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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意事项 
 

 

（一）培训期间，请各位调研员按照时间安排按时参加。  

（二）培训提前进场，不迟到不早退，有事请假。  
 

（三）培训期间，请将您的手机关机或调成静音状态。  
 

      如遇到特殊情况，请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  
 

 
 

        



二、“百村观察”项目组工作人员及联系方式 

 
 

   项目负责人：杨  明 15727012535    欧阳倩 15271927817  
 

   财  务  组：李科颖 15736880471 

   项目组成员：  
 

   弓爱荣   15927092351      任高升   13297011443    邱星   15927301481        

李振荣  15927621003        杨 瑞  18827349389         刘星宇   18827427323        

刘思敏  18710941751       田梦婷  15035160317          钱美蓉 1592751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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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调查说明 

  调查目的：  

围绕农民、土地与国家的关系，运用“关系--行为”的分析范式，以农民个体为访谈对象，以土改结束至 1958 年的中国农村农业 

合作化为主题，深入了解土改之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逐步走向合作化的变革过程，研究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时期的土地占有、 

经营、分配和消费状况变革及变革中的农民行为。以上内容既作为第一手资料来收集保存，也为有关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农业合作化口述史调查的总体设计可以用“一二三四”进行概括：  

    ◆ 一条主线：农民、土地与国家； 

◆ 二个阶段：互助组阶段、合作社阶段； 

◆ 三个维度：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农民与集体的关系、农民与农民的关系； 

◆ 四个方面：土地的占有（产权）、经营（生产）、分配、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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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构：  

 

 

 

合 

作 

化 
的 
基 
础 

土改后家庭基本情况；土改后生产基本情况； 

 
农 
民 
、 
土 
地 
与 
国 
家 

 

1.合作化的演变历程； 

2.合作化时期农民的生 

产生活状况及其变化； 

3.合作化时期农民的观 

念、态度与想法及其改 

变； 4.合作化时期的

主要关 系及关系下的

行为。 

互 

助 

组 

阶 

段 

互助组的成立；互助组的运行；互助组的评价； 

合 

作 

化 

阶 

段 

合作社的成立；合作社的运行；合作社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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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主题：  

“合作化”即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把个体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采取三个互相衔接的步 

骤和形式，从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再进一步建立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改结束到高级社的普 

遍建立，短短的几年时间，农村的经营形式，先后经历了私有土地上的分户经营、私有土地上的互助经营、私有土地上的合作统一经 

营，以及集体共有土地上的集中统一经营的变化。  

  前期准备：  

1.背景知识准备。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调研村庄所在地“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  

2.背景资料来源。调研员需要提前阅读（1）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黄道霞， 

《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曹锦清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等相关文献以及调研村庄所在地编辑的合作化相关资 

料，也可查阅当地的县志、乡（镇）志、村志等。  

3.受访者基本条件。经历过“农业合作化”，目前仍健在且能清晰进行交流的农民，年龄一般要求在 80 岁以上。在基本条件的要 

求上，优先选择“农业合作化”明白人。这些人往往在土改前后、农业合作化时期担任村庄干部；村干部为广义的村干部，包括社长、 

书记、队长、会计、记分员、出纳等。如若是合作化时期未长期亲身生活在村庄的老干部，则不能作为访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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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性访谈：  

1.村庄情况。村庄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了解当地的生存环境）；村庄的起源与形成，村庄的 

姓氏分布，家族宗族情况等；农业集体化前后村庄的人口土地情况（人地矛盾是否突出），农业生产情况等。  

2.受访者个人基本情况。姓名，年龄，性别，祖籍，身体状况，政治身份，教育程度等；了解个人生命简史（主要经历）。  

3.家庭基本情况。家里成员基本情况（有几口人，职业等），现在家里土地情况和农业生产情况，家庭目前经济状况与主要收入来 

源，家庭经济状况在村里的位置。  

  合作化五类人分类标准：  

合作化五类人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此种分类依据土地改革过程中的阶级成分划分而定，调研员要根据访谈对象 

的成分选取对应的适用调查提纲和调查核心数据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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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口述资料编码与上交 

一、口述资料编码规范  

（一）受访者编码  

1、合作化受访者编码 

HZ-（“合作”简拼，再加上“-”符号 ）+ 调查员姓名简拼 + 第一次访谈时间 + 受访者姓名简拼+ @受访者成分 受访者成分及对

应编码如下： 

贫农=P；雇农=G；中农=Z；富农=F；地主=D。 

如：受访者叫李梅，成分为中农，首次访谈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26 日，访谈者为王琦，则受访者编码为：HZ-WQ20161226LM@Z 

2、注意事项： 

（1）出现的字母全部大写。 

（2）访谈时间中，年是 4 位，月、日为 2 位，位数不足补零。自然序号为 2 位。 

（二）录音资料的编码 

1、合作化受访者编码 

HZ-（“合作”简拼，再加上“-”符号 ）+ 调查员姓名简拼 + 访谈时间 + 受访者姓名简拼+ @受访者成分 如：受访者叫李志强，成

分为贫农，访谈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27 日，访谈者为王琦，则录音资料的编码为 HZ-WQ20161227LZQ@P 

（如果对同一个受访者的访谈不只一次，那么需要在后面加上序号，HZ-WQ20161227LZQ@P01，HZ-WQ20161227LZQ@P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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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事项： 

（1）该录音音频编码去掉访谈序号，即成为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全文记录文档的编码（文件名），若一位受访者访谈的全文记录， 

则要整理到一篇 word 文档中，且编码（文件名）中的访谈时间为首次访谈时间。 

按上例，全文全整理的编码（文件名）就是：全 HZ-WQ20161227LZQ@P 

分阶段整理的编码（文件名）就是：分 HZ-WQ20161227LZQ@P 

（2）出现的字母全部大写。 

（3）访谈时间中，年是 4 位，月、日为 2 位，位数不足补零。自然序号为 2 位。 

 

 

二、口述资料上交清单 进行口述史调查的调研员必须在调研完成后上交以下资料，其中，必要资料必须要上交，辅助资料可根据

调查情况选择上交。  

（一）必要资料  

1.调查录音音频文件（MP3 格式、WAV 格式）；  

2.根据录音音频进行全文整理的 word 文档一份（具体整理要求参看所给模板）；  

3.根据全文整理进行分阶段整理的 word 一份（具体整理要求参看所给模板）；  

4.受访者基本信息（根据表格《口述史受访者基本信息》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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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辅助资料  

1.有关主题的县、乡（镇）、村志；  

2.旧档案、旧文件（内容需与调查主题相关）；  

3.受访者的日记日志（内容需与调查主题相关）；  

4.老照片（内容需与调查主题相关）；  

5.其他与调查主题相关的资料。  

（三）注意事项 1.以上资料名称（文件名称）都需编码，编码规范详见《口述资料编码规范》

。  

2.辅助资料，如果能获得原件，最好收集原件（同时拍照，形成的照片图片要上交），不能获得原件的，要拍照保存。  

3.调查员上交以上电子资料时，需创建一个一级文件夹，命名为“合作化口述史访谈”，分别存放该主题下的受访者资料，每位受 

访者单独创建文件夹，并以受访者编号命名。每位受访者资料文件夹下包含“必要资料+受访者编码”和“辅助资料+受访者编码”两 个

文件夹。“必要资料”文件夹内直接存放上述 3 个电子资料（录音音频、全文记录和受访者基本信息表）。“辅助资料”文件夹内再创 建

多个文件夹（根据掌握的资料来创建文件夹，如果没有老照片，就不需要创建有关文件夹），分别为（1）“县志+受访者编码”、（2） “

乡（镇）志+受访者编码”、（3）“村志+受访者编码”、（4）“档案文件+受访者编码”、（5）“日记日志+受访者编码”、（6）“老照片+ 受访

者编码”、（7）“其他+受访者编码”。有关辅助资料有归类放到各文件夹中。其中，资料（1）至（5）内的文件（图片）要以“主 题+序

号”命名，资料（6）要以“主题”命名，“主题”是指该资料（图片）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序号从 1 开始往后编，若只有一份资 

料，编号为 1 即可。 4.资料的具体上交格式参见“口述史上交资料（模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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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集体化农民访谈提纲 

农业合作化调查提纲一 

（适用对象：雇农）   
 

 

 
 

合 

作 

化 

的 

基 

础 

 

 

一、土改后家庭基本情况 

（注：“土改后”指土改结束 

至互助组成立前。） 

 

（一）人口情况 

1.土改后您家里有几口人？都有谁？年龄都多大了？分别从事什么生产（职业）？  
 

2.土改后您家里有哪几个人可以从事劳动（劳动力）？其中男性有几个？女性有几个？   
 

3.土改后您家里有无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病人、残疾人等？当时家里的负担重吗？  

 

（二）经济情况 

1.土改后，您主要是做什么的？您家里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什么？（主要靠什么谋生？）  
 

2.除了种地，您家有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如在外揽活或做小买卖）？收入怎样？  
 

3.土改后，您家的经济状况，在村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土改给您家定的成分是什么？ 

 

 

 

二、土改后生产基本情况 

 

（一）土地情况 

1.土改后，您家有多少田地？水田多少？旱地多少？是不是都是土改时分给您家的？  

2.当时都种了哪些作物，一年的收成分别是多少？够一家人维持基本生活吗（ 够吃 

吗）？  

 

 

（二）劳力合作 

1.土改后，您家的劳力在生产中够用吗？如果不够的话，是怎么解决的？  
 

2.土改后，您家在生产中有没有和其他人家进行换工？若有，一般和谁换工，邻居、 

本家、亲戚还是关系好的，村内的还是村外的？  

3.换工是怎么换的，男工和女工怎么换，耕牛和人工怎么换，技术工和普通工怎么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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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忙时和平时换工有什么不同？有无酬劳？如果有，酬劳多少？如果没有，为什么？ 

换工或互助管不管吃饭，管几顿饭？工具由谁准备？ 4.如果土改后没有换过工

，土改前有没有换过工，一般和谁换工，怎么换的？  

 

 

 

 

 

 

（三）牲畜与农 

具 

1.土改后，您家有没有牛、马、骡子、驴等牲畜，是不是土改分给您的？如果有，自 

家的牲口能否满足生产需要，有没有跟别人搭伙使用牲畜的，如何搭伙的？土改前您 

家有没有跟别人搭伙使用牲畜的，跟谁搭伙，如何搭伙的？ 2.如果没有牲畜，农忙

的时候怎么解决牲口问题？会去借吗？如果借的话，一般会找 谁？要不要给钱，如果

不给钱，是否是用人工换，怎么换？ 3.土改后，您家当时有哪些农具？有没有和其

他农户共用犁、耧、耙、水车等大型农 具？如果有，和哪些农户共用？为什么和他共

用？ 4.如果家里农具不够的话，农忙时怎么解决？会去借吗？如果借的话，一般会

找谁？ 

要不要给钱，如果不给钱，是否是用人工换，怎么换？  

 
互 

助 

 

 

一、互助组的成立 

 

 

（一）宣传动员 

1.针对互助组的建立与加入，上级有没有搞动员和宣传？  
 

2.当时是怎么动员和宣传的？讲了哪些话？  

3.当时听说要搞互助组，农户有什么反应，积极性如何？您对加入互助组是什么想法， 

有什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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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阶 

段 

  

 

（二）示范引领 

1.您村第一个互助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是自发成立的吗？  
 

2.您村第一个互助组带头人是谁，他是党员或干部吗，带头人的土改成分是什么？  

3.您村第一个互助组有多少户，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是本族、亲戚还是邻 

居等？他们的土地、劳力、车辆、农具、牲口情况怎样？分别有多少？  

 

 

 

 

 

 

（三）单干户 

1.当时村里有没有农户不加入互助组的？  
 

2.如果有，一般是哪些农户不愿意加入，他们的土改成分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愿意 

加入？ 3.他们的土地、劳动、农具、牲口情况怎样？（请老人以某一农户为例，讲

讲该农户 有多少土地、劳力、车辆、农具、牲口等） 4.当时地主、富农有没有加入

互助组？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加入？如果加入了，是 自愿加入还是强制加入的？他

们与哪些农户在同一个互助组内，这些农户一般是什么 

成分？为什么他们这些人在同一个互助组？  

 

 

 

二、互助组的运行 

 

 

 

（一）基本情况 

1.您家是哪一年加入的互助组？为什么会加入，是否是自愿的？是临时性的（季节性 

的）还是长期性的？ 2.您所在的互助组一共有多少水田、多少旱地？土地是否相邻

，分为多少地块？  

3.您所在的互助组的户数有多少，各户的成分分别是什么，各户分别有多少人？有多 
 

少劳力，男女劳力各是多少，强劳力和弱劳力各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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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您所在的互助组内各农户间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是本族、亲戚还是邻居等？为什 

么与这些农户合作？您家一般与愿意哪些农户合作，不愿意与哪些农户合作？ 5.您

所在的互助组当时有哪些农具，有多少犁、耙、耧、水车等大型农具，农具当时 是如

何使用的？ 6.您所在的互助组当时有多少牛、马、骡子、驴等牲畜，牲畜平时如何

饲养和管理， 

农忙时如何使用？  

 

 

 

 

 

 
 

（二）生产安排 

1.您所在的互助组成员之间有没有分工，平时怎么安排生产，农忙时候怎么安排？  
 

2.您所在的互助组农活由谁来安排，有没有组长或负责人？  
 

3.如果有组长，组长是谁，他是什么成分，为什么由他担任，一般哪些人能担任组长？ 

组长怎么产生的，他主要做什么？安排农活是不是组长一个人说了算？组长是不是跟 

其他成员一样干活，对组长有没有一些照顾或报酬等？ 4.在抢种、抢收等农忙时，

您所在互助组的成员之间有没有因耕作先后顺序、劳力差 异等产生分歧或矛盾，具体

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的？ 5.对于互助组这种生产形式，您当时是否感到适应、习

惯？如果适应，为什么？如果 

不适应，为什么？  

（三）费用分摊 

与收益分配 

1.您所在的互助组生产中的共同费用是如何分摊的？例如，如果需要购买犁、耧、水 
 

车等农具，费用如何分摊？购买牛、马、骡子、驴等牲畜，费用如何分摊；购买粪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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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费用如何分摊；各农户在相互互助后的费用如何结算？ 2.您所在的互助组平常

干农活是否计算每家出多少工，如何计工，一季庄稼收获后是 否结算，如何结算？对

出工多的是否进行补偿（如结算工钱）？ 3.您所在的互助组除种地外，有没有发展

过副业（如编织、打草等）？具体是什么， 怎么开展的，收入如何分配？ 4.加入互

助组后，粮食产量有多高，与加入前相比有没有提高，提高了多少？您家的 

收入跟之前相比有没有提高，提高了多少？  

 
 

（四）互助组的 

退出 

1.加入互助组后，能不能退出，要怎样才能退出？  

2.退出是否需要其他成员的同意，要不要一起讨论决定？如果其他成员中有一个不同 

意，能不能退出？如果其他社员同意退出，是什么时候退出（如年终结算时）？ 3.

您所在的互助组有要求退出的吗？是怎么回事？后来怎么解决的？  

 
 

三、互助组的评价 

 1.您觉得加入互助组后，土地还是您的吗，为什么？  
 

2.当时是土地各自耕种效率高还是互助组耕种效率高？为什么？  
 

3.您觉得互助组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吗？为什么？  

合 

作 

 
 

一、合作社的成立 

 
 

（一）宣传动员 

1.当时入社的时候，上级是否搞了动员或宣传？怎么动员和宣传的？有没有开会，怎 

么讲的？  

2.听说要入社，您当时有什么想法、疑问或者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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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阶 

段 

  3.您家是哪一年入初级社的，为什么会加入，是否是自愿加入的？  

 

 

 

 

 

 
 

（二）分批入社 

1.当时入社的时候，哪些农户先入，哪些农户后入，您家属于先入还是后入的？后入 

的一般是哪些农户，他们的成分是什么？ 2.当时先入社是不是可以从供销社购买到

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入社的有没有得到 过国家一些扶持和帮助（比如国家提供或

借给种子、生产资金等），后入社或不入社的 能得到吗？ 3.有没有不允许入社的，主

要是哪些农户，为什么不允许他们入，后来入了吗？  

4.当时地主、富农能入社吗，他们是否愿意入社，后来是怎样让他们入社的？  

5.地主、富农入社的时候，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 如果有，哪些人在为难或刁 

难他们，具体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干部又是如何处理的？  

 

 

 

 

 
（三）抵制入社 

1.当时村里有无农户不愿入社的？有多少户，主要是哪些人？  
 

2.他们是什么（土改）成分，为什么不入，他们分别有多少土地、劳力、耕牛、农具 

等？他们之前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3.后来如何处理的？他们后来有没有入社，怎样

让他们入社的？有没有开会教育或批 斗他们？有没有孤立、限制他们？具体是怎么回

事，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应？ 4.当时有没有农户为了不把自家的牲畜、家禽、树木

等入社而卖掉或宰杀的？具体是 

怎么回事？如何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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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当时不愿入社的人，后来在入社时，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如果有，哪些人 
 

在为难或刁难他们，具体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干部又是如何处理的？  

 

 

 

 

 

 

 

 

 

 

 

 

（四）入社方式 

1.当时是怎么入社的，有没有现场报名、入社仪式等？  

2.入社时，是不是土地先入社，农具、牲口等后入社？  

3.初级社时，土地入社方式是怎样的（作价入股还是其他方式）？如果是作价入股， 

是怎样作价的，您家土地的作价是多少？土地里长的庄稼有没有作价，怎么作价的？ 

您当时对作价是否满意，为什么？ 4.入社后，您觉得土地还是您的吗，为什么？当时

把土地入社，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 为什么？ 5.高级社时，土地是否全部被收归集体

了？土地证是否也被征收了？当时您是否愿意 交出去，为什么？ 6.当时除了土地，您

家还有哪些东西入社了（如牲畜、农具、车辆、草料、家禽、粪 肥、水塘、山林等）

？这些东西入社怎么算价的（是作价入股、折算入社还是算作工 分等），分别算了多

少？是初级社时还是高级社时入的，报酬怎样定的？ 7.入社后，您觉得这些牲畜、农具

、车辆还是您的吗，为什么？当时把这些东西入社， 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为什么？ 

8.地主、富农在入社时，土地入社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平等），牲畜、车辆、农具 

等在作价方面跟其他是否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具体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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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之前不愿入社的人，后来在入社时，土地入社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平等），牲畜、 

车辆、农具等在作价方面跟其他人是否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具体是怎么回事？  

 

 

 

 

 

 

 

 

 

 

 

 

二、合作社的运行 

 

 

 

 

 

 

 

 

 

 
（一）基本情况 

1.您所在的初级社是一个自然村还是几个自然村合并形成的？基本情况如何？名称是 

什么？ 2.您所在的初级社有多少户？全劳力有多少？（其中男劳力多少？女劳力多少

？涉及 的耕地有多少？（田多少亩？地多少亩？） 3.您所在的社有哪些干部？正副社

长、会计、记分员等分别由谁来担任，为什么由他 们担任？这些干部是选举还是任命

的，如果是选举的，怎么选的？一般哪些人能成为 干部？ 4.当时您所在的社有没有划

分生产小组（或小队）？如果有，是按照什么标准划分的， 当时的生产活动是以生产小

组（或小队）为单位吗？当时有哪些小组？有没有副业小 组，具体是什么小组，有哪

些人员？ 5.您所在的社有多少牛、马、骡子、驴等牲畜？这些牲畜是如何饲养的，如何

使用的？  

6.您所在的社有多少车辆、犁耧耙、水车等大型农具？车辆、大型农具是如何保管， 
 

如何使用的？小农具如何保管的，如何使用的？   

（二）生产安排 

与收成分配 

1.您所在的社怎样安排生产的，社员之间如何分工，男女老少怎么安排？  
 

2.安排农业生产是不是干部说了算，社员能不能提意见或建议？干部是不是跟其他社 



17  

 

 

 

   员一样干活，对干部有没有一些照顾或报酬等？ 3.入社后，刚开始社员生产的热情

、积极性怎么样，后来的热情、积极性怎么样？  

4.入社后，怎么计算社员的劳动投入？有没有计工分，工分怎么评定，是干部定的还 

是社员一起评的？对社员的劳动投入如何计分的？不同劳力（整劳力、半劳力、妇女 

劳力、老人、小孩、饲养员、种菜、副业、从事其他生产等）的工分各是多少？ 5.您

所在的初级社的农业收成（分配粮食等）是如何分配的？土地报酬和劳动分红的 比重

各占多少？粮食产量有多高，与入社前相比有没有提高，提高多少？家里分得的 粮食

有多少，与入社前相比，是否有增加，增加多少？家里收入有多少，有没有提高？ 6.您

所在的高级社农业收成（分配粮食等）分配与初级社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具体 有哪

些差别？高级社时还有没有土地等的分红，是不是全部按劳动分配？ 7.您所在的社除

种地外，有没有发展过副业（如编织、打草等）？具体是什么，怎么 开展的，怎么计

算劳动成果，收入如何分配？ 8.入社后，您家每天吃几顿饭，吃的怎样，相比入社前

，您家的生活有没有提高？如 果有，哪些方面有提高？如果没有，为什么？ 9.您所在

的社在生产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在管理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为 

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三）生产与分 1.在生产中，地主、富农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比如大家都不愿意与他们一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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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中的特殊对象 活等？他们能不能成为社里、生产小组等的干部？ 2.在农活分配等方面，地主、富

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把重 活、脏活等分配给他们？ 3.在

工分评定方面，地主、富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不被计 工分

或少计工分？ 4.在收成分配方面，地主、富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

待，比如少分配 或把不好的东西分配给他们？ 5.在生产中，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有没

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比如大家都不愿意与他们 一起干活？他们能不能成为社里、生

产小组等的干部？ 6.在农活分配等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

没有被区别对待，比 如把重活、脏活等分配给他们？ 7.在工分评定方面，之前不愿

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 不被计工分或少计工分？ 8.

在收成分配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 

少分配或把不好的东西分配给他们？  

 

（四）退社现象 
1.您所在的社有没有出现过闹“退社”的？  

 

2.如果有，哪一年，有多少户，是哪些人，他们的土改成分分别是什么？为什么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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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闹“退社”后，土地有没有退给他们，农具、牲口、资金等有没有退，怎么退的？ 

后来对闹“退社”怎么处理的？ 4.曾经闹“退社”的人，在后来的生产中有没有受

到过排挤或孤立，比如大家都不愿 意与他们一起干活等？他们能不能成为社里、生产

小组等的干部？ 5.在后来的生产中，曾经闹“退社”这些人在农活分配等方面与其

他人是否一样？有 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把重活、脏活等分配给他们？ 6.在工分评

定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不被计

工分或少计工分？ 7.在收成分配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少分配或把不好的东西分配给他们？  

 

 

 

 

 
三、合作社的评价 

 1.入社后，您有没有觉得土改分田地白搞了，有没有“分给自己的土地又没了”或类 

似的感觉？为什么？ 2.您觉得初级社、高级社与互助组有什么不同？具体哪些方面

不同？  

3.您觉得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这三个阶段，在耕种效率上有没有什么不同？为什 

么？相比之下，哪个阶段更好一些？ 4.对比土改，您觉得农业合作化是否有助于农

业生产发展吗？为什么？  

5.农业合作化跟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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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调查核心数据信息表一 

（使用说明：本表是从调查提纲中提取出来的、期望调查重点获得的信息，本表所列信息是衡量调查质量的关键。调查员在完成提纲访谈后，需要对照 

本表，看看本表中列出的信息是否都已经访谈到，如果有遗漏，则根据本表的提示，进行补充追问，确保这些关键信息能获得到；如果表中列出的信息 

都已访谈到，则可以结束该老人的访谈。）  

 

一级指标 二级标题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五级指标   

 

 

合 

作 

化 

的 

基 

础 

 
土改后家庭基 

本情况 

人口情况   
人口数量  

劳动力数量 男劳力，女劳力 

 

经济情况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经济状况在村庄中的位置  

土改成分  

 

 

 

 

 

土改后生产基 

本情况 

 

土地情况   

土地亩数 多少水田、旱地 

收成情况  

是否够一家人维持生活（是否够吃）  

 

劳力合作   

劳力是否够用  

土改后是否换工，换工对象，如何换工  

土改前是否换工，换工对象，如何换工  

 

 
牲畜与农具   

牛、马、骡子、驴等牲畜数量  

是否搭伙，搭伙对象，如何搭伙  

牲口借用，借用对象，如何借用  

农具数量  

是否共用大型农具  

农具借用，借用对象，如何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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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助 

组 

阶 

段 

 

 

 

 

互助组的成立 

宣传动员   针对互助组的建立与加入，有没有搞动员和宣传  

 

示范引领   

第一个互助组是否是自发成立的  

第一个互助组的带头人是否是党员或干部  

第一个互助组的带头人的土改成分  

 

 

单干户   

有没有农户不加入互助组的  

不加入互助组农户的主要成分  

某一不加入互助组农户，土地、劳力、车辆、农具、牲口等分别有多少  

地主、富农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地主、富农加入互助组，是自愿还是强制的  

 

 

 

 

 

 

 

 

互助组的运行 

 

 

 

 

 

 

基本情况   

加入年份  

是否自愿  

临时性还是长期性  

土地数量 多少水田、旱地 

土地是否相邻  

互助组户数  

劳力数量 
男劳力，女劳力 

强劳力，弱劳力 

互助组内农户间的社会关系（本族、亲戚还是邻居等）  

犁、耙、耧、水车等大型农具数量  

牛、马、骡子、驴等牲畜数量  

 

 

生产安排   

互助组成员间是否有分工  

互助组有没有组长或负责人  

安排农活是否组长一人说了算  

互助组成员间是否因耕作顺序、劳力差异等发生过矛盾、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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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互助组是否适应、习惯  

 

 

 

 

费用分摊与收益分配   

是否有共同生产费用  

是否计算出工量  

是否结算出工量  

多出工是否进行补偿  

是否发展过副业  

加入互助组后产量是否提高 提高多少 

加入互助组后收入是否提高 提高多少 

 
 

互助 组的退出   

加入互助组后，能不能退出  

退出是否需要其他成员的同意  

退出要不要一起讨论决定  

所在互助组是否有要求退出的  

 

互助组的评价 

 加入互助组后，土改是否还是自己的  

自己耕种与互助组耕种，哪个效率高  

互助组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  

合 

作 

社 

阶 

 

 

 

合作社的成立 

 

宣传动员   

是否搞了宣传动员  

入社年份  

是否自愿入社  

 
 

分批入社   

入社是否有先后  

您家先入社还是后入社  

先入社有没有扶持或帮助  

有没有不允许入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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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地主、富农能否入社  

地主、富农是否愿意入社  

地主、富农入社，是否受到为难或刁难  

 

 

 

 

抵制入社   

有没有农户不愿入社  

多少户农户不愿入社  

不愿入社农户之前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有没有开会教育或批斗不愿入社的  

有没有孤立、限制不愿入社的  

有没有农户把自家的牲畜、家禽、树木等卖掉或宰杀  

不愿入社的人，入社时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  

 

 

 

 

 

 

 
 

入社方式   

入社有没有现场报名、入社仪式等  

是否土地先入社，农具、牲口等后入社  

土地入社是否是作价入股  

您家土地的作价是多少  

土地里长的庄稼有没有作价  

您当时对作价是否满意  

土地入社后，觉得是否还是自己的  

土地入社后，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  

高级社时，土地是否全部被收归集体了  

土地证是否也被征收了  

当时是否愿意把土地证交出去  

当时除了土地，您家还有哪些东西入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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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入社怎么算价的（是作价入股、折算入社还是算作工分等）  

入社后，觉得这些牲畜、农具、车辆还是自己的吗  

当时把这些东西入社，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  

地主、富农入社时，土地入社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平等）  

牲畜、车辆、农具等在作价方面跟其他是否一样  

不愿入社的人，入社时土地入社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平等）  

不愿入社的人，入社时牲畜、车辆、农具等作价方面跟其他人是否一样  

 

 

 

 

 

 

 

 

 

合作社的运行 

 

 

 

 

 

 

基本情况   

所在初级社是一个自然村还是几个自然村合并形成的  

所在初级社的户数  

全劳力数量 男劳力，女劳力 

耕地多少亩 多少水田、旱地 

社干部是选举还是任命的  

有没有划分生产小组（或小队） 数量 

有没有副业小组  

所在社牛、马、骡子等牲畜数量  

所在社车辆数量  

所在社犁耧、水车等大型农具数量  

 

 

生产安排与收成分配   

安排农业生产是不是干部说了算  

社员能不能提意见或建议  

干部是不是跟其他社员一样干活  

对干部有没有一些照顾或报酬  

刚入社与入社几年以后，社员生产热情、积极性有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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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计工分  

工分是干部定的还是社员一起评的  

整劳力、半劳力、妇女劳力、老人、小孩、饲养员、种菜、副业、从事 

其他生产等，工分各是多少 

 

初级社时，土地报酬和劳动分红的比重各占多少  

当时的粮食产量有多高  

与入社前相比，粮食产量有没有提高 提高了多少 

家里一年分得的粮食有多少  

与入社前相比，获得的粮食有没有提高 提高了多少 

家里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与入社前相比，家里的收入有没有提高 提供了多少 

高级社收成分配与初级社是否相同  

高级社时，还有没有土地等的分红  

有没有发展过副业（如编织、打草等）  

入社后，每天吃几顿饭  

饭菜质量，与入社前有没有提高  

相比入社前，家里的生活有没有提高  

 

 

生产与分配中的特殊对象 

生产中，地主、富农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地主、富农能不能成为社里、生产小组等的干部  

在农活分配等方面，地主、富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工分评定方面，地主、富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收成分配方面，地主、富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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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产中，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在农活分配等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工分评定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收成分配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退社现象   

所在社有没有出现过闹“退社”的  

闹“退社”是哪一年  

有多少户闹“退社”  

闹“退社”的主要成分  

闹“退社”后，土地有没有退给他们  

闹“退社”后，农具、牲口、资金等有没有退  

曾经闹“退社”的人，在后来的生产中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在后来生产中，曾经闹“退社”的人在农活分配中与其他人是否一样  

在工分评定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收成分配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合作社的评价 

 入社后，有没有觉得土改分田地白搞了  

有没有“分给自己的土地又没了”或类似的感觉  

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哪个阶段耕种效率高些  

相比土改，农业合作化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  



27  

 

 

 

农业合作化调查提纲二   

（适用对象：贫农）   
 

 

 

 
合 

作 

化 

的 

基 

础 

 

 

一、土改后家庭基本情况 

（注：“土改后”指土改结束 

至互助组成立前。） 

 

（一）人口情况 

1.土改后您家里有几口人？都有谁？年龄都多大了？分别从事什么生产（职业）？  

2.土改后您家里有哪几个人可以从事劳动（劳动力）？其中男性有几个？女性有几个？   

3.土改后您家里有无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病人、残疾人等？当时家里的负担重吗？  

 

（二）经济情况 

1.土改后，您主要是做什么的？您家里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什么？（主要靠什么谋生？）  

2.除了种地，您家有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如在外揽活或做小买卖）？收入怎样？  

3.土改后，您家的经济状况，在村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土改给您家定的成分是什么？ 

 

 

 

 
二、土改后生产基本情况 

 
 

（一）土地情况 

1.土改后，您家有多少田地？水田多少？旱地多少？土改前您家有多少水田、多少旱 

地？土改时分给您家多少水田、多少旱地？ 2.当时都种了哪些作物，一年的收成分

别是多少？够一家人维持基本生活吗（够吃 吗）？  

 

 
（二）劳力合作 

1.土改后，您家的劳力在生产中够用吗？如果不够的话，是怎么解决的？  

2.土改后，您家在生产中有没有和其他人家进行换工？若有，一般和谁换工，邻居、 

本家、亲戚还是关系好的，村内的还是村外的？ 3.换工是怎么换的，男工和女工怎么

换，耕牛和人工怎么换，技术工和普通工怎么换， 农忙时和平时换工有什么不同？有

无酬劳？如果有，酬劳多少？如果没有，为什么？ 换工或互助管不管吃饭，管几顿饭

？工具由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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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如果土改后没有换过工，土改前有没有换过工，一般和谁换工，怎么换的？  

 

 

 

 

 

 

（三）牲畜与农 

具 

1.土改后，您家有没有牛、马、骡子、驴等牲畜，是不是土改分给您的？如果有，自 

家的牲口能否满足生产需要，有没有跟别人搭伙使用牲畜的，如何搭伙的？土改前您 

家有没有跟别人搭伙使用牲畜的，跟谁搭伙，如何搭伙的？ 2.如果没有牲畜，农忙

的时候怎么解决牲口问题？会去借吗？如果借的话，一般会找 谁？要不要给钱，如果

不给钱，是否是用人工换，怎么换？ 3.土改后，您家当时有哪些农具？有没有和其

他农户共用犁、耧、耙、水车等大型农 具？如果有，和哪些农户共用？为什么和他共

用？ 4.如果家里农具不够的话，农忙时怎么解决？会去借吗？如果借的话，一般会

找谁？ 

要不要给钱，如果不给钱，是否是用人工换，怎么换？  

互 

助 

组 

阶 

段 

 

 

 

 

 
一、互助组的成立 

 

 

（一）宣传动员 

1.针对互助组的建立与加入，上级有没有搞动员和宣传？  
 

2.当时是怎么动员和宣传的？讲了哪些话？  

3.当时听说要搞互助组，农户有什么反应，积极性如何？您对加入互助组是什么想法， 

有什么反应？  

 
 

（二）示范引领 

1.您村第一个互助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是自发成立的吗？  
 

2.您村第一个互助组带头人是谁，他是党员或干部吗，带头人的土改成分是什么？  
 

3.您村第一个互助组有多少户，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是本族、亲戚还是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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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等？他们的土地、劳力、车辆、农具、牲口情况怎样？分别有多少？  

 

 

 

 

 

 

（三）单干户 

1.当时村里有没有农户不加入互助组的？  
 

2.如果有，一般是哪些农户不愿意加入，他们的土改成分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愿意 

加入？ 3.他们的土地、劳动、农具、牲口情况怎样？（请老人以某一农户为例，讲

讲该农户 有多少土地、劳力、车辆、农具、牲口等） 4.当时地主、富农有没有加入

互助组？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加入？如果加入了，是 自愿加入还是强制加入的？他

们与哪些农户在同一个互助组内，这些农户一般是什么 

成分？为什么他们这些人在同一个互助组？  

 

 

 

 

 

 

二、互助组的运行 

 

 

 

 

 

 

（一）基本情况 

1.您家是哪一年加入的互助组？为什么会加入，是否是自愿的？是临时性的（季节性 

的）还是长期性的？ 2.您所在的互助组一共有多少水田、多少旱地？土地是否相邻

，分为多少地块？  

3.您所在的互助组的户数有多少，各户的成分分别是什么，各户分别有多少人？有多 

少劳力，男女劳力各是多少，强劳力和弱劳力各是多少？ 4.您所在的互助组内各农

户间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是本族、亲戚还是邻居等？为什 么与这些农户合作？您家

一般与愿意哪些农户合作，不愿意与哪些农户合作？  

5.您所在的互助组当时有哪些农具，有多少犁、耙、耧、水车等大型农具，农具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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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如何使用的？  

6.您所在的互助组当时有多少牛、马、骡子、驴等牲畜，牲畜平时如何饲养和管理， 

农忙时如何使用？  

 

 

 

 

 

 

 

（二）生产安排 

1.您所在的互助组成员之间有没有分工，平时怎么安排生产，农忙时候怎么安排？  
 

2.您所在的互助组农活由谁来安排，有没有组长或负责人？  
 

3.如果有组长，组长是谁，他是什么成分，为什么由他担任，一般哪些人能担任组长？ 

组长怎么产生的，他主要做什么？安排农活是不是组长一个人说了算？组长是不是跟 

其他成员一样干活，对组长有没有一些照顾或报酬等？ 4.在抢种、抢收等农忙时，

您所在互助组的成员之间有没有因耕作先后顺序、劳力差 异等产生分歧或矛盾，具体

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的？ 5.对于互助组这种生产形式，您当时是否感到适应、习

惯？如果适应，为什么？如果 

不适应，为什么？  

 

 

（三）费用分摊 

与收益分配 

1.您所在的互助组生产中的共同费用是如何分摊的？例如，如果需要购买犁、耧、水 

车等农具，费用如何分摊？购买牛、马、骡子、驴等牲畜，费用如何分摊；购买粪肥 

等，费用如何分摊；各农户在相互互助后的费用如何结算？ 2.您所在的互助组平常

干农活是否计算每家出多少工，如何计工，年终是否结算，如 

何结算？对出工多的是否进行补偿（如结算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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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您所在的互助组除种地外，有没有发展过副业（如编织、打草等）？具体是什么， 

怎么开展的，收入如何分配？ 4.加入互助组后，粮食产量有多高，与加入前相比有

没有提高，提高了多少？您家的 

收入跟之前相比有没有提高，提高了多少？  

 
 

（四）互助组的 

退出 

1.加入互助组后，能不能退出，要怎样才能退出？  
 

2.是否需要其他成员的同意，要不要一起开会？如果其他成员中有一个不同意，能不 

能退出？如果其他社员同意退出，是什么时候退出（如年终结算时）？ 

3.您所在的互助组有要求退出的吗？是怎么回事？后来怎么解决的？  

 
 

三、互助组的评价 

 1.您觉得加入互助组后，土地还是您的吗，为什么？  
 

2.当时是土地各自耕种效率高还是互助组耕种效率高？为什么？  
 

3.您觉得互助组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吗？为什么？  

合 

作 

社 

阶 

段 

 

 

 

 
一、合作社的成立 

 

 

（一）宣传动员 

1.当时入社的时候，上级是否搞了动员或宣传？怎么动员和宣传的？有没有开会，怎 

么讲的？  

2.听说要入社，您当时有什么想法、疑问或者担忧？  
 

3.您家是哪一年入初级社的，为什么会加入，是否是自愿加入的？  

 

（二）分批入社 
1.当时入社的时候，哪些农户先入，哪些农户后入，您家属于先入还是后入的？后入 

 

的一般是哪些农户，他们的成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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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当时先入社是不是可以从供销社购买到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入社的有没有得到 

过国家一些扶持和帮助（比如国家提供或借给种子、生产资金等），后入社或不入社的 

能得到吗？ 3.有没有不允许入社的，主要是哪些农户，为什么不允许他们入，后来

入了吗？  

4.当时地主、富农能入社吗，他们是否愿意入社，后来是怎样让他们入社的？  

5.地主、富农入社的时候，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 如果有，哪些人在为难或刁 

难他们，具体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干部又是如何处理的？  

 

 

 

 

 

 

 

（三）抵制入社 

1.当时村里有无农户不愿入社的？有多少户，主要是哪些人？  
 

2.他们是什么（土改）成分，为什么不入，他们分别有多少土地、劳力、耕牛、农具 

等？他们之前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3.后来如何处理的？他们后来有没有入社，怎样让

他们入社的？有没有开会教育或批 斗他们？有没有孤立、限制他们？具体是怎么回事

，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应？ 4.当时有没有农户为了不把自家的牲畜、家禽、树木等入

社而卖掉或宰杀的？具体是 怎么回事？ 5.当时不愿入社的人，后来在入社时，有没有

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如果有，哪些人 

在为难或刁难他们，具体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干部又是如何处理的？  

（四）入社方式 1.当时是怎么入社的，有没有现场报名、入社仪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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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入社时，是不是土地先入社，农具、牲口等后入社？  

3.初级社时，土地入社方式是怎样的（作价入股还是其他方式）？如果是作价入股， 

是怎样作价的，，您家土地的作价是多少？土地里长的庄稼有没有作价，怎么作价的？ 

您对作价是否满意，为什么？ 4.入社后，您觉得土地还是您的吗，为什么？当时把土地

入社，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 为什么？ 5.高级社时，土地是否全部被收归集体了？土

地证是否也被征收了？当时是否愿意交 出去，为什么？ 6.当时除了土地，您家还有哪

些东西入社了（如牲畜、农具、车辆、草料、家禽、粪 肥、水塘、山林等）？这些东

西入社怎么算价的（是作价入股、折算入社还是算作工 分等），分别算了多少？是初级

社时还是高级社时入的，报酬怎样定的？ 7.入社后，您觉得这些牲畜、农具、车辆还是

您的吗，为什么？当时把这些东西入社， 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为什么？ 8.地主、富

农在入社时，土地入社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平等），牲畜、车辆、农具 等在作价方

面跟其他人是否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具体是怎么回事？ 9.之前不愿入社的人，

后来在入社时，土地入社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平等），牲畜、 车辆、农具等在作价

方面跟其他是否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具体是怎么回事？  

二、合作社的运行 （一）基本情况 1.您所在的初级社是一个自然村还是几个自然村合并形成的？基本情况如何？名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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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2.您所在的初级社有多少户？全劳力有多少？（其中男劳力多少？女劳力多少

？涉及 的耕地有多少？（田多少亩？地多少亩？） 3.您所在的社有哪些干部？正副社

长、会计、记分员等分别由谁来担任，为什么由他 们担任？这些干部是选举还是任命

的，如果是选举的，怎么选的？一般哪些人能成为 干部？ 4.当时您所在的社有没有划

分生产小组（或小队）？如果有，是按照什么标准划分的， 当时的生产活动是以生产

小组（或小队）为单位吗？当时有哪些小组？有没有副业小 组，具体是什么小组，有

哪些人员？ 5.您所在的社有多少牛、马、骡子、驴等牲畜？这些牲畜是如何饲养，如

何使用的？  

6.您所在的社有多少车辆、犁耧耙、水车等大型农具？车辆、大型农具是如何保管， 
 

如何使用的？小农具如何保管，如何使用的？  

 

 

（二）生产安排 

与收成分配 

1.您所在的社怎样安排生产的，社员之间如何分工，男女老少怎么安排？  
 

2.安排农业生产是不是干部说了算，社员能不能提意见或建议？干部是不是跟其他社 

员一样干活，对干部有没有一些照顾或报酬等？ 3.入社后，刚开始社员生产的热情

、积极性怎么样，后来的热情、积极性怎么样？  

4.入社后，怎么计算社员的劳动投入的？有没有计工分，工分怎么评定的，是干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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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还是社员一起评的？对社员的劳动投入是如何计分的？不同劳力（整劳力、半劳力、 

妇女劳力、老人、小孩、饲养员、种菜、副业、从事其他生产等）的工分各是多少？ 

5.您所在的初级社的农业收成（分配粮食等）是如何分配的？土地报酬和劳动分红的 

比重各占多少？粮食产量有多高，与入社前相比有没有提高，提高多少？家里分得的 

粮食有多少，与入社前相比，是否有增加，增加多少？家里收入有多少，有没有提高？ 

6.您所在的高级社农业收入（分配粮食等）分配与初级社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具体 

有哪些差别？高级社时还有没有土地等的分红，是不是全部按劳动分配？ 7.您所在的

社除种地外，有没有发展过副业（如编织、打草等）？具体是什么，怎么 开展的，怎

么计算劳动成果，收入如何分配？ 8.入社后，您家每天吃几顿饭，吃的怎样，相比入

社前，您家的生活有没有提高？如 果有，哪些方面有提高？如果没有，为什么？ 9.您

所在的社在生产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在管理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为 

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三）生产与分 

配中的特殊对象 

1.在生产中，地主、富农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比如大家都不愿意与他们一起干 

活等？他们能不能成为社里、生产小组等的干部？ 2.在农活分配等方面，地主、富

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把重 

活、脏活等分配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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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工分评定方面，地主、富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不被计 

工分或少计工分？ 4.在收成分配方面，地主、富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

别对待，比如少分配 或把不好的东西分配给他们？ 5.在生产中，之前不愿入社的人

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比如大家都不愿意与他们 一起干活？他们能不能成为社里

、生产小组等的干部？ 6.在农活分配等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 如把重活、脏活等分配给他们？ 7.在工分评定方面，之前

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 不被计工分或少计工分？ 

8.在收成分配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 

少分配或把不好的东西分配给他们？  

 

 

 

（四）退社现象 

1.您所在的社有没有出现过闹“退社”的？  
 

2.如果有，哪一年，有多少户，是哪些人，他们的土改成分分别是什么？为什么闹？ 
 

3.闹“退社”后，土地有没有退给他们，农具、牲口、资金等有没有退，怎么退的？ 

后来对闹“退社”怎么处理的？  

4.曾经闹“退社”的人，在后来的生产中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比如大家都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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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与他们一起干活等？他们能不能成为社里、生产小组等的干部？ 5.在后来的生产

中，曾经闹“退社”这些人在农活分配等方面与其他人是否一样？有 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把重活、脏活等分配给他们？ 6.在工分评定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

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不被计工分或少计工分？ 7.在收成分配

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少分配或把不好的东西分配给他们？  

 

 

 

 

 
三、合作社的评价 

 1.入社后，您有没有觉得土改分田地白搞了，有没有“自己的土地又没了”或类似的 

感觉？为什么？ 2.您觉得初级社、高级社与互助组有什么不同？具体哪些方面不同

？  

3.您觉得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这三个阶段，在耕种效率上有没有什么不同？为什 

么？相比之下，哪个阶段更好一些？ 4.对比土改，您觉得农业合作化是否有助于农

业生产发展吗？为什么？  

5.农业合作化跟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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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调查核心数据信息表二 

（使用说明：本表是从调查提纲中提取出来的、期望调查重点获得的信息，本表所列信息是衡量调查质量的关键。调查员在完成提纲访谈后，需要对照 

本表，看看本表中列出的信息是否都已经访谈到，如果有遗漏，则根据本表的提示，进行补充追问，确保这些关键信息能获得到；如果表中列出的信息 

都已访谈到，则可以结束该老人的访谈。）  

 

一级指标 二级标题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五级指标   

 

 

合 

作 

化 

的 

基 

础 

 
土改后家庭基 

本情况 

人口情况   
人口数量  

劳动力数量 男劳力，女劳力 

 

经济情况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经济状况在村庄中的位置  

土改成分  

 

 

 

 

 

土改后生产基 

本情况 

 
 

土地情况   

土地亩数 多少水田、旱地 

土改前土地亩数 多少水田、旱地 

土改时分到的土地亩数 多少水田、旱地 

收成情况  

是否够一家人维持生活（是否够吃）  

 

劳力合作   

劳力是否够用  

土改后是否换工，换工对象，如何换工  

土改前是否换工，换工对象，如何换工  

 

牲畜与农具   

牛、马、骡子、驴等牲畜数量  

是否搭伙，搭伙对象，如何搭伙  

牲口借用，借用对象，如何借用  

农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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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共用大型农具  

农具借用，借用对象，如何借用  

 

 

 

 

 

 

互 

助 

组 

阶 

段 

 

 

 

 

互助组的成立 

宣传动员   针对互助组的建立与加入，有没有搞动员和宣传  

 

示范引领   

第一个互助组是否是自发成立的  

第一个互助组的带头人是否是党员或干部  

第一个互助组的带头人的土改成分  

 

 

单干户   

有没有农户不加入互助组的  

不加入互助组农户的主要成分  

某一不加入互助组农户，土地、劳力、车辆、农具、牲口等分别有多少  

地主、富农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地主、富农加入互助组，是自愿还是强制的  

 

 

 

 

 

 
 

互助组的运行 

 

 

 

 

 

 

基本情况   

加入年份  

是否自愿  

临时性还是长期性  

土地数量 多少水田、旱地 

土地是否相邻  

互助组户数  

劳力数量 
男劳力，女劳力 

强劳力，弱劳力 

互助组内农户间的社会关系（本族、亲戚还是邻居等）  

犁、耙、耧、水车等大型农具数量  

牛、马、骡子、驴等牲畜数量  

生产安排   
互助组成员间是否有分工  

互助组有没有组长或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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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农活是否组长一人说了算  

互助组成员间是否因耕作顺序、劳力差异等发生过矛盾、分歧  

对互助组是否适应、习惯  

 

 

 

 

费用分摊与收益分配   

是否有共同生产费用  

是否计算出工量  

是否结算出工量  

多出工是否进行补偿  

是否发展过副业  

加入互助组后产量是否提高 提高多少 

加入互助组后收入是否提高 提高多少 

 
 

互助组的退出   

加入互助组后，能不能退出  

退出是否需要其他成员的同意  

退出要不要一起讨论决定  

所在互助组是否有要求退出的  

 

互助组的评价 

 加入互助组后，土改是否还是自己的  

自己耕种与互助组耕种，哪个效率高  

互助组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  

 

合 

作 

 

 

合作社的成立 

 

宣传动员   

是否搞了宣传动员  

入社年份  

是否自愿入社  

分批入社   
入社是否有先后  

您家先入社还是后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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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阶 

段 

  先入社有没有扶持或帮助  

有没有不允许入社的  

地主、富农能否入社  

地主、富农是否愿意入社  

地主、富农入社，是否受到为难或刁难  

 

 

 

 

抵制入社   

有没有农户不愿入社  

多少户农户不愿入社  

不愿入社农户之前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有没有开会教育或批斗不愿入社的  

有没有孤立、限制不愿入社的  

有没有农户把自家的牲畜、家禽、树木等卖掉或宰杀  

不愿入社的人，入社时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  

 

 

 

 

 

 

入社方式   

入社有没有现场报名、入社仪式等  

是否土地先入社，农具、牲口等后入社  

土地入社是否是作价入股  

您家土地的作价是多少  

土地里长的庄稼有没有作价  

您当时对作价是否满意  

土地入社后，觉得是否还是自己的  

土地入社后，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  

高级社时，土地是否全部被收归集体了  

土地证是否也被征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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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是否愿意把土地证交出去  

当时除了土地，您家还有哪些东西入社了  

这些东西入社怎么算价的（是作价入股、折算入社还是算作工分等）  

入社后，觉得这些牲畜、农具、车辆还是自己的吗  

当时把这些东西入社，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  

地主、富农入社时，土地入社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平等）  

牲畜、车辆、农具等在作价方面跟其他是否一样  

不愿入社的人，入社时土地入社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平等）  

不愿入社的人，入社时牲畜、车辆、农具等作价方面跟其他人是否一样  

 

 

 

 

 

 

 
 

合作社的运行 

 

 

 

 

 

 

基本情况   

所在初级社是一个自然村还是几个自然村合并形成的  

所在初级社的户数  

全劳力数量 男劳力，女劳力 

耕地多少亩 多少水田、旱地 

社干部是选举还是任命的  

有没有划分生产小组（或小队） 数量 

有没有副业小组  

所在社牛、马、骡子等牲畜数量  

所在社车辆数量  

所在社犁耧、水车等大型农具数量  

 

生产安排与收成分配   

安排农业生产是不是干部说了算  

社员能不能提意见或建议  

干部是不是跟其他社员一样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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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干部有没有一些照顾或报酬  

刚入社与入社几年以后，社员生产热情、积极性有没有变化  

有没有计工分  

工分是干部定的还是社员一起评的  

整劳力、半劳力、妇女劳力、老人、小孩、饲养员、种菜、副业、从事 

其他生产等，工分各是多少 

 

初级社时，土地报酬和劳动分红的比重各占多少  

当时的粮食产量有多高  

与入社前相比，粮食产量有没有提高 提高了多少 

家里一年分得的粮食有多少  

与入社前相比，获得的粮食有没有提高 提高了多少 

家里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与入社前相比，家里的收入有没有提高 提供了多少 

高级社收成分配与初级社是否相同  

高级社时，还有没有土地等的分红  

有没有发展过副业（如编织、打草等）  

入社后，每天吃几顿饭  

饭菜质量，与入社前有没有提高  

相比入社前，家里的生活有没有提高  

 

生产与分配中的特殊对象 

生产中，地主、富农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地主、富农能不能成为社里、生产小组等的干部  

在农活分配等方面，地主、富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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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分评定方面，地主、富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收成分配方面，地主、富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生产中，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在农活分配等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工分评定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收成分配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退社现象   

所在社有没有出现过闹“退社”的  

闹“退社”是哪一年  

有多少户闹“退社”  

闹“退社”的主要成分  

闹“退社”后，土地有没有退给他们  

闹“退社”后，农具、牲口、资金等有没有退  

曾经闹“退社”的人，在后来的生产中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在后来生产中，曾经闹“退社”的人在农活分配中与其他人是否一样  

在工分评定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收成分配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合作社的评价 

 入社后，有没有觉得土改分田地白搞了  

有没有“分给自己的土地又没了”或类似的感觉  

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哪个阶段耕种效率高些  

相比土改，农业合作化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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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调查提纲三   

（适用对象：中农）   
 

 

 

 

合 

作 

化 

的 

基 

础 

 

 

一、土改后家庭基本情况 

（注：“土改后”指土改结束 

至互助组成立前。） 

 

（一）人口情况 

1.土改后您家里有几口人？都有谁？年龄都多大了？分别从事什么生产（职业）？  
 

2.土改后您家里有哪几个人可以从事劳动（劳动力）？其中男性有几个？女性有几个？   
 

3.土改后您家里有无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病人、残疾人等？当时家里的负担重吗？  

 

（二）经济情况 

1.土改后，您主要是做什么的？您家里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什么？（主要靠什么谋生？）  
 

2.除了种地，您家有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如在外揽活或做小买卖）？收入怎样？  
 

3.土改后，您家的经济状况，在村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土改给您家定的成分是什么？ 

 

 

 

 

二、土改后生产基本情况 

 

 

（一）土地情况 

1.土改后，您家有多少田地？水田多少？旱地多少？土改时您家的田、地有没有增加 

或减少？增加（减少）了多少田、地？ 2.当时都种了哪些作物，一年的收成分别是

多少？够一家人维持基本生活吗（够吃 

吗）？  

 

 

（二）劳力合作 

1.土改后，您家的劳力在生产中够用吗？如果不够的话，是怎么解决的？  

2.土改后，您家在生产中有没有和其他人家进行换工？若有，一般和谁换工，邻居、 

本家、亲戚还是关系好的，村内的还是村外的？ 3.换工是怎么换的，男工和女工怎么

换，耕牛和人工怎么换，技术工和普通工怎么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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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忙时和平时换工有什么不同？有无酬劳？如果有，酬劳多少？如果没有，为什么？ 

换工或互助管不管吃饭，管几顿饭？工具由谁准备？ 4.如果土改后没有换过工

，土改前有没有换过工，一般和谁换工，怎么换的？  

 

 

 

 

 

 

 
（三）牲畜与农 

具 

1.土改后，您家有没有牛、马、骡子、驴等牲畜，与土改前是否一样？如果有，自家 

的牲口能否满足生产需要，有没有跟别人搭伙使用牲畜的，如何搭伙的？土改前您家 

有没有跟别人搭伙使用牲畜的，跟谁搭伙，如何搭伙的？ 2.如果没有牲畜，农忙的时

候怎么解决牲口问题？会去借吗？如果借的话，一般会找 谁？要不要给钱，如果不给

钱，是否是用人工换，怎么换？ 3.土改后，您家当时有哪些农具，与土改前是否一样

？有没有和其他农户共用犁、耧、 耙、水车等大型农具？如果有，和哪些农户共用？

为什么和他共用？ 4.如果家里农具不够的话，农忙时怎么解决？会去借吗？如果借的

话，一般会找谁？ 要不要给钱，如果不给钱，是否是用人工换，怎么换？ 5.对于互助

组这种生产形式，您当时是否感到适应、习惯？如果适应，为什么？如果 不适应，为

什么？  

 
互 

助 

 

 

一、互助组的成立 

 

 

（一）宣传动员 

1.针对互助组的建立与加入，上级有没有搞动员和宣传？  
 

2.当时是怎么动员和宣传的？讲了哪些话？  

3.当时听说要搞互助组，农户有什么反应，积极性如何？您对加入互助组是什么想法， 

有什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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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阶 

段 

  

 

（二）示范引领 

1.您村第一个互助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是自发成立的吗？  
 

2.您村第一个互助组带头人是谁，他是党员或干部吗，带头人的土改成分是什么？  

3.您村第一个互助组有多少户，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是本族、亲戚还是邻 

居等？他们的土地、劳力、车辆、农具、牲口情况怎样？分别有多少？  

 

 

 

 

 

 

（三）单干户 

1.当时村里有没有农户不加入互助组的？  
 

2.如果有，一般是哪些农户不愿意加入，他们的土改成分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愿意 

加入？ 3.他们的土地、劳动、农具、牲口情况怎样？（请老人以某一农户为例，讲

讲该农户 有多少土地、劳力、车辆、农具、牲口等） 4.当时地主、富农有没有加入

互助组？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加入？如果加入了，是 自愿加入还是强制加入的？他

们与哪些农户在同一个互助组内，这些农户一般是什么 

成分？为什么他们这些人在同一个互助组？  

 

 

 

二、互助组的运行 

 

 

 

（一）基本情况 

1.您家是哪一年加入的互助组？为什么会加入，是否是自愿的？是临时性的（季节性 

的）还是长期性的？ 2.您所在的互助组一共有多少水田、多少旱地？土地是否相邻

，分为多少地块？  

3.您所在的互助组的户数有多少，各户的成分分别是什么，各户分别有多少人？有多 
 

少劳力，男女劳力各是多少，强劳力和弱劳力各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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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您所在的互助组内各农户间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是本族、亲戚还是邻居等？为什 

么与这些农户合作？您家一般与愿意哪些农户合作，不愿意与哪些农户合作？ 5.您

所在的互助组当时有哪些农具，有多少犁、耙、耧、水车等大型农具，农具当时 是如

何使用的？ 6.您所在的互助组当时有多少牛、马、骡子、驴等牲畜，牲畜平时如何

饲养和管理， 

农忙时如何使用？  

 

 

 

 

 
（二）生产安排 

1.您所在的互助组成员之间有没有分工，平时怎么安排生产，农忙时候怎么安排？  
 

2.您所在的互助组农活由谁来安排，有没有组长或负责人？  
 

3.如果有组长，组长是谁，他是什么成分，为什么由他担任，一般哪些人能担任组长？ 

组长怎么产生的，他主要做什么？安排农活是不是组长一个人说了算？组长是不是跟 

其他成员一样干活，对组长有没有一些照顾或报酬等？ 4.在抢种、抢收等农忙时，

您所在互助组的成员之间有没有因耕作先后顺序、劳力差 

异等产生分歧或矛盾，具体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的？  

 
 

（三）费用分摊 

与收益分配 

1.您所在的互助组生产中的共同费用是如何分摊的？例如，如果需要购买犁、耧、水 

车等农具，费用如何分摊？购买牛、马、骡子、驴等牲畜，费用如何分摊；购买粪肥 

等，费用如何分摊；各农户在相互互助后的费用如何结算？  

2.您所在的互助组平常干农活是否计算每家出多少工，如何计工，一季庄稼收获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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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结算，如何结算？对出工多的是否进行补偿（如结算工钱）？ 3.您所在的互助组

除种地外，有没有发展过副业（如编织、打草等）？具体是什么， 怎么开展的，收入

如何分配？ 4.加入互助组后，粮食产量有多高，与加入前相比有没有提高，提高了

多少？您家的 

收入跟之前相比有没有提高，提高了多少？  

 
 

（四）互助组的 

退出 

1.加入互助组后，能不能退出，要怎样才能退出？  

2.是否需要其他成员的同意，要不要一起开会？如果其他成员中有一个不同意，能不 

能退出？如果其他社员同意退出，是什么时候退出（如年终结算时）？ 3.您所在的

互助组有要求退出的吗？是怎么回事？后来怎么解决的？  

 
 

三、互助组的评价 

 1.您觉得加入互助组后，土地还是您的吗，为什么？  
 

2.当时是土地各自耕种效率高还是互助组耕种效率高？为什么？  
 

3.您觉得互助组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吗？为什么？  

 

合 

作 

社 

 

 

 

一、合作社的成立 

 

 

（一）宣传动员 

1.当时入社的时候，上级是否搞了动员或宣传？怎么动员和宣传的？有没有开会，怎 

么讲的？  

2.听说要入社，您当时有什么想法、疑问或者担忧？  
 

3.您家是哪一年入初级社的，为什么会加入，是否是自愿加入的？  

（二）分批入社 1.当时入社的时候，哪些农户先入，哪些农户后入，您家属于先入还是后入的？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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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 

段 

  的一般是哪些农户，他们的成分是什么？ 2.当时先入社是不是可以从供销社购买到

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入社的有没有得到 过国家一些扶持和帮助（比如国家提供或

借给种子、生产资金等），后入社或不入社的 能得到吗？ 3.有没有不允许入社的，主

要是哪些农户，为什么不允许他们入，后来入了吗？  

4.当时地主、富农能入社吗，他们是否愿意入社，后来是怎样让他们入社的？  

5.地主、富农入社的时候，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 如果有，哪些人在为难或刁 

难他们，具体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干部又是如何处理的？  

 

 

 

 

 

 

 

（三）抵制入社 

1.当时村里有无农户不愿入社的？有多少户，主要是哪些人？  
 

2.他们是什么（土改）成分，为什么不入，他们分别有多少土地、劳力、耕牛、农具 

等？他们之前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3.后来如何处理的？他们后来有没有入社，怎样让

他们入社的？有没有开会教育或批 斗他们？有没有孤立、限制他们？具体是怎么回事

，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应？ 4.当时有没有农户为了不把自家的牲畜、家禽、树木等入

社而卖掉或宰杀的？具体是 怎么回事？ 5.当时不愿入社的人，后来在入社时，有没有

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如果有，哪些人 

在为难或刁难他们，具体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干部又是如何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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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社方式 

1.当时是怎么入社的，有没有现场报名、入社仪式等？  
 

2.入社时，是不是土地先入社，农具、牲口等后入社？  
 

3.初级社时，土地入社方式是怎样的（作价入股还是其他方式）？如果是作价入股， 

是怎样作价的，您家土地的作价是多少？土地里长的庄稼有没有作价，怎么作价的？ 

您对作价是否满意，为什么？ 4.入社后，您觉得土地还是您的吗，为什么？当时把土

地入社，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 为什么？ 5.高级社时，土地是否全部被收归集体了？

土地证是否也被征收了？当时是否愿意交 

出去，为什么？ 6.当时除了土地，您家还有哪些东西入社了（如牲畜、农具、车辆

、草料、家禽、粪 

肥、水塘、山林等）？这些东西入社怎么算价的（是作价入股、折算入社还是算作工 

分等），分别算了多少？是初级社时还是高级社时入的，报酬怎样定的？ 7.入社后，您

觉得这些牲畜、农具、车辆还是您的吗，为什么？当时把这些东西入社， 心里是否感觉

不舍的？为什么？ 8.地主、富农在入社时，土地入社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平等），

牲畜、车辆、农具 等在作价方面跟其他人是否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具体是怎么

回事？ 9.之前不愿入社的人，后来在入社时，土地入社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平等）

，牲畜、 车辆、农具等在作价方面跟其他是否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具体是怎么

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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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社的运行 

 

 

 

 

 

 

 

 

 

 
（一）基本情况 

1.您所在的初级社是一个自然村还是几个自然村合并形成的？基本情况如何？名称是 

什么？ 2.您所在的初级社有多少户？全劳力有多少？（其中男劳力多少？女劳力多少

？涉及 的耕地有多少？（田多少亩？地多少亩？） 3.您所在的社有哪些干部？正副社

长、会计、记分员等分别由谁来担任，为什么由他 们担任？这些干部是选举还是任命

的，如果是选举的，怎么选的？一般哪些人能成为 干部？ 4.当时您所在的社有没有划

分生产小组（或小队）？如果有，是按照什么标准划分的， 当时的生产活动是以生产

小组（或小队）为单位吗？当时有哪些小组？有没有副业小 组，具体是什么小组，有

哪些人员？ 5.您所在的社有多少牛、马、骡子、驴等牲畜？这些牲畜是如何饲养，如

何使用的？  

6.您所在的社有多少车辆、犁耧耙等大型农具？车辆、大型农具是如何保管，如何使 
 

用的？小农具如何保管，如何使用的？  

 
 

（二）生产安排 

与收成分配 

1.您所在的社怎样安排生产的，社员之间如何分工，男女老少怎么安排？  
 

2.安排农业生产是不是干部说了算，社员能不能提意见或建议？干部是不是跟其他社 

员一样干活，对干部有没有一些照顾或报酬等？  

3.入社后，刚开始社员生产的热情、积极性怎么样，后来的热情、积极性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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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入社后，怎么计算社员的劳动投入？有没有计工分，工分怎么评定的，是干部定的 

还是社员一起评的？对社员的劳动投入是如何计分的？不同劳力（整劳力、半劳力、 

妇女劳力、老人、小孩、饲养员、种菜、副业、从事其他生产等）的工分各是多少？ 

5.您所在的初级社的农业收成（分配粮食等）是如何分配的？土地报酬和劳动分红的 

比重各占多少？粮食产量有多高，与入社前相比有没有提高，提高多少？家里分得的 

粮食有多少，与入社前相比，是否有增加，增加多少？家里收入有多少，有没有提高？ 

6.您所在的高级社农业收入（分配粮食等）分配与初级社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具体 

有哪些差别？高级社时还有没有土地等的分红，是不是全部按劳动分配？ 7.您所在的

社除种地外，有没有发展过副业（如编织、打草等）？具体是什么，怎么 开展的，怎

么计算劳动成果，收入如何分配？ 8.入社后，您家每天吃几顿饭，吃的怎样，相比入

社前，您家的生活有没有提高？如 果有，哪些方面有提高？如果没有，为什么？ 9.您

所在的社在生产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在管理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为 

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三）生产与分 

配中的特殊对象 

1.在生产中，地主、富农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比如大家都不愿意与他们一起干 

活等？他们能不能成为社里、生产小组等的干部？  

2.在农活分配等方面，地主、富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 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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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脏活等分配给他们？ 3.在工分评定方面，地主、富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

有被区别对待，比如不被计 工分或少计工分？ 4.在收成分配方面，地主、富农是否

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少分配 或把不好的东西分配给他们？ 5.在

生产中，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比如大家都不愿意与他们 一起

干活？他们能不能成为社里、生产小组等的干部？ 6.在农活分配等方面，之前不愿

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 如把重活、脏活等分配给他们？ 

7.在工分评定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 

不被计工分或少计工分？ 8.在收成分配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 

少分配或把不好的东西分配给他们？  

 

 

（四）退社现象 

1.您所在的社有没有出现过闹“退社”的？  
 

2.如果有，哪一年，有多少户，是哪些人，他们的土改成分分别是什么？为什么闹？ 

3.闹“退社”后，土地有没有退给他们，农具、牲口、资金等有没有退，怎么退的？ 

后来对闹“退社”怎么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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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曾经闹“退社”的人，在后来的生产中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比如大家都不愿 

意与他们一起干活等？他们能不能成为社里、生产小组等的干部？ 5.在后来的生产

中，曾经闹“退社”这些人在农活分配等方面与其他人是否一样？有 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把重活、脏活等分配给他们？ 6.在工分评定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

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不被计工分或少计工分？ 7.在收成分配

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少分配或把不好的东西分配给他们？  

 

 

 

 

 
三、合作社的评价 

 1.入社后，您有没有觉得土改分田地白搞了，有没有“自己的土地又没了”或类似的 

感觉？为什么？ 2.您觉得初级社、高级社与互助组有什么不同？具体哪些方面不同

？  

3.您觉得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这三个阶段，在耕种效率上有没有什么不同？为什 

么？相比之下，哪个阶段更好一些？ 4.对比土改，您觉得农业合作化是否有助于农

业生产发展吗？为什么？  

5.农业合作化跟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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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调查核心数据信息表三 

（使用说明：本表是从调查提纲中提取出来的、期望调查重点获得的信息，本表所列信息是衡量调查质量的关键。调查员在完成提纲访谈后，需要对照 

本表，看看本表中列出的信息是否都已经访谈到，如果有遗漏，则根据本表的提示，进行补充追问，确保这些关键信息能获得到；如果表中列出的信息 

都已访谈到，则可以结束该老人的访谈。）  

 

一级指标 二级标题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五级指标   

 

 

合 

作 

化 

的 

基 

础 

 
土改后家庭基 

本情况 

人口情况   
人口数量  

劳动力数量 男劳力，女劳力 

 

经济情况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经济状况在村庄中的位置  

土改成分  

 

 

 

 

 

土改后生产基 

本情况 

 

土地情况   

土地亩数 多少水田、旱地 

土改时土地亩数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增减多少 

收成情况  

是否够一家人维持生活（是否够吃）  

 

劳力合作   

劳力是否够用  

土改后是否换工，换工对象，如何换工  

土改前是否换工，换工对象，如何换工  

 

 

牲畜与农具   

牛、马、骡子、驴等牲畜数量  

是否搭伙，搭伙对象，如何搭伙  

牲口借用，借用对象，如何借用  

农具数量  

是否共用大型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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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具借用，借用对象，如何借用  

 

 

 

 

 

 

 

互 

助 

组 

阶 

段 

 

 

 

 

互助组的成立 

宣传动员   针对互助组的建立与加入，有没有搞动员和宣传  

 

示范引领   

第一个互助组是否是自发成立的  

第一个互助组的带头人是否是党员或干部  

第一个互助组的带头人的土改成分  

 

 

单干户   

有没有农户不加入互助组的  

不加入互助组农户的主要成分  

某一不加入互助组农户，土地、劳力、车辆、农具、牲口等分别有多少  

地主、富农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地主、富农加入互助组，是自愿还是强制的  

 

 

 

 

 

 

 

互助组的运行 

 

 

 

 

 

 

基本情况   

加入年份  

是否自愿  

临时性还是长期性  

土地数量 多少水田、旱地 

土地是否相邻  

互助组户数  

劳力数量 
男劳力，女劳力 

强劳力，弱劳力 

互助组内农户间的社会关系（本族、亲戚还是邻居等）  

犁、耙、耧、水车等大型农具数量  

牛、马、骡子、驴等牲畜数量  

 

生产安排   

互助组成员间是否有分工  

互助组有没有组长或负责人  

安排农活是否组长一人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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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助组成员间是否因耕作顺序、劳力差异等发生过矛盾、分歧  

对互助组是否适应、习惯  

 

 

 

 

费用分摊与收益分配   

是否有共同生产费用  

是否计算出工量  

是否结算出工量  

多出工是否进行补偿  

是否发展过副业  

加入互助组后产量是否提高 提高多少 

加入互助组后收入是否提高 提高多少 

 
 

互助组的退出   

加入互助组后，能不能退出  

退出是否需要其他成员的同意  

退出要不要一起讨论决定  

所在互助组是否有要求退出的  

 

互助组的评价 

 加入互助组后，土改是否还是自己的  

自己耕种与互助组耕种，哪个效率高  

互助组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  

合 

作 

社 

 

 
 

合作社的成立 

 

宣传动员   

是否搞了宣传动员  

入社年份  

是否自愿入社  

 

分批入社   

入社是否有先后  

您家先入社还是后入社  

先入社有没有扶持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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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 

段 

  有没有不允许入社的  

地主、富农能否入社  

地主、富农是否愿意入社  

地主、富农入社，是否受到为难或刁难  

 

 

 

 

抵制入社   

有没有农户不愿入社  

多少户农户不愿入社  

不愿入社农户之前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有没有开会教育或批斗不愿入社的  

有没有孤立、限制不愿入社的  

有没有农户把自家的牲畜、家禽、树木等卖掉或宰杀  

不愿入社的人，入社时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  

 

 

 

 

 

 

 

入社方式   

入社有没有现场报名、入社仪式等  

是否土地先入社，农具、牲口等后入社  

土地入社是否是作价入股  

您家土地的作价是多少  

土地里长的庄稼有没有作价  

您当时对作价是否满意  

土地入社后，觉得是否还是自己的  

土地入社后，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  

高级社时，土地是否全部被收归集体了  

土地证是否也被征收了  

当时是否愿意把土地证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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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除了土地，您家还有哪些东西入社了  

这些东西入社怎么算价的（是作价入股、折算入社还是算作工分等）  

入社后，觉得这些牲畜、农具、车辆还是自己的吗  

当时把这些东西入社，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  

地主、富农入社时，土地入社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平等）  

牲畜、车辆、农具等在作价方面跟其他是否一样  

不愿入社的人，入社时土地入社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平等）  

不愿入社的人，入社时牲畜、车辆、农具等作价方面跟其他人是否一样  

 

 

 

 

 

 

 

 

合作社的运行 

 

 

 

 

 

 

基本情况   

所在初级社是一个自然村还是几个自然村合并形成的  

所在初级社的户数  

全劳力数量 男劳力，女劳力 

耕地多少亩 多少水田、旱地 

社干部是选举还是任命的  

有没有划分生产小组（或小队） 数量 

有没有副业小组  

所在社牛、马、骡子等牲畜数量  

所在社车辆数量  

所在社犁耧、水车等大型农具数量  

 
 

生产安排与收成分配   

安排农业生产是不是干部说了算  

社员能不能提意见或建议  

干部是不是跟其他社员一样干活  

对干部有没有一些照顾或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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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入社与入社几年以后，社员生产热情、积极性有没有变化  

有没有计工分  

工分是干部定的还是社员一起评的  

整劳力、半劳力、妇女劳力、老人、小孩、饲养员、种菜、副业、从事 

其他生产等，工分各是多少 

 

初级社时，土地报酬和劳动分红的比重各占多少  

当时的粮食产量有多高  

与入社前相比，粮食产量有没有提高 提高了多少 

家里一年分得的粮食有多少  

与入社前相比，获得的粮食有没有提高 提高了多少 

家里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与入社前相比，家里的收入有没有提高 提供了多少 

高级社收成分配与初级社是否相同  

高级社时，还有没有土地等的分红  

有没有发展过副业（如编织、打草等）  

入社后，每天吃几顿饭  

饭菜质量，与入社前有没有提高  

相比入社前，家里的生活有没有提高  

 
 

生产与分配中的特殊对象 

生产中，地主、富农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地主、富农能不能成为社里、生产小组等的干部  

在农活分配等方面，地主、富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工分评定方面，地主、富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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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收成分配方面，地主、富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生产中，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在农活分配等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工分评定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收成分配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退社现象   

所在社有没有出现过闹“退社”的  

闹“退社”是哪一年  

有多少户闹“退社”  

闹“退社”的主要成分  

闹“退社”后，土地有没有退给他们  

闹“退社”后，农具、牲口、资金等有没有退  

曾经闹“退社”的人，在后来的生产中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在后来生产中，曾经闹“退社”的人在农活分配中与其他人是否一样  

在工分评定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收成分配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合作社的评价 

 入社后，有没有觉得土改分田地白搞了  

有没有“分给自己的土地又没了”或类似的感觉  

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哪个阶段耕种效率高些  

相比土改，农业合作化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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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调查提纲四   

（适用对象：富农）   
 

 

 

 

合 

作 

化 

的 

基 

础 

 

 

一、土改后家庭基本情况 

（注：“土改后”指土改结束 

至互助组成立前。） 

 

（一）人口情况 

1.土改后您家里有几口人？都有谁？年龄都多大了？分别从事什么生产（职业）？  
 

2.土改后您家里有哪几个人可以从事劳动（劳动力）？其中男性有几个？女性有几个？   
 

3.土改后您家里有无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病人、残疾人等？当时家里的负担重吗？  

 

（二）经济情况 

1.土改后，您主要是做什么的？您家里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什么？（主要靠什么谋生？）  
 

2.除了种地，您家有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如在外揽活或做小买卖）？收入怎样？  
 

3.土改后，您家的经济状况，在村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土改给您家定的成分是什么？ 

 

 

 

 

二、土改后生产基本情况 

 

 

（一）土地情况 

1.土改后，您家有多少田地？水田多少？旱地多少？土改时您家有没有田、地被分出 

去，分出去了多少田、地？ 2.当时都种了哪些作物，一年的收成分别是多少？够一

家人维持基本生活吗（够吃 

吗）？  

 

 

（二）劳力合作 

1.土改后，您家的劳力在生产中够用吗？如果不够的话，是怎么解决的？  

2.土改后，您家在生产中有没有和其他人家进行换工？若有，一般和谁换工，邻居、 

本家、亲戚还是关系好的，村内的还是村外的？ 3.换工是怎么换的，男工和女工怎么

换，耕牛和人工怎么换，技术工和普通工怎么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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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忙时和平时换工有什么不同？有无酬劳？如果有，酬劳多少？如果没有，为什么？ 

换工或互助管不管吃饭，管几顿饭？工具由谁准备？ 4.土改前有没有换过工，和谁

换工，怎么换的？土改前有没有雇工，雇几个，从哪里 

雇的，报酬多少？  

 

 

 

 

 

 

（三）牲畜与农 

具 

1.土改后，您家有没有牛、马、骡子、驴等牲畜，与土改前是否一样？如果有，自家 

的牲口能否满足生产需要，有没有跟别人搭伙使用牲畜的，如何搭伙的？土改前您家 

有没有跟别人搭伙使用牲畜的，跟谁搭伙，如何搭伙的？ 2.如果没有牲畜，农忙的时

候怎么解决牲口问题？会去借吗？如果借的话，一般会找 谁？要不要给钱，如果不给

钱，是否是用人工换，怎么换？ 3.土改后，您家当时有哪些农具，与土改前是否一样

？有没有和其他农户共用犁、耧、 耙、水车等大型农具？如果有，和哪些农户共用？

为什么和他共用？ 4.如果家里农具不够的话，农忙时怎么解决？会去借吗？如果借的

话，一般会找谁？ 

要不要给钱，如果不给钱，是否是用人工换，怎么换？  

 
互 

助 

 

 

一、互助组的成立 

 

 

（一）宣传动员 

1.针对互助组的建立与加入，上级有没有搞动员和宣传？  
 

2.当时是怎么动员和宣传的？讲了哪些话？  

3.当时听说要搞互助组，农户有什么反应，积极性如何？您对加入互助组是什么想法， 

有什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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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阶 

段 

  

 

（二）示范引领 

1.您村第一个互助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是自发成立的吗？  
 

2.您村第一个互助组带头人是谁，他是党员或干部吗，带头人的土改成分是什么？  

3.您村第一个互助组有多少户，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是本族、亲戚还是邻 

居等？他们的土地、劳力、车辆、农具、牲口情况怎样？分别有多少？  

 

 

 

 

 

 

（三）单干户 

1.当时村里有没有农户不加入互助组的？  
 

2.如果有，一般是哪些农户不愿意加入，他们的土改成分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愿意 

加入？ 3.他们的土地、劳动、农具、牲口情况怎样？（请老人以某一农户为例，讲

讲该农户 有多少土地、劳力、车辆、农具、牲口等） 4.您家当时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加入？没有加入的情况下，当 时怎么进行生产的，在生产上

有没有与其他农户合作，与哪些农户合作，为什么同他 

们合作？您家在生产上与互助组之间有没有来往，具体是什么？  

 

 

 

二、互助组的运行 

 

 

 

（一）基本情况 

1.若加入了互助组，是哪一年加入的？为什么会加入，是否是自愿的？是临时性的（季 

节性的）还是长期性的？ 2.您所在的互助组一共有多少水田、多少旱地？土地是否

相邻，分为多少地块？  

3.您所在的互助组的户数有多少，各户的成分分别是什么，各户分别有多少人？有多 
 

少劳力，男女劳力各是多少，强劳力和弱劳力各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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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您所在的互助组内各农户间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是本族、亲戚还是邻居等？为什 

么与这些农户合作？您家一般与愿意哪些农户合作，不愿意与哪些农户合作？ 5.您

所在的互助组当时有哪些农具，有多少犁、耙、耧、水车等大型农具，农具当时 是如

何使用的？ 6.您所在的互助组当时有多少牛、马、骡子、驴等牲畜，牲畜平时如何

饲养和管理， 

农忙时如何使用？  

 

 

 

 

 

 
 

（二）生产安排 

1.您所在的互助组成员之间有没有分工，平时怎么安排生产，农忙时候怎么安排？  
 

2.您所在的互助组农活由谁来安排，有没有组长或负责人？  
 

3.如果有组长，组长是谁，他是什么成分，为什么由他担任，一般哪些人能担任组长？ 

组长怎么产生的，他主要做什么？安排农活是不是组长一个人说了算？组长是不是跟 

其他成员一样干活，对组长有没有一些照顾或报酬等？ 4.在抢种、抢收等农忙时，

您所在互助组的成员之间有没有因耕作先后顺序、劳力差 异等产生分歧或矛盾，具体

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的？ 5.对于互助组这种生产形式，您当时是否感到适应、习

惯？如果适应，为什么？如果 

不适应，为什么？  

（三）费用分摊 

与收益分配 

1.您所在的互助组生产中的共同费用是如何分摊的？例如，如果需要购买犁、耧、水 
 

车等农具，费用如何分摊？购买牛、马、骡子、驴等牲畜，费用如何分摊；购买粪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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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费用如何分摊；各农户在相互互助后的费用如何结算？ 2.您所在的互助组平常

干农活是否计算每家出多少工，如何计工，一季庄稼收获后是 否结算，如何结算？对

出工多的是否进行补偿（如结算工钱）？ 3.您所在的互助组除种地外，有没有发展

过副业（如编织、打草等）？具体是什么， 怎么开展的，收入如何分配？ 4.加入互

助组后，粮食产量有多高，与加入前相比有没有提高，提高了多少？您家的 

收入跟之前相比有没有提高，提高了多少？  

 
 

（四）互助组的 

退出 

1.加入互助组后，能不能退出，要怎样才能退出？  

2.是否需要其他成员的同意，要不要一起开会？如果其他成员中有一个不同意，能不 

能退出？如果其他社员同意退出，是什么时候退出（如年终结算时）？ 3.您所在的

互助组有要求退出的吗？是怎么回事？后来怎么解决的？  

 
 

三、互助组的评价 

 1.您觉得加入互助组后，土地还是您的吗，为什么？  
 

2.当时是土地各自耕种效率高还是互助组耕种效率高？为什么？  
 

3.您觉得互助组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吗？为什么？  

合 

作 

 
 

一、合作社的成立 

 
 

（一）宣传动员 

1.当时入社的时候，上级是否搞了动员或宣传？怎么动员和宣传的？有没有开会，怎 

么讲的？  

2.听说要入社，您当时有什么想法、疑问或者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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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阶 

段 

  3.您家是哪一年入初级社的，为什么会加入，是否是自愿加入的？  

4.您家在入社时，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如果有，哪些人在为难或刁 难，具体 

是怎么回事，您家当时有什么样的反应，干部又是如何处理的？  

 

 

 

 

 
（二）分批入社 

1.当时入社的时候，哪些农户先入，哪些农户后入，您家属于先入还是后入的？后入 

的一般是哪些农户，他们的成分是什么？ 2.当时先入社是不是可以从供销社购买到

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入社的有没有得到 过国家一些扶持和帮助（比如国家提供或

借给种子、生产资金等），后入社或不入社的 能得到吗？ 3.有没有不允许入社的，主

要是哪些农户，他们自己是否愿意入社，为什么不允许他 

们入，后来入了吗？  

 

 

 

 

 
（三）抵制入社 

1.当时村里有无农户不愿入社的？有多少户，主要是哪些人？  
 

2.他们是什么（土改）成分，为什么不入，他们分别有多少土地、劳力、耕牛、农具 

等？他们之前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3.后来如何处理的？他们后来有没有入社，怎样

让他们入社的？有没有开会教育或批 斗他们？有没有孤立、限制他们？具体是怎么回

事，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应？ 4.当时有没有农户为了不把自家的牲畜、家禽、树木

等入社而卖掉或宰杀的？具体是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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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当时不愿入社的人，后来在入社时，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如果有，哪些人 

在为难或刁难他们，具体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干部又是如何处理的？ 

6.当时不愿入社的人，后来在入社时，土地入社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平等），牲畜、 

车辆、农具等在作价方面跟其他人是否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具体是怎么回事？  

 

 

 

 

 

 

 

 

 

 
（四）入社方式 

1.当时是怎么入社的，有没有现场报名、入社仪式等？  
 

2.入社时，是不是土地先入社，农具、牲口等后入社？  
 

3.初级社时，土地入社方式是怎样的（作价入股还是其他方式）？如果是作价入股， 

是怎样作价的，您家土地的作价是多少，跟其他人是否一样（是否平等），有没有被区 

别对待？土地里长的庄稼有没有作价，怎么作价的？您对作价是否满意，为什么？ 

4.入社后，您觉得土地还是您的吗，为什么？当时把土地入社，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 

为什么？ 5.高级社时，土地是否全部被收归集体了？土地证是否也被征收了？当时

是否愿意交 出去，为什么？ 6.当时除了土地，您家还有哪些东西入社了（如牲畜、

农具、车辆、草料、家禽、粪 肥、水塘、山林等）？这些东西入社怎么算价的（是作

价入股、折算入社还是算作工 分等），分别算了多少？是初级社时还是高级社时入的

，报酬怎样定的？您家在作价等 

方面跟其他人是否一样（是否平等），有没有被区别对待，具体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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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入社后，您觉得这些牲畜、农具、车辆还是您的吗，为什么？当时把这些东西入社， 
 

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为什么？  

 

 

 

 

 

 

 

 

 

 

 

 

二、合作社的运行 

 

 

 

 

 

 

 

 

 

 
（一）基本情况 

1.您所在的初级社是一个自然村还是几个自然村合并形成的？基本情况如何？名称是 

什么？ 2.您所在的初级社有多少户？全劳力有多少？（其中男劳力多少？女劳力多少

？涉及 的耕地有多少？（田多少亩？地多少亩？） 3.您所在的社有哪些干部？正副社

长、会计、记分员等分别由谁来担任，为什么由他 们担任？这些干部是选举还是任命

的，如果是选举的，怎么选的？一般哪些人能成为 干部？您家有没有在社里、生产小

组等当过干部？ 4.当时您所在的社有没有划分生产小组（或小队）？如果有，是按照

什么标准划分的， 当时的生产活动是以生产小组（或小队）为单位吗？当时有哪些小

组？有没有副业小 组，具体是什么小组，有哪些人员？ 5.您所在的社有多少牛、马、

骡子、驴等牲畜？这些牲畜是如何饲养，如何使用的？  

6.您所在的社有多少车辆、犁耧耙、水车等大型农具？车辆、大型农具是如何保管， 
 

如何使用的？小农具如何保管，如何使用的？  

（二）生产安排 

与收成分配 

1.您所在的社怎样安排生产的，社员之间如何分工，男女老少怎么安排？  
 

2.安排农业生产是不是干部说了算，社员能不能提意见或建议？干部是不是跟其他社 



71  

 

 

 

   员一样干活，对干部有没有一些照顾或报酬等？ 3.在生产中，您有没有受到过排挤

或孤立，比如被单独派活等？在农活分配方面，您 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

对待，比如把重活、脏活等分配给您？ 4.入社后，刚开始社员生产的热情、积极性

怎么样，后来的热情、积极性怎么样？  

5.入社后，怎么计算社员的劳动投入的？有没有计工分，工分怎么评定的，是干部定 

的还是社员一起评的？对社员的劳动投入是如何计分的？不同劳力（整劳力、半劳力、 

妇女劳力、老人、小孩、饲养员、种菜、副业、从事其他生产等）的工分各是多少？ 

您家在工分评定上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是否平等）？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不被计 

工分或少计工分？ 6.您所在的初级社的收成（粮食等）是如何分配的？土地报酬和劳

动分红的比重各占 多少？粮食产量有多高，与入社前相比有没有提高，提高多少？家

里分得的粮食有多 少，与入社前相比，是否有增加，增加多少？家里收入有多少，有

没有提高？您家在 收成分配上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是否平等）？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少分或分不好 的东西？ 7.您所在的高级社农业收入（分配粮食等）分配与初级社

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具体 有哪些差别？高级社时还有没有土地等的分红，是不是全

部按劳动分配？  

8.您所在的社除种地外，有没有发展过副业（如编织、打草等）？具体是什么，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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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的，怎么计算劳动成果，收入如何分配？ 9.入社后，您家每天吃几顿饭，吃的

怎样，相比入社前，您家的生活有没有提高？如 果有，哪些方面有提高？如果没有，

为什么？ 10.您所在的社在生产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在管理方面有没有

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三）生产与分 

配中的特殊对象 

1.在生产中，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比如大家都不愿 意与他们 

一起干活？他们能不能成为社里、生产小组等的干部？ 2.在农活分配等方面，之前

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 如把重活、脏活等分配给他

们？ 3.在工分评定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 不被计工分或少计工分？ 4.在收成分配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

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 

少分配或把不好的东西分配给他们？  

 

 

（四）退社现象 

1.您所在的社有没有出现过闹“退社”的？  
 

2.如果有，哪一年，有多少户，是哪些人，他们的土改成分分别是什么？为什么闹？ 

3.闹“退社”后，土地有没有退给他们，农具、牲口、资金等有没有退，怎么退的？ 

后来对闹“退社”怎么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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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曾经闹“退社”的人，在后来的生产中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比如大家都不愿 

意与他们一起干活等？他们能不能成为社里、生产小组等的干部？ 5.在后来的生产

中，曾经闹“退社”这些人在农活分配等方面与其他人是否一样？有 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把重活、脏活等分配给他们？ 6.在工分评定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

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不被计工分或少计工分？ 7.在收成分配

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少分配或把不好的东西分配给他们？  

 

 

 

 

 
三、合作社的评价 

 1.入社后，您有没有觉得土改分田地白搞了，有没有“自己的土地又没了”或类似的 

感觉？为什么？ 2.您觉得初级社、高级社与互助组有什么不同？具体哪些方面不同

？  

3.您觉得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这三个阶段，在耕种效率上有没有什么不同？为什 

么？相比之下，哪个阶段更好一些？ 4.对比土改，您觉得农业合作化是否有助于农

业生产发展吗？为什么？  

5.农业合作化跟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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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调查核心数据信息表四 

（使用说明：本表是从调查提纲中提取出来的、期望调查重点获得的信息，本表所列信息是衡量调查质量的关键。调查员在完成提纲访谈后，需要对照 

本表，看看本表中列出的信息是否都已经访谈到，如果有遗漏，则根据本表的提示，进行补充追问，确保这些关键信息能获得到；如果表中列出的信息 

都已访谈到，则可以结束该老人的访谈。）  

  
 

一级指标 二级标题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五级指标   

 

 
 

合 

作 

化 

的 

基 

础 

 
土改后家庭基 

本情况 

人口情况   
人口数量  

劳动力数量 男劳力，女劳力 

 

经济情况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经济状况在村庄中的位置  

土改成分  

 

 

 

 

 

土改后生产基 
本情况 

 
土地情况   

土地亩数 多少水田、旱地 

土改时有没有田、地被分出去 分出多少田、地 

收成情况  

是否够一家人维持生活（是否够吃）  

 
劳力合作   

劳力是否够用  

土改后是否换工，换工对象，如何换工  

土改前是否换工，换工对象，如何换工  

土改前有没有雇工 雇多少个 

 

 

牲畜与农具   

牛、马、骡子、驴等牲畜数量  

牲畜数量与土改前是否一样  

是否搭伙，搭伙对象，如何搭伙  

牲口借用，借用对象，如何借用  

农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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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共用大型农具  

农具借用，借用对象，如何借用  

 

 

 

 

 

 
 

互 

助 

组 

阶 

段 

 

 

 

 
 

互助组的成立 

宣传动员   针对互助组的建立与加入，有没有搞动员和宣传  

 

示范引领   

第一个互助组是否是自发成立的  

第一个互助组的带头人是否是党员或干部  

第一个互助组的带头人的土改成分  

 

 
 

单干户   

有没有农户不加入互助组的  

不加入互助组农户的主要成分  

某一不加入互助组农户，土地、劳力、车辆、农具、牲口等分别有多少  

您家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若没有加入，在生产上有没有与其他农户合作  

若没有加入，在生产上与互助组之间有没有来往  

 

 

 

 

 

 
 

互助组的运行 

 

 

 

 

 

 

基本情况   

加入年份  

是否自愿  

临时性还是长期性  

土地数量 多少水田、旱地 

土地是否相邻  

互助组户数  

劳力数量 
男劳力，女劳力 

强劳力，弱劳力 

互助组内农户间的社会关系（本族、亲戚还是邻居等）  

犁、耙、耧、水车等大型农具数量  

牛、马、骡子、驴等牲畜数量  

生产安排   
互助组成员间是否有分工  

互助组有没有组长或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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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农活是否组长一人说了算  

互助组成员间是否因耕作顺序、劳力差异等发生过矛盾、分歧  

对互助组是否适应、习惯  

 

 

 

 

费用分摊与收益分配   

是否有共同生产费用  

是否计算出工量  

是否结算出工量  

多出工是否进行补偿  

是否发展过副业  

加入互助组后产量是否提高 提高多少 

加入互助组后收入是否提高 提高多少 

 
 

互助组的退出   

加入互助组后，能不能退出  

退出是否需要其他成员的同意  

退出要不要一起讨论决定  

所在互助组是否有要求退出的  

 

互助组的评价 

 加入互助组后，土改是否还是自己的  

自己耕种与互助组耕种，哪个效率高  

互助组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  

 

合 

作 

 

 

合作社的成立 

 
 

宣传动员   

是否搞了宣传动员  

入社年份  

是否自愿入社  

入社时，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  

分批入社   入社是否有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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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阶 

段 

  您家先入社还是后入社  

先入社有没有上级的扶持或帮助  

有没有不允许入社的  

不允许入社的人本人是否愿意入社  

 

 

 

 

 

抵制入社   

有没有农户不愿入社  

多少户农户不愿入社  

不愿入社农户之前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有没有开会教育或批斗不愿入社的  

有没有孤立、限制不愿入社的  

有没有农户把自家的牲畜、家禽、树木等卖掉或宰杀  

不愿入社的人，入社时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  

不愿入社的人，入社时土地入社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平等）  

不愿入社的人，入社时牲畜、车辆、农具等作价方面跟其他人是否一样  

 

 

 

 

 

入社方式   

入社有没有现场报名、入社仪式等  

是否土地先入社，农具、牲口等后入社  

土地入社是否是作价入股  

您家土地的作价是多少  

您家土地的作价跟其他人是否一样（是否平等）  

土地里长的庄稼有没有作价  

您当时对作价是否满意  

土地入社后，觉得是否还是自己的  

土地入社后，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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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社时，土地是否全部被收归集体了  

土地证是否也被征收了  

当时是否愿意把土地证交出去  

当时除了土地，您家还有哪些东西入社了  

这些东西入社怎么算价的（是作价入股、折算入社还是算作工分等）  

您家在作价等方面跟其他人是否一样（是否平等）  

入社后，觉得这些牲畜、农具、车辆还是自己的吗  

当时把这些东西入社，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  

 

 

 

 

 

 

 

 

合作社的运行 

 

 

 

 

 

 

 

基本情况   

所在初级社是一个自然村还是几个自然村合并形成的  

所在初级社的户数  

全劳力数量 男劳力，女劳力 

耕地多少亩 多少水田、旱地 

社干部是选举还是任命的  

您家有没有在社里、生产小组等当过干部  

有没有划分生产小组（或小队） 数量 

有没有副业小组  

所在社牛、马、骡子等牲畜数量  

所在社车辆数量  

所在社犁耧、水车等大型农具数量  

 

生产安排与收成分配   

安排农业生产是不是干部说了算  

社员能不能提意见或建议  

干部是不是跟其他社员一样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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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干部有没有一些照顾或报酬  

在生产中，您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在农活分配方面，您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刚入社与入社几年以后，社员生产热情、积极性有没有变化  

有没有计工分  

工分是干部定的还是社员一起评的  

整劳力、半劳力、妇女劳力、老人、小孩、饲养员、种菜、副业、从事 

其他生产等，工分各是多少 

 

您家在工分评定上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是否平等）  

您家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不被计工分或少计工分  

初级社时，土地报酬和劳动分红的比重各占多少  

当时的粮食产量有多高  

与入社前相比，粮食产量有没有提高 提高了多少 

家里一年分得的粮食有多少  

与入社前相比，获得的粮食有没有提高 提高了多少 

家里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与入社前相比，家里的收入有没有提高 提供了多少 

您家在收成分配上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是否平等）？  

您家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少分或分不好的东西？  

高级社收成分配与初级社是否相同  

高级社时，还有没有土地等的分红  

有没有发展过副业（如编织、打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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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社后，每天吃几顿饭  

饭菜质量，与入社前有没有提高  

相比入社前，家里的生活有没有提高  

 
 

生产与分配中的特殊对象 

在生产中，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在农活分配等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工分评定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收成分配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退社现象   

所在社有没有出现过闹“退社”的  

闹“退社”是哪一年  

有多少户闹“退社”  

闹“退社”的主要成分  

闹“退社”后，土地有没有退给他们  

闹“退社”后，农具、牲口、资金等有没有退  

曾经闹“退社”的人，在后来的生产中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在后来生产中，曾经闹“退社”的人在农活分配中与其他人是否一样  

在工分评定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收成分配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合作社的评价 

 入社后，有没有觉得土改分田地白搞了  

有没有“自己的土地又没了”或类似的感觉  

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哪个阶段耕种效率高些  

相比土改，农业合作化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  



81  

 

 

 

农业合作化调查提纲五   

（适用对象：地主）   
 

 

 

 
合 

作 

化 

的 

基 

础 

 

 

一、土改后家庭基本情况 

（注：“土改后”指土改结束 

至互助组成立前。） 

 

（一）人口情况 

1.土改后您家里有几口人？都有谁？年龄都多大了？分别从事什么生产（职业）？  

2.土改后您家里有哪几个人可以从事劳动（劳动力）？其中男性有几个？女性有几个？   

3.土改后您家里有无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病人、残疾人等？当时家里的负担重吗？  

 

（二）经济情况 

1.土改后，您主要是做什么的？您家里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什么？（主要靠什么谋生？）  

2.除了种地，您家有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如在外揽活或做小买卖）？收入怎样？  

3.土改后，您家的经济状况，在村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土改给您家定的成分是什么？ 

 

 

 

 
二、土改后生产基本情况 

 

（一）土地情况 

1.土改后，您家有多少田地？水田多少？旱地多少？土改前，您家有多少田、地？  

2.当时都种了哪些作物，一年的收成分别是多少？够一家人维持基本生活吗（够吃 

吗）？  

 

 
（二）劳力合作 

1.土改后，您家的劳力在生产中够用吗？如果不够的话，是怎么解决的？  

2.土改后，您家在生产中有没有和其他人家进行换工？若有，一般和谁换工，邻居、 

本家、亲戚还是关系好的，村内的还是村外的？ 3.换工是怎么换的，男工和女工怎么

换，耕牛和人工怎么换，技术工和普通工怎么换， 农忙时和平时换工有什么不同？有

无酬劳？如果有，酬劳多少？如果没有，为什么？ 换工或互助管不管吃饭，管几顿饭

？工具由谁准备？ 4.土改前有没有雇工，雇几个，从哪里雇的，报酬多少？  

 1.土改后，您家有没有牛、马、骡子、驴等牲畜？如果有，自家的牲口能否满足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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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牲畜与农 

具 

需要，有没有跟别人搭伙使用牲畜的，如何搭伙的？ 2.如果没有牲畜，农忙的时候

怎么解决牲口问题？会去借吗？如果借的话，一般会找 谁？要不要给钱，如果不给钱

，是否是用人工换，怎么换？ 3.土改后，您家当时有哪些农具？有没有和其他农户

共用犁、耧、耙、水车等大型农 具？如果有，和哪些农户共用？为什么和他共用？ 

4.如果家里农具不够的话，农忙时怎么解决？会去借吗？如果借的话，一般会找谁？ 

要不要给钱，如果不给钱，是否是用人工换，怎么换？  

 

 

互 

助 

组 

阶 

段 

 

 

 

 

 

 

 
 

一、互助组的成立 

 

 

（一）宣传动员 

1.针对互助组的建立与加入，上级有没有搞动员和宣传？  
 

2.当时是怎么动员和宣传的？讲了哪些话？  

3.当时听说要搞互助组，农户有什么反应，积极性如何？您对加入互助组是什么想法， 

有什么反应？  

 

 

（二）示范引领 

1.您村第一个互助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是自发成立的吗？  
 

2.您村第一个互助组带头人是谁，他是党员或干部吗，带头人的土改成分是什么？  

3.您村第一个互助组有多少户，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是本族、亲戚还是邻 

居等？他们的土地、劳力、车辆、农具、牲口情况怎样？分别有多少？  

 

（三）单干户 
1.当时村里有没有农户不加入互助组的？  

 

2.如果有，一般是哪些农户不愿意加入，他们的土改成分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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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 3.他们的土地、劳动、农具、牲口情况怎样？（请老人以某一农户为例，讲

讲该农户 有多少土地、劳力、车辆、农具、牲口等） 4.当时您家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加入？没有加入的情况下，当 时怎么进行生产的，在生产上

有没有与其他农户合作，与哪些农户合作，为什么同他 

们合作？您家在生产上与互助组之间有没有来往，具体是什么？  

 

 

 

 

 

 

 

 

二、互助组的运行 

 

 

 

 

 

 

 

 

（一）基本情况 

1.若加入了互助组，是哪一年加入的？为什么会加入，是否是自愿的？是临时性的（季 

节性的）还是长期性的？ 2.您所在的互助组一共有多少水田、多少旱地？土地是否

相邻，分为多少地块？  

3.您所在的互助组的户数有多少，各户的成分分别是什么，各户分别有多少人？有多 

少劳力，男女劳力各是多少，强劳力和弱劳力各是多少？ 4.您所在的互助组内各农

户间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是本族、亲戚还是邻居等？为什 么与这些农户在同一互助

组，这些农户一般是什么成分？您家一般与愿意哪些农户合 作，不愿意与哪些农户合

作？ 5.您所在的互助组当时有哪些农具，有多少犁、耙、耧、水车等大型农具，农

具当时 是如何使用的？  

6.您所在的互助组当时有多少牛、马、骡子、驴等牲畜，牲畜平时如何饲养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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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忙时如何使用？  

 

 

 

 

 

 
 

（二）生产安排 

1.您所在的互助组成员之间有没有分工，平时怎么安排生产，农忙时候怎么安排？  
 

2.您所在的互助组农活由谁来安排，有没有组长或负责人？  
 

3.如果有组长，组长是谁，他是什么成分，为什么由他担任，一般哪些人能担任组长？ 

组长怎么产生的，他主要做什么？安排农活是不是组长一个人说了算？组长是不是跟 

其他成员一样干活，对组长有没有一些照顾或报酬等？ 4.在抢种、抢收等农忙时，

您所在互助组的成员之间有没有因耕作先后顺序、劳力差 异等产生分歧或矛盾，具体

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的？ 5.对于互助组这种生产形式，您当时是否感到适应、习

惯？如果适应，为什么？如果 

不适应，为什么？  

 

 

 

 
（三）费用分摊 

与收益分配 

1.您所在的互助组生产中的共同费用是如何分摊的？例如，如果需要购买犁、耧、水 

车等农具，费用如何分摊？购买牛、马、骡子、驴等牲畜，费用如何分摊；购买粪肥 

等，费用如何分摊；各农户在相互互助后的费用如何结算？ 2.您所在的互助组平常

干农活是否计算每家出多少工，如何计工，一季庄稼收获后是 否结算，如何结算？对

出工多的是否进行补偿（如结算工钱）？ 3.您所在的互助组除种地外，有没有发展

过副业（如编织、打草等）？具体是什么， 

怎么开展的，收入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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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加入互助组后，粮食产量有多高，与加入前相比有没有提高，提高了多少？您家的 
 

收入跟之前相比有没有提高，提高了多少？  

 
 

（四）互助组的 

退出 

1.加入互助组后，能不能退出，要怎样才能退出？  

2.是否需要其他成员的同意，要不要一起开会？如果其他成员中有一个不同意，能不 

能退出？如果其他社员同意退出，是什么时候退出（如年终结算时）？ 3.您所在的

互助组有要求退出的吗？是怎么回事？后来怎么解决的？  

 
 

三、互助组的评价 

 1.您觉得加入互助组后，土地还是您的吗，为什么？  
 

2.当时是土地各自耕种效率高还是互助组耕种效率高？为什么？  
 

3.您觉得互助组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吗？为什么？  

 
合 

作 

社 

阶 

段 

 

 

 

 

 

 

一、合作社的成立 

 

 

 

 
（一）宣传动员 

1.当时入社的时候，上级是否搞了动员或宣传？怎么动员和宣传的？有没有开会，怎 

么讲的？  

2.听说要入社，您当时有什么想法、疑问或者担忧？  
 

3.您家是哪一年入初级社的，为什么会加入，是否是自愿加入的？  

4.您家在入社时，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如果有， 哪些人在为难或刁难，具体 

是怎么回事，您家当时有什么样的反应，干部又是如何处理的？  

 

（二）分批入社 
1.当时入社的时候，哪些农户先入，哪些农户后入，您家属于先入还是后入的？后入 

 

的一般是哪些农户，他们的成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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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当时先入社是不是可以从供销社购买到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入社的有没有得到 

过国家一些扶持和帮助（比如国家提供或借给种子、生产资金等），后入社或不入社的 

能得到吗？ 3.有没有不允许入社的，主要是哪些农户，他们自己是否愿意入社，为

什么不允许他 

们入，后来入了吗？当时您家入社了吗，是否愿意入社，怎样入社的？  

 

 

 

 

 

 

 

 

（三）抵制入社 

1.当时村里有无农户不愿入社的？有多少户，主要是哪些人？  
 

2.他们是什么（土改）成分，为什么不入，他们分别有多少土地、劳力、耕牛、农具 

等？他们之前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3.后来如何处理的？他们后来有没有入社，怎样让

他们入社的？有没有开会教育或批 斗他们？有没有孤立、限制他们？具体是怎么回事

，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应？ 4.当时有没有农户为了不把自家的牲畜、家禽、树木等入

社而卖掉或宰杀的？具体是 怎么回事？ 5.当时不愿入社的人，后来在入社时，有没有

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如果有，哪些人 在为难或刁难他们，具体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有

什么样的反应，干部又是如何处理的？ 6.当时不愿入社的人，后来在入社时，土地入社

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平等），牲畜、 

车辆、农具等在作价方面跟其他人是否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具体是怎么回事？  

（四）入社方式 1.当时是怎么入社的，有没有现场报名、入社仪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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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入社时，是不是土地先入社，农具、牲口等后入社？  
 

3.初级社时，土地入社方式是怎样的（作价入股还是其他方式）？如果是作价入股， 

是怎样作价的，您家土地的作价是多少，跟其他人是否一样（是否平等），有没有被区 

别对待？土地里长的庄稼有没有作价，怎么作价的？您对作价是否满意，为什么？ 4.

入社后，您觉得土地还是您的吗，为什么？当时把土地入社，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 为

什么？ 5.高级社时，土地是否全部被收归集体了？土地证是否也被征收了？当时是否

愿意交 出去，为什么？ 6.当时除了土地，您家还有哪些东西入社了（如牲畜、农具、

车辆、草料、家禽、粪 肥、水塘、山林等）？这些东西入社怎么算价的（是作价入股

、折算入社还是算作工 分等），分别算了多少？是初级社时还是高级社时入的，报酬怎

样定的？您家在作价等 方面跟其他人是否一样（是否平等），有没有被区别对待，具体

是怎么回事？ 7.入社后，您觉得这些牲畜、农具、车辆还是您的吗，为什么？当时把这

些东西入社， 

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为什么？  

 
 

二、合作社的运行 

 
 

（一）基本情况 

1.您所在的初级社是一个自然村还是几个自然村合并形成的？基本情况如何？名称是 

什么？  

2.您所在的初级社有多少户？全劳力有多少？（其中男劳力多少？女劳力多少？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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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耕地有多少？（田多少亩？地多少亩？） 3.您所在的社有哪些干部？正副社长、会

计、记分员等分别由谁来担任，为什么由他 们担任？这些干部是选举还是任命的，如

果是选举的，怎么选的？一般哪些人能成为 干部？您家有没有在社里、生产小组等当

过干部？ 4.当时您所在的社有没有划分生产小组（或小队）？如果有，是按照什么标

准划分的， 当时的生产活动是以生产小组（或小队）为单位吗？当时有哪些小组？有

没有副业小 组，具体是什么小组，有哪些人员？ 5.您所在的社有多少牛、马、骡子、

驴等牲畜？这些牲畜是如何饲养，如何使用的？  

6.您所在的社有多少车辆、犁耧耙、水车等大型农具？车辆、大型农具是如何保管， 
 

如何使用的？小农具如何保管，如何使用的？  

 

 

 

 
（二）生产安排 

与收成分配 

1.您所在的社怎样安排生产的，社员之间如何分工，男女老少怎么安排？  
 

2.安排农业生产是不是干部说了算，社员能不能提意见或建议？干部是不是跟其他社 

员一样干活，对干部有没有一些照顾或报酬等？ 3.在生产中，您有没有受到过排挤

或孤立，比如被单独派活等？在农活分配方面，您 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

对待，比如把重活、脏活等分配给您？ 4.入社后，刚开始社员生产的热情、积极性

怎么样，后来的热情、积极性怎么样？  

5.入社后，怎么计算社员的劳动投入的？有没有计工分，工分怎么评定的，是干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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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还是社员一起评的？对社员的劳动投入是如何计分的？不同劳力（整劳力、半劳力、 

妇女劳力、老人、小孩、饲养员、种菜、副业、从事其他生产等）的工分各是多少？ 

您家在工分评定上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是否平等）？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不被计 

工分或少计工分？ 6.您所在的初级社的收成（粮食等）是如何分配的？土地报酬和

劳动分红的比重各占 多少？粮食产量有多高，与入社前相比有没有提高，提高多少？

家里分得的粮食有多 少，与入社前相比，是否有增加，增加多少？家里收入有多少，

有没有提高？您家在 收成分配上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是否平等）？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少分或分不好 的东西？ 7.您所在的高级社农业收入（分配粮食等）分配与初

级社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具体 有哪些差别？高级社时还有没有土地等的分红，是不

是全部按劳动分配？ 8.您所在的社除种地外，有没有发展过副业（如编织、打草等

）？具体是什么，怎么 开展的，怎么计算劳动成果，收入如何分配？ 9.入社后，您

家每天吃几顿饭，吃的怎样，相比入社前，您家的生活有没有提高？如 果有，哪些方

面有提高？如果没有，为什么？ 10.您所在的社在生产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

题？在管理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三）生产与分 1.在生产中，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比如大家都不愿意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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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中的特殊对象 一起干活？他们能不能成为社里、生产小组等的干部？ 2.在农活分配等方面，之前

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 如把重活、脏活等分配给他

们？ 3.在工分评定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 不被计工分或少计工分？ 4.在收成分配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

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 

少分配或把不好的东西分配给他们？  

 

 

 

 

 

 

 
 

（四）退社现象 

1.您所在的社有没有出现过闹“退社”的？  
 

2.如果有，哪一年，有多少户，是哪些人，他们的土改成分分别是什么？为什么闹？ 
 

3.闹“退社”后，土地有没有退给他们，农具、牲口、资金等有没有退，怎么退的？ 

后来对闹“退社”怎么处理的？ 4.曾经闹“退社”的人，在后来的生产中有没有受

到过排挤或孤立，比如大家都不愿 意与他们一起干活等？他们能不能成为社里、生产

小组等的干部？ 5.在后来的生产中，曾经闹“退社”这些人在农活分配等方面与其

他人是否一样？有 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把重活、脏活等分配给他们？ 6.在工分评

定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不被计工分或少计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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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在收成分配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比如少分配或把不好的东西分配给他们？  

 

 

 

 

 
三、合作社的评价 

 1.入社后，您有没有觉得土改分田地白搞了，有没有“自己的土地又没了”或类似的 

感觉？为什么？ 2.您觉得初级社、高级社与互助组有什么不同？具体哪些方面不同

？  

3.您觉得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这三个阶段，在耕种效率上有没有什么不同？为什 

么？相比之下，哪个阶段更好一些？ 4.对比土改，您觉得农业合作化是否有助于农

业生产发展吗？为什么？  

5.农业合作化跟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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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调查核心数据信息表五 

（使用说明：本表是从调查提纲中提取出来的、期望调查重点获得的信息，本表所列信息是衡量调查质量的关键。调查员在完成提纲访谈后，需要对照 

本表，看看本表中列出的信息是否都已经访谈到，如果有遗漏，则根据本表的提示，进行补充追问，确保这些关键信息能获得到；如果表中列出的信息 

都已访谈到，则可以结束该老人的访谈。）  

  
 

一级指标 二级标题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五级指标   

 

 

合 

作 

化 

的 

基 

础 

 
土改后家庭基 

本情况 

人口情况   
人口数量  

劳动力数量 男劳力，女劳力 

 

经济情况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经济状况在村庄中的位置  

土改成分  

 

 

 

 

 

土改后生产基 

本情况 

 
土地情况   

土地亩数 多少水田、旱地 

土改前多少田、地  

收成情况  

是否够一家人维持生活（是否够吃）  

 

劳力合作   

劳力是否够用  

土改后是否换工，换工对象，如何换工  

土改前有没有雇工 雇多少个 

 
 

牲畜与农具   

牛、马、骡子、驴等牲畜数量  

牲畜数量与土改前是否一样  

是否搭伙，搭伙对象，如何搭伙  

牲口借用，借用对象，如何借用  

农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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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共用大型农具  

农具借用，借用对象，如何借用  

 

 

 

 

 

 
 

互 

助 

组 

阶 

段 

 

 

 

 
 

互助组的成立 

宣传动员   针对互助组的建立与加入，有没有搞动员和宣传  

 

示范引领   

第一个互助组是否是自发成立的  

第一个互助组的带头人是否是党员或干部  

第一个互助组的带头人的土改成分  

 

 
 

单干户   

有没有农户不加入互助组的  

不加入互助组农户的主要成分  

某一不加入互助组农户，土地、劳力、车辆、农具、牲口等分别有多少  

您家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若没有加入，在生产上有没有与其他农户合作  

若没有加入，在生产上与互助组之间有没有来往  

 

 

 

 

 

 
 

互助组的运行 

 

 

 

 

 

 

基本情况   

加入年份  

是否自愿  

临时性还是长期性  

土地数量 多少水田、旱地 

土地是否相邻  

互助组户数  

劳力数量 
男劳力，女劳力 

强劳力，弱劳力 

互助组内农户间的社会关系（本族、亲戚还是邻居等）  

犁、耙、耧、水车等大型农具数量  

牛、马、骡子、驴等牲畜数量  

生产安排   
互助组成员间是否有分工  

互助组有没有组长或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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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农活是否组长一人说了算  

互助组成员间是否因耕作顺序、劳力差异等发生过矛盾、分歧  

对互助组是否适应、习惯  

 

 

 

 

费用分摊与收益分配   

是否有共同生产费用  

是否计算出工量  

是否结算出工量  

多出工是否进行补偿  

是否发展过副业  

加入互助组后产量是否提高 提高多少 

加入互助组后收入是否提高 提高多少 

 
 

互助组的退出   

加入互助组后，能不能退出  

退出是否需要其他成员的同意  

退出要不要一起讨论决定  

所在互助组是否有要求退出的  

 

互助组的评价 

 加入互助组后，土改是否还是自己的  

自己耕种与互助组耕种，哪个效率高  

互助组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  

 

合 

作 

 

 

合作社的成立 

 
 

宣传动员   

是否搞了宣传动员  

入社年份  

是否自愿入社  

入社时，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  

分批入社   入社是否有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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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阶 

段 

  您家先入社还是后入社  

先入社有没有上级的扶持或帮助  

有没有不允许入社的  

不允许入社的人本人是否愿意入社  

 

 

 

 

 

抵制入社   

有没有农户不愿入社  

多少户农户不愿入社  

不愿入社农户之前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有没有开会教育或批斗不愿入社的  

有没有孤立、限制不愿入社的  

有没有农户把自家的牲畜、家禽、树木等卖掉或宰杀  

不愿入社的人，入社时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  

不愿入社的人，入社时土地入社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平等）  

不愿入社的人，入社时牲畜、车辆、农具等作价方面跟其他人是否一样  

 

 

 

 

 

入社方式   

入社有没有现场报名、入社仪式等  

是否土地先入社，农具、牲口等后入社  

土地入社是否是作价入股  

您家土地的作价是多少  

您家土地的作价跟其他人是否一样（是否平等）  

土地里长的庄稼有没有作价  

您当时对作价是否满意  

土地入社后，觉得是否还是自己的  

土地入社后，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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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社时，土地是否全部被收归集体了  

土地证是否也被征收了  

当时是否愿意把土地证交出去  

当时除了土地，您家还有哪些东西入社了  

这些东西入社怎么算价的（是作价入股、折算入社还是算作工分等）  

您家在作价等方面跟其他人是否一样（是否平等）  

入社后，觉得这些牲畜、农具、车辆还是自己的吗  

当时把这些东西入社，心里是否感觉不舍的  

 

 

 

 

 

 

 

 

合作社的运行 

 

 

 

 

 

 

 

基本情况   

所在初级社是一个自然村还是几个自然村合并形成的  

所在初级社的户数  

全劳力数量 男劳力，女劳力 

耕地多少亩 多少水田、旱地 

社干部是选举还是任命的  

您家有没有在社里、生产小组等当过干部  

有没有划分生产小组（或小队） 数量 

有没有副业小组  

所在社牛、马、骡子等牲畜数量  

所在社车辆数量  

所在社犁耧、水车等大型农具数量  

 

生产安排与收成分配   

安排农业生产是不是干部说了算  

社员能不能提意见或建议  

干部是不是跟其他社员一样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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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干部有没有一些照顾或报酬  

在生产中，您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在农活分配方面，您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刚入社与入社几年以后，社员生产热情、积极性有没有变化  

有没有计工分  

工分是干部定的还是社员一起评的  

整劳力、半劳力、妇女劳力、老人、小孩、饲养员、种菜、副业、从事 

其他生产等，工分各是多少 

 

您家在工分评定上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是否平等）  

您家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不被计工分或少计工分  

初级社时，土地报酬和劳动分红的比重各占多少  

当时的粮食产量有多高  

与入社前相比，粮食产量有没有提高 提高了多少 

家里一年分得的粮食有多少  

与入社前相比，获得的粮食有没有提高 提高了多少 

家里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与入社前相比，家里的收入有没有提高 提供了多少 

您家在收成分配上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是否平等）？  

您家有没有被区别对待，比如少分或分不好的东西？  

高级社收成分配与初级社是否相同  

高级社时，还有没有土地等的分红  

有没有发展过副业（如编织、打草等）  



98  

 

 

 

   入社后，每天吃几顿饭  

饭菜质量，与入社前有没有提高  

相比入社前，家里的生活有没有提高  

 
 

生产与分配中的特殊对象 

在生产中，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在农活分配等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工分评定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收成分配方面，之前不愿入社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退社现象   

所在社有没有出现过闹“退社”的  

闹“退社”是哪一年  

有多少户闹“退社”  

闹“退社”的主要成分  

闹“退社”后，土地有没有退给他们  

闹“退社”后，农具、牲口、资金等有没有退  

曾经闹“退社”的人，在后来的生产中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在后来生产中，曾经闹“退社”的人在农活分配中与其他人是否一样  

在工分评定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在收成分配方面，曾经闹“退社”这些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合作社的评价 

 入社后，有没有觉得土改分田地白搞了  

有没有“自己的土地又没了”或类似的感觉  

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哪个阶段耕种效率高些  

相比土改，农业合作化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