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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作者：郭亮    发布时间：2010/01/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在农村改革之初，农村土地制度被表述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即农户享有的土地使用权和集体享有的土地所有

地制度的实践来看，保留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不仅是意识形态延续性的需要，而且具有重要的生产功能。

体的生产相结合，正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一个重要优势。 

   在全球的产业链条中，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末端，企业只能享有较低的产业收益，并通过压低工

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之所以能承受这种工资水平，并且不享有任何的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

割断联系。土地在当前的打工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背后支撑作用，虽然离开了农业，但很多农民工并没有

   土地的“非集体化”并不意味着土地保障功能的丧失，因为土地是依托集体成员的资格进行分配，而不是以市

大地减少了农民生存的风险性，尤其对村庄中的“弱势农民”而言。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下，由于实行的是

土地实践，农户都能基于村庄成员资格获得土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土地自由流转可能引发的不均。在

个“集体”为其保驾护航，这正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衍生出的社会稳定作用。 

   虽然在农村土地制度的实践中，不乏村干部为谋取个人好处而偏离农户整体利益的事实，但是，村干部的

问题。前者可以通过基层组织和基层民主的建设来完成，土地集体所有制本身具有的功能却不能因此而废

的主观塑造，还是被动地产生，“出可进城、退可回村”的弹性城乡互动机制，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极具中

   当前土地集体制度的转型尽管在发生，但其后果还并没有显现出来。而且，在制度表达上，土地仍然

时调整与修正留下了空间。在这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沿海地区大批加工制造企业的减产

失业问题曾一度引起了政府及社会的普遍恐慌。然而，从整体上看，农民工的顺利返乡却化解了因滞留城市而可能引

了“稳定器”与“蓄水池”的作用。 

   笔者无意对土地制度的基本走向规划蓝图，但坚持认为，在差异巨大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设计不能

农户的土地承包留下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和决定权，从而拓展土地承包的多种样态。在此基础上，我们需充分

会系统性工程，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权力的运行监督等，这对建构一个良性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制度具有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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