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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应“流转集中”到谁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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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是为了鼓励集中。我国农村的耕地、房基地、山林地，该不该流转集

中？应该。8亿农村人口中的2亿人脱离耕地流动到了城市，他们留下的耕地和房基地权属当然

应该适度集中。然而，农地流转集中给“资本”还是农民？笔者认为，土地应当流转集中给农

村集体。削弱了农村集体，就阻碍了进城农民的退出机制，留在农村的人们就享受不到城市化

的好处，反而走向破产。加强农村集体，巩固农村集体，农民才能自愿进城，而非被“资本”

逼迫进城。   

  一、世界上不存在清晰的土地私有制 

  从法律意义上讲，当代世界不存在绝对的土地私有产权。权属是为了使用，干预使用就是

干预权属。全世界的政府，包括美国、英国、日本的政府，都干预土地使用，香港和新加坡被

美国某权威机构连年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两个经济体，世界排名第一、第二，但那里土地

的使用也是受政府严格干预的。土地私有与经济自由毫无关系。世界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土

地“清晰的”私人权属。 

  为什么世界上不存在清晰的土地私有产权？为什么全世界的政府都想方设法干预土地使用

权？道理分三层，核心在于土地事关“生存安全的道义”。 

  第一，土地不会增加，但人口会增加。随着经济发展和富裕程度不同，人对土地使用的要

求会增加。所以，与大多数产品交易的性质不同，土地自由交易根本不可能符合市场供求规

律，不可能有什么符合市场规律的价格，只可能出现貌似符合市场规律的短暂交易繁荣期，接

下来就是灾难期。企业数量和产品产量及种类可以成倍增加，但土地不会增加。不可能增加的

“商品”就会被炒作。多数产品数量可依供求增减，符合市场机制，清晰的私人权属有助于商

品生产的繁荣。地上房屋的建筑面积可因层数不同而成倍增加，货币更可以轻易地成倍增加，

但我国18亿亩耕地很难增加。因此，持有大量货币的人就会炒作有限的土地，通过炒作来集中

土地，推高土地价格。土地炒作与农民收益无关，与农业发展更无关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海南发生爆炒地皮的浪潮，严重影响了海南的经济发展，却没给当地农民带来任何好处。 

  第二，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人类吃住安全的依托。吃住安全的基本权利来自土

地，土地权利来自政府根据人口变化而公平地调整土地的使用——不是来自土地的私有。我国

的2亿流动民工在城市之所以没成为社会不稳定之源，是因为他们有家乡的土地制度提供生存安

全。因为上述原因，现代政府需要限制土地交易，因地制宜，用种种法律干预土地使用，制止

土地成为资本炒作的对象，制止土地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 

  第三，无论怎样集约，农业都不赚钱。中国农民人均拥有2亩耕地，美国农民（农场主）平

均拥有3000亩耕地（200公顷）。但有了规模经营，美国农民依然无力致富，还得靠国家补贴才

能生存。若非美国农民不赚钱，美国政府不会去补贴农业。就美国这种规模农业，就这么个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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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法，也没听说哪个美国农民致富了，不过是以“无法享受城市生活”为代价，获得略高于城

市的人均收入而已。在有农业的国家，所有政府都立法限制农地转为他用，都节制资本吞噬农

业用地。 

  二、耕地和房基地的国情与极不可靠的钞票 

  我国政府需要干预农村耕地和房基地的权属，道理也很简单。 

  第一，我国农民人均拥有耕地量太少。拥有耕地权属的“农村人”多达8亿，而他们只拥有

18亿亩耕地——比印度还少得多。我国农村人均只有2亩耕地，与美国平均“住家”的占地大致

相当。我国8亿农民能安全有序地生存，靠的就是这点耕地和从耕地中划拨的户均一块房基地。

奇迹是：这点微薄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不仅保障了农村人口吃住的基本生存安全，也保障了我国

全部13亿人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安全，保障了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根本原因是国家对农业用地的法律保护，是宪法规定了耕地的集体所有制，是法律规定了已婚

农村夫妇有权从集体耕地中获得一块免费房基地。 

  第二，耕地和房基地不是农民致富的工具。尽管我国耕地的单位生产效率已经属于世界很

高水平，但18亿亩耕地用于农产品生产只够极少数人致富。设每公斤粮食售价2元，全国每年生

产的5000亿公斤粮食只值1万亿元。设致富的标准是年均“毛收入”100万元（包括不可能低于

60%的生产成本，而且不计劳动力成本），即年纯收入的上限为40万元，全部1万亿元的粮食总

值只够分给100万人致富。若年纯入4万元则够1000万人，但已无关致富；若年纯入4000元也仅

够8亿人中间的1亿人，但那已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日均2美元贫困线。所以，我国农村的耕地和房

基地不是致富手段，农村人致富只能另寻他途。城市没有拒绝乡村人进城买房和工作，然而不

可能保障2亿流动民工及其直系亲属的工作和住房福利，农民工有能力定居于城市的是少数。耕

地和房基地虽然不能让农民致富，却是他们的“生命线”。对2亿流动民工如此，对6亿留在农

村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第三，出售耕地和房基地所得的钞票远不足以保障包括2亿流动民工在内的8亿农村人的吃

住安全。个体农户出售耕地和房基地，可以得到数以万元计的“巨额”钞票，但这些一次性得

到的钞票无法应付随“城市户口”而来的生存成本。说卖房卖地的钱能让他们在城市“投

资”，这种话鬼才相信。遑论乡下人，大多数城市人都靠工资过活，没多少城市人有能力去

“投资理财”而不亏本。我国农地的产出效率已经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了，土地集中或许还

可以再增加一点点“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但问题不在于利润多少，而在于利润归谁？归集

中拥有土地的人，还是大致平均地分配给原来拥有土地的8亿人？若土地集中为人均100亩，收

益率大概会高一点点，可人均100亩意味着仅有1800万人拥有现存的18亿亩耕地，其余的近8亿

农村人怎么办？ 

  有学人说，现有的城市足以担当失地农民生活，只需要容许他们“自由”地建立和居住在

像拉美、印度那样的贫民窟。然而，那些贫民窟由犯罪集团控制，无水无电无下水无学校，既

不代表“人道”或“自由”，也不代表“城乡一体化”。是倾向资本自由的制度迫使无地流民

过上了一种貌似自由的非人生活。笔者希望那些欣赏印度和拉美贫民窟的学人们去实地看一

看，比较一下那里贫民窟的生活和我国农村有房有地有学校的生活，作出诚实的结论。 

  有学人说，要相信个体农民会作出理性、谨慎、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可“崽卖爷田不

心疼”是咋回事？发展中国家的大批无地流民都是从石头缝里冒出来的？一户有老少5口人的湘

西农民向我兜售他家承包70年的200亩山林地，要价“高达”10万元，因为林地的野生山茶树每

年仅带给他家0.5万元收益。那“理性”就是5口人不干活白拿20年的钱。他们不知道，2万元现

金维持不了一个人20年的生活，而我则用一辆廉价小汽车的钱就可以轻易坐拥200亩美丽的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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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当上“不在地”的庄园主。美国百姓的“理性”，如何敌得过华尔街的“理性”？个体

农户的“理性”怎敌得过公司的“理性”？  

  第四，农民耕地和房基地的安全是全中国社会安全的基础。以农村集体为单位均分的18亿

亩耕地和户均一块房基地保障了8亿农村人的集体吃住安全，也保障了5亿城市人的集体社会安

全。倘若不节制资本，倘若容许资本兼并我国农民的耕地和房基地，中国将流民遍地。其实，

中国不需要8亿人破产，只需要1亿人失地就足以摧毁社会稳定。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靠的正

是8亿农村人的集体安全。倘若“资本”摧毁了8亿人的安全机制，政府要多收多少税才能保障

他们在城市的工作、住房、养老？正因为如此，我国政府拒绝私有化，坚持干预耕地和房基地

的交易，不容许资本冲毁我国现有的耕地和房基地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耕者

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虽不符合资本“自由”的要求，却是最广大人民的要求，是改革开放的

保障，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 

  三、特殊国情下我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 

  有些学人一方面要求取消集体所有制，搞私有化；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声称农地“所有

者缺位”。依他们的逻辑，只有私有财产才叫产权，国有和集体财产都是“无主”的。农村房

基地上的房屋属于私有，这从来没成为过问题；但耕地和从耕地划拨出来的房基地是集体财

产，这也不应成为问题。我国宪法规定，耕地归农村集体所有。这个法律规定不存在概念不清

的问题，只有被曲解和违反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统计公

报》，到2007年底，我国共有57万个村民委员会，辖265万个自然村。这57万个行政村及其下属

的以自然村为基础的“村民小组”就是我国农村耕地和房基地的集体所有者，产权的法律地位

并不“模糊”。 

  都“市场经济”了，我国为什么还拒绝国有也拒绝私有，坚持耕地和房基地的集体所有，

坚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 

  第一，集体所有而非国有，是对城市利益可能侵犯农民利益的有效制衡。正因为非农土地

国有，农地属村民集体所有，国家征用农地就必须给予农民适当经济补偿，并担负起为失地农

民安排未来生活的责任。这个责任公司绝不愿承担，也绝不会比国家更有承担能力。公司随时

可以关门跑掉，但国家“跑”不掉，无法生存的失地农民至少还有“找补”的对象。 

  第二，集体所有而非国有，是对乡村自然和历史差异的有效承认。我国从南到北，从海岸

到高山，加之历史变迁，农村各地人地之比差异巨大，不同的集体凝聚力也导致土地收益大不

相同。正因为农地集体所有，各地农户的承包地面积才可以有因地制宜的差异和弹性。正因为

因地制宜，才在村民们认可的公平条件下出现了“承包专业户”。 

  第三，集体所有而非私有，是平均分配土地和房基地的唯一手段和保障。“统分结合、双

层经营”，是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特色。如果农地私有，发包耕地和分配房基地就失去了主

体，失去了法律依据，分配的平均和公平也就失去了保障。 

  第四，集体所有而非私有，是抵抗资本剥夺农民生存权的最后屏障。法定的权利不是什么

天然的东西，而是力量均衡的产物。较之集体，个体农户基本不具备抵抗强大资本的能力，很

容易被各个击破。就与公司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言，集体远强于个体。政府一纸“村集体里所有

户主签字同意”的规定，就使资本渗透的难度大为增加。 

  第五，集体所有而非私有，是联结村民的经济和社会纽带，也构成农村与城市对接的桥

梁。在恶劣的生产资料条件下，没有集体所有制，农村人是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甚至无法

接受政府转交的城市惠农援助。风灾后的缅甸就是例证，冰灾震灾里的中国就是反证。非农地



的国有，农地的集体所有，是工农联盟的两大基石。正是在这两大基石之上，中国共产党才可

能协调和领导工农联盟。 

  四、耕地和房基地应该“流转集中”给农村集体 

  农村应当怎么办？应当坚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原则，加强村庄基层党支部的建

设，加强农村集体的功能。也就是说，与工业和城市发展同步，与城市用工成本的提高同步，

农村要把抛荒的农地和空置的农村房基地流转集中到现有的农村集体手里。如此，越来越少的

农村社区居民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耕地，开始良性循环。如此，农村社区集体就有钱有权，不断

加强和巩固，成为对接城市援助的桥梁，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依托。如此，随着城市化

的进展，农民的减少，农村社区建设就会像波浪一样不断向前推进。这样的农村，才能延续我

国的工农联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牢固的基石。 

  在工业时代，农业，包括所谓“规模农业”，不可能让我国8亿农民致富。我国农村的未来

不在农业，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在大量农民退出农村走向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在我国农村人

口降低到总人口的10%以下。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能冒进。既然城市的发展决定农村的

未来，为什么还要折腾农地所有制？为什么要掏空宪法规定的农地集体所有制，鼓吹“个体永

佃”，为资本下乡集中土地鸣锣开道？ 

  有少数学人主张：以“个体永佃”来虚化集体所有制，让资本下乡集中土地，逼迫农民进

城，就可以扩大内需，给企业提供更多廉价劳力，迅速造就城乡一体化。然而，那是菲律宾道

路，是印度道路，是拉美道路，是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道路，是“资本至上”的“主义”。 

  我们则主张：政府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变分散的传统小农为有组织的现代农村人，组织起

来经营农业产业和非农产业，把收益留给本地农民，让农民有留乡或进城的真实选择，让留下

的农民逐渐改善生活。这是通过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 

  要菲律宾、印度、拉美式的“不在地地主”还是要中国式的“耕者有其田”？要“资本下

乡”的产业化，还是农民共同富裕的产业化？两条不同路线会导致大不相同的结果。前者导致

中国的大动荡，后者延续中国的长治久安。 

  欧洲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剧痛能被迅速缓解，因为欧洲人建立了四面环海有4个中国那么大的

美洲殖民地，还有四面环海1个中国那么大的澳洲殖民地，还移民非洲，还建立了从全世界吸血

的庞大经济机器。 

  共产党领导农民走出了一条路：三倍于美国总人口的中国农村人口有房可住，有田可种，

有米可食，还有学校教孩子，他们在安全有序地向城市经济靠拢。比起菲律宾、印度、拉美的

遍地流民，我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极为成功。我们称这个“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道路为农

村的“中国模式”，是农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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