22］。这一委员
会下成立调查大队，设立具体负责调查中队领导的工作组，以便进入中队领导工作。江苏省统计局确
定该局办公室代主任王荦参加“无锡县农村调查”，方便与国家统计局方面沟通协调［23］。

2月上旬，江苏省统计局研究国家统计局下发的调查方案后，为论证方案可行性将方案发送至苏
州地委、专署以及无锡市、县委、人委广泛征求意见，另拟定春节后由王荦、杨彭深入摸排十户左右，
“以便走出办公室从实地出发加以研究，比较客观”［24］1。王荦向国家统计局来信，春节后2月25日左右
即去无锡实地摸底，“如能派人来参加，请于二月廿五日直接至无锡市统计局”一并参与［25］。江苏省统
计局认为按原22个自然村1203户全面调查，“虽指标要求不高， 因目前工农业生产任务繁重”“要组织
更多的力量来完成该项调查任务”，难度较大［24］1-2。王荦表示，对1203户全部普查工作量较大，是否适
当调整［25］。

薛暮桥、孙冶方收到江苏局来信后，按照“因地制宜”的考虑与刘怀溥商议对原方案予以修订。薛
暮桥表示，“（方案）可以由江苏省自己考虑决定，不需要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在调查的过程中还会变
化，事事请示必将妨碍工作进行”［24］2。孙冶方提出几条意见，“（1）再减少一些指标；（2）减少几个村；
（3）方案确定可以推迟到王、杨下乡摸过以后；（4）怀溥同志是否在春节后下去一下”［24］1。随后，薛暮桥
向江苏省统计局局长何文浩回信表示，如人力确有困难，无锡调查可减少几个村。同时也提出一些要
求，最好根据情况选出10个以上有代表性的村，“户数约600户左右，举行全村普查。分户调查的指标以
及概况调查的纲要亦可由你们考虑再减少一些”［26］。试点调查开始后，需要修改或补充内容由江苏省
局考虑决定。为争取时间调查表格在当地印制。此外，国家统计局计划派刘怀溥、储雪瑾两人于春节后
协同参加试点工作［26］。

1958年2月16日， 江苏省统计局向国家统计局发电报，2月22日派员前往无锡调查村实地调研，请
国家统计局一并派员前往［27］。2月20日前，储雪瑾已抵达南京，将编表说明交给王荦，并向江苏省农村
工作部门借来三份中农资料，拟定四份有关生产和收入水平的表格［28］。2月25日刘怀溥和储雪瑾抵达

资料来源：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过录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

前进 吴塘 马鞍 庄桥 太湖 曹庄 刘巷 玉东 华三房 利农 溪南 合计

1930 84 52 84 41 42 65 84 94 37 50 14 647

1936 100 51 41 40 41 66 94 96 37 55 18 639

1948 104 53 116 56 46 96 94 46 48 22 681

1952 105 58 136 59 48 72 54 101 44 49 19 745

1957 97 56 153 65 50 75 117 103 49 53 22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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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后，会同无锡市统计局和无锡县统计科3名工作人员，做了三天下乡试点准备工作。3月5日，一行7
人在市郊扬名乡毛村开始试点［29］。随后，无锡方案根据试点小组意见进行修订，并由江苏省委和江苏
省统计局审批［30］。3月29日江苏的修订稿由王荦专寄北京国家统计局和河北省统计局等处，便于多方
参考［31］1。3月中旬，江苏省统计局先后征求无锡市、县委及苏州地委的意见，综合试点小组经验，认为
原调查方案应适当调整，以便更好切合当时党政中心工作。主要调整内容包括“付（副）业的兴衰，富裕
中农生产及收入水平，社员个体收入与集体收入的比例关系等方面”［32］1。孙冶方秉持因地制宜的开放
态度，认为指标过烦且和别的资料有重复的内容，可酌情删减调整［33］1。调查抓住重点指标即可，能用
合作社资料、概况调查、抽样调查取得的资料不用作挨户调查。孙冶方提出调查范围以江苏省统计局
力量为定，“能查多少就查多少”“以一个县来说，查到近千户是很够了”［33］4。

关于调查村问题，江苏省方面初步确定10个村，市区3个，县7个，即黄土泾桥、毛村、张巷桥、邵巷、
唐家荡、苏巷、曹庄、东吴塘、张塘巷、龚巷。经摸排，10个村1929年原调查户数有574户，1958年有791
户。无锡县对调查点有三种意见：（1）调查12个村；（2）调查10个村，在12村中除去西大房和前章；（3）调
查8个村，在12村中除去西大房、前章、小房巷和小沙头。江苏省方面倾向调查10个村［32］2；无锡县方面
倾向调查8个村［34］2-3。实际调查村与以上三个方案均有区别。调查村由江苏省统计局研究后确定，在10
个村的基础上去掉张巷桥，加上白水荡和前刘巷，形成11村调查方案［35］2。更换调查村是根据代表性所
做的调整。“张巷桥村因代表性不大，中途撤换了，现改查白水荡村。”［36］4这11村中经过初步摸排，1929
年原户为651户，1958年新户842户②。

4月3日，江苏省统计局完成农村经济调查工作计划［37］。计划将整个调查划分为“组织业务学习阶
段”“调查阶段”“过录与整理阶段”“总结结束阶段”“分析研究”五个阶段，每一阶段均有时间安排。工
作计划强调在调查中秉持解放思想的总体要求，如发现原调查方案存在问题，应随时研究修正，不受
原方案约束。如有变动边请示市、县委边执行，同时向省局报告请示。计划强调要加强思想领导，在请
示无锡市、县委领导批准后应组成临时党、团支部，请省委第一初级党校副校长负责；在调查中除抓进
度外，应及时组织介绍推广先进经验，关注调查分组进度，及时调整安排组织力量；多与市、县取得联
系，多请示汇报，多与乡社领导联系［37］3。

江苏省统计局随即安排调查力量。4月5日，王荦前往苏州联络抽调人员事宜［38］。4月10日，无锡调
查的干部集中60余人，11日起已正式开始业务研究［39］1。王荦对抽调人员素质比较满意，“有些同志不
仅有长期的工作经验，而且有较偏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工作劲头也很大。这对我们完成这次调查，从而
增加了不少信心”［39］1。由于当时政治任务较多，各机关在家人员不多，因此抽调比较困难，至13日前后
“只到了三分之二左右”，但已到人员积极性很高，“晚上仍然继续讨论和学习，要求做到学深学透”［40］。
由于抽调人员对工作不熟悉，加上政治学习任务，储雪瑾负责准备工作，如校对、装订、印刷、研究、表
格设计和组织汇报等；另有党校一名会计，主要负责行政方面工作，日常培训比较紧张［40］。

参与无锡调查的人员均从其他单位抽调，因有本职工作，所以很多人难以全程参调查。按参与调
查时间长短和政治背景主要有三类人员：第一类，一次或分次参加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相关人员主要
包括参加革命较晚，没有经过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较早，但是剥削家庭出身，没有经过严格
考验；身强力壮，工作离得开。第二类，一次或分次参加一个月或稍多一些。相关人员主要是参加革命
较早、出身较好，并经过革命考验，工作比较忙。第三类，适当参加几次，每次时间由单位确定。相关人
员主要是工作很忙或年老体弱［41］。

调查人员自4月11日开始学习，调查人员态度积极，原计划10天的学习仅6日即完成［35］2。培训期间
仍有抽调干部陆续抵达，储雪瑾负责对后到人员补课。最终参与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业务学习和调查培
训的人员共81人，其中省中、初级党校27人，苏州地委25人，无锡市委26人，另有其他人员数名［42］。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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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省统计局局长何文浩、郊县区区长均到会作指示。调查人员临时建立领导核心，成立领导小组和
党团临时支部。16、17日两日各组调查人员分别抵达调查村，宣传动员并开展调查［36］。18日起，各组先
后进入实际调查阶段［43］1。

调查开始后，王荦预计一月左右即可完成，若改进方法且人员积极性有保证，20余天即可结束。为
了加强调查期间联系，及时交流工作经验，调查组商定每5天组长集中一次，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改
善工作方法。至于综合分析，调查办公室决定在小组内先分析，再集中研究后做专题工作，据专题多寡
来确定综合分析的要求［43］2。孙冶方表示：“层层汇总分析有好处，但注意不要太耽误时间”［43］2。各工作
组于4月16、17日两日抵达调查村后，进行全面宣传动员和调查。至4月25日，10个工作组实有调查干部
共82人，调查总户数为1055户，已完成调查642户，占总户数60%左右［36］。

调查正式开始后，工作重点转为调查活动和数据填报。就现有资料来看，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办公
室针对调查遇到的技术性问题，先后三次对调查工作开展进度和遇到问题进行报告［44］。各小组积极探
索适宜操作办法，如调查小组间展开了比进度、比质量竞赛，组内各小队间亦开展竞赛，“如南站乡第7
队以摆擂台的方式和兄弟组展开友谊的挑战和竞赛”［36］1。调查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思想开导与调查群众动员。调查刚进行时，群众在思想方面存在一定顾虑。主要原因是怕露
富、怕整风，怕说不上没法交代。调查员在结合农村中心工作的前提下与社队干部配合，层层说明来
意。发动群众开展深入广泛的宣传动员，如结合开选民大会、动员积肥会议等插会方式宣传动员。

第二，确定先易后难方针，针对不同对象采取适宜方法。未进入全面调查前，大部分工作组先分组
进行几户典型试验，总结经验后逐步铺开。如先查贫农、中农及新迁入户，后查地主、富农户；先查现住
村户，后查迁出户、历史户。调查各工作组根据对象不同，创造摸索不少工作方法，如采取事先串门约
定调查时间和内容，利用白天劳动时在田埂上约好后晚上访问；有些贫农顾虑少喜欢谈话，晚上就在
场上谈，以便扩大影响和减少群众顾虑。富裕中农喜欢少数人谈，就在家里楼上谈。谈话方式根据各户
特点以谈家常开始，尽量避免一问一答。有些问题因年代久远一下子难以想起，可记录下来回头再行
补充。调查中遇有租米、产量、口粮等数字异常时，或正面教育打消顾虑，或间接询问然后估算，或找到
旁证资料后复查补充。

第三，分工合作，提高效率。调查工作组一般采用分工合作、分头进行方法开展工作。调查人员若
言语不通，一般采用二人合作方式，一人问一人记，容易调查的户一人一户，困难的户两人一户。大部
分组进行概况调查后进行普查和选查，少部分组采用互相穿插的办法。一些组积极召开座谈会，通过
开会发现积极分子并加以运用。“调查时间的安排是在不妨碍生产的前提下进行， 一般是利用中午和
晚上，下午有老年人在家可调查的则调查，下雨不生产则全天干。”［36］2-3

第四，对各村副业情况进行摸底，如调查小组对黄土泾桥副业拉丝棉、作砧坯、经营桃园的情况作
了详细调查［45］。

（三）调查数据的汇总
5月底，无锡调查基本结束［46］1。6月开始编制综合表工作［47］1。调整后综合表改为40张左右，将有些

表耕地数、收入额的分组取消，更换为一张多阶层的租税负担情况表。综合中的速度较快，但抽查后有
些改动数字不合逻辑，如有些地富的稻、麦、桑单产低于中、贫农；个别户成分确定上有问题，如1户划
为雇农自有3、4亩地且有雇工并租入9亩地，需要“召集组长专门研究处理”［47］1。6月9日，党校组长和有
些人员因迁校关系返回苏州，下放干部、县委、地委干也回去了一部分；20日后，党校回来一批、地委回
去一批，人员大致稳定在30人［47］1。

经讨论后， 分析提纲和报告由江苏省统计局组织完成报告初稿。6月16日， 储雪瑾从无锡返回北
京，并将无锡材料全部带回［48］。7月1日，调查人员自无锡返回南京，4日上午即召开了座谈会，将留下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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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工作的党校人员明确分工。7日上午又召开座谈会， 对分析研究提纲作了二次研究，“因为在无锡研
究时，资料还未出来，有些问题只是提出来，并不能肯定”［49］1。王荦汇报的工作计划中，准备15日开一
次座谈会， 主要研究各个问题主要论点， 争取7月底8月初提出初稿。8月中旬组织各方面人员参加研
究，8月下旬修正，再送领导审查［49］1。

7月28日，无锡方面的分析报告初稿已写好，并着手翻印。这一阶段的报告主要就论点征求意见，
但未在文字组织、问题先后程序及各方面平衡处理，“约于月底左右可印出，八月上旬组织讨论，以后
再作补充和修正”［50］。8月初，王荦即将此版报告寄送国家统计局5份，请孙冶方、刘怀溥、张之毅等领导
同志审阅提出意见［51］。总体而言，无锡方面6月下旬完成分村汇总，写好村调查研究报告，江苏省局调
查办公室在7月底根据11村的汇总情况，写好了全县经济分析初稿，印送有关各方征询意见，“准备于
八月间进行第二次改写”［52］2。

四、第二次无锡农村调查取得的成果
第二次无锡调查并非独立单一而是规模宏大的调查，由于人力分配、通讯联系、工作模式等多种

条件的影响，这一调查数据汇总过程体现为“层层汇总，层层分析”［53］。数据汇总过程如下：第一步，江
苏省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办公室负责调查任务，各村分头开展调查，调查结束后先由小组汇总，完成
本组的数据收集、核对和分析以及本村概况资料和概况报告，写出本组工作总结；第二步，将各组数
据、分户资料、概况资料、概况报告、工作总结提交农村经济调查办公室，再行最终汇总。特别是分村汇
总的数据尤能体现这一特点。这次调查形成了一些资料性成果［54］7-9。第二次无锡调查成果主要分为出
版部分和未刊部分。

（一）出版部分
调查结束后，张之毅、刘怀溥、王凤林等三人曾起草调查报告，共七章十五万字，但未能刊出。后

来，报告稿和不少原始资料都已失散。尔后，在孙冶方的指导下，由刘怀溥执笔，张之毅、储雪瑾等参
加，撰写了《江苏省无锡县近三十年来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无锡部分原稿为《江苏省无锡市（县）近卅
年来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初稿）》［55］。据薛暮桥说，这份报告作者是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小组［56］。报
告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发表，直至1988年9月在《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增刊内部刊出 ［7］。该报告是
第二次无锡调查的直接成果。

《江苏省无锡市（县）近三十年来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无锡农村经济关系
的变化情况”，包括解放前生产关系和解放后生产关系的变化；第二部分“解放前农业生产水平和付
（副）业兴衰情况”；第三部分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变化情况；第四部分解放前二十年来物质、文化生活的
变化情况；第五部分解放前国民党政权对农村经济发展所起的阻碍与破坏作用③。在分析研究无锡、保
定调查资料和两地分报告基础上，在孙冶方直接负责下，决定由刘怀溥、张之毅等人执笔撰写总报告，
为此特别将刘怀溥从国家统计局暂时借调到经济所。当时曾拟出题为《近三十年来无锡保定农村社会
经济的演变》的写作提纲，并由张之毅、刘怀溥完成《无锡保定两地解放前近二十年中农村社会经济的
演变》解放前部分的初稿。该初稿某些结论与当时流行观点不符，如认为30年代后一些地方土地占有
呈分散化趋势，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总报告写作因之停顿。1964年，张之毅曾打算对初
稿加以修改，但很快又为政治运动打断。至去世也未完成手稿，初稿成了遗稿［2］。

此外，分村汇总资料也有出版部分。202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了第二次调查中取得
的分村汇总资料。江苏省统计局按村汇总编辑了《1929—1957年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11个村每个
村一册，另有一册综合表，共计12册。每册将资料数据分为4个年份分别加以汇总计算，但计算内容相
对较少，体例上与保定也不完全一致。综合表与保定的汇总体例不同，没有按照年份分别汇总，而将5
个年份（包括1952年数据）资料汇总到一张表中，借以观察人口、土地占有、收入结构和水平等诸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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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保定资料类似，无锡综合表中给出了阶级变动情况及原因［54］。
（二）未刊部分
在已刊部分之外，本次调查保留部分未刊成果。未刊部分有三类：第一，对第一次调查资料的整理

和分析。 如国家统计局和经济研究所对第一次调查资料重新进行统计整理。 形成 《1929年江苏无锡
20个村户经济基本情况的初步分析》《无锡（1929）与保定（1930）农村经济基本情况的比较》等文献。第
二，挨户调查表格。这次两地农村经济调查，取得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包括1929—1930年、1936年、土地
改革前、1957年合作化后几个时期的调查资料和数据。当然，这些表格资料由于年代久远有所遗失。第
三，在挨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村概况调查。无锡、保定两地农村经济调查办公室整理编印了两地农
村经济调查概况资料，“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概况资料”有部分遗失。

（三）调查取得成果的特点
第二次无锡调查与1929年无锡调查在学术思想和调查实践方面达成辩证统一。 第二次无锡调查

成果有以下特点：第一，相当的数据成果。尽管第二次无锡调查政治目的很强，但组织者和参加者工作
态度十分认真。江苏省统计局组织人力具体实施，调查人员训练有素，在资料整理过程中重新核实第
一次调查数据，使调查的起始年份数据信度很高。1957年数据虽受时代因素影响，但仍保证了大部分
数据的高质量，特别是有关人口、土地及生产技术、亩产量等数据。其他年份数据是农户追忆所得，质
量相对差一些。第二，鲜明的时代特色。受当时政治指导的影响，阶级变迁分析是汇总结果重要组成部
分，但调查数据所呈现出的复杂性，没有达到调查最初设想，现实因素影响了调查汇总成果的刊印。第
三，内部资料数量丰富。相较本次调查正式出版的两个报告，内部刊印史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有利
于我们对调查本身及农村问题的研究。但部分资料和分户调查表的遗失，给后续研究造成困难。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第二次无锡农村调查的初步梳理，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本次调查的以下特点：
第一，实事求是的精神。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和副局长孙冶方作为调查领导人，充分尊重

无锡实际情况，给予省统计局充分自主权，提出删去原方案中指标过烦且和其它资料有重复的内容、
调查范围以省统计局为定的意见。调查中创造性地利用多种方法，较好完成了资料收集、整理和审校
工作。各调查小组贯彻边调查、边审核、边研究、边宣传的工作方法，根据各阶段工作任务，进行灵活的
宣传，同时加强分析研究审核工作。创造了“自下而上，层层分析”研究的工作模式［57］。

第二，深刻的学术贡献。本次调查最大贡献是对第一次调查数据进行了核查，在此基础上通过对
几个代表性观察年度的调查，形成两地农村及农户几十年经济发展演变历史数据链条，这在中国农村
调查史上绝无仅有，为以后接续追踪调查打下了基础。在此基础上，1987、1998年第三次、第四次调查
才能得以进行。相较本次调查正式出版的两个报告，内部刊印史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有利于我们对
调查本身及其问题的研究。

第三，重要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曾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
在各类实践中总结的重要思想成果。 第二次无锡农村调查不仅在思想和方法论上充分实践了实地调
查这一工作方法，并且还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进行了充分运用，在第一次调查工作方法的基础上
进行了部分调整，这一调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虽然由于当时政治指导的影响，调查数
据所呈现出的复杂性没有达到最初的设想，影响了调查汇总成果的刊印，但这一调查不仅凝结了国家
统计局、原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苏和河北两省统计局等相关单位前辈的心血，凸显了老一代学
者求真务实的精神，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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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调查方案并没有直接注明作者，但从资料原件汇报与批示内容看，方案提交人、审批回复对象以及讨论会联系人

均为刘怀溥。

②1958年的过录卡显示为840户。

③在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刊登了这份报告解放前

部分，名称为《无锡县（市）农村经济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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