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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国家兴衰存亡。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了土地，农民才有立身之本，农业才有发展之根，农村才有后续之源。
土地制度作为农村的基本制度之一，千百年来始终左右着农民的命运。
《中国农田制度变迁与展望》介绍先秦时期土地垦殖与田制、秦汉至隋唐农田制度、宋代起始的租佃
制、近代土地制度问题、现代土地制度五个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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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中国农业历史学会首届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经济史学会副会长、河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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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多项国家、部、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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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安阳工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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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村”的土地整理研究》、《农村城镇化中集聚效应的机理及对策研究》等。
所主持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研究》河南省农业厅项目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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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汉末年，陷入了军阀各霸一方，混战的局面。
农业受到很大的破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形成后，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各国都注意恢复农业生产，以巩固后方。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在许都（今河南许昌）附近进行屯田。
屯田结果，当年就见实效，“得谷百万斛”。
《三国志·魏书》记载：数年中所有积粟“仓廪皆满”。
改变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残破局面。
屯田的土地是无主和荒芜的土地。
劳动力、耕牛、农具是从镇压黄巾起义中掳获的，有一部分劳动力号称为招募其实是被迫而来的。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于是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
贼，克平天下”。
曹魏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
民屯每50人为1屯，屯置司马，其上置典农都尉、典农校尉、典农中郎将，不隶郡县。
收成与国家分成：使用官牛者，官六民四；使用私牛者，官民对分。
屯田农民不得随便离开屯田。
军屯以士兵屯田，60人为1营，一边戍守，一边屯田。
曹魏屯田对安置流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曹操统一北方创造了物质条件
。
但屯田制的剥削较重，屯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身份不自由，屯田士兵则更加艰苦。
三国时期，吴、蜀也都实行过屯田，只是规模和成就都不及曹魏。
曹魏后期，屯田剥削量日益加重，分配比例竟达官八民二的程度，引起了屯田民的逃亡和反抗。
屯田土地又不断被门阀豪族所侵占，于是屯田制逐渐破坏了。
　　曹魏民屯事务主要由各郡国典农官主持。
大的郡国设典农中郎将，小郡设典农校尉。
典农官独立于郡县之外，是专为供应军粮而设的机构。
若遇有重要事项，如屯田地点的选择及处理农民逃亡等，则由屯田官直接向曹操请示办理。
此外，曹操领导下的司空和丞相府也对屯田官起领导作用。
曹魏统治者向屯田民征收租税的办法，是枣祗倡导的“分田之术”，即官府提供土地，收获的谷物按
比例分成。
按军祭酒侯生的主张，是按照分给农民的官牛数量收租。
但枣祗的办法，收租两大，达到了积粮供军的效果，百姓虽然吃亏，但能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他
们已经跟满足了。
因此，在建安六年，曹操下《褒枣祗令》奖励他的功绩，但此时枣祗已经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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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秦时期土地垦殖与田制、秦汉至隋唐农田制度、宋代起始的租佃制、近现代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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