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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特藏整理 

華文雜誌創刊號《中國農報》 

特藏組 陳曦  

華 文雜誌《中 國農報》創 刊號目前收 藏於東海大 學圖書館善 本書室 ， 由

特藏組典藏、維護與管理。該雜誌創刊時間為 1950 年 5 月，現無發行，停刊日

不明，查詢上海圖書館館藏目錄，得知上海圖書館僅典藏至 1965 年第 287 期。 

《中國農報》出刊頻率為半月刊 1，上海圖書館典藏《中國農報》的書目

資料顯示 1962 年時改為月刊，實際更動的期數不明。 

該 刊物的主要 任務為宣傳 黨對農業生 產的各項方 針、政策， 交流農 業 大

躍進、農業「八字憲法」、農業技術改造和人民公社等方面的先進經，刊載農

村 經 濟 調 查 的 論 文 和 農 業 科 學 研 究 成 果 ， 反 映 農 業 的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的 偉 大 成

就 。 其 目 標 讀 者 非 第 一 線 農 業 工 作 者 ， 而 是 公 社 以 上 各 級 農 業 幹 部 ， 或 是 農

業院校師生與農業科學工作者 2。 

封面 

 

館 藏 《 中 國 農 報 》 為 右 側 裝 訂 之 左 翻 書 ， 封 面 以 直 式 版 面 設 計 ， 包 含 的

資訊由右而左為刊名、卷期數、發行時間。版面中央偏右為刊名「中國農報」，

以 行 書 體 書 寫 ； 卷 期 數 「 創 刊 號 」 與 發 行 時 間 「 一 九 五 〇 年 五 月 」 並 置 ， 以

                                                 
1 何時新：〈介紹《中國農報》半月刊〉。《生物學通報》，1953 年第 9 期，頁

345-346。 

2 王與新：〈為加速實現農業的現代化開道--介紹幾種農業刊物〉。《讀書》，1960

年第 1 期。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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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分隔。 

本 館 所 藏 該 刊 的 創 刊 號 ， 封 面 最 上 方 另 有 阿 拉 伯 數 字 「 32」 印 章 ； 右 上

角有一印章但內容渙漫難辨；右下有手寫阿拉伯數字「45」；左上角有日期印

章「1953.6.22」；左側靠近書口處有一「贈閱」印章。 

封底：稿約暨版權頁 

《 中國農業》 創刊號之稿 約與版權頁 共置於同一 頁，該頁切 分為上 下 兩

欄，稿約置於上欄，版權資訊置於下欄。 

徵稿簡約 

一、本報歡迎左列(按：原文為直排版面，故「左列」內容應如下列)各類稿件： 

(1)有關農業生產農業經濟農業教育等問題的研究與論述。 

(2)有關農業工作的總結報告。 

(3)有關農業經營的經驗介紹。 

(4)有關農業的統計調查。 

(5)有關農業動態的報導。 

(6)有關國內外新農業知識的介紹。 

(7)有關農業政策計劃政令法規的解釋闡明與討論。 

(8)有關農業的攝影漫畫與木刻。 

(9)其他 

二、來稿文字要通俗簡潔，儘量採用語體。 

三 、 來 稿 要 段 落 分 明 ， 並 加 標 點 。 文 字 請 繕 寫 清 楚 ， 切 勿 兩 面 並 寫 。 如 有 外

國 文 字 ， 須 寫 印 刷 體 。 譯 稿 請 附 原 文 ， 或 指 明 原 著 者 及 書 刊 名 稱 出 版 日

期及地點。 

四、來稿本報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五 、 來 稿 一 經 決 定 採 用 ， 敬 致 薄 酬 ， 酬 金 每 千 字 以 北 京 人 民 銀 行 折 實 牌 價 三

至六個單位為標準，其有特殊價值者，酬金從優，圖片，木刻、漫畫等，

當視內容參酌致酬。 

六 、 來 稿 如 屬 有 價 值 的 專 門 研 究 ， 或 其 他 重 要 論 著 ， 因 不 合 本 報 性 質 ， 未 便

刊 載 者 ， 經 寫 稿 者 同 意 後 ， 得 保 留 參 考 或 另 出 專 刊 ， 此 類 稿 件 ， 與 刊 載

稿件同樣致酬。 

七、來稿採用與否，概不退還。惟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八、有時間性及重要性稿件，請掛號寄遞，以免失誤。 

九、稿末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現任職務及通訊地址，以便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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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來稿請寄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書報出版編審委員會，封面請註明「稿

件」字樣。 

版權頁 

中國農報  月刊 

創刊號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書報出版編審委員會 

    北京東城老錢局一號 

出版者   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 

印刷者   北京市生產教養院印刷廠 

總經售   全國各地郵局 

預定辦法 

零售每冊三元，預定半年六期，基本定價十五元，國內郵資，一律免收，

掛號另加。請直接向各地郵局訂閱 

──目前按基本定價加一千倍計算── 

廣告刊例 

地位 定價 備註 

封底全面 三〇〇萬元 
(1)以 與 農 業 生 產 有 關 者

為原則 

(2)銅 鋅 版 自 製 ， 如 需 本

刊代製，按市價每方吋

一個折實單位。 

(3)連 續 刊 登 三 期 以 上 者

九 折 ， 半 年 以 上 者 八

折。 

(4)如 須 加 印 彩 色 ， 暫 以

封底全面者為限，用二

色加費三成，用三色加

六成，餘照推。 

普通全面 一〇〇萬元 

普通半面 六〇萬元 

普通 1/3 面 四〇萬元 

普通 1/4 面 三〇萬元 

普通 1/5 面 二五萬元 

普通 1/6 面 一五萬元 

目錄 

《 中國農報》 創刊號收錄 文章與畫刊 ，文章又分 為「一九五 〇年農 業 生

產 」、「 專 論． 總 結 報 告」、「一 九 五〇 年 農 業 生產 計 劃 」、「生 產 救 災」、「 法 規

資 料 」 等 類 。 目 錄 使 用 的 字 體 ， 其 大 小 、 字 重 不 一 ， 目 錄 頁 上 半 部 有 一 橫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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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畫面為農民持鋤頭之剪影，下半部有一排裝飾的蔬果圖案。 

 

畫刊 

毛主席訪問蘇聯「光」集體農場(二幀) 

全國農業生產會議(三幀) 

響應政府號召各地開展春耕運動(七幀) 

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一瞥(二幀) 

發刊詞…………李書城(一) 

──一九五〇年農業生產── 

關於一九五〇年農業生產方針及糧棉增產計劃的文件…………(三) 

 政務院指令…………(三) 

 中共中央通知…………(三) 

 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指示…………(三) 

關 於 農 村 青 年 執 行 農 業 部 一 九 五 〇 年 農 業 生 產 方 針 及 糧 棉 增 產 計 劃 的 指

示…………青年團中央委員會(五) 

關於一九五〇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軍事委員會(六) 

人民解放軍紛紛進行春耕…………新華社(六) 

關於春耕生產的指示…………政務院(八) 

關於一九五〇年麻煙草蠶絲生產的指示…………中央農業部(九) 

抓緊今年春耕…………人民日報社論(九) 

關於保證棉麻糧食合理比價的通知…………中央財經會(一一) 

關於一九五〇年農業生產…………東北人民政府(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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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工作問題…………高崗(一三) 

全國各地貫澈糧棉增產計劃的綜合報導…………中央農業部(一八) 

一九五〇年第一季工作報告…………中央農業部(二二) 

中央農業部春耕檢查團出發…………(二三) 

──專論．總結報告── 

農業生產的基本政策…………薛暮橋(二五) 

為完成植棉五千萬畝產棉十三億斤的任務而努力…………楊顯東(二六) 

為澈底完成糧棉增產計劃而奮鬥…………張林池(二八) 

蘇聯農業發展狀況及中國農業生產的幾點意見…………盧森科(三〇) 

蘇聯一九四九年度經濟計劃執行總結…………(三四) 

華北農業技術會議總結報告…………(三五) 

──一九五〇年農業生產計劃── 

東北區一九五〇年農業生產計劃…………東北人民政府農林部(三九) 

華東區一九五〇年農業生產計劃…………華東區農林水利部(四七) 

中南區一九五〇年農業生產計畫…………中南區農林部(六四) 

──生產救災── 

關於生產救災的指示…………政務院(六九) 

深入開展生產救災工作…………董必武(七〇) 

生產救災渡過災荒…………新華社社論(七三) 

關於生產救災的補充指示…………中央內務部(七四) 

我們一定要戰勝災荒…………謝覺哉(七五) 

關於財政狀況和糧食狀況的報告…………陳雲(七六) 

──法規資料── 

關於處理老解放區市郊農業土地問題的指示…………政務院(七九) 

關於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及徵收公糧的指示…………政務院(八〇) 

關於土地改革準備工作的指示…………華東軍政委員會(八二) 

關於減租退租生產救災等事宜的佈告…………中南軍政委會(八三) 

關於開展減租退租克服春荒準備生產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南局(八四) 

河南省土地改革條例…………(八六) 

老鄉分到地…………失名(八七) 

農事動態…………(八九) 

農業大事記…………(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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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校後記…………(一〇〇) 

一九五〇年新年畫推荐…………封底面 

發刊詞 

發刊詞內文為繁體，版面為直式排版，版心邊界為四邊雙欄。該文原為全

國農業生產會議開幕辭，借以作為《中國農報》的發刊詞。文中說到「一九五

〇年農業生產所處的環境是嶄新的空前未有的」認為當時各項環境社會條件皆

有利於後續的生產運動，《中國農報》的功能在於配合各項農業運動，特別是生

產運動的開展，透過刊物發出強力的宣傳。 3 

〈全國農業生產會議開幕辭--代發刊詞〉李書城 

「今天能召開全國性的農業生產會議，我感到十分興奮愉快。全國人民戰

爭已取得了基本上的勝利，生命給我們帶來興奮，帶來光明和幸福，同時也給

提 出 新 的 複 雜 艱 難 而 偉 大 的 任 務 。 中 國 目 前 還 是 一 個 以 農 業 經 濟 為 主 體 的國

家，農業經濟佔整個經濟比重的八、九十，恢復和發展農業經濟，在當前是極

其重要的。…… 

我們這次大會有各地方政府領導農業生產的同志們參加，並邀請了許多知

名的專家教授，尤其是東北、華東、華中以及華北各省的地方政府，都在我們

的大會前召開過農業生產會議，因之我們大會的任務：第一、應該主要依據各

地方政府的計劃意見，弄清全國情況，擬定一九五〇年全國農業生產比較具體

恰當的計劃。第二、作好計劃還要有貫澈執行的各種具體措施，諸如勞動力的

組織，畜力困難的客服，水利的發展，品種的改良，肥料的增施，病蟲害的防

治，荒地的開墾等，都需要有具體辦法，才不致使計劃落空。第三、政務院財

經委員會指示我們，大會主要應以解決食糧棉花增產，與興修水利為中心：大

會應善於掌握這一精神，一切問題都須圍繞著這一中心，其他問題，雖因大會

時間關係不能充分討論，我們亦將以負責的精神，會後逐步研究求其解決。第

四、大會要貫澈團結與學習精神，互相了解情況，學習新的經驗與作法，把理

論與實際結合起來；只有這樣做才能更好的發揮專家的作用，專家的意見才更

寶貴，行政幹部不僅要懂得掌握政策，還要注意學習科學知識，學習技術，只

有這樣做才更有助於領導工作，經過虛心的學習，做到互相了解，互相團結；

第五、中央農業部組成不久，組織既未健全，情況了解與資料蒐集也不夠充分。

因此，就加重了與會同志的責任，要求大家集中精力，完成任務。」  

                                                 
3 同註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