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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3_c36_328936.htm （１９８１年４月９

日 国发（１９８１）９号） 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联合调查

组《关于军队农副业生产和训练场用地等问题的调查报告》

，现转发给你们，望结合当地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多年来

，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是有成绩的，对解决军队实际困难，

减轻国家负担，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开发建设保卫边疆

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对保持和发扬我军艰苦奋斗

的光劳传统也有重要意义。根据我国当前国民经济情况和军

队存在的实际困难，军队农副业生产还需要继续搞好，但对

存在的土地矛盾，应认真予以解决。有关地方政府要继续积

极支持军队搞好农副业生产，对军队进行军事训练、武器装

备试验和国防设施所必需的用地，亦应给予保证。军队同志

则应充分注意我国人多地少的客观情况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特

点，尽量节约用地，照顾农牧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利

益。 解决好军队和地方的土地矛盾，是关系到改善军民关系

、促进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务院、中央军委要求：

各有关地方政府和军队都要从实际出发，本着军民兼顾、互

谅互让、有利团结的原则，由双方领导同志亲自出面，经过

充分协商，认真做好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尽快把问题解

决好。各有关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有关大军区、军兵

种，要在半年之内把解决情况联合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做一

次报告。附： 关于军队农副业生产和训练场用地等问题的调



查报告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各有关

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于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１月间，分

三路到河北、山西、山东、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甘

肃、青海等九个省，就军队农副业生产和训练场用地等问题

进行了调查。调查组听取了所到地区军队、地方各级干部和

群众的意见，就有关问题共同进行了研究。现将主要情况和

意见报告如下：（一） 驻九省的军队，大规模地经营农副业

生产，一般是从６０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发展起来的，

到７０年代初种地最多。１９７２年以后。根据中央军委关

于军队农副业生产主要解决“三粮”（补助粮、饲料粮、种

子粮）的指示，军队各单位分别作了压缩。目前，驻九省军

队农副业生产，有军、师农场，团生产点和连队业余生产３

种形式。据军队统计，共用地××××亩，其中国有土地×

×××亩，占９５％，集体土地×××亩，占５％，使用草

原××××亩（地方统计的数字较多）。驻九省军队年产粮

食××多斤，约占全军粮食产量的一半以上，菜自给率为５

０％至８０％（华北较高），肉自给率为５６％至８２％（

西北较高）。军队农场生产的粮食，主要用于战士、基层干

部和新兵集训口粮补助，临时来队的战士家属吃粮，以及饲

料粮和种子粮等。这几项补助粮，沈阳军区每年共需×××

×斤，约占总产量的６５％，兰州、北京、济南军区约占总

产量的８０％。补助粮的粮款，沈阳、兰州军区基本上是从

军队农场收益中解决的，北京、济南军区还需要从军办工厂

（包括家属工厂）收益中补贴一部分。此外，部队每年还上

缴国家一些粮食，如沈阳军区部队农场，２０多年来交售国

家粮食×××斤。总的看，军队搞农副业生产是有成绩的，



对解决军队实际困难，减轻国家负担，以及开发建设保卫边

疆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前，军队农副业生产中存

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一些地区军队农牧场和当地群众在土

地问题上发生的矛盾急待解决。据驻９省军队统计，有争议

的土地约５４万亩（占驻九省军队农场用地总数的１／６左

右），草场的争议更为突出。主要集中在河北保定地区、山

西晋南地区、陕西三门峡库区、辽宁盘锦地区和甘肃甘南、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等地。有的地方由上书上访，发展到强

种、毁苗、抢收、强牧。甚至打架斗殴。这些矛盾，大致有

几种情况：一是军队使用社队的土地，数量虽少（９省约八

万亩），但涉及面广，尤其在人均土地较少的晋、冀、鲁３

省，矛盾较为突出。二是甘、海两省的少数民族地区，１９

５８年以后军队在那里办了一些牧场，接收了支边青年垦殖

的一些农场，随着当地人口的增加和牧业的恢复发展，加之

草原严重退化，现在冬春草场严重不足，牧民的生产生活受

到影响，强烈要求收回军队所用的土地。三是在“文化大革

命”中，军队接收了一些国营农、林、牧场和劳改农场，现

在这些单位有的要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教学、科研活动，

有的要安排劳改、劳教人员，要求收回原来的土地。四是军

队垦殖的荒地、撩荒地、河道变迁新淤出的土地，有的国营

农场或当地社队对土地权属提出异议。此外，对有的军队农

场向地方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转让耕地或撩荒土地，当地

群众也很有意见。 鉴于以上情况，今后军队农副业生产要不

要搞，如何搞，已成为军队和地方干部关心的问题，我们在

调查中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分析了各种情况，认为我国人

多地少，军队不办农场，固然有利于解决土地矛盾，加强军



政、军民团结，但从当前国家经济情况看，军队如果不办农

场，的确有许多实际困难不好解决。如战士、基层干部口粮

补助，按现在国家供应标准，每人每天需补助二两；新兵集

训口粮补助，临时来队的战士家属吃粮，饲料粮，以及基层

伙食金额补助，野营训练损坏青苗的赔偿，使用社队菜地的

报酬等等，目前大多由军队生产收益来补贴；军队正常经费

的缺口，有的也是由生产收益来弥补的。所有这些，当前国

家很难全部包下来。而军队的农副业生产已有一定的基础，

用兵也不多，为了不使军队的生活水平下降，更好地完成战

备训练任务，我们认为，军队继续搞好农副业生产是必要的

。地方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要继续支持军队把农场办好。

军队则应该充分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少的特点，尽量节约用地

；要照顾农牧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利益，不要与民争

利。对现有的矛盾，要通过军队和地方政府充分协商，认真

加以解决。军队和地方政府，都要加强思想教育，作好拥军

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通过解决土地矛盾，进一步改善军政

、军民关系，促进安定团结。 对于解决军队农副业生产用地

的矛盾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条原则意见：一、凡经过当地

政府批准，或经当地政府和军队协商同意，由军队围海、围

湖和开垦、复垦的耕地，仍应按原协议由军队继续耕种。军

队撩荒的耕地，应交地方政府。今后不得随意围湖造田或在

牧区开荒种地。二、军队使用国营农场的土地，凡经当地政

府批准的，原则上应维持现状，虽经地方政府同意，但手续

不完备的，须向地方政府补办手续。少数国营农场，由于耕

地划归军队过多，对农场经营和职工生活影响较大的，本着

统筹兼顾的原则，双方经过协商，作适当调整，必要时可退



还一部或大部。军队使用农业科研、教育实验用地，原则上

应予归还。三、军队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集体牧民放牧的草

场，经营畜牧业生产或开荒种地，对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影响

较大，群众要求收回的，军队原则上应逐步退还。其中矛盾

尖锐的先解决。当地驻防部队所必需的耕地和草场，地方政

府应给予安排。四、军队在其他地区使用集体农民的耕地，

如当地人多地少，给群众生活带来困难，群众强烈要求退还

的，军队应尽量退还。在人少地多的地区，如土地矛盾不突

出，军队使用集体农民的土地可通过双方协商，维持现状。

五、军队基层伙食单位所必需的菜地，当地政府应积极给予

安排。使用社、队的耕地，按当地平均收益水平给以合理报

酬，并相应减免其粮食征购任务。六、军队使用劳改农场的

土地，应按中发＜１９８０＞６７号文件的规定精神，原则

上交回公安部门。如军队归还确有实际困难的，可同当地政

府协商调整。七、对存在争议的军队用地，由有关军队和地

方政府协商解决。所有划归军队使用的土地，都应划定明确

界线，稳定使用权。对划归军队使用的土地及土地上的设施

、物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侵占。军队调动时，允许

在军队内部调整使用，并向当地政府备案。军队不再使用的

土地，应交给地方政府处理。在交还之前，一定要和有关方

面协商好，防止引起地方或群众之间新的矛盾。八、过去军

队使用国营农场的土地，自行转让给地方机关、企业、事业

单位的，原则上由当地政府收回，退还农场。九、军队农场

要按照用兵少、产量高、收益大的要求，改善经营管理，进

一步办好。按照因地制宜、相对集中的原则，凡适合统一经

营的农场，都应集中统一管理。产品和收益的分配，应主要



用于解决团以下部队的实际问题，对机关要从严控制，反对

特殊化。军队农场要严格执行国家政策，不断改善与当地群

众的关系。十、军马场是全民所有制的军事企业，担负着补

充军队骡马的任务。凡经当地政府批准给军马场使用的土地

，草原以及场内资源，应维持原场界和协议。如需改变时，

应由当地政府和军队协商，提出解决意见，报省、市、自治

区和大军区按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处理。（二） 军队

的军事训练场、武器装备试验场和国防设施（以下简称军事

场地和军事设施）用地，当前矛盾也很突出。一些地方反映

，某些军事场地和军事设施占地过多，有的要求搬迁，有的

因权属不明、地界不清发生争议，甚至发生群众强占军事场

地耕种的现象。军队同志反映，现在新建军事场地和军事设

施征用、借用土地很困难，原有场地和设施有的也很难管理

，影响了军队正常训练、武器装备试验和国防设施的安全。

我们认为，军队必需的军事场地和军事设施用地，各有关地

方应给予保证。军队则应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少的情况，照顾

当地群众的利益，尽量节约土地，少占或不占耕地和草场，

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了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

条意见：一、军队今后新建军事训练场地，一定要周密计划

，慎重选点。大型场地如高炮和大口径地炮射击场、坦克团

以上战术训练场、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演习场等，一般应由大

军区统一规划，统一修建，统一使用。其他中小型训练场地

能集中的尽量集中修建，综合利用。现有的场地要充分发挥

作用，提高场地的利用率。二、现有的军事场地和军事设施

用地，凡属地界不清、权属不明的，由当地政府和军队充分

协商，尽快确定，妥善处理有关纠纷。地方政府进行城市规



划建设，凡涉及军事设施的，要征求有关部队的意见。三、

地方政府要协同军队共同做好对军事场地和军事设施的维护

管理、安全保密工作。社队和群众不要随意挤占军事场区内

的土地。军队要注意节约用地，照顾群众的利益。在军事场

区以外组织军事训练和演习，应尽量安排在农闲时间进行，

以利群众生产。一些占地较多的大型军事训练场地，在不影

响军事训练和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经有关军队和地方政府协

商，可允许周围群众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有组织地进去打

柴、割草、放牧等，但不要损坏场区内的各种设施。军队进

行实弹射击训练，要保证空中和地面的安全。四、新建国防

设施不要占用名胜古迹和游览地区。在现有的军事设施管理

区附近开展旅游事业或搞大的建筑，要征得有关部队的同意

。五、为了确保军事训练，武器装备试验和国防设施的机密

安全，加强法制，建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指定有关部门拟制

保护军事设施机密安全法规。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建议批转

地方和军队各有关单位研究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