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丁美洲研究 2000 年第 6 期

独立后至 20 世纪初
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土地结构的变动

——兼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韩　　琦

主要观点　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在独立前就存在一批大地产主, 他们的地产所

有权可追溯到殖民地时期。独立后, 阿根廷发展了大土地所有制, 巴西的大地产制在

全国仍占主流, 乌拉圭殖民地时期的大地产一直延续下来。在生产关系上, 3 国农业

经历了从奴隶制到分成制和雇工制, 再到垦殖合同制或租佃制的转化。3 国的农业资

本主义发展基本上走了一条类似普鲁士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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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纪, 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以大量未开垦

的处女地, 吸引了大批的外国移民和资本, 并以此为

基础发展成为世界农产品或经济作物的出口国。在

发展出口农业的过程中, 它们均保留了大土地所有

制, 但在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方面部分地实现了向

资本主义的转变 (过渡)。本文拟对它们的土地结构

变动和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作一初步探讨。

一　阿根廷潘帕斯地区的发展

阿根廷在殖民地时期的两个经济发展中心分别

是西北靠近矿区的上秘鲁 (今玻利维亚) 及作为港口

和首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除连接两地的商路沿线

外, 其他地方的特点是人烟稀少和地区性自然经济。

为鼓励殖民和定居, 西班牙当局采取了对殖民者实

行“赏赐土地”(分配“骑兵份地”和“步兵份地”) 的办

法, 但收效甚微。即使作为拉普拉塔总督辖区首府的

布宜诺斯艾利斯, 城市周围地区土地的分配也很有

限, 不到现今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面积的 1ö6。在殖民

者土地上劳动的是委托监护制下的印第安人、黑奴、

自由雇工和季节工。18 世纪下半叶, 阿根廷适应国

外市场的需求,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周围发展起畜牧

业, 主要是养牛业。开始时出口商品仅限于皮革和牛

脂, 后来又增加了咸肉。前者供应欧洲市场, 后者供

应巴西和古巴的奴隶食用。随着养牛业的发展, 阿根

廷开始了土地集中的过程, 一些殖民官吏、军人和富

商成了拥有大面积土地的牧场主。

1816 年阿根廷独立后, 养牛业得到进一步发

展。19 世纪 40 年代, 为适应欧洲纺织业对羊毛的大

量需求, 养牛业逐渐被养羊业所取代。到 19 世纪的

最后几十年, 出口农业又得到发展, 阿根廷很快成为

主要谷物出口国中的一员。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阿根廷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土地政策, 以布宜诺斯艾

利斯为中心, 不断拓殖和开发潘帕斯地区①, 从而形

成了阿根廷土地结构的基本格局。

第一次“边疆扩张”从 19 世纪 20 年代的“永久

①　潘帕斯地区, 阿根廷特有的无树大草原, 基本包括

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多瓦、拉潘帕、圣菲、恩特雷里奥斯 5

省, 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1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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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佃制”开始到德罗萨斯的“荒漠进军”结束。 1822

年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首席部长 (1826 年任总

统)的贝纳迪诺·里瓦达维亚为了鼓励农业垦殖, 在

本省实行了出租国有土地的政策, 即“永久租佃制”。

他授权个人和社团可以在 20 年内以固定的极低的

租金租用公共土地 (但禁止出售公共土地) , 申请者

只要丈量和要求得到一个选好的地区就可以了。这

项政策有利于大庄园主和土地集中, 地主可以任意

出卖他的权利或把土地转租出去。决定土地价值和

管理分配工作的委员会由庄园主控制。在出租过程

中, 有些个人每人得到 10 平方里格 (1 平方里格约

合 2 618 公顷)以上的土地; 到 19 世纪 30 年代, 大约

有 2 100 万英亩 (约合 850 万公顷) 的公共土地被出

租给了 500 个个人。其中许多人是城市来的富人, 如

安乔雷纳家族、圣科洛马家族、阿尔萨加家族和萨恩

斯·巴连特家族, 他们是阿根廷土地寡头的鼻祖。②

政府的边疆垦殖计划和土地政策对生活在大草

原上的印第安人无疑是个灾难。印第安人失去了猎

场, 于是他们就不断袭击和抢夺拓殖区的庄园。新的

庄园主希望在大草原上有法律和秩序。1829 年代表

庄园主利益的德罗萨斯当选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

长。为了保护庄园主的安全, 遏制印第安人的侵扰,

他策划了 1833 年的“荒漠进军”, 杀戮了 6 000 多印

第安人, 将与印第安人的边界向南大大地推进, 给布

宜诺斯艾利斯省增加了数千万英亩的肥沃土地。同

时, 他调整了土地分配政策, 出台了出售和赠与土地

的新法律; 对永久租佃制则采取限制乃至取消的办

法, 逐步将这部分土地收回并转卖。1836～ 1838 年

的土地出售法把大片土地投放到公开市场, 其中大

部分落到了有钱人手中, 特别是那些以前的承租人

手中。到 1840 年, 这个省的 3 436 平方里格土地归

293 人所有。但没有发生抢购风, 许多潜在的购买者

因经济衰退或政局不稳而不愿购买。于是, 德罗萨斯

就将土地赠与其追随者。③1834 年 9 月 30 日法律把

总共最多达 50 平方里格的土地赠给参加荒漠进军

的军官; 1835 年 4 月 25 日法律将多达 16 平方里格

的土地赠给参加这一战役的安第斯师的士兵; 1839

年 11 月 9 日对参加粉碎当年南方叛乱的军人赠与

土地以示奖赏。将军得到 6 平方里格, 校官得到 5 平

方里格, 军士得到 1ö2 平方里格, 士兵得到 1ö4 平方

里格。效忠政府的平民也得到奖赏。德罗萨斯本人是

最大的受益者, 1834 年 6 月 6 日法律准许他占有乔

埃莱—乔埃尔岛, 并可用它交换他在任何地方选中

的 60 平方里格的公共土地。德罗萨斯政府此次颁发

给士兵的土地证共有 8 500 份, 当时存在的农业结

构是每个庄园平均 8 平方里格, 不足 1 平方里格的

土地证在士兵手中实际上毫无用处, 结果发给士兵

和农民的 90% 以上的土地证最后落到地主或那些

正在购买土地的人手中。④到 1852 年布宜诺斯艾利

斯省被占领的土地达到 6 100 平方里格, 共有 782

个业主, 其中占地面积超过 15 平方里格的有 74 人,

超过 20 平方里格的有 42 人。在 1835～ 1852 年担任

众议院议员者中的 60% 是地主或从事与土地有关

的职员。德罗萨斯本人的土地约达 136 平方里格。⑤

上述情况说明, 真正的大土地所有制在阿根廷已经

形成。

到 19 世纪中叶,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养牛业逐渐

被养羊业取代。当时欧洲纺织业的发展所提供的稳

定的出口市场, 与阿根廷当地的肥沃土地、可改良的

绵羊品种一起促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养羊业的大发

展。1822 年羊毛出口额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口总额

中只占 0194% , 到 1861 年占 3519% , 1865 年更占到

4612%。伴随养羊业的发展不仅是美利奴绵羊品种

的引进和欧洲移民的移入, 而且导致了新一轮的“边

疆扩张”。

1850～ 1890 年, 在圣菲、科尔多瓦和恩特雷里

奥斯 3 省先后出现了一个边疆垦殖过程。政府以优

惠的条件向移民出售或出租土地, 建立移民区, 40

年间共建立了 690 个移民区, 占地面积 590 万公

顷。⑥由于土地价格的急速上涨和各省资金的缺乏,

这种垦殖计划实际上到 1895 年就停止了。到 1880

年, 数千参加移民垦殖的早期定居者成了农场主, 但

更多的移民由于资金微薄, 无力购置农具独立经营,

加之世界市场上的小麦价格下降, 许多垦殖农破产,

不得不将土地转卖他人, 自己变成雇农、租佃农和分

成农。

19 世纪中期, 印第安人仍控制着距布宜诺斯艾

利斯和圣菲两省居民区不远的所谓“荒漠地带”, 居

民遭袭击是司空见惯的事。1879～ 1883 年胡里奥·

A 1 罗加将军策划了讨伐印第安人的第二次“荒漠进

②③④⑤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

中文版, 第 3 卷, 第 635 页、636 页、655～ 656 页、656～ 657

页,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⑥　布莱克莫尔、史密斯:《拉丁美洲地理透视》, 中文

版, 第 353～ 354 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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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征服荒漠后兼并的潘帕斯草原的土地达 3 000

万公顷⑦, 使草原面积扩大了 1 倍, 并使整个巴塔哥

尼亚和库约以南各干燥地区都开放了。处理新土地

的方式是奖赏和拍卖。1885 年政府至少将巴塔哥尼

亚地区的 1 100 万英亩 (约合 445 万公顷) 的土地分

发给了 541 名参加征剿的官兵。⑧约有 850 万公顷

的土地被拍卖。许多土地被卖给了铁路公司。英国公

司⑨就购买了很多土地, 如 70 年代, 伦敦银行在圣

菲省购得 200 万公顷的土地。

1876 年政府曾颁布了公有土地法, 即把土地划

分成段 (每段占地 400 平方千米) , 每段再划分成

400 块, 每块占地 400 公顷; 中央的 4 块地留作建立

城镇。官方的、私人的或联合开拓移民区的各种计划

都得到认可。但实际上, 在处置大部分土地时采取的

方式主要是出售和奖赏, 所以在短短的几年内, 大部

分公共土地已经作为私人财产转让给大牧场主、投

机商和移民公司。到 1880 年, 潘帕斯地区的土地占

有过程基本完成。 1914 年, 8% 的农场占有农地的

80%。βκ500～ 1 000 公顷的较小农场只占全部土地

的 2315% , 1 000 公顷以上的农场占 61% , 最大的

584 户占潘帕斯全部土地的近 1ö5。βλ到 1924 年, 潘

帕斯地区 60% 的土地被 12 673 名拥有 1 000 公顷

以上土地的大地产主所占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

14 家地主拥有 10 万多公顷土地, 其中 1 家就拥有

4112 万公顷土地。βµ

就土地经营来看, 19 世纪中期, 在农业垦殖区

的雇工制得到一定的发展。如在圣菲省, 中部是谷物

产区, 南部则是牧区。1870～ 1895 年间, 就占地规模

而言, 牧场为 2 000～ 10 000 公顷; 农业用地为 33～

150 公顷, 少数达到 600 公顷。就职业构成来看, 谷

物产区的雇主占 4219% , 职员占 8% , 工匠占 7% , 劳

工占 4211% ; 而养羊牧区同样人员的比重分别是

33%、618%、019% 和 5913%。谷物产区的雇主比重

大说明这里的中小地产主较多, 工匠比重大说明这

里的作坊多, 技术含量较高, 这里每个作坊的平均资

本投入为 4 559 比索, 而牧区每个作坊的平均投入

仅为 285 比索。种植谷物比养羊业要求更大程度的

集约经营。βν

1880 年后, 随着外资的增加βο , 铁路网的修

建βπ , 移民的大量涌入βθ , 农业机器的引进βρ , 潘帕

斯出口农业进入了繁荣时期。但此时土地占有过程

已接近尾声, 特别是因 70 年代投机商、外国公司和

农牧业主进行的土地投机, 抬高了土地价格 (布宜诺

斯艾利斯 80 年代的地价涨了 10 倍) , 使新到移民无

力购买土地, 只得租用土地。因此, 租佃制盛行起来。

大农牧业主越来越多地通过租佃合同将土地分块出

租, 凭借土地所有权坐收地租。尽管大多数佃户原先

只是分成农, 但到 20 世纪初许多分成农积累了足够

的资金, 变成了租佃农场主。他们是农村的资本家,

除租进大片土地 (500 公顷或以上) 外, 还使用机器,

雇佣工人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 有些租佃农场主还

将土地转租给分成农。βσ

19 世纪 70 年代, 在农牧业混合的大地产方面,

租佃合同期平均约为 5 年, 其中规定只能种植小麦、

玉米或亚麻, 交纳实物地租, 一般是收获物的 1ö3,

有时竟达 1ö2, 剩余部分也经由地主或其代理人售

出。但引进佃户耕作的最终目的在于创造人工苜蓿

牧场, 这些苜蓿是催肥牛羊不可缺少的青饲料, 因

⑦　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 800 万公顷、圣菲省的

500 万公顷、科尔多瓦省的 200 万公顷、拉潘帕省的 1 400

万公顷。见《剑桥拉丁美洲史》, 中文版, 第 5 卷, 第 343 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⑧　同⑦, 第 411 页。

⑨　1860～ 1912 年英国在阿根廷建立了 37 家拓殖公

司。见⑥, 第 363 页。

βκ　同⑥, 第 355 页。

βλ　同⑦, 第 408 页。

βµ　D. C. M. 普拉特、吉多·迪·特利亚编:《1870～

1965 年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比较发展研究》, 第 63

页, 牛津, 1985。

βν　K. 邓肯、I. 拉特利奇编:《拉美的土地和劳工, 19

世纪和 20 世纪农业资本主义发展》, 第 335 页, 剑桥, 1977。

βο　英国投资由 1857 年的 300 万英镑上升到 1890 年

的 1. 75 亿英镑, 到 1910 年已经超过 2. 9 亿英镑。见⑥, 第

361 页。

βπ　阿根廷的铁路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中心呈扇形向

潘帕斯地区扩展。1914 年全国铁路总长已达 3. 4 万千米。

βθ　1870～ 1914 年移入阿根廷的移民将近 600 万, 其

中永久定居者占一半以上。见⑦, 第 346～ 347 页。1881～

1910 年, 每年净流入的人口相当于原有人口的 2%～ 3%。

见⑥, 第 357～ 358 页。

βρ　1914 年农机占农业投资的 24% , 拖拉机已经很多

了; 脱粒机由 1888 年的 818 台增至 1907ö1908 年度的

5 740台; 收割—脱粒联合机由 1807ö1808 年度的 520 台增

至 1914ö1915 年度的 1 760 台。见陆国俊等主编:《拉丁美

洲资本主义发展》, 第 245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βσ　同βµ, 第 64～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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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合同要求佃农最后将种了苜蓿的土地交还牧主。

租佃农场发展的结果是货币地租日益增加。据 1914

年的资料, 20 世纪初阿根廷农村的货币地租已占

4418% , 实物地租占 3815%。这意味着封建地租形

式的解体。但出租土地的期限也越来越短, 多半为 3

年左右。这样, 一旦遇到坏年景和市场价格下跌, 佃

户就容易破产。租期短还不利于土地的改良, 导致对

土地的滥用。1912 年曾发生了佃农要求延长租期、

降低租金、对租佃期间的投入给予补偿的斗争。这些

要求在 1921 年租佃制改革法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满足。βτ

到 20 世纪初, 阿根廷土地的使用分两种情况: 一是

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1914 年占 5015% ) , 包括大地主

雇用若干名工人经营土地和小农经营自己的土地;

二是租佃者经营 (1914 年占 4915% ) , 包括租佃农

(牧)场主和小佃农经营土地。到 1912 年, 全部农户中

只有 3216% 的农户拥有土地, 佃农占 5511% , 分成

农占 1213%。χκ据约瑟夫·S1 图尔钦教授的研究,

在他所划分的潘帕斯 7 个不同地区中, 工资劳力占

当地全部农业劳力的比重分别为 1218%、1619%、

2012%、1517%、2414%、1314% 和 2413%。这些工资

劳力一部分是管理人员, 但 90% 是雇工。χλ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随着阿根廷农业资本主

义的发展, 出口农牧业得到大规模的扩张。1895～

1899 年小麦平均年产为 162 万吨, 玉米为 179 万吨,

亚麻为 2216 万吨。牛肉出口由 1898 年的 5 800 吨增

至 1912 年的 34 万多吨。到 20 世纪初, 牛肉、玉米、

亚麻的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 小麦出口量居世界

第三位。

二　乌拉圭的发展

同阿根廷一样, 乌拉圭的经济也是建立在畜牧

业出口经济基础之上的。19 世纪中叶前, 乌拉圭盛

行养牛业, 牛皮出口欧洲, 牛肉干供古巴和巴西的奴

隶食用。19 世纪 40 年代国内引进了美利奴绵羊, 养

羊业逐渐占据上风。

1825 年独立并没有给乌拉圭带来和平。内部纷

争以及巴西和阿根廷两个邻国的干涉, 对乌拉圭畜

牧业的复兴造成很大的困难。从格兰德战争 (1839～

1851)、贝南西奥·弗洛雷斯获胜前的内战 (1851～

1865)、巴拉圭战争 (1865～ 1870) , 直到洛伦索·拉

托雷政府时期 (1876～ 1880) , 国家体制才略有稳定

(到 1904 年才完全稳定下来)。饱经战乱成为乌拉圭

独立后政治生活的突出特点。

乌拉圭的独立并没有改变殖民地时期建立起的

大地产制。在蒙得维的亚城, 居住着以地租为生的土

地贵族, 他们的领地, 一般说来, 不是当初强占、后经

里维拉政府加以合法化的赃物, 就是国家以授地方

式奖励给“对祖国有功”者的无偿赠品。在农村, 拥有

大地产的地主是“生命和庄园”的主宰者。他们在自

己的领地上实行家长制统治, 其妻子儿女, 特别是家

仆、短工和长工必须绝对顺从。他们的住宅俨然中世

纪的城堡, 是拥有自己武装的要塞, 日落便紧闭大

门。在蒙得维的亚郊区的村庄里, 居住着自耕农、雇

工和放牧人, 后两种人深受地主的奴役, 他们只有在

完成了地主分派的活儿后, 才能在自己的小块土地

上耕种或放牧。χµ

1825 年乌拉圭颁布解放奴隶的自由出生法, 并

停止奴隶买卖, 1842 年宣布废除奴隶制。为解决经

济发展急需的劳动力问题, 输入欧洲移民同样成为

乌拉圭的国策。1860～ 1868 年大约有 5 万移民来到

乌拉圭, 主要是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χν

格兰德战争之后, 随着养羊业的发展和铁刺网

的广泛架设, 擅自占地运动才真正开始。此前的养牛

业是粗放型的, 地产界限不清, 土地证书混乱, 对游

荡在各地的牲畜也缺乏统计。特别应当提及的是, 由

于在对全国土地测量之前就已经开始架设铁刺网,

所以对国有土地未能加以有效地控制。1876 年洛伦

索·拉托雷上台后进行了土地改革, 被通过的《1876

年土地法典》规定:“地产”上必须架设铁刺网, 并在

架设铁刺网时对地产进行“强制性测量”, 明确地产

的划界。1862 年铁刺网的进口额仅为 7 511 比索, 而

1878～ 1879 年铁刺网 (包括木桩) 的进口额则激增

至 450 万比索。χο小地产主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

因无力应付架设铁刺网的开支而不得不出售土地和

牲畜。从前看管牲畜的农村雇佣劳动者, 由于地产划

βτ χκ　同βµ, 第 65 页、61 页。

χλ　吉多·迪·特利亚、D. C. M. 普拉特编:《1880～

1946 年阿根廷的政治经济》, 第 27 页, 牛津, 1986。

χµ　弗朗西斯科·R. 平托斯:《巴特列与乌拉圭的历

史发展过程》, 中文版, 第 4～ 6 页,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73。

χν 　同②, 第 697 页。1836～ 1926 年移民总数为 65

万, 其中 1ö4 是在 1904～ 1913 年到达的 (见⑥, 第 359 页)。

χο　同χµ, 第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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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后牲畜不再容易丢失, 也不再被雇用。真正得到好

处的是大地产主。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了巩固。以

铁刺网围栏等为标志的集约化的养羊牧场主取得了

商业企业的新地位, 开始向资本主义地主转变。

在土地的经营方面, 乌拉圭也沿着与阿根廷类

似的道路发展。

1904 年白党和红党的内战再起。这实际上是大

地产主与资产阶级势力之间的斗争, 白党是传统养

牛业 (牧养本地牛) 的大地产主的代表, 要求选举自

由和政治民主, 实际上想维持国家分治 (1872 年协

议允许它控制内地 4ö13 的省份)。红党坚持保卫政

府统一的原则, 代表养羊业和引进改良牛的牧场主

的利益。但内战以两党的再次妥协而告终。到 20 世

纪初, 大地产成为乌拉圭土地制度的支配形式。根据

1925 年公布的资料, 3 196 个庄园占据的土地共计

837 万多公顷, 几乎相当于国土面积的 1ö2。如内格

罗河省, 超过 1 000 公顷的大地产数为 112 个, 共占

地 66 万多公顷, 为全省土地面积的 7815%。再如利

比格肉制品加工公司, 除自有 4 个庄园外, 还租用 4

个庄园, 共集中了 10 万多公顷土地。同一个大庄园

主在不同的省份拥有庄园是平常的事情。χπ

三　巴西圣保罗地区的发展

在巴西, 大种植园和大牧场是土地所有制中的

主导形式。早在 1534 年, 葡萄牙国王为了殖民于巴

西而又不动用王室财库, 曾将巴西沿海地带划分成

15 块“将军辖区”(Cap taincy) , 赏赐给被称作“领主”

的葡萄牙贵族。受封者对其领地负有组织殖民、提供

资金和管理的责任, 并可通过税收和分配土地来补

偿他的开支费用。但这项计划失败了。巴西的大地产

实际上起源于被称作“塞斯马里亚”(Sesm arias) 的

份地制, 即每个前往巴西的移民可得到 1～ 3 平方里

格 (1 平方里格约相当于 46 平方千米)的份地。得到

份地者必须信仰基督教, 交纳什一税; 耕种份地, 将

收成的 1ö10 交给国王。因此, 这种份地并非是无偿

分配的宅地。后来演变为凡能够交纳 300～ 400 密尔

雷斯 (相当于 1800 年的 375～ 500 美元) 的任何人均

可得到一块份地。那些没有钱的移民可以擅自占据

未被分配的王室土地, 这是非法的, 但却很少受到惩

罚或注意, 除非所占土地已经有主。因此巴西还存在

一种支持擅自占地者权利的倾向。地主土地上通常

使用奴隶劳动, 先是印第安人后是非洲人。于是, 大

地产制、奴隶制和出口经济便成为巴西社会持续

300 多年的主要的经济制度。

在葡萄牙国王若奥六世迁住巴西期间 (1808～

1821) , 由于大量的份地被分配给宫廷亲信, 由自由

派控制的里约热内卢“上诉议会”于 1822 年决定终

止分配份地, 直至立宪会议作出如何分配王室土地

的决定为止。

1822 年巴西独立后, 立宪会议被佩德罗国王解

散, 立法权由受自由派控制的众议院行使, 1830 年

通过的法案制止份地上的免役税和废除长子继承

制。同时, 号召出租所有的公共土地, 包括已经被擅

自占据的那些土地, 租赁土地的规模不予限制。

当时擅自占地盛行。1845 年米纳斯吉拉斯省省

长报告, 该省土地的 44% 是非法占地, 仅有 20% 没

有被分配。在皮奥伊省, 所有土地都被非法占据。占

地的惟一标志是一条小路、一口井或一个牲畜栏。χθ

这种土地扩张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而部分是由于

受废除长子继承制刺激的结果, 因为大地产主可以

将土地遗赠给每个儿子。

1842 年 8 月省议会的一项议案中提出, 国王的

土地可通过出售的方式来让与, 但其价格要高于市

场价, 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引进欧洲农业工人的自我

维持的机制, 因为地价高, 移民无力购买, 他们就不

得不到种植园劳动, 而出卖国王土地的收入可用于

资助新来的移民。这项议案于 1843 年 6 月提交到众

议院, 结果被修改为: 新来的移民在 3 年内不准购买

任何私人土地, 出卖的王室土地不得小于 1ö4 平方

里格, 准许私人投机者向垦殖者零售土地。关于擅自

占地的合法化, 法案规定, 确认擅自占地有效的最大

面积为半平方里格, 牧区为 2 平方里格。每平方里格

必须纳税 360 密尔雷斯。以后所有的私人土地都必

须按每平方里格 4 密尔雷斯的价格纳税。但这些内

容损害了大地产主的利益, 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

政府实际上无法履行这些条款。经过保守派和自由

派的较量, 法案的最后文本是: 擅自占有的土地只要

持有 20 年, 不管其规模多大, 都予以确认; 对未耕土

地的税收减少了 3ö4; 对以后擅自占据公共或私人

土地的个人的惩罚方式是驱逐、罚款和监禁 6 个月。

这实际上承认了过去擅自占地者的权利。该文本于

χπ　同χµ, 第 135 页。

χθ 　沃伦·迪恩:《大地产和 19 世纪巴西的土地政

策》, 载《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 1971 年第 4 期, 第 6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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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 年 9 月 16 日通过, 并交参议院批准, 但由于保

守派内阁的倒台而未能变成法律。

随着保守派力量的再度强大, 巴西于 1850 年通

过了一项新土地法案。这项法案保留了 1843 年法案

的实质部分: 国王的土地只能通过出售来让与; 份地

必须重新审定, 擅自占地要加以确认; 擅自占据公共

或私人土地必须罚款或监禁; 公共土地必须测量, 并

划分为每块约 300 英亩 (约 121 公顷) 的地块拍卖;

最低出价必须低于美国公共土地的现行价格。χρ但

这项法案只得到部分地执行, 因受多个利益集团的

抵制, 其规范土地权利和阻止吞并公共土地的主要

目的遭到失败。1878 年农业部长承认, 土地测量被

放弃, 对国有土地的夺取在继续, 除殖民公司外, 国

有土地无人买。1880 年和 1886 年又有人提出两项

改革方案。这两项法案虽然表达了中央政府规范土

地权利和以小土地所有制取代大地产的愿望, 但都

未被通过。

1889 年巴西推翻帝制, 建立共和国。共和国制

宪会议将所有剩余的公共土地转交给新的州 (1891

年巴西将各省都改为州) 政府。直到 1963 年土地改

革, 巴西没有统一的国家土地政策, 土地政策的制定

取决于各州。

圣保罗地区是 19 世纪巴西经济的重心。这一地

区的格兰德河、巴拉那河和巴拉那巴内马之间有非

常辽阔的平原, 还有极好的生态条件, 为粗放性的咖

啡种植业提供了理想的发展场所。另外, 内河交通的

便利条件和后来的铁路建设也都有利于新耕地的拓

展。这里出产的咖啡很快就成了巴西经济的支柱。咖

啡产量由 1870 年的 613 万吨增加到 1900 年的 4719

万吨, 到 1927 年更增至创纪录的 10719 万吨。虽然

土地政策没有变化, 但移民和咖啡使这里出现了资

本主义农业的发展。

在土地制度方面, 圣保罗也同其他地区一样, 盛

行以投机为目的的擅自占地和大地产制。新的共和

国采用联邦制, 把土地问题交给各州自行处理。但

是, 既然帝国政府都没有能够在分配国家土地方面

实行一项前后一致的政策, 那么在新形势下若想要

求各州这样做就更加具有乌托邦意味了。实际上官

方的土地政策一直是适应地主和商人的利益的。在

圣保罗地区, 伪造土地证的大有人在, 在不止一个地

方, 投机者都通过施加直接压力的手段发挥影响, 甚

至包括使用暴力和暗杀。咖啡生产要求大片肥沃的

土地, 但是在大批欧洲移民到来之前, 圣保罗地区的

土地实际上已经被占据完毕。

在劳动力方面, 由于 1850 年停止了大西洋奴隶

贸易, 奴隶制出现了危机。咖啡业的发展要求提供大

量劳动力, 于是以移民取代奴隶就成为种植园的选

择。1886～ 1935 年, 圣保罗接受了约 278 万移民。χσ

1886～ 1900 年是接受移民人数最多的时期, 平均每

年将近 10 万人。20 世纪初的咖啡危机影响了移民

浪潮, 但在 1910～ 1913 年和 1922～ 1929 年又加快

了移居速度。来到圣保罗的移民大约只有 45% 留了

下来。大部分移民来自地中海沿岸国家。

鉴于土地已经被占据和大庄园盛行的情况, 大

批移民除了在庄园里做工外, 别无他法。最初的劳动

制度是分成制, 种植园主为欧洲移民预付旅费和第

一次收获前的生活费。每个家庭可得到它们所销售

咖啡利润的 1ö2 及其小块土地收成的 1ö2。但因为

分成农需要若干年才能还清地主的债务, 所以他们

实际上成了债役奴。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政府开始

资助移民时, 最初债务的问题才得以解决。最早利用

分成制的是作为大地产主的尼古拉斯·德坎波斯参

议员, 他在 1847～ 1857 年间引进了 177 户德国、瑞

士、比利时和葡萄牙的垦殖农, 其他咖啡园主 (约有

70 个)也效仿实验, 开始时效果很好。但后来暴露出

许多问题: 移民在不熟悉情况时, 与大庄园主签订的

条约往往对移民不利; 自由的移民与黑奴一起劳动,

使移民难以忍受; 招募移民的代理人根据其招募的

人数领取工资, 结果老弱病残者都被带到了巴西, 从

而使主人受损。因此, 19 世纪 60 年代欧洲移民一度

中断。直到 1870 年, 随着奴隶制的逐渐瓦解和咖啡

种植业的大发展, 欧洲移民才又增多起来。但劳动制

度改为垦殖合同制, 即每个垦殖家庭照管大约 5 000

棵咖啡树, 每照管 1 000 棵树可得到 50 密尔雷斯

(1880 年)到 100 密尔雷斯 (1890 年) 不等的工资; 可

得到一小块种植谷物的土地; 或者按每 50 升一袋的

咖啡豆付 400～ 500 密尔雷斯的计件工资。另外, 垦

殖农闲时可到附近种植园打工, 每天可得到 2～ 3 个

密尔雷斯的工资。因此, 垦殖合同制不是按工时计酬

的纯工资制, 而是多种付酬方式的结合物。χτ 这种制

度一直持续到 1930 年。

欧洲移民的到来促进了小土地所有制的形成。

因为欧洲移民有占据土地的强烈愿望, 再加上垦殖

χρ　同χθ , 第 620～ 621 页。

χσχτ　同βν , 第 304 页、第 309～ 3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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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制有利于他们积累资本, 所以小土地所有制在

圣保罗州得到一定的发展。小土地所有制首先是在

咖啡种植业走下坡路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咖啡种植

不断留下贫瘠的、没有地力的、不能进行大规模种植

的土地。那些农村中较贫困的人口, 利用当分成农得

到的一点资金, 获得了这些土地, 摆脱依附于种植园

的劳动, 成为自食其力的人。他们也利用一些自然条

件不适合种植咖啡的土地, 远远离开咖啡种植的竞

争。但圣保罗小土地所有制的大量出现是在 1930 年

以后的事情。由于接连不断的咖啡危机, 大地产主为

解决财政困难, 以农村劳动者可以接受的价格出卖

土地, 从而将种植园分割掉。但是当出现棉花种植业

和畜牧业发展的新机遇时, 小地产又重新被大庄园

吞并。

在南里奥格兰德省、圣卡塔琳娜省和巴拉那省

农业垦殖区, 不像圣保罗省那样存在大种植园吞并

和垄断土地的现象, 同时省政府授予移民的土地面

积越来越小, 由 1851 年的 48 公顷减少到 1890 年的

25 公顷, 因而造成小土地所有制的缓慢发展。当阿

根廷和乌拉圭的畜牧业出现变革时, 类似的变革在

这些地方直到 1900 年还没有开始。

尽管部分地区小土地所有制得到一定的发展,

但大规模单一种植出口经济作物的大地产制仍是巴

西土地制度的主流。如 1918 年巴西拥有 1 万公顷以

上土地的大庄园占全国土地经营单位总数的

013% , 其土地却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1ö4。δκ就生产

关系而言, 在当时巴西农业中, 交纳实物地租或货币

地租的分成形式是具有代表性的。δλ圣保罗除实行

分成制外, 还实行垦殖合同制。

四　结束语

通过上述研究, 我们可将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

土地结构的变动情况归纳为两个方面。

首先, 3 国在独立前就存在一批大地产主, 他们

的地产所有权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独立后, 在阿

根廷, 通过出售和奖赏, 将大片国有土地变为私人财

产。这一土地政策和随后的土地投机活动, 发展了阿

根廷的大土地所有制。巴西 1850 年的土地法案虽然

旨在限制大土地所有制, 但实际上没有起多大作用。

尽管小土地所有制在巴西部分地区曾一度得到发

展, 但在份地和擅自占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地

产制在全国仍占主流。乌拉圭殖民地时期的大地产

一直延续下来,《1876 年土地法典》进一步巩固了大

地产主的土地权利。

其次, 这些原来主要经营粗放的养牛业和养羊

业的大地产主, 当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世界市场

对谷物和咖啡的需求急剧增加时, 积极地推动了欧

洲移民活动和相对集约经营的谷物和咖啡的生产,

但对推动大规模的小农定居不感兴趣。在生产关系

上, 经历了从奴隶制到分成制和雇工制, 再到垦殖合

同制 (巴西)或租佃制 (阿根廷)的转化。

可见, 3 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基本上走了一

条类似普鲁士式的道路, 即原有的传统土地关系并

非一举消灭, 而是慢慢地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变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为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但与

普鲁士道路不同的是, 3 国拥有丰富的处女地, 并吸

引了大量的外国移民和资本。这些条件又与当年美

国的条件相似。

那么为什么 3 国没有走一条类似美国式的道路

呢?“美国式道路”的特点是:“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

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所捣毁了。农

民在这种情况下占优势, 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

表, 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δµ。从上述研究

可以看出 3 国没有走这条道路的原因。

第一, 3 国在独立后没有铲除旧的半封建的土

地制度残余, 没有分割大地产, 殖民地时期的大地产

制基本上被保留下来。

第二, 独立后, 3 国的大庄园主或种植园主和城

市商人结成一个强有力的寡头集团。他们代表大地

产主阶级的利益, 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实行的土地

政策既有利于土地集中, 又使自己从中得到最大的

好处, 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大地产制。如阿根廷, 1810～

1870 年统治各省的 18 个考迪罗中有 13 个是大地

产主。德罗萨斯奖赏土地的做法实际上将整个国家

变成一个扩大了的庄园, 使社会本身就建立在庇护

人—依附者的关系之上。阿根廷历届政府认为土地

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通过租借和出售可以获得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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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κ　樊亢 等主编:《外国经济史》, 第 2 册, 第 375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δ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1993

年第 4 期, 第 25 页。

δµ　《列宁全集》, 中文第 2 版, 第 16 卷, 第 205 页, 北

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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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自己的观点和倾向, 但如果在结尾处能有个总

结, 无疑是锦上添花, 将会有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拉

美经济发展的进程。

另外, 我还想说, 写一本好的拉美经济发展史并

非易事。中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曾讲过,

“经济史应力求具体, 不能写成抽象, 抽象的理论只

作思想指导。经济学各学派方法纷纭, 但总的说不外

二途, 即模式法和因素分析法。模式有不同类型, 功

能各异。但总是根据一个概念或结构来描述或推导

各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和运动。因素法则是从材料

入手, 考察各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和运动, 再界定总

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 年第 1 期) 撰写拉美

经济发展史采取哪种方法好呢?笔者认为各有利弊,

模式法论点清晰, 层次分明, 但许多因素被忽略了。

因素法从多角度全方位考察经济生活, 但又过于繁

杂。当然,《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还不能完全等同于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史。

总之,《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是中国学者撰写

的第一部从整体上论述拉美经济发展全过程的著

作, 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和学术意义, 是人们了解和

研究拉美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重要的必读

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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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因而鼓励土地投机, 不同意无偿分配。

第三, 3 国没有实行美国式的《宅地法》, 因而没

有创造出大量的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的自耕农,

也没有产生类似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和雇工的分化。

虽然巴西部分地区和阿根廷圣菲省的小农曾得到一

定的发展, 但没有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 且

他们的农业经营是不经济不稳定的。相反, 3 国的土

地政策鼓励了垦殖合同制或租佃制的发展, 但这还

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 而是一种前资本主

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奴役形式, 一种向资本主义

剥削的过渡。

第四, 虽然 3 国土地制度的形成几乎与美国同

时, 但它们与美国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在美

国, 工业革命从 1812 年开始, 到 1880 年在全国范围

内基本上完成; 农业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密切

联系、同步发展、相互促进, 形成良性循环。而南美 3

国在 1880 年前尚处于政局动荡之中。阿根廷独立后

地方割据、内战纷繁, 直到 1862 年巴托洛梅·米特

雷当选为第一任宪法总统后才实现了各省的联合。

乌拉圭也饱经战乱之苦。巴西在 1888 年和 1889 年

先后废除奴隶制和帝制后才开始了真正的发展。 3

国的工商业虽然有一定的发展, 但还没有出现从工

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飞跃, 因而也就不会出现

美国那样的国内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产生的对农

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和推动, 它们的农业面向的

是海外市场而不是国内市场。到 1880 年移民高潮到

来时, 这里以大地产制为主的格局已定, 地价很高,

不再有利于小农制的发展。

(责任编辑　姜成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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