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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 福 的主 要农业 敢 策 述 评

刘 达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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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主年主月囟目,罗斯福就任美国

第三十
=任 '象纳卩∵艹时革零申:却罗斯福所

云, “工厂苯闭,∷ 市场鸦雀乃声,银行危若

累卵9∷车船空荡无人〃。农业则更是衰退已

极。农产品价格,低到令人难以置信 的程

度。一九三三年二月;ˉ蒲式耳小麦:只卖三

十二点三美分,绎磅棉钅仅镡再枣五茉分,

而在T九:0扎董△,L|山年向,∷ 两著售价分

别为八十八点四美分和十二点四美分①。-
蒲式耳玉米售价七美分;△磅糖卖三美分,

猪肉Ⅱ年肉每磅仅售二美
:分

辛。⊥只羊售价
未elJ|羹元;-而遣费却妾柁̄ 点zIl美元。烧

不*,∷ Ⅱ来玉米罴煤烧还合算-如叱等等。
∶f自 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农产晶价格从

来没象现在这么低过。”0这在以牟利为目

的的资本圭义社会9当然是灾难。在一九三

三年,全国农场收入降至五十亿美元,为第

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数③。普通农民的

净收入降到每年不足八百美元,远远低于其
i它行业的从业者。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

词,农产品价格下跌了百分之六十三,工业

品价格仅下降百分之十五;一九 三 三 年 二

月∷由售表产品肃掭得曲购买力,仅是战箭
∷的△:辛o∶ 但嘉:从工艽△山年以来∷农民
所缴纳的税款却增加了∵倍,因而使他们债

台高筑。一九三三年初9有百分之五十工的

农业债务、百分之五十四的债务者,无力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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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③。

∶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得以:农场作抵押。

罗斯福入主白宫时9美国有五分之二的农民

把农场作了抵押⑥。而自一九三○年以来各

州通过的 “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法律:又
置农民于绝望境地。因拖欠税款、债务而拍

卖农场、资产的浪潮,席卷美国大地。美国

中西部的农民,处境尤为险恶,仅密西西比

州9四分 之一 的农场被迫卖掉了。失去土

地的农民沦为佃户、农场帮工9或被逐出农

村 靠 救 济 汐生 。△ 九 二 九 室 一 九

=三
年 间 P

约有一百零三万九千四百个小衣被迫出售小

农场9降为佃农⑦。 “农民们,不管他的土

地是否已经抵押出去,谁都知道农产品既然

跌到今天这个价钱9他自 己 迟 早 要 完 蛋

的。”⑧

陷入灾难的农民,被迫起而反抗。长期

以来被认为是美国人中最倮守的农民,投入

了 “二十世纪最激烈的动乱”中9为 “免被

吞并和消灭而作出最后的、巨太的努力。”⑨

胡佛的家乡衣阿华州9农民们首先拿起干草

杈 、霰 弹 枪9用武力表示 他 们 的 抗 议。

他 们 把 通 往该 州 苏 城、得 梅 因等 市 的

公 路 全 部 封锁,阻止农产品入城9或将其

倒入沟里,或以之送给城里的失业者;他们

与前来镇压的军警交锋9警察逮捕抗议者 ,

农民们则围攻监狱。在威斯康星州,农民们

纷纷加入 阝农民假日协会″。在一九三二年

八月至十一月,该协会多次组织农场罢工、

抗议进军和集会,有时使用暴力阻止农产品



进入市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华盛顿举

行的一次抗议集会9规模最大。集会者要求

当局立即行动,停止债务支付,停止驱赶农

民,停止财产扣押;农民们要求提高农产品

价格9减少中间商人的盘剥⑩。农民还采取

行动9制止农场拍卖。每当拍卖,邻人们赶

至现场,或高声呼喊
“不准拍卖”,或恫吓

出价者,或以极低的价格,如 一点 一 八 美

元,买下一家农场,再把它归还给原来的主

人。有的农民还殴打法官,绑架前来讨债的

保险公司律师,甚而将其杀死。内布拉斯加

州夏延县二十万负债累累的农民,警告州议

会,倘不设法帮助他们9州议会将被 夷 为 平

地。

美国共产党人加入了农民的抗议活动。

美国一位学者指出:这一切对于要维护

资本主义 “法律和秩序”的人来说,形势确

乎充满着危险的可能性⑧o美国农场社联主

席约翰 ·奥尼尔惊呼: “农民的精神状态已

经快要绷紧到断裂点,不出-年,农村就有

一场革命。”②俄克拉荷马州一个牧场主 ,

甚至对该州的国会议员称: “我们美国也应

该来个象俄国那样的革命。”⑩一九三三年

二月,愤怒的农民在一次抗议罢工中警告尚

未就任的罗斯福:如果新政府不能满足农民

的要求,他们将再次举行罢工 o

这就是罗斯福所面临的农业问题和农村

形势。

(二二)

美国农业危机的产生,根源于资本主义

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而农民无利可获,其
直接原因则是农产品 “过剩”,消费者购买

力低,价格不断下跌。如何提高 农 产 品 价

格,早在二十年代初期9就 已成为美国经济

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大问题。在哈定短暂掌权

期间9曾于-九二二年初召开了全国农业会

议,农产品 “平价”
、 “农业平等

”即已提

出。但哈定声称“
农民必须准各自己设法

”
,

表明了联邦政府无所作为的态度。在柯立芝

执政期间,提出了不少有关农业 问 题 的 建

议ρ诸如参议员乔治 ·诺里斯提出建立政府

公司的计划,掌握农产晶加工,以消灭中间

商人获利;一群大学教授提出限制农产品生

产量的设想,在国内市场解决销售问题 ,ˉ结

果只是说说而已。国会曾于一九二七、-九
二八两度通过 “麦克纳里——豪根法案

”
,旨

在向国外倾销
“过剩

”
农产品丿但柯立芝两次

加以否决。柯立芝的此举,并非他仅代表金

融寡头和工业资本家的利益,主 要原 因在

于,向外倾销9意味着鼓励农民增产,迫使

其它国家高高筑起关税壁垒|最终使农民的

处境更趋恶化。在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

的年月,向外倾销,更非一条可靠出路。在

胡佛任内,曾为提高农产品价格,尝试过各

种办法。胡佛政府着眼于流通领域,根据-ˉˉ

九二九年通过的农业市场法,从国库中拿出

五亿多美元,发放农业贷款,收购农产品 ,

以支持农产品价格;i然而未能奏效。胡佛政

府又劝告农民制订 “稳妥的”生产计划,以
减少生产,也仅是纸上谈兵。

罗斯福上任后9他的 “
智囊团”成员鼓

吹:必须摒弃农业是高度个体主义企业的观

点,应把农业放在集体的基础之上”走 “集

合型资本主义”的道路;运用政权力量,以
行政和经济手段,协调全国农民 的生 产 计

划9建立国内供求间的有益平衡,调整工农

产品间的剪刀差,全面干预农业。在此思想

指导下,完善了 “生产控制”方案9即 “内

部自愿调配计划
”,并付诸实施。这是罗斯

福政府有别于历任政府的、主要 的农 业 政

策,是提高农产品价格的主要措施。

在 “
新政”期间,有关农业的立法,花

样繁多,又几经变化9然 “生产控制”9全
面干预农业,却首尾相连9未 曾有变。

在农业立法中-三次 “农业调整法”之

被通过及施行,最为堇要⑩。一九三工年五月

·‘∶

`·



十二日,美国国会遁过了Ⅱ“农业调整法”-

罗斯福签署生效,随之建立了专门推行这一

法令的机构
“农业调整署”。 “农 业 调 整

法”的主要内容是:以“
计划种植

”
代替

“自

由种植”;通过减少耕地面积,以求减产;

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民所获得的购买力达

到一九○九年八月至一九一四年七月间的水

平。具体办法为:农业调整署通过各地之定

额分配委员会与农民签定 〃自愿”减少耕地

面积的合同9停耕的土地作为国家租地,由

联邦政府给以地租补贴9农民如按一定限额

生产9联邦政府以农民减少的产量为补产津

贴之核算标准,发给收益补贴 (奖金),以小

麦为例,最初大约按一蒲式耳补助三十美分

计j政府补贴农民的基金,主要来源于对农

产品首次加工厂商征课的加工税,亦即由广

大消费者出钱;凡生产小麦、棉花、玉米、

生猪1烟叶、大米和奶品等七种农产品的农

民,如按规定签订合同,均可获得补贴。

由于当时农产品价格猛跌9农民境况已

爹罗裟扬葚蕞予耋菖袁虿瑟罢叁￡筐L鬣浆

的农场组织均积极支持9仅农民联盟反对。

△九三三年夏天,棉花、生猪生产者首先与

政府签订合同。同年七八月间∵千零四十万

英亩成熟待摘的棉花被犁掉,政府花一亿
一

千万美元补贴棉农,同年九月9联邦政府又

收购六百万头小猪、二十万头母猪9宰之充

当肥料及用以制造肥皂9罗 斯福美其名曰对

猪也要实行计划生育。
∶
在这一年9罗斯福政

府同各州农场签订了数百万份减少耕地面积

的合同⑩。∵九三四年9政府又与五十八万个

农场签订了合同,百分之十五的麦田 (即 八

百万英亩)、 百分之二十的玉米地 (即 近九

百万英亩),弃耕放荒⑩。在-九三三年至

△九三五∷年间,共有三千三百万英亩的农田

停耕@9政府支付的补贴费达十一亿五千∵

百万美元。从一九二四年起, “生产控制”

巳不限于七种农作物,几乎△切 主 要 农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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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9如马铃薯、裸麦、亚麻、甘蔗等等,均已

纳入控制轨道,且具有强迫性质9违者或课

重税 (对棉花、烟叶尤甚),或罚款,甚至

以徒刑绳之。

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9联邦政

府又毁掉一百六十万车皮的谷物、咖啡和食

糖,一九三囟年屠宰了二千三百万头牛、五

百万只羊。由此可见9生产控制是一种通过

破坏生产、破坏生产力以提高价格的非常手

段。罗斯福就职宣誓所言的 “无所畏惧”
,

可见ˉ斑。

∵九三三年的农业调整法,还从流通领

域支持农产品价格。 “价格支持”是罗斯福

政府的第二项基本农业政策。广义的 “价格

支持”政策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

发挥信贷作用9使颇具规模的农场既可兔于

破产,又将有利可图。美国妁农业信贷系统

创立较早。∵九一六年七月即颁布了联邦农

业信贷法-随后设立了联邦放款委员会、联

邦地产银行等机构。胡佛任内又成立复兴金

融公司。而真正充分运用信贷支持农业的,

则是罗斯福。在一九三三至∵九三五年问9

国会通过了几项补充法令”诸如 “
农业信贷

法”、 “农场抵押法叩、 “
农作物贷款法”

等等,均 旨在增加对农民的贷款。罗斯福政

府又建立统-的信贷机构 “农业信贷署”
,

总揽农业贷款事宜。联郅政府的信贷机构首

先制止了债权人收回抵押品土地。政府发行

利息百分之四的联邦公债,以此换取农民的

债权人手中所掌握的抵押品,从此农民成了

政府的债务人,不再受到私人债 权 人 的 困

扰。政府又对农民放发长期 (三至四十年)、

中期 (半年到三年)和短期 (九个月以下 )

贷款。政府贷款的意义在于9它使农业生产

机器正常运转起来 ,非此,既无
“
价格支持

”
可

言,亦无 “生产控制〃可行。其二, “
市场

协议
”。农业生产者与农产品加工者之间,

在政府指导下可达成跟低限度阶格、供求总

量等方面的协议9此即 “保证价格”或 “目



标价格”;加工者之间也有各自的 购 买 市
ˉ

场;农业调整署还发许可证9监督所有农产

品加工者9以防杜中间商人的诈骗。 “
市场

协议”一度不起作用9一九三七年以后在蔬

菜、水果产品以及主要产奶区9颇为盛行。

其三, “
市场上市限额〃。这一措施,在一

九三六年以后更为重要。其四,实行出口补

贴或
“政府出口”。一九三五年政府颁布了

“
7犭号公法”,规定农业部长有权从关税收

入中拿出三分之一”鼓励出口和国内消费。

此不失为 “价格支持”的补充手段。

在实施 “价格支持”中”罗斯福创建的
“
农产品信贷公司” (Cqc)” 自一九三七

年以后起了不小作用。囤内农产品价格降到

低于 “
支持水平″Ⅱ寸9农氏以农 产 品 乍抵

押,获得该公司贷款9玫府将
“过剩”农广

品作为 “供应储各”;而当农产 品 价 格 上

涨,政府则抛售,或向外出口,如政府因之

而获颌外利润,还应分给农民∵部分。联邦

政府此举9实为用现金购买农产品9然而在

法律上被称之为 “非追索权贷款”。美国学

者把它比之为 “正面你蠃9反面我输”的生

意9受益者总是农民。

生产控制和价格支持两项l基 本 农 业 政

策,宛如一对孪生于,在 “
新政″初期孕育

出世了,日 后又在波折中成 k。

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最高法院宣布 :

征课农产品加Ι,税和生产控制9均属违反宪

法。其理曲有二:征收农产品加彐r,税 津贴农

民9实是将甲的财产转付于乙9不符合征税
“为丁公共福利”的规定;宪法未赋予助t邦

政府管理农业之权,而按 “农业调整法”
,

农民若要获得补助9必须按受菅垤”此乃以

补助之名行管理之实。第一次
“
农业调整法”

被宣告无效。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9国 会通l虫 了

“土壤保持与国内土地分配法”。不少学者

或不提此法案9或将其重要性略去。实则它

是 “新歧″时期的第二次农业词整法。此法

律规定,凡不再种植消耗土壤肥力的作物 ,

而改种保持土壤肥力的l/F物9且进行土地整

治者”联邦玫府从国库中拔款发给奖金。所

谓 “消耗土壤肥力的作物”9恰好正是包括

小麦、棉花1烟叶、大米之类
“过剩”农作

物。通过保持土壤肥力,控制过剩农作物产

量,第一次农业凋整法的生产控制方案,花

样翻新地保存了下来。不仅只此9这一法律

比前者更加有力而 “合法″。土壤保持在三

十年代中期已成为美国的举国大事之一。-
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太旱灾、大尘暴,使二

十七州四分之三的农田颗粒不收⑩。不仅农

业生产者心如火焚9连最顽回峦1“新政”反

对者”也因 “集体的生存权”受到威胁而不

得不加以重视。继彐会通过此法案后9各州

也先后通l主了土壤保持法,全国建立了五百

四十八个土壤保护区,⑩ 。保持土壤与生产控

制如此相依难分9最高法院纵有扼杀大权 9

也无从下手。新政派为此宣称: “各州和全

国正在发动一场我国历史上最广泛的1解决

土地使用问题的运动。如果完成这一任务9

我们民族的遣产9将是安全的;否则9我们

将步美索不达*亚、埃及¨⋯之后尘9为了

一份眼前剁己的浓汤少而失去我们集体的生

存权。”⑩新政派的自信,是建立在 “合法v

丛础之上均。再则9拄行此法的罗斯福政府 ,

打着 “为了公共福利”的大旗9堂堂正正地

从口库中拿出钱来”奖劢参与 保 持 土 壤 9

亦即控南l过剩农阼物生产的农民”最高法院

欲干涉而不能。其三,在推行第一次农业调

整法时9不少农民我行我素,不愿与政府签

订减讲减产合同9而当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

严重复蚀”生计汀临巨大威胁之际,作出自

愿改种的决策”无须他人唠叨。其四,如果

说一九三三午的立法带有抑制和破坏生产力

的弊端9此次立法则具有保护劳动对象的特

色。泣'l此而论”视该法为第二次 农 业 调 整

法9不为失当。有的论者认为 “该法的着眼

点并不是控制土产过剩”9白 的I吝 丨F:其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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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项过渡性的临时立法”⑧,均值得商

榷。其实,罗斯福的农业班子阜就准各了这

-手。一九三三年,内政部成立了土壤侵蚀

对策处。农业部的计划处9在一九三四年至

一九三五年间,已着手研究新的方案,以期

有冖个既可保持土壤,又能控制过剩农作物

产量的办法。一九三五年该处处长华霍德 ·

托利提出了四项新方案,其中一项可以说就

是-九三六年立法的基础。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国会通过了新

的 “农业调整法”。这一立法的主要背景 ,

是-九三七年的丰收成患。此法律加强了一

九三三年以来的现行农业政策,尤保持了一

九三六年法律的特点。耕地面积控制,价格

支持,土壤保护,保护性贸易等等,均有明

文规定。凡按分配地亩耕种者,领取土壤保

持补助费,是为生产控制之继续。小麦、棉

花、玉米、烟叶、大米等五种基本农作物的

生产者9如参与签订合同的三分之二同意,

政府有权规定售卖额,超额出售,政府征收

重税,如遇价格低于 “保证价格”,政府则

付给差价之一部分或全部,是为
“
价格支持

”

之再次肯定o其他如 “公平价格
”
、
“
平价收

入”、 “
常平仓”等,也修订得更加明确。

美国有学者认,为 ,这一法律 “长期以来仍旧

是我们农业政策的主要法律基础。”②又有

美国学者指出,三次农业调查法,为 “当今

美国处理农产品过剩问题,铺下 了 基 本 线

路。”⑧农业调整法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

的确不能忽视。

(三三)

罗斯福是在农产品价格不断惨跌时上任

的,施政几年,价格行情如何,需要评说。

据美国官方统计资料,农产品价格指数以一

九二九年为100,一九三二年降为约狃,一九

三三年上升约为压8,之后逐年上升,到一九三

七年约为83,一九三八、一九三九两年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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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一九四一年后大幅度上升,超过了一九

二九年的价格指数②。通观 “新政”期间的

农产品价格指数,均高于经济危机最低点的

一九三二年。罗斯福提高农产品 价 格 的愿

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农产品价格相对

提高,农民的收入亦随之增加。农民的毛收

入,从一九三二年的最低点,逐步上升,一

九三七年达一百一十亿美元,一九三七年至

一九三八年轻度下降9一九四○年又回复到

一百一十亿美元。农场的纯收入,一九三二

年仅为二十亿二千二百万元,一九三九年则

是四十四亿一千四百万美元④。一九三九年

的农业总收入是一九三二年的两倍⑧。在国

内市场上,农民再次成为购买者。在一九三

九年,十个农民中有七个人拥有汽车,三个

农民中有一个拥有拖拉机,如此等等,这与

罗斯福上任前,农民购买捆东西的绳子、下

播的种子都拿不出钱,对照鲜明。农产品与

工业品之间的比价,虽不及一九○九至一九

一四年农业 “
黄金时代”的水平,确 已明显

上升。一九三二年两者之间的比价为百分之

六十一,一九三五年已为百分之八十六⑧。

一九三九年八月,玉米售价为农工产品比价

的百分之五十九,棉花为百分之六十六,小
麦为百分之五十,生猪为百分之六十,当然

离 “公平价格〃较远。不过,罗斯福政府期

望的比率是在百分之五十二至七十五之间。

在资本主义社会,谁也无法真正解决剪刀差

问题o价格、收入和购买力的相应提高9并
非仅因农业政策之故,它与整个 “

新政”的

推行有关,但罗斯福的主要农业政策,无疑

是一大直接原因。有的论者以上述三者未明

显提高,而断定罗斯福的农业政策
“
失败了”

或曰 “破产了”。在讨论此问题时,似应想

到 “新政”的口号为 三 个 R:Relief,救

济;Recovery,恢 复;Reform,改革。

罗斯福本拟通过 “生产控制”,减少农

产品产量,实际情况却颇为复杂。在一九三

三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农产品产 量 确 有 下



降,人为、天灾均起了作用,而在一九三七

至一九三九年间,产量则超过一九三二年的

水平⑧。整个三十年代,农业生产年平均约

增长百分之一点四⑧。不少学者 据此 而 断

定罗斯福的生产控制政策落了空。此期间农

产品产量的提高,主要原因在于罗斯福又执

行了一系列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诸

如:土壤保持,除工九三六年法律外9田纳

西流域工程之修建,防止了河水侵蚀三百万

英亩农田,民 间资源保护队之植树造林,亦
是措施之一,一九三五年通过 “农村电气化

法”,至一九四○年百分之四十点四的农场

使用电力,而在∵九三○年仅百分之九点五

的农场用电;一九四○年基本实现了农业机

械化,仅拖拉机农民拥有一百五十五万台9

一九三○年才九十二万台,畜力在农用动力

中的比重降到仅占百分之七;农业科技发展

迅速,尤以杂交技术为甚,以玉米杂交良种

的推广为例, “新政”期间玉米耕地面积减

少了百分之十五,而由于农民种植杂交玉米

良种,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反而增加了百分

之二十到二十五⑩;其他如化肥的大量使用

(一九四○年商品肥料消费量达九百三十六

万吨),农民经营水平的提高,等等,均有助

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既要控制生产,又要发

展生产,何等矛盾!但前者仅为应急措施 ,

后者才是长远之计,两者相辅相成,这正是

罗斯福不同于前任和 “新政”反对派的 “高

明”之处。剥削阶级的统治政策,竭泽而渔

者有之,让牛吃草而后挤奶者亦有之。马克

思在 《资本论》中对资本家维持劳动力的延

续,有深刻的揭示。由此及彼,资产阶级代

表人物推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不难

理解。事实证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农业生产潜力的发挥,为美国、为同盟

国战胜轴心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战结束

以米美国衣业的发展,与罗斯福保护和发展

农业生产力的政策,亦大有关系ρ在发展农

业生产的同时,倘没有 “生产控制”,农产

量必大增无疑,这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又是灾

难;反之,仅一味控制生产,甚至以非常手

段破坏生产,又必危及其统治。以此观之 ,

生产控制确实是起了控制生产的作用o罗 斯

福在农业生产领域如此
“正、反

”
全面干预,恰

是 “新政”乃 “新的对策”之所在。

在 “
新政”期间,有一批农场破产,农

业人口亦有减少。学术界对这-历史现象看

法各异。据统计,一九三三至一 九 三 五 年

间,农场破产达六十万所,约 占美国农场总

数的十分之一④。而据另一资料,一九三○

年美国有农场六百三十万个9一九四○年减

至六百一十万个9同期农场就业人数由一千

二百五十万降至一千一百万人@。 倘以农场

破产而论定罗斯福农业政策失败了,殊属不

要。胡佛任内大批农场破产,乃因经济大危

机的冲击; “新政〃期间农场数目减少,则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通常现象,马列主义经典

作家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列宁指出: “科学

和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必不可免地、毫

不留情地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小 生 产 的 基

础。
”⑩恩格斯说,小农 “正如任 何 过 了时

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

亡。他是未来的无产者。
”0资本主义基本的

和主要的趋势,就是大生产排挤小生产,无论

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是如此。新政派公开宣

称9 “经营无术”的农民要改谋他业。那些

破了产的农民,正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排

挤掉的、竞争失败的农民。

罗斯福的三次农业调整法,旨在促使农

民走所谓 “集合主义”的道路。在 “
新政”

时期 ,农民组织发展迅速 ,其 中以农业资本家

为主体的最大组织 “
农场社联”9发展尤为

突出,一九三三年该组织有十五万人,一九

四○年已达四十五万人。在全国,联邦政府

建立了近二千五百个县一级计划委员会,吸

收农民代表、主要是农业资本家代表参加。

全国所建土壤保护区五百四十八个,均由农

民共同维护,这是因为一个倮护区的建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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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公民投票9多数赞成了的。在实施减耕期

间,一千四百八十个县的农民被组织起来 ,

相互监督,以免他人偷耕不该耕种的土地。

联邦政府又为农民开办训练班、讨论小组 ,

让农民扩大视野9学 习经营管理 方 法 和 技

术,凡此等等”其目的不外乎为了把农民推

向
“社会化”和

“合理化”的轨道。 “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就在于它¨¨使

农业合理化9使农业第一次有可能按社会化

的方法经营”⑩。罗斯福的三次 农 业 调 整

法”在农业合理化、社会化方面着实迈进了

一大步。

恩格斯指出: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的反

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

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

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

在在每一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时期就要遭到

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

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
”⑩检

视 “新政”时期的主要农业政策,不难得出

结论:罗斯福政府阻止了农业经济沿着崩溃

方向走,使美国的农业经济沿着 好 转 方 向

行,从社会发展进程看,不能忽视其进步作

用o列宁曾经说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

会主义的最后一个台阶。

罗斯福所行农业政策的阶级实质,是十

分清楚的。罗斯福强调农业中的
“
自由企业”

制度,主张农民像城市企业家那样经营;他

坚持利润原则9认为
“合理的私人利润有刺

激作用”;他鼓励竟争,力主 让 -最 有 能

力、经营有方的农民”占据农业9淘汰 “经

营无术”的农民,他的 “生产控制”和 “价

格支持”政策,主要有利于农业资本家,即

列宁在 《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一文中所说的

“大农”。这些都表明罗斯福忠实地维护着

资本主义制度”他是资产阶级的典型卫士。

但是9如果仅以此而淡论罗斯福农业政策的

阶级实质,至少是不全面的。罗斯福并没有

对自一八六二年林肯颁布 “宅地法”以来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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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形成的广大自耕农弃而不管,他们就整体

而言仍是罗斯福农业政策的受益 者 。 前 述
“新政”时期农民收入的提高,自耕农也包

括在内。正因为如此9 “新政”期间农民的

抗议活动显然少于经济危机时期。罗斯福甚

至对佃农、分成制佃农,也采取 了一 些 安

抚、怀柔措施。一九三○年,美国百分之四

十五以上的农场由佃农经营,其中佃农经营

了近四分之三的棉花农场。罗斯福显然注视

了这部分人的状况和动态。一九三五年建立

了重新安置署9一九三七年建立了农场倮障

署9试图解决这部分农民的问题,并为百分

之二的佃农发放了贷款。数字虽微不足道 ,

却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这部分贫困农民走上

反抗的道路。

美国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反对罗斯福的

农业政策9认为它偏离了资本主义的航向。

反对者中的一些人,如农产品加工商,仅从

局部利益考虑;另一些人,以 最高法院的几

位法官为代表,死抱某些条条,不 审 时 度

势,反 自称代 表其本阶级利益。罗斯福力

求
“在私人资本主义活动的基础上 摆 脱 危

机”,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

制 “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
”⑦ ,这

胜过了他的本阶级反对派,包括胡佛之流o

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看,象罗斯福这样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确是要认真对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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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古典文学研究所进行第二届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五 日至二十日,我 院古典文学研究所进行了第二次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

这次硕士研究生毕sL论 文答辩由置.利 器教授 (原 北京大学)、 卞孝萱教授 (原 扬州大学)、 白敦仁副教授 (成 都 大

学)、 河世华副教授 (陕 西师范大学)、 徐永年副教授 (西 南师院)、 邱俊鹇副教授 (四 川大学)、 傅平骧 舀刂教 授

(南 充师院)、 牟家宽副教授 (南 充师院)和我院属宁元教授、汤炳正教授、王文才教授、王伸镛副教授、魏 炯 若

副教授等组戍答辩委员会。王利器、白敦仁、卞孝萱、何世华、徐永年、邱俊鸭等分别任主任委员。 他们对我院黎

盂德宣读的《淮南子美学思想初探》、赵哓兰宣读的《秦观词论》、毕庶春宣读的《<子虚 >、 <上 林>研 究》、饶 德 江室

读 的 《论韩愈的碑志》、马仁可宣读的 《李益及其诗歌研究》、罗国咸宣读的《刘孝标的生平及其作品》、李良锩 宣读

的《韦应物及其诗》、蒲友俊宣读的《论讲灵运的山水诗痧和南充师院迟乃鸭室读的《王建年谱》 、
赵义山室读的《论秦观

及其词》等论文进行了质询,研 究生们也进行了认真的答辩。答辩委 员们对这些研究生的研究方向、研究题目、研究

(永政)戌果衣示满意,并建议学院授予这些研究生硕士学位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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