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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华诞，也是华东政法大学复校30周年。
60年来，新中国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曰新月异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
不断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我国迈入了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崭新发展时期。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华东政法大学自工979年复校后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办学条件得到了很
大的改善，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
均取得了质的飞跃，完成了从一所单学科的政法院校到综合性大学的跨越。
正是在此背景下，今年我们集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师最新的研究成果，推出《华政法律评论》
第二卷，作为向国庆60周年、复校30周年庆贺的献礼。
法律学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进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始终坚持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的办学理念
，在更好地实现教书育人的同时，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近日，法律学院获得“上海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刑法学本科教学团队被市教委确定为“第二
届上海高等学校市级教学团队”，为进一步推进学院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及学科建设的良性发展提供
了契机。
《华政法律评论》第二卷沿袭了“法学新问题探索系列丛书”及《华政法律评论》第一卷的编写理念
，汇集了我院教师最新的法学研究成果。
作为《华政法律评论》的前身，“法学新问题探索系列丛书”已连续出版了十一部，该系列丛书与《
华政法律评论》第一卷共同为学院教师搭建了展示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争鸣的平台，有益于教师
科研主动性的提升与学院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自面市以来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尤其是法学理
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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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毛泽东1941年《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说：“同志们给我的问题中，有问到什么是富农。
我以为地主是以收租为主；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是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
己的土地；贫农是一定要出卖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够生活；雇农完全出卖劳动力，没有土地.当然
，这是指他们的主要标志。
”可见斗争了富农十多年后，党内还是有人没摘清楚什么叫富农。
为什么“富农”的提法在1930年后开始出现在党的文件中？
为什么“富农”的概念始终比较模糊？
这些都和苏联1929年底斯大林发起的“消灭富农”运动有关。
1921年，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开放市场，鼓励农民生产致富。
5年以后，中农已经占了全体农户的2／3，成为商品粮的主要生产者。
1927年底，苏联的工业生产已经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高水平，联共（布）十五大（苏联是1922
年成立的，之前称俄国共产党，之后称苏联共产党，“布”是布尔什维克的简称，俄语“多数派”的
意思，相对“少数派”孟什维克而言）认为个体小农经济已经阻碍了工业的发展，决定逐步开展农业
集体化。
1928年10月开始，由于农民对商品粮收购价格和集体化的不满与抵制，粮食收购总量比往年减少了1
／3。
联共（布）认为是农村资产阶级分子（富农）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对苏维埃政权的严重进攻，斯大
林断言富农的比例为5％。
当时苏联全国农户总数大约为2 400万户，那么5％就是120万户。
工929年，苏联开展大规模农业集体化运动，“新经济政策”结束，12月，斯大林提出“消灭富农”的
口号。
1930年工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建立专门委员会，研究消灭富农的政策，决定在没收富农的生产
资料后，将富农分为三类分别处理：一类富农处以极刑，二类富农驱逐到西伯利亚、北极等边远地区
，三类富农迁居到集体农庄以外的规定地段。
总之是采用肉体消灭与隔离的政策。
1930年划分并消灭了70万户富农，1931年又重新划分和消灭了50万户富农，两年中共消灭120万户富农
，600万人，完成了斯大林5％的估计。
1933年，联共（布）宣布农业集体化已经实现，但是当年的农业总产值就下降了23％。
后来一些西方学者指出，这些所谓“富农”实际上不是沙皇俄国时代产生的，而是产生于苏联新经济
政策下的富裕农民，“通常是那些更为勤劳、耕作更为熟练的农民”。
这时候早已经没有地主，所谓富农只是被编造出来作为新的被剥夺对象和镇压不同意见的借口，“每
一个反对集体化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富农”，因而“富农”的标准被有意模糊。
同样，党内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坚持新经济政策、反对消灭富农的人就被戴上“富农代理人”的帽子而
遭到镇压，并最终采用“大清洗”的残酷手段镇压党内的不同意见。
据统计，在1936年到1938年3年间，中央委员70％被处决，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
李可夫等；军队师长以上的高级军官80％被处决，包括图哈切夫斯基等元帅。
“大清洗”只是苏联肃反运动的最高潮，实际上针对党内的肃反在1927年提出农业集体化的时候就已
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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