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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土地问题与经济发展

·刘 　婷

内容提要 　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 , 面临诸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 而是否能妥善

解决土地问题 , 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巴西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挫折和问题表明 : 认

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 , 只顾工业 , 不顾农业 ; 忽视土地改革 , 甚至在落后的土地制度基础上强行工业化的做法 , 必然会导

致社会不公和经济发展失衡的双重危机。土地问题严重制约了巴西工业化的纵深发展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 , 给巴西社

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和不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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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在历史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 , 20 世

纪中期以来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 , 曾与高速发展的东亚“四小龙”齐名 , 被称为

新兴工业经济体。但是 , 巴西在进行现代化的同时

又遭受了巨大的挫折 , 至今仍面临着种种发展的难

题和困境 , 被称为拉美“病态发展”的典型。巴西

现代化曲折而又独特的道路令人关注 , 吸引着众多

学者的探究。本文试图就巴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症

结 ———土地问题 , 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业问题 , 探讨

土地问题对巴西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和影响。

一 　巴西土地制度的特点和变革

　　巴西幅员辽阔 , 是拉美的一个农业大国 , 在葡

萄牙殖民统治时期 , 形成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

地产制。几个世纪以来 , 巴西经历了从奴隶制、租

佃制到现代雇工制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 但大地产制

一直延续不绝。总的来看 , 巴西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过程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一) 1889 年以前的帝国时期 : 以奴隶劳动为

基础的大地产制的形成

1532 年 , 当马丁·阿丰索·索萨在巴西圣文森

特建立第一块殖民地时 , 对土地的占有就成了财富

和地位的象征。在之后的几年里 , 巴西沿海被分成

13 个管区 , 各管区作为世袭领地分封给封建主 ,

跟随封建主前来的移民所分得的土地称为份地。由

于巴西沿海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国际市场的良好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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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 巴西沿海的肥沃土地很快被划分成巨大的甘蔗

种植园 , 内地的大片份地上也建立起大牧场。几代

人的时间里 , 许多原来分配的土地发展成为大地

产。18 世纪的一位总督指出 , 巨大的地产往往使

用不当 , 只有部分用来耕种 , 有些地区需要进口他

们完全能够生产的粮食 , 这就妨碍了巴西的发展。

除甘蔗种植园外 , 殖民者又发展了有利可图的烟

草、棉花和咖啡种植园。种植园经济的发展 , 是建

立在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奴隶劳动的基础之上的。

直到 1888 年废除奴隶制后 , 奴隶才获得自由。帝

国时期的土地制度特点可以归纳为 : 以奴隶制为基

础的、以甘蔗种植园为特色的大地产制的盛行。这

种“大地产制不仅是生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 而

且是整个社会组织的基本要素”。①

(二) 旧共和国时期 (1889～1930) : 大地产制

的进一步加强

19 世纪中期以后 , 咖啡种植园逐渐兴起 , 逐

步代替了甘蔗种植园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从

1894 年正式开始了代表咖啡利益集团的“保罗人”

的统治时期。虽然这一时期自由劳动开始兴起 , 但

大地产制并未因此改变。在旧共和国时期 , 任何一

届政府都未承认印第安人的土地权利 , 也未拨出任

何土地供他们使用。土地所有制情况依然高度集

中 , 中小地产在农村中占的比重很小。在 1920 年

的普查中 , 只有不到 3 %的农民拥有地契 , 而土地

拥有者中 10 %的人却控制了 75 %的土地。同中南

① [巴西 ] 塞尔索·富尔塔多著 : 《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 : 从

西班牙征服到古巴革命》,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981 年 , 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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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相比 , 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 , 向自由

劳动的过渡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个时期 , 整个国

家的土地集中程度进一步加强。

(三) 新共和国时期 (1930～1964) : 土地制度

的变革

1930 年代表新兴工业中产阶级力量的民众主

义领袖热图利奥·瓦加斯政变上台 , 对巴西南部、

东南部各州的土地寡头势力进行严重打击。巴西政

权的中心从农村移到了城市 , 这次革命被称为巴西

新旧农村结构的分水岭。面对巴西高度集中的土地

状况 , 瓦加斯及其以后的几届民众主义政府都采取

了一些相应的改革措施。1946 年宪法第 147 条提

到“促进财产的公平分配 , 并保障一切人之机会均

等”。但是 , 在 1854～1962 年的 100 多年中 , 巴西

历届政府均未制定过完整的土地法律。1947～1962

年间 , 各种政治力量曾提出过 45 个关于土地改革

的提案 , 但都没有被特权阶层把持的议会通过。若

昂·古拉特总统在 1962 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 , 土改

是一项“不能再拖延的任务”。但是 , 他的激进民

族主义改革方案不能为国内外右派势力所接受 , 最

终他的政府被军人政变所推翻。这一时期巴西农村

中并存着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庄园、大种植

园 , 农村中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四) 1964 年以来的土地状况

1964 年政变上台的军人政府在大力推进工业

化的同时 , 也进行了土地改革方面的努力。1964

年起草公布的《土地章程》, 是对土地改革起指导

作用的纲领性文件。20 世纪 80 年代 , 巴西恢复文

人政府后 , 土改再次面临重重困难。由于外国投资

的大庄园、大农场数量增多 , 绝大多数农民缺少耕

地 , 生活状况日趋贫困化。1990 年《巴西时报》

在总结萨尔内总统的土改成绩时指出 , 在他执政的

5 年中 , 共向 717 个农场征收土地 46913 万公顷 ,

为 1115 万户无地农民颁发土地证书 , 但无论是征

收土地的数量、还是安置农民的数量 , 都只相当于

原来计划的 10 %。到目前为止 , 巴西的土地制度

和生产关系基本过渡到资本主义性质 , 大部分私有

土地由地主自己经营 , 小部分以分成和租佃方式给

他人经营 , 这三种经营方式分别占巴西地产总数的

6116 %、613 %和 12 %。

从巴西土地制度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 可以看出

以下几个最突出的特点 : (1) 农村中土地高度集中

的状况贯穿了巴西几百年的历史 , 社会的发展变化

没有给土地占有情况带来根本性的转变 ; (2) 与不

合理的土地所有制相伴产生的是少数富人生活极度

奢侈 , 广大农民却极度贫困 , 农村中的贫富分化状

况极为严重 ; (3) 大片土地被闲置 , 土地利用率很

低。在此基础上启动的巴西现代化 , 从一开始就摆

脱不了土地问题的制约。

二 　土地问题与经济的结构性危机

　　20 世纪中期以来 , 巴西经济经历了两次较大

的发展阶段 ,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第一次发生在

1951 年瓦加斯再次上台以后。他加强国家干预作

用 , 对石油等资源实行国有化 , 加速进口替代工业

化的步伐。从 1948～1956 年 , 巴西 GDP 年均增长

率为 614 % , 工业产值增长率达 818 %。巴西开始

改变原来靠出口初级产品的农业国地位 , 向工业 —

农业国迈进。巴西的第二次经济飞跃发生在军政府

时期。当时军政府启用了一大批技术经济专家 , 并

在高压统治下全面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 使

巴西的经济在 1968～1973 年出现了战后以来的第

二次飞跃 , 被誉为“经济奇迹”。在这 6 年中 , 巴

西 GDP 年增长率分别为 1112 %、10 %、818 %、

12 %、1111 %和 14 % , 年均增长率达到 11 %以

上 ①。巴西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 , 钢

产量从 1968 年的 443 万吨增加到 1974 年的 750 万

吨 ; 汽车产量由 27 万辆增加到 9015 万辆。② 同时 ,

出现了石油化工、电子、核能、飞机制造、军工生

产等现代工业部门 , 巴西的工业结构发生了变化。

1970 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分别为 48 %和 52 % ,

到 1974 年重工业比重达 5218 % , 超过了轻工业。

然而 , 巴西经济发展的背后隐藏着一直未能解

决的一系列问题和隐患 , 最终导致了 80 年代的石

油危机和债务危机 , 巴西的经济发展遭受了巨大的

挫折。1984 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230 % , 外债

总额高达 1 000 亿美元。③ 同时 , 失业率猛增 , 社

会极度不稳定。此后 , 巴西社会经济长期萎靡不

振 , 出现发展过程中“失去的 10 年”。究其原因 ,

巴西经济危机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内部根源 , 即社会

经济结构上存在的重大比例失衡和各种矛盾。同其

他拉美国家一样 , 巴西发生的经济危机是结构性的

①

②

③ [美 ] E1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著 , 王宁坤译 : 《简明拉丁美

洲史》, 长沙 , 湖南教育出版社 , 1989 年 , 第 366 页。

苏振兴著 :《巴西经济》,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83 年 ,

第 24 页。

[巴西 ] 路易斯·佩雷拉 :《巴西的发展和危机》, 武汉 , 武

汉师范学院历史系巴西教研室编印 , 1983 年 , 第 119 页。

刘
　
婷
　
巴
西
的
土
地
问
题
与
经
济
发
展

29　　　



发展危机 ,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周期性危机 , 也

不同于战后多次出现的、受外部经济影响而发生的

短暂的经济发展减速。危机发生的原因不是由于国

内生产的相对过剩引起的 , 也不是由外部作用引发

的。其中 , 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性原因是土地问题

长期解决不利 , 造成农业发展长期滞后于工业。而

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重视出口作

物却轻视粮食生产 , 这两点则是导致巴西整个社会

经济“有增长、没有发展”的直接原因。

巴西土地高度集中 , 土地利用及生产经营的落

后致使农业生产率低下。到 20 世纪 50 年代 , 巴西

80 %的农业用地未加利用 , 或是徒然地用于畜牧饲

养。① 土地生产率低下使巴西农民食不裹腹 , 而大

地产主为出口赢利而占用耕地、生产单一作物、不

顾粮食生产的做法 , 更是把巴西的大量人口推到了

饥饿的边缘。按照出口产值来说 , 巴西的咖啡、甘

蔗、大豆等居于前列 , 但是小麦等粮食作物却长期

依赖进口。1978 年巴西已成为世界第五大农产品

出口国 , 而巴西 60 %的人口却仍处于饥饿状态。

1984 年的统计表明 , 巴西 64 %的人口营养不良。

农业生产的滞后 , 给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沉

重的包袱 , 即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 1965～1970 年

期间 , 农业年增长率也只有 014 % , 不能为工业提

供足够的粮食、原料、资金和市场。由于巴西实施

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主的 ,

土地高度集中导致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 , 农民的贫

困使国内物质需求的可能性无法实现 , 限制了国内

市场的发展规模。另外 , 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

村经济落后的情况 , 使农村中对工业品的吸收能力

极为有限。因此 , 国内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

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得到相应的扩大 , 而是很快趋

于饱和。

一位学者指出 , 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远不像健

康的工业化国家那样好似一匹体态匀称的骏马 , 英

姿矫健。这个奇特的动物更像一头长颈鹿 , 身体各

部分不成比例 , 某一部分过大 , 极易倾倒 , 脑袋过

沉 , 使沉重的身躯无法支持”②。以英国为代表的

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工业革命 , 是稳固建立在农业革

命的基础上 , 土地的生产率和工业生产率同时提

高。只有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 , 才可以用来购买工

业制成品 , 工业才能兴旺发展。在巴西 , 情况正好

相反 , “工业得到大力发展 , 却没有足够的农产品

来支持这种发展。”③这归根结底是由于巴西经济中

的工农业结构失衡引起的。

三 　土地问题与社会的贫富分化

　　土地占有不均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 , 是巴

西长期陷于“病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学

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表示收入差距的程度 , 基尼系

数 015～017 之间为高度不平等 , 012～0135 之间

为较为不平等。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初期 , 拉美

大国同东亚“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情况

较为相似 , 大体都处于高度不平等的状况。巴西基

尼系数为 015 (1960) , 中国台湾为 0155 (1953) ,

韩国为 0146 (1958) 。从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初

期 ,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基尼

系数下降 , 韩国为 0128 (1971) , 中国台湾为 0127

(1971) , 而巴西却居高不下 , 为 0157 ( 1970) 。④

由于分配不公 , 巴西形成了特权消费社会 , 广大的

群众根本享受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富尔塔多的

研究表明 , 巴西 50 %的人的总收入相当于 1 %最富有

的人的收入。在美国 , 1/ 5 最富有家庭的收入是 1/ 5

最贫穷家庭收入的 12 倍 , 而在巴西则是 33 倍。

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 库兹涅茨在

1955 年提出了“先增长后分配模式”⑤。按照巴西

“经济奇迹”的设计师、著名经济学家德尔芬·内托

的观点 , 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比分配更重

要。他主张先把经济这张“饼”做大 , 然后再分

配。然而 , 巴西既没有真正做大经济这张“饼”,

大多数国民也没有分得任何好处。土地占有不均所

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均这个问题 , 对巴西的社会经济

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 , 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 不利于国内市场的开拓和发展。由于巴

西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长期得不到解决 , 使农村中

大量人口缺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和生产用

地 , 贫困人口大量增加 , 导致社会购买力低下。经

济学家指出 , 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整体收入水平普遍

提高时 , 储蓄才能增加 , 才能提供经济建设所必需

的资金保证。然而 , 少数极富有的人往往会把商品

的生产引入歧途。在军政府时期 , 巴西的奢侈消费

①

②

④

⑤ [美 ] 马尔科姆·吉利斯等著 :《发展经济学》, 北京 , 经济

科学出版社 , 1990 年 , 第 93～133 页。

[法 ] 勒内·杜蒙、玛丽 - 弗朗斯·莫坦著 :《拉丁美洲的病

态发展》,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1984 年 , 第 144 页。

③　[英 ] 保罗·哈里森著 , 钟菲译 : 《第三世界———苦难、

曲折、希望》,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 1984 年 , 第 224 页 , 第 225

页。

[美 ] 斯·罗博克 :《巴西经济发展研究》, 上海 , 上海译文

出版社 , 1980 年 , 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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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达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 , 从 1960 年到 1980

年 , 每千人拥有汽车的数量由 716 辆增加到 66 辆。

尽管国家不断大量投资生产高档耐用消费品 , 但由

于富有阶层追求同类外国名牌产品的心理 , 巴西无

法降低进口奢侈品的数量 , 导致国内市场疲软。

第二 , 大量贫困人口涌入大城市 , 造成过度城

市化、甚至城市衰败化。土地集中加上很多小农经

常负债和破产 , 使农民失去土地和生活来源 , 在当

地又找不到工作和生活出路 , 他们成群结队奔向城

市 , 使巴西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在 1940 年 , 巴

西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69 % , 而 40 年以后城市

人口却占到 60 %。巴西的城市化速度之快 , 超过

了发达国家同样的城市化水平所需要的时间。美国

城市化水平由 30 %提高到 70 %用了将近 100 年的

时间 , 而巴西仅用了 40 年时间就实现了同一水平

的城乡结构的变化。巴西城市数量由 1950 年的 96

个增加到 1980 年的 482 个 , 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圣

保罗州的城市化水平达到 88164 %。① 面对大量涌

入城市的贫困人口 , 城市无法为他们提供起码的生

活保障。在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的小山坡甚至城市

的高楼大厦后面 , 出现了大片的棚户区 , 人们居住

在几乎完全没有供水和下水道设施的简陋房子里。

过度城市化造成了犯罪率上升、交通拥挤、贫民窟

增加等问题 , 加大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阻力。

第三 , 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低下。社会贫困人口

的增加 , 使巴西下层劳动者缺少受教育的机会。

1970 年巴西 10 岁以上的人口约有 1/ 3 是文盲 ,

1973 年文盲人口达到 1 350 万。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低下 , 导致大量受教育不足的非熟练劳动力涌入就

业市场 , 形成就业市场中非熟练劳动力的供给过

剩 , 而高报酬行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却得不到满

足。从分配角度而言 , 这不利于收入的扩散 , 也是

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一个因素。此外 , 劳动力素质

低 , 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的进程 , 增加了巴西经济对外国科学技术的依赖性。

四　土地开发利用与发展的巨大地区差异

　　巴西土地问题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地区发展的

不平衡性。长期以来 , 由于没有对开发利用土地进

行科学的统筹 , 导致了巴西农村和城市、沿海和内

陆的相互脱节 , 出现东南部发达地区的所谓“对内

殖民化”。经济的发展不是整个国家和地区的全面

发展 , 而是片面的 , 带有很强的不平衡性和不合理

性 , 最终造成巴西现代化“整合”② 发生断裂。

总体而言 , 巴西东南部和南部地区经济发达 ,

北部地区、尤其是东北部地区经济还相当落后。巴

西东南部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心脏地带 , 也是最发达

的地区 , 虽然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 11 % , 人口

却占全国总人口的 44 %。同时 , 拥有全国国民收

入的 65 % , 地区经济占 GDP 的 61 %。③ 尤其是圣

保罗、里约热内卢和贝洛奥里藏特组成的三角地

带 , 更是巴西工业和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圣保罗

州是东南部的经济“奇迹”, 也是全巴西的“奇

迹”, 它为国家提供了一半的税收来源 , 雇用了将

近 40 %的巴西工业劳动力 , 消费全国进口物资的

一半 , 并为出口提供 40 %的物资 , 而它的面积却

不到全国总面积的 3 %。在 1960～1970 年经济快

速增长的 10 年间 , 圣保罗市的人口增加了 1 倍 ,

成为仅次于纽约和墨西哥城的西半球第三大城市。

与东南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部和东北部地

区。巴西的北部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 42 % , 而人

口却只有全国总人口的 5 %。到 20 世纪 70 年代 ,

还有 10 万印第安人分散居住在北部地区的赤道密

林里。几个世纪以来 , 北部地区人烟稀少 , 劳动力

奇缺 , 一直未曾被开发。东北部是巴西第二大人口

稠密地区 , 拥有全国人口的 30 % , 自然条件恶劣 ,

以周期性的干旱闻名于世 , 是巴西最贫瘠的地方 ,

被称为“旱灾深重的东北部”, 也是南美洲最大的

贫困地区 , 地区经济只占巴西 GDP 的 16 % , 人均

收入仅为东南部的 1/ 3。④若苏埃·德卡斯特罗把对

巴西东北部落后地区的调查定名为“东北部地区的

毁灭”, 认为“巴西东北部仍然是危机地区 , 在那

里 , 饥饿和苦难不仅没有逐步减弱 , 反而变本加

厉”。在这片广阔的地域 , 不到 4 %的人口却占有

大部分土地 , 而广大农民则一无所有。⑤

巴西各地区明显存在着自然地理和人文经济方

面的巨大差别 , 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完

全不同的“两个巴西”。当东南部城市经济飞快发

展时 , 广大东北部农村的居民却挣扎在贫困和落后

之中。 (下转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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