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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农民收入是一系列事件”的最后一篇。就一个主题写下十数篇专栏文章，应该告一个段落了。

这不是说用产权来解释农民收入状况——顺便也提几点判断和建议——就此完全结束。这方面的文字，

以后总还有的可写。拿真实世界里的事情来下笔，来日方长，我们不妨从长计议。 

产权释收入 

从开卷第一篇，我就是指出“不能离开财富（资本）来解释收入”。是的，这是普遍可用的方法。农民

收入问题，要由农民的财产状况来解释。而这里所谓“财产状况”，最基本的不是财产的物理特性和技

术特征，而是财产的“产权界定状况”。很清楚，得到清楚界定的财产，是“收入”——财产提供的服

务——长期增长之基；反之则反之。 

农民在改革前的长期贫困，农民收入在改革早期的急速提升，以及近年农民收入增加不能尽如人意。这

三种状况，与产权界定的不同状况相对应。第一种状况，人民公社体制视农民私人产权如无物，其颠峰

时刻——1958年的“共产风”——甚至要消灭农民的一切私产。第二种状况，包产到户改革将“自留

地”体制骤然扩大到全部“公田”，仅仅一纸联产承包合约，就界定出一片农民权利的新天地。第三种

状况，因为种种原因，除了农地使用权，农民的产权——特别是关于交易、收益和转让的权利——界

定，没有与时俱进。 

一系列事件组成的世界 

本系列的重点，是从上述第三种产权状况的“种种原因”下笔。这是一系列的“事件”——根据费舍

尔，人的活动参与的世界，与其说是“物质的”，不如说是“由事件组成的”。我们分析了近年发生的

一系列如下事件： 

——政府为战胜通货膨胀而限制粮食市场交易、为对付通货紧缩而管制粮食价格，两者殊途同归，使得

“使用土地的生产决策权和产品交易权”，在农户、农村社区集体、政府部门和政府之间起了严重的混

淆。 

——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条件下，农民转手土地的权利遭到“国土制” ——一套由“征地 + 批

租”混合的制度——的入侵，放弃农地的代价过低，大量土地租金没有转化为农民收入。 

——农村的“资产”虽然大有增加，但是关于资产的登记、注册、正式的文书表达等等远远跟不上来，

从而“资产”在大范围内转手和再转手的活动，受到抑制，影响了“资产转化为资本”。 

——在农村金融和其他诸多“敏感”行业，“自由准入”的缝隙很小，行政权力垄断、分割市场的“地

盘经济”势力甚大，窒息着要素流动重组的活力；与其相对，法外经济活动盛行，“游击战”挑战市场

秩序。 

上述事件，各有各的来历。总的情形是，在清楚地界定了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利、基本解决了“温饱难

题”之后，农村的产权改革停止不前。在思想和理论上，我坚持以为，不少似是而非的“见解”捆住了

原本可以推进的产权改革的手脚。 

预言产权改革及其影响 

无论怎样仁智互见，占人口70%的农民人口收入没有大的增加，国民经济就不免受到“大市场底部空

虚”的拖累。这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在“温饱目标”驱动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之后，由“农民收入

和购买力”驱动农村全部资源的又一波改革。 

1994年，杨小凯在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大胆预测，如果中国在农地转手交易方面象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大肆



 

革新，来年的农业总产出可望提高30%！这是我所看到过的最大胆、最乐观的关于“改革可以刺激生

产”的估计了。现在看来，年度“农业总产出”增加两位百分数，任什么改革也难以做到。但是进一步

的产权界定，对增加农民收入有奇效，我以为杨小凯的结论没有大错。 

我自己对“预测”历来不大在行。可以大胆尝试的，是基于对经验的分析而得出如下两个判断：（1）

鉴于“内需”不足压力的增加，为增加农民收入而进一步界定产权的改革，将势不可挡；（2）在界定

产权的制度方面“投资”，将从“农民收入”——包括从事农业非农业各业的所得和非劳动权利租金的

所得——的增长中获得“回报”。从数目字上考虑，未来十年农民的劳动所得——出售各类产品的所

得——每年增加5%，非劳动所得——放弃要素自用换取的收益——每年增加10%，在采取以下措施的条

件下，是完全可能的。 

六项建议 

本系列在解释农民收入之余，也提供了进一步产权改革的建议。第一，政府废除用行政命令关闭粮食、

棉花和一切农产品市场。这一点在浙江等地已经开始执行，要补充的只有一个限制词——“永久地”废

除。具体做法可以在“管政府行为”的国家大法里增加“政府永久不得关闭市场”的条款。以后政府

“干预”农产品市场，只能限于政府出资“收购”或向市场“销售”农产品，但不准关闭市场、或宣布

民间自由交易为“非法”。 

第二，废除目前“民土变国土”的城市用地制度，确立农民放弃农地要“得到市场水平的代价”的准

则。 

第三，废除靠行政权力“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试行“公司办城镇“的新体制。 

第四，把目前仍然模糊不清的“集体产权”、特别是关于土地的各种权利，清楚地界定到农户头上，在

村庄一级做到“政经分开”。 

第五，县级和县级以下政府要增加对农村资产的划分、登记、建契的服务，并通过此种服务改变地方和

基层政府的职能，并为农村干部找寻一项合理的、农民乐意支付的收费。 

第六，加快开放农村的行政垄断市场，消除“地盘经济”特权，允许农村金融、供销、各类服务以及教

育、医疗等领域的开放实验，鼓励外资外企、民资民企进入农村市场。 

让我最后说明一点。上述“建议”没有一项是我的发明和设计，它们全部来自实践。各地多种多样的自

发活动——为数不少处于“法外”状态——包含着“合理的一般性”。本系列不过建议将局部试验上升

为全局体制，将“法外的行动”升格为“法内的规章”。我以为，“看得到的自发经验”加上一般性的

思考，从来比“纯粹的理性设计”要高明一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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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人：Viola

发表人邮件：juliethan@ccermail.net 发表时间：2003-6-5 20:41:00

    读完其仁教授的文章，如醍醐灌顶，很多如土地等我以前没有想明白的问题现在都明白了些。深刻之至。不过先生
没有提户口等问题对农民的巨大影响，我觉得这也是充分体现对农民的歧视的重要方面。 

发表人：guojinchang

发表人邮件：guojinchang_5437@sina.com 发表时间：2003-2-4 12:16:00

    请允许我以读书破千卷的农民之子的身份，向上天作证：先生关于农民问提的真知灼见毫无半句虚言！我更要代表
九亿贫下中农对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最衷心的感谢，我特别要正告那些未能如先生那样与贫苦农民同甘共苦的洋人
和华人：你们对中国事务毫无发言权，请缄口以免贻笑大方“祸国殃民”！最后学生提个问题：农村计划生育的正道是
强迫还是“收买——以济贫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发表、查看更多关于该信息的评论    打印本页

| 北京大学 | 中心概况 | BiMBA | CENET | 联系方式 | 站点导航 | 繁体版 | ENGLISH VERSION | 

 



Copyright© 1998-2005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版权所有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有任何问题与建议请联络： webmaster@ccer.pku.edu.cn  

京ICP备050057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