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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植自耕農”是國民政府抗戰時期和抗戰後實行的一項重要的土地改

革政策。國民政府扶植自耕農的思想來源於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的思想，其

理論與方法借鑒了歐美國家土地改革的經驗。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土

地問題日益突出，社會矛盾尖銳，國民政府開始在政策和制度上進行土地

改革的設計。1942年劃定扶植自耕農試驗區，開始實施扶植自耕農耕作。

在扶植自耕農試驗區，實現了平均地權，農村社會經濟也發生變化。因受

國民黨政權性質、社會慣性和國民黨權貴反對等因素的影響，導致抗戰時

期國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沒有在全國展開。抗戰勝利後，在試驗區土地改革

取得的經驗基礎上以及國民黨面臨的政權危機，促使國民政府加大執行土

地改革的政策力度，並有舉行全國土地改革的意圖。但隨著國民黨在大陸

統治的結束，“扶植自耕農”主張者所宣導的土地改革也隨之夭折。 

Enquiry:  hisanthro @gmail.com | +852 3943 7158 
 

ht tp: / /www.ha.cuh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