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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耕地资源的价值重建及其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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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耕地不断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耕地农业利用的比较收益低下! 所以建立耕地保护机制

的主要途径在于# 一方面提高耕地利用的比较收益! 另一方面通过提高耕地征用的价值补偿

来抑制乱占耕地行为$ 这两条途径归结于重建耕地资源的价值$ 本文提出耕地资源具有经济

产出价值% 生态服务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 并尝试用市场价格分别加以评估$ 耕地资源的经

济产出价值为耕地年收益与贴现率之商& 生态服务价值为耕地生态服务年价值与贴现率之商&
社会保障价值是耕地提供的养老保险和就业保障价值之和$ 分别选择广东省潮安县% 河南省

淮阳县和甘肃省会宁县三个县作为案例的 评 价& 以 显 示 我 国 东% 中% 西 部 之 间 的 区 域 差 异$
结果表明# 耕地资源价值量在各地区之间呈现东高西低的差异" 在耕地资源价值构成中& 社

会保障价值在三个案例区都占 .1@以上& 但所占比重从东到西渐增& 说明农民对耕地资源的

依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反相关$ 耕地资源的经济产出价值在总价值中所占比重则从

东到西递减& 主要源于自然和经济生产率的差异$ 生态服务价值所占比重也表现出东低西高

的特点& 反映出生态系统从复杂到简单的变化使得农田生态系统对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显得

更加重要$ 农业用地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外部效益& 这可成为实行农业补贴的一大理由& 也是

计算补贴量的一种依据" 更可作为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的依据$ 在我国现阶段& 耕地是大多数

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源& 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甚至不存在的情况下& 耕地的社会保

障功能不可忽视$
关键词! 耕地资源" 价值重建" 经济产出价值" 生态服务价值" 社会保障价值" 中国

0!!! !引言

耕地资源至少承载着保证粮食安全% 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用地需求以及生态建设
的退耕还林还草的要求等功能$ 但中国耕地资源人均量少且在不断减少A0B& 总体质量水平
低且严重退化A2:!>B& 在未来人口继续增长% 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 生态建设日益重要的
形势下& 有限的耕地资源所受的压力日益加剧ACB& 甚至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例如& 布朗
就发出了 ’20 世纪谁来养活中国() 的诘问ADB$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耕地保护& 甚至列为基本国策$ 但虽然 ’采取世界上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政策)& 却未能控制住耕地的流失A.B$ 即使是在一系列严格保护耕地的法律% 法规
出台的近几年& 全国耕地净减仍然过多& 且减少的耕地主要是分布在东部地区质量较好
的耕地& 而增加的耕地主要是质量较差的边际土地A=B$

耕地不断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耕地农业利用的比较收益低下& 不可避免地向效益较
高的其它用途转换A.B$ 耕地向非农用途转移& 经济效益可能提高了& 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的损失巨大& 导致总效益的净损失$ 在现在的市场机制下& 耕地保护的收益仅仅是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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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经济产出" 而耕地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中相当一部分具有外部性" 被全社会所共
享" 从而导致了耕地保护的投入与收益不对称# 如果能把耕地总效益纳入耕地保护收益
中" 就能扭转耕地农用比较效益低下的局面# 另一方面" 由于耕地的价值未得到充分体
现"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低价征用农地" 转而高价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获得巨额财政收入#
正是这种巨大的利益驱动" 使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府很难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耕
地保护政策# 若对耕地的全部价值有了明确的界定" 耕地转用的社会成本$ 生态成本$
机会成本及后代代价也就顺理成章地纳入征地成本" 这就从经济机制上防止耕地向非农
用途的无序转变# 所以" 建立耕地保护机制的主要途径在于! 一方面提高耕地利用的比
较收益" 另一方面通过提高耕地征用的价值补偿来抑制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 这两条途
径归结于重建耕地资源的价值#

$### #耕地资源的功能及其价值评价方法

价值的源泉在于功能或效用# 耕地资源作为农业生态系统的载体" 对人类福利发挥
着供给功能$ 调节功能$ 支持功能$ 文化功能%&’# 就我国当前的需求看" 耕地资源的功能
可概括为经济产出功能$ 生态服务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

耕地资源的价值是其功能的货币度量# 对于经济产出功能" 可以用其市场价格来度
量# 对于具有 %外部性& 的生态服务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 一般采用非市场评估%!")#!!’# 但
非市场评估结果很难纳入目前的市场价值体系" 本文尝试用市场价格来评估耕地资源的
生态服务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
!"# 经济产出功能及其价值

耕地资源与人类劳动相结合" 产出了人类生存和生产所必需的食物和原料" 也是中
国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 人类食物中 &&*来自耕地" 不仅粮$ 油$ 蔬菜等食物产品靠耕
地资源供给" 而且 (+*以上的肉$ 蛋$ 奶产量也由耕地资源主副产品转化而来# 耕地还
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地" 特别是纺织工业原料" 如棉花$ 麻等" 大多来源于耕地#
另外" 制糖业的主要原料甘蔗$ 甜菜等作物也产自耕地# 中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
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的 +"*,-"*# 耕地资源直接和间接提供了 ."*,-"*的农民收入 /个
别地区达到 &"*以上0" 为农民提供了 -"*左右的生活消费" 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
1"*来自耕地%!$’#

耕地资源的经济产出价值就是耕地年经济收益的提前支付" 通过收益还原法求耕地
资源年收益的现值就获得耕地资源的经济产出价值" 也就是说" 耕地资源的经济产出价
值为耕地年收益与贴现率之商" 即

!" 2# #
$

/!0

式中! %" 是耕地资源的经济产出价值" & 为耕地资源的年收益" $ 为贴现率# 耕地资源年
收益可从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数据算出# 贴现率的选择一直是收益还原法应用的难点"
本研究针对我国近期经济态势" 本着简化和可操作的原则" 参照林英彦的实质利率基本
公式%!34#!.’确定此贴现率" 修正后公式为!

$ 2# ’
"

/!#! (0# /$0

式中! ’ 为 ! 年期银行存款利率" 采用 $""! 年的 $5$+*’ " 为同期物价指数" 采用 !((&
年$ !((( 年$ $""" 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几何平均数" 即 !"3*’ 6 为农业税率即
农业税与农业产值的比值" 计算得 .53&*# 由此" 代入公式 /$0" 可得 $ 为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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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

耕地及其中的生物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具有生态服务功能! 包括生物多样性的产生与
维持" 气候调节" 营养物质贮存与循环" 土壤肥力的更新与维持" 环境净化与有害有毒
物质的降解" 植物花粉的传播与种子的扩散" 有害生物的控制" 减轻自然灾害等许多方
面$"%&#"!’# 此外! 农田系统可以成为人们的休闲" 娱乐" 文化" 教育和科研场所$

谢高地% 鲁春霞等人计算了我国耕地资源生态服务的年价值 $"(’为 %")*+, 元 -./0! 但
这是全国平均值! 对具体地区的评价还需要根据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加以修正$ 可以假
设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其生物量成正相关! 鉴于生物量的测定比较繁杂! 可用一个地
区的潜在经济产量替代$ 据此提出修正系数&

!" 1# #$

%
234

式中& !" 为生态服务价值修正系数! #$ 为被评价地区耕地生态系统的潜在经济产量! % 为
全国一级耕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平均潜在经济产量! 皆据王万茂等的研究成果 $"5’获得数
据! % 值为 "*+!,#6-./0! #$ 值在各农业区域各异$

于是! 耕地资源的生态服务的年价值为&
&"7#1#&’’!" 8)4

式中& &’ 为我国耕地生态服务年价值的平均值$
与年经济收益的贴现 8还原4#同理! 耕地资源的生态服务价值为耕地生态服务年价值

与贴现率的商&

&" 1# &"9

(
8%4

!"# 社会保障功能及其价值

耕地资源主要在两个层次上发挥社会保障功能& 在国家层次上提供粮食安全! 在农
民层次上提供社会保障$ 民以食为天! 耕地几乎是粮食生产的唯一来源! 是国家粮食安
全的基础$ 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言! 耕地作为粮食安全基础的作用尤
为重要$ 耕地吸纳了我国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缓和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保障
了社会的稳定$ 大量涌入城市的民工在面临就业的不确定性时! 耕地也为他们提供了退
路和生存保障$ 耕地还是农民养老的保证$ 粮食安全和农民生活保障是社会稳定的重要
基础! 因此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作用巨大$!& ",’$

本文主要计算耕地提供养老保险和就业保障的价值! 得社会保障价值的计算公式&
&) 1#8&)"#;#&)04#! !) 8!4

式中& &)" 为养老保险价值( &)0 为就业保障价值( !) 为修正系数#
&)" 的计算公式为&

&)"#1#
*’

+’

8(4

式中& *’ 为人均养老保险价值( +’ 为被评价地区人均耕地面积# 根据农用土地定级估价
规程 8国土资源部! 0**04! *’ 计算公式为&

*’ 1#8,’- " # ;#,’. # /4 0$

01

854

式中& *’ 以当地人口平均年龄为 ’ 时的个人保险费趸缴金额代替! *’- 为 ’ 年龄男性公民
保险费趸缴金额基数! *’. 为 ’ 年龄女性公民保险费趸缴金额基数! *’% *’-% *’. 皆可从
中保人寿保险公司 0*** 年版个人养老金保险费率表中查询# # 为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例! / 为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皆可从当地社会统计年鉴中查询# 0$ 为农民月基本
生活费! 01 为月保险费基数! 在本文关联域内 0$ 1#01! 并将农民月基本生活费定为从

"*5!



!"#! 蔡运龙 等! 中国耕地资源的价值重建及其区域差异

$" 岁起月领 %"" 元"
!"% 的计算公式为!

!"%#&#
#$

%$

’()

式中! #$ 为当地乡镇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 %$ 为被评价地区人均耕地面积"
中国农村的现实与我们在案例区调查的结果表明$ 农民对耕地的依赖程度与农民的

非农收入水平成反向关系$ 而各地农民的非农收入水平差异明显$ 本文用当地农业人口
人均非农业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来对各地耕地资源的社会保障价值进行修正$
得 &" 的计算公式为!

&" &#
’"

’(

*!")

式中! ’"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农业人口人均非农业纯收入$ ’( 为评价案例所在地区 *省级)
农业人口人均非农业纯收入%
!"# 耕地资源的总价值

耕地资源的总价值 *!)+为耕地资源的经济产出价值& 生态服务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
的总和!

! &#!) ,#!* ,#!" *!!)

-## ##耕地资源价值评价案例

本研究分别选择具有不同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广东省潮安县& 河南
省淮阳县和甘肃省会宁县三个县作为评价案例’ 可分别作为我国东& 中& 西部的代表"
$"% 经济产出价值计算

根据潮安县 %""% 年统计局年度报表& 农业局年度农村经济统计表& 物价局农产品成
本 调 查 表 & 主 产 区 *镇 )农 技 站 调 查 数 据 ’ 计 算 出 该 县 单 位 耕 地 面 积 的 年 净 收 益 为
%-# ./(0!- 元 123%" 根据淮阳县 %""% 年统计局年度报表& 农业局年度农村经 济 统 计 表&
物价局农产品成本调查表& 主产区 ’镇)+农技站调查数据’ 计算出该县单位耕地面积的年
净收益为 !/+($!0"( 元 123%" 根据会宁县 %""% 年统计局年度报表& 农业局年度农村经济
统计表& 物价局农产品成本调查表& 主产区 ’镇)农技站调查数据’ 计算出该县单位耕地
面积的年净收益为 %%(0(/ 元 123%" 于是’ 按公式 ’!)+计算’ 潮安县& 淮阳县& 会宁县耕
地的经济产出价值分别为!

%-./(0!-
%0!4 +&+!!/!!"50$!+元 123%

!/($!0"(
%0!6 7&#8!$-5-0"(#元 123%

%%(0(/
%0!9 #&#!"(/(0$%#元 123%

$"! 生态服务价值计算

据王万茂等:!.;得潮安县耕地潜在经济产量为 !$0-+ <123%’ 淮阳县耕地潜在经济产量为
!-0%+ <123%’ 会宁县耕地潜在经济产量为 (0%+ <123%" 按公式 *-)+和 */)+计算’ 三县耕地的生
态服务年价值依次为!

*!$0-1!"05()+! $!/"0(+&+8-$80(( 元 123%

*!-0%1!"05()+" $!/"0(+&+5-/80(. 元 123%

*(0%1!"05()+# $!/"0(+&+//%/0-$ 元 12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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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按公式 $%&#计算! 三县耕地的生态服务价值依次为"
’(%’)**
+)+," -.-(%,+%,)+(-元 /01,

!(2’)3*
+)+," -.-(+(’(+)3*-元 /01,

22,2)(%
+)+," -.-,""!3"),3-元 /01,

!"! 社会保障价值计算

根据 ,++, 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中保人寿保险公司 ,+++ 年版个人养老金保险费率
表! 得出三县与人均养老保险价值相关的数据 $表 "&#

按公式 $*&-计算! 潮安县$ 淮阳县$ 会宁县的人均养老保险价值分别为"
$%%,!+)*2-! +)%-4-!+!%+)"*-" +)%&-# "-.%’3%%)%"-元 / 人
$%!!",)(,-$ +)%-4-!,"*3)+!-% +)%&-& "-.-%32++)!3-元 / 人
$%%,!+)*2-’ +)%-4-!,"*3)+!-( +)%&-) "-.-%*’,2)3%- -元 / 人

按公式 $’&-计算! 潮安县$ 淮阳县$ 会宁县耕地提供的养老保险价值分别为"
%’3%%)%"
+)+," -.-,’233,%)3,-元 /01,

%32++)!3
+)+," -.-’!+2"%)+*-元 /01,

%*’,2)3%
+)+," -.-,+3(’’)+(-元 /01,

根据 ,++, 年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 的数据! ,++" 年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在广东省
为 ,"-(!(-%(+ 万元! 河南省为 "!-!(’-*3, 万元! 甘肃省为 ,"("3!’ 万元’ 集体企业从业
人员在广东省为 2-*!3-*3! 人! 河南省为 3-,+(-+(! 人! 甘肃省为 "-!*"-!!’ 人# 计算出
广东省$ 河南省$ 甘肃省乡镇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分别为 2(-*!*)%% 元 / 人$ "*-+’*)’’
元 / 人$ ",-!’%)"3 元 / 人# 按公式 $3&-计算! 潮安乡$ 淮阳县$ 会宁乡的耕地就业保障价
值分别为"

2(*!*)%%/+)+,"-.-"’3,+"%),’-元 /01,

"*+’*)’’/+)+’*-.-,("2(2)%-元 /01,

",!’%)"3/+),*-.-2%"3")3(-元 /01,

根据 ,++, 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的统计! ,++" 年全国农民人均非农业纯收入为
3+!)’’ 元 / 人’ 广东省$ 河南省$ 甘肃省农民人均非农业纯收入分别为 "-*"()’( 元 / 人$
%++)!3 元 / 人$ 23,)%3 元 / 人# 按公式 $"+&-计算! 三省的 !" 值依次为"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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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与人均养老保险价值相关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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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据公式 -%.#计算" 潮安乡# 淮阳县# 会宁乡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分别为!
-,’+$$,(&$,#/#!’$,"!(&,’.#! "&("#)#,,’"’0,&’"#元 1#23,

-’%"+!(&"*#/#,0!+0+&(.#" !&*!#)#!’$(,+’&’#元 1#23,

-,"$0’’&"0#/#+(!$!&$0.## !&*+#)#+%*+"%&**#元 1#23,

!"# 耕地资源总价值计算

按公式 -!!.#计算" 潮安县# 淮阳县# 会宁县耕地资源总价值分别为!
!!+!!"%&(!#/#0(,"(,&"0#/#,,’"’0,&’"#)#0’%0*$!&,+#元 123,

’!(0%0&"$#/#0"0’0"&$*#/#!’$(,+’&’#)#,*!+0+!&’’#元 123,

!"$+$&(,#/#,!!%$!&,$#/#+%*+"%&**#)#%$!"+’&%$#元 123,

+###耕地资源价值的区域差异

潮 安 县 # 淮 阳 县 和 会 宁 县 的
评价结果可以反映出我国东# 中#
西部的区域差异$
#"$ 价值量的区域差异

由 于 自 然 % 社 会 和 经 济 发 展
水平# 区位的不同" 耕地资源价值
量在三个案例地区差异明显" 呈现
东高西低的梯度特点 -图 !.&

潮 安 县 自 然 地 理 条 件 好 " 农
作物的复种指数高" 作物产量高"
经 济 产 出 价 值 和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最
高’ 淮阳县地处中原" 土地肥沃"
但农业复种指数比不上广东省潮安
县" 虽然在农业投入方面与潮安县
相当" 但经济产出价值和生态服务
价值低于潮安县’ 会宁县自然环境
恶劣" 土壤贫瘠" 农业复种指数和
农作物单产均很低" 农产品价格也
相对较低" 所以耕地净产出很低"
经 济 产 出 价 值 和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也
低&

耕 地 资 源 的 社 会 保 障 价 值 是
由 耕 地 的 养 老 保 险 功 能 和 就 业 保
障 功 能 提 供 的" 前 者 与 被 评 价 地
区 农 业 人 口 数 量 成 正 相 关" 后 者
与乡镇企业人均固定资产投入成正相关& 所以" 人口密度大% 乡镇企业人均投入高的潮
安县耕地资源的社会保障价值高于其他两县" 淮阳县次之" 会宁县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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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构成的区域差异

在耕地资源价值构成中 $图 %&! 社会保障价值在三个案例区都占 !’(以上! 但所占
比重从东到西渐增 )!’*+(,!+*-(,!.*-(&! 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农民对耕地资源的依赖程
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反相关" 耕地资源的经济产出价值在总价值中所占比重则从东
到西递减 )+’*+(,%/*0(,"*!(&! 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的差异" 生态服务价值所占比重也
表现出东低西高的特点 )1*0(,"’*-(,+’*!(&! 反映出生态系统从复杂到简单的变化使得
农田生态系统对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显得更加重要"

/## #结论与讨论

$%& 结论

)"&#本文试图全面认识耕地资源的经济# 生态和社会价值! 重新建立耕地资源价值体
系! 以提供一条提高耕地农业利用效益的途径" 同时! 也提供一条把耕地损失造成的社
会# 生态损失这些外部成本 $内化% 的途径! 以便能重新建立耕地用途转移的成本核算
体系! 使占用耕地者付出足够的代价来补偿耕地的损失" 当然! 这种将 $外部性% 进行

$内化% 的过程! 不能指望市场自发形成! 只能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干预才能实现"
)%&#耕地资源的价值重建表明! 农业用地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外部效益! 这成为实行农

业补贴的一大理由! 也可成为计算补贴量的一种依据"
)+&#在我国现阶段! 耕地是大多数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 在农村社会保障体

系不完善甚至不存在的情况下! 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不可忽视" 社会保障价值在耕地资
源总价值中占有较高的比重! 然而在耕地资源产权转移 )土地征用或交易&#过程中却被忽
视! 从而给农民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 使他们失去基本的生存依托! 威胁社会稳定"
$%’ 讨论

)"&#本文指出粮食安全是耕地资源的重要社会保障功能! 但如何计算其价值& 尚未找
到有效而可行的方法! 留待进一步研究"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系统远未惠及农村居民! 他们所有的社会保险都不得不依赖
土地! 农民对土地社会保障的期望远大于对其生产功能的期望2"13! 所以本文假设耕地资源
的价值应包含农民的社会保障" 随着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安排的逐步完善! 这个假设也需
要修正" 当未来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能够由社会或政府提供而不是依赖耕地资源时! 耕
地资源的价值就会下降" 这符合舒尔茨关于农用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在穷国相对重要#
而在高收入国家的经济重要性不断下降的论断2%’3"

)+&#关于耕地资源经济产出价值的计算! 贴现率的确定至关重要"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 )4567&8建议使用的复合贴现率方法计算! ! 应为 0*-(2%"3! 显著高于本研究所采用
的贴现率" 虽然复合贴现率融合了时间偏好和资金的机会成本! 理论上比较完善! 但采

图 %##耕地资源价值构成的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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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的贴现率会加速自然资源的利用" 它使 #保护者$ 向 %开发者& 让步" 子孙后代的
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考虑’ 因此" 从保护耕地资源和关注代际公平的角度出发" 应选择
较低的贴现率’

$%&#关于耕地资源的生态服务价值" 更为准确的计算应该基于小尺度的定位观测’ 可
能还应考虑区位因素" 同质同量的耕地在不同地区的生态相对重要性显然不同" 因而价
值会有差别’ 正如同一株大树" 其价值在城市里肯定会大于在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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