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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苏北沿海滩涂开发模式探微
!

吴登国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盐城! ""#$$%）

摘! 要：张謇为谋求实业救国，发起了对苏北沿海滩涂的开发，有公司、民间以及民主政权领

导下的开发三种不同的模式。文章分析了公司开发从发生、发展到衰退的过程，分析了民间

垦殖以及农民参与公司开发的原因、方式等，还介绍了民主政权领导下开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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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清末民初到 "$ 世纪 %$ 年代，在苏北沿海

的广袤滩涂上，掀起了一股兴办盐垦实业，开发旧

盐场灶荡滩地的热潮，在这片特殊形态的土地上

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至今仍对苏北沿海地区

的生产、生活产生着重大影响。由于种种原因，"$
世纪 %$ 年代末到 #$ 年代这股热潮渐趋平息，各

盐垦公司纷纷破产，但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众多

的堤坝涵闸、排水河渠、阡陌良田，更是一段历史，

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苏北沿海地区在民国时

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史。在近半个世纪的开发过程

中，因开发主体的不同，开发模式多种多样，归纳

起来有公司开发、民间开发和人民民主政权领导

下的开发三种。

一、民国时期苏北沿海滩涂开发的缘起

民国时期对苏北沿海滩涂的开发，是民族实

业家张謇出于实业救国的目的，首先倡导并付诸

实践的。张謇是一个在封建社会环境中成长的读

书人，并获得了旧时读书人的最高功名""状元，

但他背叛了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的传统道路，转

而走向实施“ 实业救国”的艰辛历程。当西方资

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

急存亡之际，张謇萌发了“ 实业救国”的强烈愿

望。他说：“ 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

之”［*］（卷六，./ (-#）。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资本主

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强占侵略基地，划分势力范围，

企图把中国变为他们的原料供应地、产品销售市

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幼小而脆弱的中国资本主义

经济不仅无力与西方列强争夺国际市场，就是在

国内市场也很难站稳脚跟。中国面临着“ 以我剥

肤 之 痛，益 彼 富 强 之 资；逐 渐 吞 噬，计 日 可

待”［"］（卷一，./ %$）的严峻形势。在张謇看来，经济落

后、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中国，惟有发展实业才能

使国家富强，民族兴旺。在开拓利源以杜国家漏

卮、“设厂自救”的社会舆论的激励下，他走上了

实业救国的道路。

*(,, 年 ’ 月，经张謇几年的筹备，大生纱厂

投产，当年即获利 %(0*% 两，次年获利近 *" 万两，

*,$* 年更逾 *’ 万两。随着大生纱厂经营规模的

扩大，对原料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张謇在创办纱厂

和取得初步成功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流通渠道

的重要性，开始着手开辟棉花生产基地。于 *,$*
年创立了通海垦牧公司，*,** 年起获利渐增，开

始分红，到 *,"’ 年，公司利润总额达 (#*%0’ 两，

为原资本额的 "/ * 倍［%］（./ %(, + %,$）。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列强忙于欧洲战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得

到了喘息的机会，民族工业得到较大发展，特别是

棉纺织工业空前发展，原料供不应求，棉价上涨，

以及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实践和丰厚利润，激励

并推动了两淮盐垦实业的大规模兴起，影响波及

全国。以通海垦牧公司为样板，自 *,*’ 年起，由

张謇、张詧、邵铭之、陈仪、章静轩、吴寄尘、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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煊、周孝怀、张佩年、韩国钧、殷汝耕等人牵头，在

短短数年中，兴起了废灶兴垦，募股集资大办公司

的热潮。至 !"#$ 年，在范公堤以东，南起吕四、北

至陈家港，纵长 %&& 余里，横宽数十里不等，总面

积 #$%&& 平方里的黄海滩涂草荡上，先后办起了

有正式名称的盐垦、垦殖公司 ’( 家，加上派生小

公司 %% 家，经营面积 ’!# 万余亩，实际垦殖 !$"
万多亩，年产棉花 $& 余万担（! 担为 !&& 斤，下

同），有垦户 )* "$ 万户，计 #&* ’+ 万人［’］（,* "’ - !#&）。

民国时期苏北沿海滩涂开发的主体，是张謇

等人投资兴办的盐垦公司。因而对此阶段滩涂开

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各公司从建立到衰败的过

程，在各公司逐渐破产解体后，大规模的开发宣告

结束。与公司盐垦同时进行开发的还有大量的小

规模的农民垦殖，!"’$ 年土地改革后，则全部是

农户直接进行开垦了。

二、民国时期苏北滩涂开发的主要模

式———公司垦殖

!"&! 年 ) 月，张謇于“通海中之一隅，仿泰西

公司集资”(#* ) 万元，购进黄海之滨北自吕四丁

荡，南至海门小安沙川流港 !(* # 万亩草荡、荒滩，

拟订了《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郑重提出办

垦牧“申意”有四：“ 使旷土生财，齐民扩业”、“ 为

国家增岁入之资，收本富之利”、“ 储通海小学堂、

农学堂经费”、“ 使公司获最优之利，庶他州县易

于兴起”［)］（卷三，,* (!# - (!’）。他在宣统 # 年（ 即民国

初年，!"!! 年）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议上指出：

“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

辄毅然担任期辟此地，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

力。”［$］（卷三，,* #+)）进一步说明张謇兴办垦牧公司是

为大生纱厂建立产棉基地。

公司采取股份制形式，集合资金，开垦经营。

至 !"!! 年共集股 ’&&& 份，票面股金为 ’& 万两。

筑堤竣工后，公司即将土地租佃给农民耕种。农

民承种公司土地时，需交纳押金———“顶首”。据

!"(% 年统计，通海垦牧公司收取的顶首总额达

#"* ’ 万余元。公司还备有《招佃章程》，租佃关系

采取崇明一带通行的“ 崇明划沙之制”，业主将领

升的新淤沙滩佃给农民耕种，佃农交纳“ 顶首”

后，可长期佃耕，业主不得退佃，佃农自退时，业主

须 退 还“ 顶 首 ”，每 年 收 获 按 议 定 成 数 分

益［%］（,* ’"）。这就是通海垦牧公司的经营方式。

至 !"!! 年，通海垦牧公司“堤成者十之九五，

地垦者十之三有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很大。

创办公司前后，通海滩涂地区判若两个世界。开

垦前，“高天大海之间一片荒滩”，“ 弥亘极望，仰

惟苍天白云，俯有海潮往来而已”［+］（卷三，,* (""）；经

十年开垦，面貌大为改观：“ 各堤之内，栖人有屋，

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

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而十年以前，地

或并草不生，人亦鸡栖蜷息，种种艰苦之状，未之

见也。”［$］（卷三，,* #+) - #+$）

张謇 !"(’ 年在《垦牧乡志》中说：“继垦牧而

起者，南通有大有晋，如皋有大豫，东台有大赉、大

丰、南遂，盐城有大祐、泰和、大纲，阜宁有华成、阜

余、新南，盐垦公司十余，其地视垦牧小者倍，大辄

七、八倍。”［"］（卷三，,* #"+）在通海垦牧公司的示范和

影响下，各盐垦、垦殖公司纷纷成立，掀起了开发

苏北沿海滩涂的高潮。

据 !"!" 年统计，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

南、山西、吉林和察哈尔等 + 省共有农垦公司 !&&
家，资金 !(’’* )# 万元，其中江苏 ’! 家，资金达

"!+* ")%" 万元，分别占 + 省公司总数和资金总额

的 ’!.和 %#* +’.［%］（,* )"）。根据中华棉业统计会

对启东、海门、通州、如皋、东台、盐城、阜宁 % 县统

计，#& 年代前期垦区棉田面积已占到全省总棉田

的二分之一，约占全国棉田的八分之一，棉产量的

比例也大略如此［#］（,* #"!）。

(& 世纪 (& 年代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中国

棉纺织业又陷困境，大生纱厂负债累累，大生资本

集团严重受挫，盐垦事业也就陷入困境，从 !"(’
年起特别是 !"#+ - !"’) 年之间，各公司惨淡经

营，亏损严重，不得不依靠割地顶债，凭滩地草息

维持开销，垦民纷纷逃亡弃耕，公司入不敷出，奄

奄一息。民国 #) 年（!"’$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

广大农民在解放区实施土地改革，公司仓房及土

地被没收分配给农民，大量荒置滩地作公产管理。

民国 #$ 年（!"’% 年），通海垦牧、大有晋、大

豫等 !) 家公司在上海召开淮南盐垦各公司股东

联合会，筹组十六公司总管理处，图谋重整盐垦公

司［%］（,* ’"）。民国 #% 年（!"’+ 年），沿海垦区全部

解放，淮南盐垦十六公司总管理处的计划未实现。

至此，公司开发彻底结束。

三、民间垦殖———民国时期苏北滩涂

开发第二个层次

农民是进行滩涂开发的主力军。民国时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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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滩涂区农民主要由这几个部分组成：一是世居

于此或外地逃难来此，靠从事简单的滩涂开发与

利用维持生计，如樵牧渔猎，或自垦荒地种植粮

食；二是盐区灶民，原以制盐维生，废灶兴垦、改灶

归民后，有些灶民转化为农民；三是启海棉农，是

因当地人多地少并受盐垦公司招佃政策之吸引迁

徙而来。两淮盐垦公司成立后，首先招雇民工进

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许多农民进入公司做雇

工；其后各公司又招佃农民承垦土地，许多农民又

成了佃民，领垦公司土地，也有的农民在公司自垦

地或租佃农场主土地上做长短工。此外，还有大

量农民是自行开垦土地，进行种植，自己支配收获

物。区别于公司的有组织开发行为，他们属于对

滩涂进行开发的第二个层次，可称之为民间开发。

民间开发的主要模式有自发进行的民间零星垦殖

和参与公司开发二种。

!、民间零星垦殖

民国时期人们通常将范公堤以东、大海以西

地域称海涂区或滩涂区，由公司垦区、民垦区和未

垦荒滩草荡区构成。所谓民垦区，就是淮南北部

各盐场在范堤以东的煎盐灶地草荡中，因灶民私

垦形成的农业区域［!"］（#$ %&’）。民间零星垦殖主要

在民垦区和荒滩草地上进行，就整个民国时期苏

北滩涂开发的规模而言，民间零星垦殖是一种数

量较大、规模较小的开发行为。

至 !(!) 年，通属共放垦不可留煎之灶地 ’(!
万亩；淮北海属板浦、涛青、中正三场盐地 !(!* 年

开始放垦，到 !(+& 年共放垦!($(( 万亩；!(+% 年淮

北、淮南盐区实划改灶归民土地分别为 !",$ +) 万

亩、)" 万亩。这些改灶放垦的土地，部分被盐垦

公司根据《 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向国家交纳垦务

费后取得土地所有权，部分被分配给灶民就地业

农或被农民领垦［*］（#$,% -,*，#$%"）。另外还有大量私垦

之地。张謇在 !(") 年《为通海垦牧咨呈督部文》

中说：“查堤北三十总，近十年来，其西十五总荡

地内，灶丁私自开垦者计已及半；东十五总荡地，

亦多有私垦。堤南壅涂荡地，私垦稍少于堤北，然

亦渐次私开矣。”［!!］（卷三，#$ +"*）据国立中央大学地理

系胡焕庸等 !(+, 年调查测算，灌河以南至长江之

间盐垦区域，西以陈港、六套、东坎、阜宁、盐城、海

安、如皋、石庄一线为界，东至海，其垦地总面积为

’%"%$* 万亩，其中已垦 !*,&$ +’& 万亩（ 含古熟地），

未垦)%!$+*& 万亩。已垦地中，扣除当时公司已垦

地 !’’ 万亩，民垦地总数!%’+$+’& 万亩［*］（#$ %"）。

民间零星垦殖的土地面积达 !%’+$ +’& 万亩，

这不是一个小数，惟因不能有计划地统一规划建

设河、路、堤、闸、桥，有计划地开展农田水利建设，

其开垦程度与单位面积产量等与公司垦区之土地

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是苏北滩涂开发的第

二个层次。

’、农民参与公司开发

盐垦公司成立后，即着手开始大规模农田水

利建设，为招佃开垦打好基础。在进行农田水利

建设及其后的开垦种植中，农民的积极参与是取

得阶段性成效的重要保证。

农户参与公司垦殖的主要方式是向公司承佃

一定数量的土地，成为佃农，开垦种植，承佃土地

较多时，他们又雇长短工种植，就转化为租地农场

主了。另外在公司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期

间，公司出资，雇佣农民前来做工，公司付给工资。

此外，农民的参与方式就是到垦区自垦地、佃农承

佃地或公司股东、职员分得的土地上做雇工或短

工，进行耕地、锄草、摘花、拔棉杆、割草等生产劳

动。如华成公司承种“最多者达二十（每 ’& 亩）。

其种地多者，每雇佣本地劳工，以代耕耘，己身则

任监督指挥之责。此种雇农制度，近来颇见发达

⋯⋯雇工工资，刈草每日平均八百文，采花以斤计

算，普通每斤八十文，童工妇女，工价亦同。⋯⋯

每 年 射 阳 河 两 岸，此 项 工 资 计 达 二 十 万

元”［!’］（#$ !,(）。即便以最高日工资 ! 元计，就已达

到全年雇佣 ’" 万个工日之巨。

农民在公司垦区定居下来后，成为公司垦户。

据统计，盐城市境内垦区 !(+" 年迁入垦户达 & 万

余户、’" 余万人，!(+* 年迁入垦户增至 &(%", 户、

+"$ ,) 万人，加上两淮地区灶民 )")% 户、&,%%&
人，总户数达 %*%(" 户，总人口近 +% 万人。垦民

中来自海门一带的占 %".，南通、崇明、启东人占

+".，本地人（ 包括盐民转垦）占 !".［!+］（#$ *,%）。

这些人口的迁入，给垦区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劳动

力，促进了民国时苏北滩涂开发事业的迅速兴起，

是民国时期苏北滩涂开发的主力军。

四、民主政权的开发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人

民进行抗日斗争，!(," 年 !" 月，阜宁县、东台县、

盐城县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 年 ! 月新四

军军部在盐城重建，盐阜抗日根据地形成。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率领民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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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减租减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 年 $ 月，阜宁县民主政府成立以县长宋

乃德为首的“ 修堤委员会”，组织群众修筑海堤。

经 !% 万民工的艰苦努力，北起淮河头罾，南抵扁

担港，全长 #$ 公里的海堤于同年 & 月 $ 日告竣，

在抵御海潮、保障垦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展滩

涂垦殖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地人民感戴共产党，

感谢宋乃德，将新海堤与范公堤并称，誉为“ 宋公

堤”［!#］（’( !%" ) !!%）。!"#! 年 !! 月，中共盐阜行署颁

布《奖励垦荒条例》，!"#* 年 " 月，盐阜抗日根据

地颁布《盐阜区垦荒条例》，规定开垦荒地 $ 年内

免除粮税，生荒开垦后 # 年内不纳地租，以鼓励人

民开垦荒地。!"## 年 # 月，中共盐阜地委发出开

展生产运动的号召，组织农民换工互助，扶持群众

发展生产，支持抗战。!"#$ 年冬至 !"#+ 年春，沿

海根据地人民积极疏浚河道，改造土质。阜宁县

动员 ! 万多民工开垦五汛区一块 , 万亩的大荒

滩。灌云县开挖东西荡田排水河，*% 万亩农田受

益［&］（’( +% ) +!）。!"#+ 年 + 月，根据中共中央《 关于

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共产党领导盐阜

垦区农民开始土地改革，至同年 - 月告一段落，五

分区各县和两台（ 东台、台北县）基本完成“ 土地

平分”任 务，初 步 实 现 了“ 耕 者 有 其 田”的 目

标［!$］（’( !-!）。

可见，从 !"#! 年起，特别是 !"#+ 年土地改革

以后，在日军侵占和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滩涂

开发遭到极大破坏、各公司相继破产的情况下，对

苏北滩涂的开发，完全是以农民垦殖为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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