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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喀 麦 隆 土 地 改 革

对 国 家 与 农 民 关 系 的 影 响

潘 华 琼

  内容提要  1974年 7月, 喀麦隆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令, 旨在改革土地使用和占有的

权限。在此之前, 除了一小部分土地就被法定为私有土地之外, 这些法律条文确立了国家对

全部土地的支配权。这次土地改革的受益者是国家权贵与商人, 他们或通过以权谋私, 或成

为投机土地者, 从而使喀麦隆出现了 /新土地贵族 0。就理论而言, 这次改革终结了农民和

地方权威与土地的传统联系, 因为土地的概念和传统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 国家法律因允许其他社会阶层占有和使用土地而驱使农民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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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华琼, 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后 (北京  100871)。

独 立 前 的 土 地 制 度

喀麦隆在独立前的土地制度由两部分构成: 即传统的村社土地制度和殖民主义土地制度。

(一 ) 传统的村社土地制

喀麦隆人 (包括农民 ) 认为所有的土地都是由大自然给予、并由祖先遗留下来的。¹ 他们并没有

现代社会的土地所有权的概念, 也没有私有土地的概念, 所以土地是不能买卖和转让的。人和土地的

关系可以描述如下:

社区、村落或家庭的所有成员拥有平等的土地使用权, 但社区或村落的首领和家族的权

威者在任何情况下拥有管理这些土地的责任。就这种松散的管理模式而言,他们是土地的所

有者。进一步说,他们处于托管者的位置,照管土地供村社或家族成员使用。他们对土地具有

控制权,任何成员想获得某一块土地进行耕种或建造房屋等,都要由他们决定,但土地仍然属

于村社或家族共有的财产。在没有得到部落或家族长者许可的情况下, 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

自由处置土地的。只有事先征得部落和家族长者的同意,他们才能把土地交给一个陌生人。º

此外, 多数喀麦隆农民将土地视为物质和精神的化身, 是用来让人民和共同体赖以生存的依托。

这种历史的知觉在绝大多数非洲的村社农民中具有相似性。正如肯尼亚首任总统肯雅塔所言: /吉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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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人认为土地是他们的部族之母, 土地是最神圣的信物。生于斯, 长于斯, 土地宛如一种永恒的誓

言。0¹ 尼日利亚的一位酋长认为: /土地是属于这样一个无比大的家庭: 其中许多人死了, 少数人活

着, 无数的人尚未出生。0º

简而言之, 喀麦隆的传统土地制具有 3个特征: 第一, 土地是神圣的, 因此不能随意转让。第

二, 即便是每个人拥有平等的土地使用权, 但家族或村落的首领在这方面仍有相当的权威。第三, 有

些土地虽然并没有被人真正占用, 但它们也都是有主的。因此, /只有通过某个家族成员, 或在村里

居住的某一家庭或成员的接受, 土地方可利用。0»

(二 ) 殖民主义土地制度

喀麦隆在 3种不同的殖民主义统治下逐渐转向了现代的土地制形式。在德国殖民统治时期 ( 1884~

1914年 ) , 殖民政府于 1896年 7月 15日颁布了第一个土地租赁法, 由此产生了 /德国王土 0, 在此

基础上建立了种植园。一些喀麦隆土著人离开家乡受雇于德国的种植园, 这样就出现了殖民地种植园

与当地居民土地分离的局面。当地的一些民众开始在不同性质的土地上劳动。殖民政府对喀麦隆民众

的敲诈、掠夺和强迫劳动, 曾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 1914~ 1960年 ), 英国根据委任统治协议, 掌管了喀麦隆北部和西部约

1 /5的国土面积。1927年, 英国殖民政府颁布了第一号土地法令的修正案。该法只允许土地的使用和

占用权归原来的耕种者, 规定当权者不得以出售的办法将土地转让。事实上, 这个法令并没能阻止喀

麦隆在 20世纪 20年代初就业已形成的土地买卖的势头, 尤其在其中心城市土地市场得到迅速发展。

其结果是, 英国殖民政府开始对那些已经占有土地的人颁发 /土地领有证书 0。与此同时, 银行和其

他金融机构开始把土地当成有效贷款。此后, 只要土地所有者持有 /土地领有证书 0, 就可以出售、

租借和抵押土地。这就破坏了喀麦隆原有的公社土地制的基本原则, 即土地的不可转让性。

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 ( 1916~ 1961年 ) ,与其他殖民列强一样,法国意在控制和经营土地。但因缺

乏在非洲进行殖民统治的经验,法国在喀麦隆主要是通过特许方式, 分配土地的使用权。法国还通过投

资征用一些土地,用于公益事业。另外,法国还盗用一些无主土地,由此成为后来国家占有土地的先例。¼

虽然没有一个殖民政府可以控制整个喀麦隆土著人原有的土地, 但他们在喀麦隆开辟了土地市

场。土地买卖的兴起摧毁了村社土地所有制, 并由此造成一部分农民与其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分离。此

外, 殖民政府还借助于宗主国的法律和政策来改变喀麦隆传统的土地制度。

土 地 改 革 政 策 的 内 容

1972年, 喀麦隆政体由联邦制改为共和制, 政府开始着手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当时的土地制

度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其土地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的村社或部落土地使用和占

有的模式不能满足咖啡种植业迅速增长的需要; 二是城市人口和移民人口数量的增长鼓励了一部分人

对土地的投机, 从而形成了土地交易市场。城市化使许多原来无用的土地变得增值, 由此带来了土地

经营和管理上的问题, 并引起一系列对私有土地的争执, 这急需国家进行干预。因此, 面对旧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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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羁绊和对新的城市土地的投机问题, 国家欲借助立法形式来确立土地的所有权, 用土地税收来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确保粮食生产、满足那些正在迅速扩大的中心城市。国家也希望人民通过获得土

地使用权来消除彼此间的文化障碍, 进而实现本民族的认同感。

(一 ) 1974年和 1976年土地改革法的内容

1974年, 喀麦隆以国家元首的名义颁布新土地法, 其核心是区分私有土地和公有土地, 确立了

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两年后, 政府又颁布了 3道法令, 以敦促土地所有权的转变。这些法律包括:

( 1) 1974年 7月 6日的第一号法令 ( No174- 1) 宣布, 国家保证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个人和集体有自
由处置土地的权利, 国家是全部土地的监护人。¹ 土地私有权指私人已经注册的土地、享有终身使用

的土地、获得国家特许的土地、通过书面材料申请获得的土地, 以及寄存在土地登记册 ( G rund2
buch) 上的土地; º 国有土地指空地和被占地 (包括房屋、农场、种植园和牧草 )。» 总之, 第一号

法令是这次改革的基要, 它确立了土地使用和占有的公私属性, 而所有尚未被有效占领和使用的均为

国有土地。 ( 2) 1974年 7月 6日第二号法令 (N o174- 2) 明确国有土地分为私人和公共两部分。前
者包括领海、领土和领空; 后者包括公路、铁路、公共设施、部族的特许地, 以及以前法国殖民统治

时期用于公益事业的土地 ) ) ) 学校和医院, 等等, 但不包括教会用地。私人国有地的概念含义并不清

楚, 这就为立法者和执法者提供了投机土地的空间。¼ 第二号法令确立了管理国有土地的规则。 ( 3)

1974年 7月 6日第三号法令 ( No174- 3) 开始关注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家规定了征用私
人土地所给予补偿的范围和条件。通过颁布该法令, 国家可以将一部分有争执的私人土地转变成国家

的土地。½ ( 4) 1976年 4月 27日第 165号法令 ( No176- 165) 仿照原英国殖民政府的做法, 即通过
对土地的登记来颁发土地证。该法令规定了获得土地证的条件, 以及土地登记的复杂步骤。根据该法

令, 每个人只要完成土地的登记就都可以获得土地私有权。¾ ( 5 ) 1976年 4月 27日第 166号法令

(N o176- 166) 对一些尚未被占领和使用的国有土地确立了管理方式, 即国家可以通过分配、租赁和
抵押空地的方式使这些国家土地转变成私人土地。¿ ( 6) 1976年 4月 27日第 167号法令 (N o176 -
167) 允许将一部分私人的国有地转变成个人或集体的私有地。À

简而言之, 这次土地改革最终指向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基本上都变成了私有财产 (至少在法律

意义上成立 )。

(二 ) 土地改革法的实施

根据 1976年第 165号令, 所有被占和正在使用的土地都必须进行登记。否则, 这些土地就被视

为空地, 由国家予以管理和处置。土地登记依次分成如下 9步: Á ( 1) 申请人把填好的土地登记表

(包括土地占有的位置、面积和使用性质 ) 提交给所在地县级分管土地部门的机构。 ( 2) 分管土地的

县级分支机构将该表格转给具体的土地区划部门。如果申请人的土地跨越两个不同的区域, 那么两边

的土地区划部门和咨询委员会都得参与。 ( 3) 土地咨询委员会确认土地是否有效占领或使用, 并在

每块土地的分界线插上标识。 ( 4) 土地核对后要写两份报告: 一是行政报告, 由土地区划部门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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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验证已经占用的土地。该报告必须表明申请人在 1974年 8月 5日, 即该土地法出版付诸实施时占

有的土地。二是技术报告, 由土地登记和测量者写的, 说明所登记的土地的细则。 ( 5) 将上述两份

报告均转送各省土地委员会, 由该委员会验证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 6) 验证后, 技术和行政档案

转回土地区划部门。在该部门, 这两份文件合成一份完整的土地登记, 由地区行政长官签字, 通过省

土地管理机构转给雅温得最高土地管理局。 ( 7) 雅温得最高土地管理局验证后, 准备主席令正式批

准颁布的土地证。政府公告中刊登土地申请人的姓名和获得土地的位置, 这就表明申请人得到了土地

证。 ( 8) 如果政府公告在公布一个月之内没有收到反对意见, 该文件就会转到省土地管理部门, 在

该部门蓝皮书上注册, 凭此发行土地证。 ( 9) 如果有反对注册的意见, 土地区划部门就得收回该文

件, 并退给当地的土地咨询局。根据后者的意见, 土地区划部长再做最后的土地归属的决定。

尽管上述程序和法律看起来既合理又严格,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一些国家权贵和商人合作的可

能性。第一, 所有土地登记的管理部门没有监督机制。从雅温得最高土地管理局到地方分支机构, 国

家权贵执行法律, 他们有权选择测量的土地。在他们看来, 随着土地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现金收入的一

个源泉, 它正在改变作为满足家庭基本需求的一种手段的含义¹。第二, 许多政府官员并不需要通过

上述 9个步骤就能得到土地证。靠他们的帮助, 商人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土地。两者间可以进行权

钱交易。比如, 测量员对商人提出的土地进行核对时, 可以对土地面积造假。第三, 土地登记中有诸

多程序, 但实际可以做公证的测量员数量有限。因此, 测量土地的时间总是推迟, 这就为滥用职权提

供了契机。为了在土地买卖中获利, 一些国家权贵就与商人合作, 廉价购买还未被农民注册的土地,

然后以高价在市场上出售。两者都能从中渔利。土地也因此变成他们积累资本的工具。

土 地 改 革 法 实 施 的 后 果 及 其 影 响

(一 ) 土地改革的后果

11如前所述, 土地改革的第一个明显后果是几乎所有的土地变成了私有地。
21从观念到实践, 土地改革摧毁了传统村社的土地制度。  土地不再是由大自然赋予的, 也不

是由他们的祖先遗留的, 而是属于个人私有财产。与此同时, 土地法继承了原殖民宗主国时期的土地

制度, 并使其合法化。德国的土地法令、英国的土地证书和法国的土地特许权都出现于喀麦隆土地改

革的法令中。

31国家权贵和商人从土地改革中获得大量利润, 而农民成了改革的牺牲品。  我们可以从喀麦
隆西北和西南两省的土地登记数中看到类似的结果:国家权贵在这两省的土地登记中占有数量分别是

5017% 和 5413%,名列榜首;第二位是商人, 分别占 3211%和 3216% ; 广大农民只占 419%和 4141%。
另外, 从土地的占有面积来看, 西北省的国家权贵 ( 117% )、商人 ( 712% )和教会 ( 8813% )合计占地

9712%, º而农民只有 017%的注册地; 西南省的教会注册地较西北省大幅度减少, 但权贵 ( 3017% )和商

人 ( 2111% )的土地注册面积却大大超过西北省, 农民只不过拥有 713%的注册地。»

(二 ) 土地改革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

就传统村社的权威者 (包括村落或家族的领袖 ) 而言, 他们可以选择合作或拒绝。如选择合作,

他们必须将原有的权利转化成法律上的权利。换句话说, 他们得放弃分配土地的权利, 让位于国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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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新权威来主持。酋长们由此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失去其最根本的权利, 即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

的权利, 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威信因此受到削弱。如选择拒绝, 一些村落的传统权威者就会对新的改

革法置之不理, 或只是将它看成权宜之计, 即有选择地运用国家法律来作挡箭牌。但无论他们选择合

作或拒绝, 他们不能改变这样一个既成事实: 即改革后他们失去了分配土地的权利。

就农民而言, 受制于教育水平低的影响, 他们对土地改革法令的理解是十分有限的。他们认为土

地注册意味着今后要按土地面积交更多的税。况且, 他们也不熟悉注册的复杂步骤。因此, 他们中很

多人不去登记已有的土地。这样一来, 他们就失去了许多原本赖于生存的土地。他们对土地改革的反

应是被动的, 其结果是他们遭受改革的痛苦最多。

就国家权贵而言, 他们是政策的受益者, 因为他们比农民和商人更早地知道法律, 且可以按自己

的意愿来解释和应用这些法律。国家权贵拥有土地的登记和土地的买卖、抵押、租赁及分配土地的权

利。与此同时, 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与商人合作。国家法律因此成了为某些特殊阶层和个人服务

的工具。

就商人而言, 他们通过与国家权贵的合作获得对土地的投机权。在土地改革前, 商人鲜有占有土

地的情况。但改革后, 他们在农村获得了大片土地, 并通过土地登记将之变成私有财产, 由此成为

/土地新贵0。

总之, 1974年和 1976年的土地改革造就了一批土地投机者, 可惜并没有出现国家期望的乡村小

资产阶级积累土地资本、而且将这资本用于工业化发展的局面。

(三 ) 土地改革法对国家和农民关系的影响

在理论层面上, 马克斯 #韦伯 (M axW eber) 曾断言: /要想征服农民共同体, 自然的道路就是

直接夺取他们的土地。0¹ 在实践层面上, 联合国社会经济事务委员会发表的年度报告认为, 非洲国
家特别缺乏对土地所有者的信息, 结果是很难确定由谁来交土地税。在这种情况下, 强制土地进行注

册可以解决行政困难, 加速确认私有土地买卖的权利, 由此增加市场上土地的供应。º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土地改革政策是不利于农民的。大多数农

民囿于法律知识的局限性, 程序和金融操作上的困难, 没有能力去注册他们的土地。对农民而言, 农

村仍是一片广阔和自由的天地, 他们本可以积极地配合国家的政策实施。然而, 有两个因素威胁到了

农民的利益。一是国有土地继续转向私人土地, 二是国家权贵和商人控制着土地贸易, 前者占领城

市, 后者占领农村。这两者使农民持有地不断减少, 从而迫使他们越来越远离土地, 一些农民成了私

有土地的雇工, 另一些农民离开农村去城市谋生。没有土地的束缚, 农民比以前获得更多的自由, 国

家政策对他们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但遇到粮食危机时, 他们就会陷入困境, 因为土地和劳动力大多脱

离了粮食生产。农民外出谋求生计和地方权贵土地购买力的增加, 并没有使乡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喀麦隆首任总统阿希乔曾在 1980年宣布: /村社共同体,,应根据政治、经济、社会和管理计划

加以组织和规范, 使其重新获得生命力。我们必须转变某些人的思考方式, 他们企图授予那些看似能

够提供改善生活的部门以特权, 而忽视我们国民经济所必须的基本生产部门, ,这涉及农村百姓的热

情。只有发展基础生产, 才可以激发他们的能量。真正的乡村发展应该是目标和形式的一致, 以及政

治上民主的必要发展与经济上适当的增长保持统一和协调。0»

显然, 政府深知农业和农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可土地改革却是造成国家权贵与商人联

合投机土地市场, 并使农民和传统的地方权威边缘化。 / 1974年全国性的 -土地改革 . 制度为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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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yprian F1Fisiy, op1 cit1, p11211

See The Un ited Nation Departm en t of E conom ic and Social A ffairs, Annual R eport 1975, New York, Un ited N ations Pub l icat ions,

p11771

C ongr�s d e Baffoussam, / Rapport de politiqu e g�n�raldu Pr�s ident nat ionale d e lU'NC0, 1Cam eroun Tribune, V endredi 29 f�vrier 1980,

p1141



使用和占领提供了新的渠道。它从制度上确立了个人要想获得土地, 取决于国家政府, 而不是传统势

力, 并由此开创了一个真正的土地市场。0¹

作为一项国家政策, 土地改革没有实现其预期目标。也就是说, 国家不能通过控制土地的方式来

控制农民。作为农民, 他们因与土地分离而遭受政策之苦, 因此很难在乡村发展的道路上与国家合

作。这些土地政策很少顾及农民的利益, 这很可能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受工业化的蛊

惑, 政府企图用土地改革促使农民和农业边缘化。如果土地改革或农业改革能够更多地关注农民的利

益, 如果官僚机制能保证政策的实施, 国家将取得较为成功的发展。与此相反, 国家只能是接受不发

展的结果。

结   论

喀麦隆的土地改革既从根本上使农民利益与国家政策脱节, 又使农民与他们的土地分离。

造成这样的结果来自 4个方面的因素: ( 1) 政策本身的问题, 即指导思想的问题。因为土地改

革的目的, 不是为了发展乡村, 而是为了工业化目标。 ( 2) 政治制度的问题, 因为政策在执行过程

中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既由官僚机制使然, 也是由执行政策的国家权贵造成的。后者在执行过程中

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土地改革意味着所有的土地可以进入自由市场进行不动产交易, 这样就能使

一些政客从中牟利。 ( 3) 农民在发展中的角色问题。由于缺乏对国家政策充分的认识, 他们对这次

改革的反应总体上是被动的。虽然国际分工和国家政策的变化在全球将农民置于边缘化的境地, 但他

们还是可以用一些积极的态度来进行发展, 以规避一些风险和不利因素。 ( 4) 发展本身应予考虑的

问题。乡村的发展应该依靠农民, 因为他们不仅提供发展的资源, 如劳动力和粮食, 而且可以通过他

们的积极参与来实现民主。随着农业的新国际化重组, 国家应该重筑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即国家的政

策和制度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否则, 所有致力于国家发展的努力会付之东流。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¹  M irim a Goheen, op1 cit1, p1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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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盟 将 向非 洲 提 供 64亿 美 元 援 助

  欧盟委员会于 2006年 7月 13日披露了一个向非

洲提供 6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该笔款项将用于援建

非洲的基础设施, 特别是建设贯穿非洲的公路。另

外, 还包括一些跨国的能源、水力和信息技术网络建

设项目。这些项目将会纳入 2008~ 2013年的欧盟 -

非洲合作伙伴项目计划。欧盟是世界上主要的对外

援助组织, 2004年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援助预算共

433亿美元, 超过全球援助额的一半。

欧盟指出, 目前非洲 42%的人口没有安全的饮

用水, 只有不到 20%的人口能用上电。非洲应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 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 必须要

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欧盟列出了 8条准备援

建的跨国公路, 其中包括跨越 7个国家、长 4 500公

里的达喀尔 (塞内加尔 ) ) ) ) 恩贾梅纳 (乍得 ) 高

速公路, 以及跨越 12个国家, 从努瓦克肖特 (毛里

塔里亚 ) ) ) ) 拉各斯 (尼日利亚 ) 公路。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经济商务

参赞处网站, 2006年 8月 2日。)

(詹世明  摘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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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acts of Land Reform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 ent and Farm ers in Cam eroon

PanH uaqiong pp146- 51

  In July 1974, the C am eroon ian government is2
sued its land reform decree, aim ing to re fo rm the u2
su fruct of land in C am eroon. Apart from a sma ll part
of land left pr ivatized, the government estab lished its

autho rity in land d istribut ion through th is reform.

How ever, the reform ma in ly benef ited the dign itar ies
and merchants, w ho became the / new land aristo2
crats0 bymeans o f seek ing private ga in through pow2

er and becom ing land specu lators. Theoretically,

th is land reform ended the traditional link betw een

farmers ( as w e ll as the loca l autho rities) and land
for both the conception and the trad itional funct ion o f

land have go t changed. Practica lly, the nat iona l law

has left the farmers marg ina lized by a llow ing people
from other stratums to use land.

Origin and Developm ent of the Left ( Socialist) M ovem ent in Iran ( II)

) ) ) From A ugust 19 Coup d . etat to Is lam ic Revo lution

Wang Z ezhuang pp152- 57

  Iran had been the forew ord position of the coun2
teractions between theE ast and theW est camp in the
time of ColdWar for the importance of its geo- stra2
teg ic position. The po litical and soc ial development

in Iran after the SecondWorldW ar had been largely
connected w ith th is internat ional background. The

/ A ugust 19 Coup d. etat0 planned and man ipu lated
by theU nited States and Brita in had sign ificantly in2
fluenced the histo ry of Iran. From 1960s, the left
movement in Iran had rapidly turned to le f,t to the

guerrilla and armed strugg le, w ith the thought o f v io2
lent revo lut ion gradually roo ting in the heart of peo2
ple of the LeftW ing and in the heart o f the young

students as the mainstream thought at that t ime.

How ever, because of the po liticalmonopoly and high

press in Pah lev i dynasty, itw as on ly under the cover
of religion cou ld the socia l ideo log ies surv ive, w hich

in fact created propermental cond itions fo r the reli2
gious forces to make the ir leading and dom inant po2
sition in ideology and revo lut ion. Consequent ly, the

vo ice and op in ions of the left w ere merged and sub2
st ituted by that of the re lig ious in the Islam ic revo lu2
t ion. The leftmovem ent show ed the att itude of sym2
pathy, understand ing and support tow ards the reli2
gious leaders and Islam ic revolution, andmade the ir

contribution to the success o f Islam ic revo lut ion from
a d ifferent side.

The Characteristics, Evolution and Tendency of
Democratic System in SaudiArabia

Tang Baocai pp158- 63

  Thema in characteristics of SaudiA rab ia. s po2
litical system are the politica l- relig ious comb ination
and the co- governance by more than one fam ily.

Th is article has discussed the evo lv ing process o f Sa2
udiA rab ia. s po litical system from the time before
1960s to ten- point program of Crow n Prince Fatsa l

in 1960s, and to the sign ificant refo rm on the po liti2
ca l system practiced by the reform ist representa tive

Fahd in 1970s1 S ince the Saud iA rab ian government

and the royal fam ily are afraid that to copy Western

democracy may shake domestic politics, cu iture and
society, andmay be critic ized and resisted by loca l

re lig ious fo rces, the politica l democrat iza tion tend2
ency in Saude A rab ia is likely to be promoted in
proper sequence. W hile the course o f po litical refor2
mation and democrat izat ion in saude A rab ia in the

21
s t
centurymay not be in pla in sailing,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that some majou prog ress cou ld bem 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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