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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以来 中国的农地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改革打破了过去计划

经济时代单一的公社制度 代之以自发形成 从而千差万别的农地制度 解释

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和后果不仅将为农村的进一步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证

基础 而且将对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虽然国内外学者在这方

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尚待解释的现象和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很多

本文旨在在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一个分析的框

架 以期对今后农地制度的研究有所帮助

本文第一节将对中国农地制度的现状进行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第二节讨论

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 经济绩效不仅包括资源配置的效率

而且包括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和保险功能 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一个分配问题

在许多情况下 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三节将讨论导致现有

农地制度差异的因素 我将在回顾现有理论的基础上为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几个

可供选择的方向 第四节将讨论下一步农地制度改革应该考虑的几个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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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农地制度的现状

农村改革的一大特点是国家从农村基层制度建设领域的逐步退出以及乡村

社区权利的加强 ���� 年的宪法确定了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身份 从而使

农地制度建设由国家转移到村集体手中 其后果有二 一是自发性的制度创新

代替了原有的国家强制性制度安排 与这一变化相适应 第二个后果是产生了

千差万别的农地制度� 自发性的制度创新早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整顿时期便初见

端倪 ���� 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土地承包制更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的典范 对

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认定为自发的农地制度创新奠定了法律基础

农地制度创新既然是自发的 便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多样化 这种多样化来

自两方面 一方面 农地制度的核心 即地权本身 就具有多面性 另一方面

各地的自然 经济和社会条件差距甚大 建立其上的自发制度创新因此也不可

能是单一的 我们知道 地权是由多种权利组成的 包括法律所有权 剩余索

取权 使用权 处置权以及这些权利的可靠性等 法律所有权显然是属于村集

体的 其它权利则在集体与农户之间进行程度不等的分割 农村改革使得农民

具有了完整的剩余索取权 但其它权利却不是完整的 比如 一些地方至今仍

然限制农户种植作物的种类 从而限制了他们对土地的自由使用权 尽管土地

租赁得到国家的鼓励 且实际生活中也较普遍 土地的使用权有偿转让在一些

地方仍受到限制 同时 土地的继承权因为我们下面要谈到的成员权而普遍没

有得到尊重 由于土地在法律意义上属于集体 农户间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买卖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由于同样的原因 土地的抵押价值也不可能体现出来 譬

如 一个农户将土地抵押给银行以得到贷款 其协议是在银行与农户之间签署

的 但是 一旦农户无法偿还贷款而不得不交出土地时 此时的法律关系则转

�������������������������������������������������������
1 农地制度一词来源于英文 ��������	
�一词 从字面上理解 ��������	
�意为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方式

它是一个比地权更广泛的概念 不仅包括地权本身 而且包括地权的交易 实现形式和生产组织等 农

地制度 虽不是 ��������	
�的直译 但基本上反映了它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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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了银行与村集体之间� 而后者有充分的理由不承认银行与农户间合同的合

法性 意识到这一点 银行没有理由接受土地作为贷款的抵押

目前农民反映最大 学术界也最关注的是农户对其所拥有的地块不具有稳

定的地权 关于不稳定地权的效应 我在下一节将要详细讨论 这里只讨论它

之所以产生的原因 关于这一点 周其仁和刘守英 ���� 早在 ���� 年就提出

的社区成员权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所谓成员权 即土地集体制赋予村庄内

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 由于成员权的存在 每当一个新

的合法成员进入村庄时 他都有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 而每当一个

成员离开村庄时 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 其结果自然是土地分配随

人口的变化而变化

地权的多面性为农地制度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 而自然 社会和经济条件

的地区差异则是这种多样化的诱因 既然制度创新是自发的 则它必定与创新

者的利益相关联 而后者又大体上是地方条件的函数 地方条件的差异 导致

村民间的利益结构发生变化 从而产生不同的制度创新 显然 这里涉及到诱

发性制度创新理论 关于这一理论及其相关发展 我将在第三节中详细给予介

绍 我在这里想做的 是概括一下目前中国农村的六种农地制度安排类型 并

将它们与当地的经济和人文条件联系起来

第一种类型是农户经营加 大稳定 小调整 这是最普遍的一种类型 被

中等发达地区广泛采用 在多数情况下 这种农地制度是在农民自发要求下形

成的 产生这一制度安排的动因既可能是农民在成员权保障下对公平的诉求

也可能是为保证集体生存而做的一种集体理性选择 但是 人们在成员权下对

公平的追求大体上应该是一致的 换言之 它应该独立于区域条件 因此 对

公平的诉求无法解释土地调整的区域差异 我们在第三节中将看到 集体生存

重要性的差异可能是解释区域差异的原因 第二种类型是由山东平度县发起的

两田制 它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土地招租的形式来模拟市场的土地交易 平度的

非农产业发展较快 一些农户因此愿意放弃部分或全部土地 当地政府没有放

开手脚 听任农民通过土地租赁市场转让土地 而是将口粮田以外的土地全部

收回 然后招租 招租实际上是一个显示农户生产能力和愿望的过程 因此

在一定时期内 这种办法基本上可以达到完善的市场配置所能达到的效果 即

土地的边际产出在全体农户间趋于一致 但是 经过三 五年之后 由于人口

和其它经济因素的变化 原先有能力且愿意多耕种土地的农户可能不再愿意种

那么多的地 而原先种地较少的农户却可能变得愿意种更多的地 这样一来

重新招租势在必行 事实上 平度正是这样做的 与第一种类型一样 农户对

其所拥有的地块的权利缺乏稳定的预期 �第三种类型是以机械化集体耕作为特

点的苏南模式 这一模式比平度走得更远 到了放弃家庭生产的地步 但是

这一特点并不一定是苏南模式的弊病 从生产组织和分配的角度来看 它与我

们下面要介绍的土地股份制相近 这一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模糊了农户与土地

之间的权属关系 同时 大规模以工业补贴为支撑的机械化作业与中国目前的

比较优势脱节 文贯中 ����

�������������������������������������������������������
2 当然 银行也可以接受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 但是 此时土地的价值自然要低得多 同时 由于受制于

土地的最终所有者 银行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 锁定 �����或 ����	� 交易 其使用权也难保完整

正如农户自己的使用权就不完整一样 因此 以使用权作为抵押似乎是不可能的
3 至于两田制推广过程中出现的村干部借机盘剥农民等问题 实际上与平度所实行的两田制无关 但中央

政府对两田制的禁令仍然是必要的 否则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将相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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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种类型要么意味着农户地权的残缺 要么意味着农户不再直接享有

地权 除第一种类型为农户自发的选择外 后两种类型均带有地方政府行为的

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 山东和苏南直到最近仍以发达的集体经济而闻名 长期

的集体经济传统也许是它们采用非市场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换言之 制度创

新者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决定创新走向的重要因素 与上述三种低个人化类型相

对照 下面的三种类型则是朝着更加个人化的方向发展

第四种类型是以贵州湄潭县为代表的 生不增 死不减 制度 除 ���� 年

进行过一次调整以来 湄潭十五年来没有进行过一次土地调整 这种制度目前

已在贵州全省推广 并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确定耕地承包期五十年不变 非耕地

承包期六十年不变 此项法规的影响是深远的 如此之长的承包期已经接近永

佃制 是在集体所有制下最具个人化特征的农地制度 第五种类型是以浙南为

代表的温州模式 尽管没有政府的干预 温州地区的土地调整微乎其微 同时

土地租赁市场非常活跃 土地集中程度不亚于苏南地区 同为发达地区 浙南

和苏南所走的道路却完全不同 一方面 与集体经济发达的苏南不同 长期的

私人经济使得温州人习惯并相信了市场的运作能力 另一方面 两地的非农就

业结构的差异也是导致它们走上不同的道路的重要原因 姚洋 ����� 最后

第六种类型是以广东南海县为代表的土地股份制 在土地股份制下 每个农户

拥有一定的集体土地的股份 但此股份并不具体对应某一相应的地块 这样一

来 集体所有制被个人化了 但个人化之后的产权并没有对经营规模的扩大形

成约束 因为集体可以将土地统一发包给当地或外地的农民 因此 土地股份

制是解决土地的法律所有与土地的占有和经营之间矛盾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

总结以上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农地制度虽然高度多样化 但多样化

的核心是地权个人化程度的差异 这种差异对经济绩效有何影响呢 如何对它

们的形成给出理论上的解释呢 这正是以下两节所要回答的问题

二 �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 特别是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发展经济学

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 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研究

工作 但主要集中在非洲 拉美和东南亚国家 并且没有产生令人任信服的一

致结论 ��	�
� ��	��������
�� ���� 在本节中 我将讨论农地制度影响经济绩

效的途径 如地权稳定性效应 资源配置效应以及社会保障效应等

� �地权稳定性效应

不稳定的地权使农民对自己所拥有的地块缺乏长期的预期 土地的不定期调

整的作用如同一种随机税 它在不可预见的某一天将土地拿走 同时带走农民

投入土地的中长期投资 土地在农户间的单纯转移并不构成效率的损失 但是

由于附着于土地的中长期投资也同时随之转移 且其价值一般难以完全得到补

偿 土地的原所有者将会失去投资土地的信心 从而从一开始就减少对土地的

投资 这样一来 土地产出率下降 经济效率受到伤害 必须注意的是 不稳

定地权的负面影响并不局限于那些在调整中失去土地的农户 而且对村庄内的

�������������������������������������������������������
4 但是 这不能反过来用以证明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合理性 这种观点参见折晓叶 1997 集体土地所有

制为土地股份制设定了条件 但是 这条件本身也不一定是必要的 不能排除的可能是 私有制下也会产

生土地股份制 同时 由私有制出发 或许还可以产生和土地股份制一样好的农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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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农户都有影响 因为今年得到土地的农户 明年却可能失去土地

关于地权稳定性效应的定量研究很多 但是 对于非洲传统农地制度的研

究并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
���������� ���� 在对中国的研究方面 ��	�


等人对东北的研究发现地权稳定性对农民在农机方面的投资没有影响 ��	�
� ��

����� ���� 这一结果显然是容易理解的 因为农机不是附着于土地的 不会随

土地的调整而调整 我本人对浙江和江西两省 ��� 个农户的研究表明 地权稳

定性对农民的绿肥种植面积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但对产量的影响不显著 姚洋

���� ��
��
 和我的另一项研究考察了农户的所有投资 以人工投入衡量 与

地权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结果和我自己的研究相吻合���
��
� ��	� ����� �����

����� ��李果和 !�"���� ���� 的研究同样表明稳定的地权对投资具有促进作

用 但对产量的效果不明显 投资与产量之间的反差说明农家肥 水利投资等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对产量的贡献较小 对增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土地面积

人力投入和化肥施用量 因此 稳定地权不可能立竿见影 马上见到产量上的

效果 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土地长期投资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但这种

好处不一定是农民所能预见并纳入他们的计算的

对地权稳定性效应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地权稳定性本身是农民选择的结果

因而对其效应的估计会产生偏差 这在对非洲授证工作的研究中反映得最明显

在非洲的传统农地制度中 族长掌有族内土地的最终所有权 族民们只有耕种

权 但是 两种权制均无法律保证 八十年代开始的授证工作试图改变这种状

况 农民可以自愿决定是否申请对自己所耕种的土地的法律所有权 那么 授

证之后对土地投入有什么效果呢 由于申请土地证是一个自愿行为 在检验其

效果时就有一个内生性的问题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 只有那些即使是在无法律

保障的情况下也会多投资的农民才会花钱去申请土地证 因为他们比别人更需

要法律的保护 这样一来 一般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所估计的授证对投资的影响

就会被夸大 而复杂的计量模型所要求的数据又难以收集 中国的情形在本质

上是一样的 是否调整土地是当地居民自己选择的 因此 地权是否稳定也是

内生的 以上所引用的几项研究都或多或少有这个问题 虽然 ��
��
 和我的研

究试图通过较复杂的计量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 但这种控制仍然给人以间接的

感觉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找到一处制度外生的地区 以便做控制对比

研究 贵州所实行的长期承包法规是一个近似于外生的理想制度实验 将贵州

和周边省份进行对比将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

� �资源配置效应

一种富有弹性的农地制度应该能够容纳市场的运作 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效

率 在这里 对土地自由流转的容忍度非常重要 土地的自由流转可能产生两

种效应 即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效应 下面对这两种效应分别加以讨

论

所谓边际产出拉平效应 即土地的自由流转促使土地边际产出较小的农户将

土地租让给土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农户 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下 两者的

边际产出趋于相等 土地边际产出相等说明资源配置效率达到了无法再进一步

改进的地步 这是因为 如果一个农户的土地边际产出高于另一个农户 则说

明前者应该得到更多的土地 从而经济中存在可改进之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只有在存在其它市场缺陷 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缺陷时才会起

作用 如果存在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 那么 人们可以通过调整劳动力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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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如土地边际产出较小的农户雇佣劳动力 土地边际产出较大的农户出卖劳

动力#来达到土地边际产出相等的目的 但是 劳动力市场很难达到完善的地

步 原因之一是存在监督问题 雇工总有道德风险问题 因此需要监督 即使

劳动力市场是完善的 其它市场如资本市场在中国也远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

因此 土地市场的改善在中国目前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意义

我自己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姚洋 ����� 较自由的农地制度促进土地的

流转 我在 ���� 年的研究进一步表明 较自由的农地制度缩小农户之间在劳动

力和土地投资强度方面的差距 在较弱的假设条件下 投入强度差距的缩小也

意味着要素边际产出差距的缩小 因此 我的研究证明较自由的农地制度的确

具有边际产出拉平效应 ��
��
 和我 ���� 的研究通过更精确的计量模型进

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交易收益是土地可交易性所带来的第二种资源配置效应 这一概念是 ��$�� 

���� 首先提出来的��指的是土地交易性的提高增加土地投资的价值��从而提

高农民进行土地投资的积极性 土地交易性如何增加土地投资价值呢 设想下

面的情形 假设一个农户今年在他的土地上打下一眼水井 一年后他在非农领

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从而不想继续耕种他的土地 在土地市场不发达的情况

下 他要找到一个土地买主或承租者非常困难 因此他可能不得不将土地撂荒

或降低利用的程度 他在水井上的投资也就无法收回 如果农民在今年考虑投

资时就预见到土地无法出租的可能性 他对土地投资的价值就要打一个折扣

并因此可能不打这口井 换言之 土地可交易性的增加提高农民在必要时找到

买主或承租者的可能性 从而增加投资的价值 但是 ��$�� 自己对加纳的经

验研究并没有证明交易收益的存在 我自己对江西和浙江的经验却证明了交易

收益的存在 姚洋 ���� 在对土地交易 使用转让 出租和代耕 限制较少

的村子里 农民种植更多的绿肥 且单产较高

��$�� 的交易收益效应是从可交易性的增加提高交易发生的概率这个角度提

出来得 但是 在一联系紧密的村子里 如果土地交易是允许的 则只要交易

成本不是离奇的高 想出租土地的农户总是可以找到一个愿意承租的农户的

��
��
 和我 ���� 的研究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交易收益效应 我们将对土

地交易的限制模拟为一种交易费用 这样做基本上抓住了当前农地制度的特征

在多数地方 土地的租让是允许的 但附加了一些条件 如必须在村里登记

必须完成公粮 只允许责任田转包 不允许口粮田转包等等 另外 出租土地

可能被别人看作土地过多的信号 因而在下一次土地调整时土地有被分走的危

险 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土地租让的交易费用 土地所有者租金降低 承租者租

金提高 因为两者均须负担一定的成本 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 一些原本愿意

参与土地市场交易的农户可能就不参加了 这不仅会影响一个地区土地市场的

活跃程度 而且会影响农民对土地的投资积极性 设想一个农民预期明年他可

以在非农领域找到一份好工作从而会减少土地种植 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 这

个预期不会影响他在今年的土地投资行为 因为他在明年可以找到一个承租者

使其投资实现价值 但是 当土地交易市场受到限制 从而较高的交易费用存

在时 出租土地的吸引力下降 因此 如果农民在明年果然得到一个较好的工

作 他要做的可能不是租出土地 而是降低劳动力投入的强度 这样一来 今

年对土地的投资就失去了相应的劳动投入的配合 从而其价值也就下降了 该

农民因此会后悔今年不该对土地做过多的投资 但是 意识到这一点 他在今

年一开始就不会做这些过多的投资 我们称这种效应为投资反悔效应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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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研究证明这种反悔效应的确存在 但是 较自由的土地交易权并没有显示

出降低这种效应的迹象 �

% �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

土地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 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

善或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不可忽视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

社会保障虽然具有维护公平的意义 但更重要 而又恰恰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

是它对效率的正面作用 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作用是使生产力不至于在突发破

坏性事件#如疾病 失业等#发生时遭到摧毁性的打击 显然 对生产力的保

护提高经济效率

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替代物 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

活保障 从而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这方面看 因土地调整而

形成的低个人化农地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 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得到说明 设

想一个农户在八十年代初承包制刚实行时有三个未成年男孩 一家五口人分得

五亩地 近二十年后的今天 三个儿子均娶妻生子 人口变成十一口 如果在

这期间无任何土地调整的话 这一农户的人均土地就会下降超过一半 但是

全村人均土地不会下降如此之快 毕竟 有一些农户没有这么多儿子 试想一

个在承包制实行时有三个女儿的农户 它的人均土地到现在可以增加一倍多

因此 如果土地随人口变动而做相应的调整 人多地少的农户的困难就可以得

到缓解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 这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 必须看到的是 土

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随土地在农民收入来源中的重要性的下降 或农民收入水平

的提高而减退 在发达地区 农村居民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农业以外 因此

土地的收入功能降低 同时 由于收入的提高 人们以货币收入抵御风险的能

力也随之提高 无须实物形式的保险 在不发达地区 情形刚好相反 这也是

导致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农地制度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这一点 我在

下一节中还要详述

土地的失业保险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农村中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之所以没有

造成大的社会动荡 土地对这些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问题

在于 土地的失业保险功能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目前的低个人化农地制度 如

果土地仅仅是一个蓄水池 而不能在结构上对失业保险有所支持 则土地的保

险功能与目前的农地制度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因为 即使土地是私有的

其蓄水池的功能也不会丧失 我认为 目前的农地制度至少在一个方面对失业

保险具有结构性的支持 就是 与高个人化的农地制度相比 目前的农地制度

有可能有利于劳动力的长期跨区流动 下面两种情形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在第一种情形中 一个农民因为土地长期没有调整而没有分得土地 ��现在

考虑两种就业可能 一种是在当地的一份可以勉强糊口但稳定的工作 一种是

到城市找一份收入高但不稳定的工作 前一种工作可以立刻找到 但如果现在

不要 以后可能便没有了 后一种工作必须到了城市之后才能知道是否可以找

到 这个无地的农民会选择哪种工作呢 如果他是避险的 绝大多数人都是避

险的 且城市的期望工资不比当地的稳定工资高太多 这个农民可能会选择当

地的工作 因为一旦在城市没有找到工作 他连当地的工作也可能失掉 从而

�������������������������������������������������������
5 在我们的计量模型中 检验土地交易权的这种作用需要较高质量的数据 而我们的数据无法完全达到这

些要求 这可能是我们没有得到支持结论的原因
6作者在贵州的访谈中得知 在湄潭县 已有一万多人口没有在名义上分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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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了生计 现在 考虑第二种情形 这种情形和第一种情形的条件相同 只是

这个农民拥有一块足以维持生计的土地 和无地的农民相比 他更有可能选择

进城工作 因为即使在城里没有找到工作 或工作不稳定 他还可以回到当地

耕种自己的土地 换言之 土地的保险作用使得农民更愿意从事高风险 高回

报的工作 从而对经济效率起到促进的作用 上述例子中对无地农民的假设只

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其结论对因人多地少而在当地兼业的农户也适用

当然 以上论述只是提出了现有农地制度促进农民转移的可能性 同时也

只讲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这一方面实际上是土地对劳动力转移的收入效应

土地为农民提供稳定的收入 或财富 提高了他们抵御失业风险的能力 从而

给他们更多的转移动力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土地对劳动力转移的替代效应 较

多的土地挤压农民离农进城的积极性 从而迟滞劳动力的转移 因此 目前的

农地制度是否对农民转移具有促进作用要看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哪一个更

大 这是一个需要经验研究验证的问题

杨涛 ���� ���� 指出了目前的低个人化农地制度阻碍劳动力转移的另

一种可能性 如同我们在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中所看到的 低个人化的农地制度

降低农地的价值 这使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价值降低 进而降低农民出让使用

权的意愿 如果农地制度的个人化程度提高 一些农民就可以通过转让土地而

筹集一部分进城长期居住的资金 从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 从边际调

整的角度看 这种趋势无疑是存在的 尤其是在大城市近郊 土地价格很高

这种趋势可能会反映得更明显 但是 它对一般农村居民的影响有多大 是一

个需要严格检验的问题

最后 我们在谈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时 也不能忘记可能存在

能够完成这两种功能的替代物 比如 在地权长期化之后 农民可以通过少生

孩子的办法减轻对土地的压力 ��同时 地权长期化可能改变农民的消费和积

累模式 目前农村的最大消费是建房 地权长期化之后 农民或许会减少这种

攀比消费 而代之以各种形式的金融投资 以备将来的不测 目前 对这些问

题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小结本节所讨论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对目前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

的关系的研究还有许多不足 甚至空白之处 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对地权稳定性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经验研究需要更加精确的数据 第二 对

土地的社会稳定与失业保险功能缺少理论和经验研究 第三 对地权长期化对

农民消费和积累的影响几乎没有研究 这三个方面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三 农地制度的演进及区域差异

在第一节里 我们已经看到 中国的农地制度具有了强烈的区域差异 解

释这些差异不仅将对下一步改革提供坚实的基础 而且将对制度变迁理论做出

重要的贡献 到目前为止 已有几个理论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在这一节里

我将扼要介绍这些理论 并提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由于农地制度差异的核心

是地权的个人化程度 因此 目前的研究集中在探讨影响地权个人化程度的因

素上

�������������������������������������������������������
7对贵州湄潭县的观察似乎支持这一结论 在一份于 1990年进行的对 1102户农民的问卷调查中 38%的人

认为 增人不增地 的办法使农民不愿多生孩子 参见丁远康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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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和 !�"���� ���� 认为中国农地制度的区域差异取决于农地

制度对全村生产剩余之和的影响 他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农地制度由村干部决

定 而村干部关心的是使全村的生产剩余最大化 根据当地条件的不同 同样

一种农地制度可能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同的影响 他们构造了一个理论模型 试

图预测一个村子调整土地的频率 由于他们对目标函数的假设 即最大化全村

生产剩余的总和 土地调整的作用基本上是正面的 在土地市场不活跃或不存

在的情况下 行政的土地调整代替了土地市场的作用 将土地从人口和劳动力

较少的农户手中转移到人口和劳力较多的农户手中 从而起到在农户之间拉平

边际产出的作用 那么 什么时候更需要调整土地呢 根据 Turner等人的理论

人口增长越快或非就业机会越多的地方越需要土地调整 人口增长快 土地分

配越可能不平衡 非农业就业机会越多 则更多的农户愿意放弃土地 但是

后一预测与日常观察不相符 也与 Turner 等人自己的计量检验结果矛盾 纠其

原因 在于他们对村干部最大化全村生产剩余之和的假设 这个假设与现实的

差距相当大

龚启圣 Kung, 1994 和董晓媛 Dong, 1996 试图从不完全市场的角度来

论证目前低个人化农地制度的合理性 在诸多市场缺陷中 他们强调农村社会

保险市场的缺失对产生现有农地制度的作用 由于大部分中国农村地区仍处于

温饱线上 生存仍然对农民构成很大的压力 因此 土地的均分可以看作是农

民克服生存压力的一个集体回应 在这里 龚启圣和董晓媛实际上是在强调我

在前面所讨论的社会保障功能 必须指出的是 集体决策在这里是导致农地制

度低个人化的必要条件 换言之 这种农地制度不可能是以农户个体决策为基

础的分散博弈的结果 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得到说明 假设一个村子里只有

两户农民 一户人均土地多 另一户人均土地少 地少户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

地多户则可以维持生活且略有盈余 在这种情况下 地多户给地少户一部分土

地符合社会保障的精神 但是 以农民的个人意愿来看 地多户是决不会无偿

地给予地少户土地的 除非他预期明年自家人口将大量增加 8以致其人均土地

低于两户的平均水平 从而可以从另一户人家得到土地 这种建立在自利基础

上的相互合作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可能性即使存在也是脆

弱的 因为 它必须建立在两个农户循环的期望上 地多户不但要预期他家人

口的增加 而且要相信地少户在明年也预期自家人口会在后年增加 等等 这

里不仅要求理性是共同知识 而且要求农户对自家人口的增长具有单向的预期

两者在现实中都可能不满足 因此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只可能建立在以下两

种可能性之上 一是农户之间存在一种自发的道德约束 要求富有者对贫穷者

特别是那些生存受到威胁的农户负担起帮助的责任 这种道德约束显然存在于

传统的村庄伦理之中 只是其表现形式不是给予贫穷者土地 但是 历史上广

泛存在公田或族田 其收益除用于公共事业外 还用于灾荒年景对饥荒者的赈

济 另一种可能性是存在一种社会加总机制 对所有农户的效用 或其它满足

指标 进行加总并使之最大化 在这个机制下 低收入或生存受到威胁的农户

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重视 从而使得土地的均分成为可能 事实上 这样的一种

社会加总机制本身便体现了一种道德 只是这种道德不是对农民之间一对一关

系的约束 而是一种对集体的强加 至于产生这种强制约束的原因 我们首先

可追溯到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 把它看作是中国传统村庄道德中集体生存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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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这里 明年 后年 只代表时间的先后 并不特指某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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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续 同时 我们还可以把它看作是集体时代的遗产 事实上 目前的土地

集体所有制及其所体现的成员权正是为这种集体伦理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础

如果我们相信现有土地制度是对集体生存的回应的话 我们可以对农地制度

的演进和区域差异给出一个较为圆满的解释 我在后面介绍我自己的研究工作

时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 现存的低个人化农地制度可能

只是回应集体生存的方式之一 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 市场交易可以作

为行政性土地调整的替代物 用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刘守英 Carter 和我 1998 的文章试图在约翰•康芒斯的分析框架内对现
有农地制度的演进及区域差异给出一个更广泛的解释 我们将农地制度看作是

国家和农户之间博弈的结果 康芒斯将所有权定义为一种义务与权利之间的关

系 所有权意味着他人对所有者的权利有尊重的义务 但是 由于所有权的多

面性及合同的不完全性 所有权不可能是完备的 即存在巴泽尔之所谓公共领

域 国家在农地制度中仍然保留一定的角色 是因为它的利益 如保障充足的

粮食供应等 可能因为地权个人化程度的加深而受到损害 因此我们看到 对

农地使用和土地流转限制最多的地区 也是国家粮食采购所依赖的重点产粮区

在与粮食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领域 如土地的调整 国家对农民的自发选择给予

了高度的忍耐

在解释中国农地制度的区域差异方面 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可能是一种较

适用的理论 诺斯和托马斯的 西方世界的崛起 一书可以看作是诱导性制度

变迁理论的第一部著作 但是 正式提出诱导性制度变迁这一概念的是佛蒙•拉
坦和速水佑次郎 Ruttan and Hyami,1984 根据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 经济

制度受到经济参数 特别是要素相对丰度的左右 相对丰度越低的要素越可能

实现个人化 诺斯和托马斯的研究指出 西欧从公田制向私有制的转变过程是

由土地的相对稀缺导致的 西欧 特别是英国的海外贸易促进了对羊毛的需求

因而提高了土地的相对价值 从而使得土地的私人占有成为有利可图的制度转

换 这正是圈地运动产生的原因 速水佑次郎等人 Hayami and Kichuchi, 1981

对菲律宾和印尼爪哇岛收割制度演变的研究也验证了上述命题 在传统的收割

制度下 地主必须允许村里的其他人参与收割 并得到收获量的六分之一 随

着绿色革命的传播 土地产量大幅度增加 六分之一的产量作为对收割者的报

酬超过了当地劳动力的价格 因此 新的收割制度应运而生 在爪哇 村民想

参加收割必须先参加除草 在菲律宾 收割工作则包给了中介人 由中介人付

给收割者市场工资 诺斯在 制度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一书中进一步将诱

导性制度变迁理论总结为效率假说 诺斯 1994 即制度总是朝着辅助经济系

统达到社会最优的方向发展 但是 诺斯本人也注意到一些明显的反例 比如

同处欧洲的西班牙大大地落后于西欧国家 诺斯将这一现象归咎于路径依赖

他认为 西班牙没有经历英国式的皇权改革 以至皇权过大 并决定了后来的

制度变迁轨迹 作为英殖民地的北美和作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南美的对

比似乎也印证了诺斯的路径依赖假说

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原因在于它忽视了决定制度

变迁的政治过程 就连为这一理论做出很大贡献的速水也在其新书中认为这一

理论是天真的 Hayami, 1997 一种制度可能比旧制度更宜于促进社会整体效

率的提高 但由于决定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帕累托式的社

会结果未必能自然地产生 经济学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著名的囚徒困境

便是一例 对于长时段的历史过程 帕累托最优可能可以通过行为主体之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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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博弈所达到 如囚徒困境可以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得到纠正 对于短时

段的制度变迁 帕累托最优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是一种偶然 次优结果才是一种

必然 认识这一点对我们研究中国过去二十年农地制度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对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可以从两方面展开 一是从对制度的需求着

手 研究微观的利益机制如何产生不同的制度安排 在这方面 林毅夫 Lin

1995 研究了要素对农户的相对稀缺性如何决定单个农户是否参加土地市场交

易 我自己 姚洋 1999a 构造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 探讨要素的个体稀缺性

如何导致不同的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程度 一个明显的观察是 同为发达地区

的温州地区和宁绍平原地区 前者的土地租赁市场非常发达 后者则几乎见不

到土地的租赁 我的观点是 这一现象与两地不同的非农就业结构有关 温州

地区以私营企业为主 劳动力就业基本受价格信号调节 社会分工因此得到了

充分的发展 大部分人完全或部分脱离农业 少数农户则向专业农户转变 从

而促进了土地市场的发育 相反 宁绍平原地区以集体企业为主 而集体企业

倾向于在追求利润之外同时追求就业最大化 但是 企业的发展又不允许过多

的就业 因此便产生了一个人的工作由两个或更多的人来做的现象 6 这一现

象的一个后果是兼业化在当地相当普遍 社会分工不明确 从而降低了对土地

市场的需求 我不仅用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 而且还进行了计

量检验 其结果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

对诱导性制度变迁的另一条发展途径是研究制度变迁的决策过程 我自己在

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姚洋 1999b 在我的研究中 我把农地制度看作村庄

内部集体决策的结果 与前面对村庄伦理的讨论一致 我假设村庄在决定农地

制度的个人化程度时最大化全村人口的福利之和 但是 这个最大化不是无条

件的 而是在农户生存约束下进行的 由于生存约束的存在 村集体不再是追

求单一的效率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 参见第二节对效率的讨论 我的模型的预

测因此也偏离了效率假说所指出的方向 比如 地权的个人化程度和土地的相

对丰度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线形的 而是呈倒 ' 型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土地非常稀缺和非常丰富的地方 其地权的个人化程度较高 土地资源适中的

地区的地权个人化则最低 当土地非常稀缺时 调整土地分配对缓解部分农户

的生存压力无大的补益 要求调地的呼声反而较低 7 当土地非常丰富时 生

存不再成其为问题 土地调整因此也失去了意义 只有当土地资源适中时 调

整土地才对最贫穷的农户摆脱生存压力有所帮助 因此才成为集体决策的选择

我的模型还预测 地权的个人化程度随农民收入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而提高

因为收入的提高增加了农户摆脱生存压力的能力 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降低

了农户对土地的依赖 这些预测得到了我对 1981 至 1993 年期间四省八十三个

村土地调整的经验研究的证实 与龚启圣和董晓媛不同的是 我的模型还对土

地市场的发育对农地制度个人化程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其结果是 一

个运转良好的土地租赁市场降低一个村子进行土地调整的频率 换言之 土地

租赁市场可以成为土地行政调整的替代物 用以达到降低集体生存风险的目的

土地租赁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比行政调整更有效率 前者使土地边际产出在农

户之间趋于一致 即具有边际产出拉平效应 后者虽也具有部分的拉平效应

但赶不上市场的程度 另外 人少地多的农户的收入肯定是提高了 而对于人

多地少的农户 虽然他们现在需要付费才能得到土地 但是 如果愿意的话

�������������������������������������������������������
6 我 Yao forthcoming 对宁波近郊的宁县的研究发现这种现象的存在
7 我的这一结论受到和温铁军的讨论的启发 我在此对他的帮助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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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够得到超过在行政调整下所能得到的土地量 因此 从集体的角度来看

市场所带来的整体收益大于行政调整下所能得到的 我的经验研究证实了土地

租赁市场对土地行政调整的替代作用

以上是对解释我国农地制度的演进与地域差异的几个理论的回顾和评价 下

面谈一谈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 方向之一是深入研究村庄的权力结构和决策过

程 这是以上研究均未涉及 却可能是决定农地制度走向的重要因素 方向之

二是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村庄决策模型 并对可能的制度选择做出预测 方

向之三是深入研究几个突出的案例 如广东的土地股份制 对它们的产生和发

展给出一个经济学的解释 9 所有三方面的研究都将对中国农地制度的研究提供

新的内容 并对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四. 下一步的改革

要确定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首先必须对现有的农地制度做出完整的评价

前面的讨论虽然涉及到这个问题 但基本上是在实证的层面上展开的 然而

农地政策的制定涉及到更多的可能是规范层面上的问题 因为它需要价值判断

的指导 价值判断不是本文所能涵盖的内容 在这里 我将只罗列土地制度各

方面的利弊 以供决策者参考 在很大程度上 这一节是对前面各节的一个总

结

从前面各节的分析可以看出 对现有农地制度的评价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

方面

第一 �农地制度的稳定性和资源配置效应 现有的研究支持这样的观点

即较个人化的农地制度增加土地投资和资源配置效率 但是 有关这两种效应

的数量大小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之后才能确定

第二 �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 虽然更加个人化的农地制度

降低农业生产效率 但是 这种效率损失可能被现有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和失

业保险功能所抵消 并且 后两种功能的作用远远超出农业本身 而对整个国

民经济和国家稳定产生影响 但是 对于这两种功能还缺乏实证的数量研究

因此 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足以抵消现有农地制度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负面效

应

第三 �公平问题 公平是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农户不可剥夺的权

利 即使社会保障不再是一个问题 单是对公平的追求也会导致土地的调整

既然成员权保证每个人对集体土地享受同等的权利 我们就没有理由指责农民

对公平的要求

第四 �农民的自发选择 当地权在法律层面上予以确定之后 其剩余部分

则取决于农民自己的选择 从原则上说 国家对地权任何形式的干预都与宪法

对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肯定相背 既然村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了对村土地的所有

权 他们便同时拥有了对农地制度的决定权 国家政策只能给农民一定的经济

和行政引导 促使农地制度朝某个方向发展 而不应是对农地制度的直接干预

当然 由于村庄内部的决策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民主 村干部仍然拥有较大的权

力 并可能滥用这些权力 因此 国家应该对村干部的行为进行规范

在决定一种理想的农地制度时 政府应对前三项内容进行综合的考虑 但

�������������������������������������������������������
9 折晓叶 1997 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土地股份制进行了研究 但不能替代经济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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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想的制度是否可以实现 还要看农民是否愿意接受 在目前对前三项的

研究尚未有明确的结论的前提下 政府所能做的也许是接受农民的选择 事实

上 广东南海的土地股份制就是发达地区农民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制度创新 在

目前的情况下 急需对农民的自发制度创新进行实证研究 确定导致这些创新

的地方因素及其后果 并对它们推广的可能性给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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