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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中国农村土地的流失、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可持续发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 指出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健康状况处于土
地资源浪费严重、人力资源发展潜力十分有限的“阴阳两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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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nearly 30 years of thereformand opening up ,China’s rural economy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 and the rural social productivity has
beenfurther liberated ,but in China “Three Rural Issues”is still very prominent and its constrai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plays an in-
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In order to further define the difficult crux of rural a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the loss of land i n China’s rural
area ,the i nvest ment of farmerto l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so on we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Chi-
na’s rur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 nthe healthstatus of the land resources was serious waste and the rural humanresources development potential was
very li mi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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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仅有天赋要

素、技术和偏好社会经济发展3 大基本资源要素远远不够。

( 新) 制度经济学家研究证明 , 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4 大柱

石[ 1] , 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 土地、劳动和资本等

生产要素资源只有有了合理的制度才能得以发挥功能。制

度是社会经济、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经济发展的

重要因素。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土地、劳动和资本3 大

最基本的资源要素 , 更离不开与其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

———制度资源。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农村经济得到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中国是个农业大

国, 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仍然很大, 人口压力将继续

加大与中国农村可利用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不断减少

的矛盾。面临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 农产品价格、

质量的竞争必定更加激烈, 而目前的中国农村经济生产投入

大、产出小, 科技含量低, 资源利用率和转化率不高, 农业劳

动生产率徘徊不前, 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农民增收困难及大

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等诸多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和制约中国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  中国农村土地流失严重

研究者对24 个省市区调查报告显示, 目前全国各类开

发区已达5 658 个, 其中 , 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 家, 省级

政府批准的1 019 家。据统计, 各类开发区面积为360 万

hm2 , 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315 万hm2 的用地总和[ 2]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在《聚焦失地农民》

一文中透露,1987 ～2001 年, 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约226 万

hm2[ 3] , 其中70 % 以上是征地。这是依法审批的占用数 , 不包

括突破指标、违法征地和一些乡村擅自卖地部分。卫星遥感

资料表明 , 违法占地数量占一般占用地总量的20 % ～30 % ,

有的地方多达80 % [ 4] 。土地是一种特殊的资源, 具有资源与

资产双重特性, 又具有保值和增值等多种功能。同时土地又

是农民谋生致富不可缺少的最有价值的资本, 土地对农民来

说是一种社会保障。2005 年以来 , 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

4 .69 万件, 涉及耕地面积15 318 hm2 。其中, 立案查处3 .39 万

件, 涉及耕地面积13 583 hm2[ 5] 。近年来, 许多地方政府采取

各种政策加快城乡统筹进程, 农村很多地方都基本上实现了

村村通公路, 如果真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法律程序发展城乡统

筹, 将对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 , 许

多乡镇、村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为幌子, 打着“要想富, 先通

路”的口号, 不经过法定程序乱毁、乱占农田( 其中有许多是

属于基本保护农田) 。如果这些乱占耕地的现象没有得到有

效解决, 农村土地资源将会急剧萎缩, 将严重影响到农业的

良性发展, 可能制约整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近几年农民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和撂荒现象突出

在20 世纪90 年代我国农民在土地投入方面就出现物

质、劳动投入显著递减, 重近期效益轻远期效益, 重局部投入

轻整体改造, 重经验轻科技等问题[ 6] 。农民为了提高产量 ,

常常做出不利于土地持续利用的事情, 如增施农药、化肥和

增加灌溉面积一般都会提高土地的短期产出, 但不合理的使

用也会造成土壤板结和污染或土壤侵蚀和盐碱化等损害土

地长期生产力的现象[ 7] 。另外, 由于农民承包集体所有制的

耕地, 只享有使用权。有人担心政策改变, 出现了粗放经营

和掠夺经营的情况。这样必将造成土地抗灾能力下降 , 土地

效益越来越低[ 8] 。近年来, 农村土地撂荒现象非常严重 , 主

要表现为隐性撂荒和显性撂荒2 种。隐性撂荒突出表现为

减少生产投入、降低复种指数、不求致富但求自足等粗放耕

作现象抬头; 显性撂荒则主要表现为劳弱户、举家外出户、土

地承包纠纷及前些年的“开发区热”、“基础投资热”、“房地产

热”带来的积弊,“包而不种、代而不耕、占而不用”等显性撂

荒现象不断出现[ 9] 。以重庆市渝北区为例, 据统计, 近年来

全区共有撂荒土地2 170 hm2 , 占耕地总面积的7 .29 % , 其中

有的村社土地撂荒率竟高达40 % 以上[ 10] 。

3  农户经营的土地分散和细碎

我国不但存在非常大的人口压力 , 而且耕地资源也异常

紧张,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弊端日益突显出来。农户经营土

安徽农业科学 ,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8 ,36(18) :7917 - 7918 ,7948                 责任编辑 张杨林 责任校对  马君叶



地的分散化和细碎化是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徘徊不前的一

个重要的原因。如1999 年, 全国户均耕地面积只有0 .53

hm2 , 却被分成了6 .06 块[ 11] , 土地的细碎化程度可见一斑。

李功奎等曾指出20 世纪80 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

行, 在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 也由于土地的平

均分配, 农户经营的土地进一步呈现分散化、细碎化的特征。

2003 年中国农户家庭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为0 .5 hm2 , 户均拥

有地块为5 .722 块, 平均每块面积约为0 .09 hm2 , 在有些地

方, 农地细碎化现象更加突出[ 12] 。土地的分散化和细碎化

经营使农户无法取得规模经济效应, 经营成本较高, 也使得

田埂、土埂等边界面积较多 , 使本来就异常紧张的耕地资源

变得更加紧张。另外, 由于土地的分散化和细碎化经营, 土

地的灌溉效率、施肥效率、收割效率等和日常管理的效率相

对低下, 进一步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同时导致农产品

生产成本升高, 降低农业的产出水平。因此 , 农村经济发展

的牵引力不足又进一步减缓了其机体的自我修复速度 , 也进

一步减弱了农村经济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

4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资源相对缺乏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安排禁锢了农村资源的有效

流动, 它对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在经营目标和

经营方式上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和农业本身发展的需要。一

方面, 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组织和农户之间的关系是非市

场化的, 不是靠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自愿形成的结合, 而

是靠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与行政隶属关系强行结合在一

起, 农民没有退出的权利 , 限制了土地的流动 , 土地流转始终

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保障; 另一方面, 集体经济组织

难以成为具有明确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现行双层经营体

制中的集体经济组织往往与村委会在组织上和功能上相重

叠, 追求获取经济利益、发展公益事业、安排就业等多重目

标, 具有明显的“政社合一”的复合性特征[ 13] 。由于农村双层

经营体制的这些弊端, 导致农民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没

有自我防御能力, 在与强势征地主体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

位, 土地等资源流失严重。同时土地流转制度还缺乏创新 ,

致使愿意种地人不能取得种地的规模经济效应, 而不愿种地

的人则将土地撂荒 , 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户籍制度的制约作用也很明显, 主要表现在使农民的利

益受到巨大损失, 如农民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福

利, 不能享受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成果; 严格限制了农民

的就业选择空间, 限制了农民既有的人力资本价值充分实现

的可能性; 阻碍农民素质的提高, 导致其“能力”或人力资本

的贫困; 阻碍农民进城创业 ;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既阻碍农村

人口流入现有城市, 又不能在现有的农村建造新的城市, 使

已经存在的人口流动的积极作用被抑制 , 出现农民“离土不

离乡”的状态[ 14] ,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的出台虽然在法律上肯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地位 , 但是

农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权的三权分离使得其流转而

产生的利益分配并不能处于平等互利状态。2007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颁布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用益物

权,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

转。但是农村土地市场发育并不健全, 相应的价格机制并不

完善, 农民进城并不一定能够真正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

待遇,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并未建立, 另外有些地方虽然逐步

开展保险活动, 但是其保险人员并不是建立在农民自愿买保

险的基础上, 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感。

5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不强 ,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

力度较小

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 有学者根据

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近几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 认为

其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与名义GDP 增长率呈明显的正相关

关系[ 15] , 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事物发展的一面, 并没

有进一步发掘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深层次矛盾。

因为从1994 ～2004 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长率与该期间 GDP

增长率的数据来看( 表1) , 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长率与实

际GDP 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 , 但是如果从二者增长速

度的相对矩( d = | S - Y|/ S) 来看, 可明显地看出其波动幅度

变化比较大。这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不稳定。

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 与之相关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

源会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做出与之相适应的调整 ,

正如宏观经济学中的自动稳定器 , 能够在社会经济繁荣时期

自动抑制通货膨胀, 在社会经济紧缩时期自动减轻萧条。

表1 1994～2004 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长率与GDP 增长率比较[16]

Table 1  Comparisonof increasingrateof rural labor transfer and GDPin-

creasing rate

年份
Year

农村转移劳动
力增长率∥%

S
Increasing rate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实际GDP 增长率∥%
Y

Actual GDPincrea-
sing rate

增长率的相
对矩∥d

Relative moments of
increasing rate

1994 10 .32 12.6 0 .221

1995 9 .35 10.5 0 .123

1996 5 .37 9 .6 0 .788

1997 13 .83 8 .8 0 .364

1998 3 .15 7 .8 1 .476

1999 3 .89 7 .1 0 .825

2000 3 .78 8 .0 1 .116

2001 2 .30 7 .5 2 .261

2002 3 .31 8 .3 1 .508

2003 4 .70 9 .5 1 .021

2004 7 .98 9 .5 0 .190
 注 : 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长率1994 ～2003 年的数据引自袁洪泉《我国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Note :Data of the increasing rate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from1994 to 2003 came

fromthe Empiri 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Transfer in China written by Yuan Hongquan .

  从中国农村劳动力总体质量来看 ,1995 ～2005 年 , 我国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总体上是在缓慢提高, 但提高

的幅度很小 , 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的仍然占有很大比重, 超

过50 % , 而高中及以上的所占比重很小, 不到10 % , 说明农村

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仍然很低( 表2) 。这使得: ①农村剩余劳

动力转移的成功率大打折扣。②土地流转的规模、时间也受

到很大的影响, 难以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产生规模经济。

这也是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两栖”现象的一个重要因

素。另外 , 从2004 年外出农民工的性别构成来看 , 在这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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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国规划界务实多、务虚少, 缺少系统的理论框架和价值

判断有关。

3 .4  应加强新城市主义中旧城改造和填充式开发的理论研

究 文献中对新城市主义新城开发理论介绍较多, 对旧城建

设理论关注不够。这与我国正处在大规模城市扩张建设的

现状有关, 但是旧城建设同样是我国城市规划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 , 不应偏废。我国城市一方面急剧外扩, 另一方面旧

城建设也如火如荼, 而且以大拆大建为主, 建筑更新周期短 ,

耗资巨大。旧城建设理论正是我国城市规划发展中有所欠

缺的方面。

因此, 对于新城市主义这个美国泊来理论 , 如果在上述

几方面不继续深入研究, 那么在我国它很有可能成为按图索

骥的指南, 所得是否为“千里马”就无从而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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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95～2005 年中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比例

Table 2 Proportion of educationdegreeof rural labor forcepopulationin China from1995to2005 %

年度

Year

文盲

Illiteracy

小学

Elementary school

初中

Junior school

高中

Senior school

中专、大专以上

Above technical school andjunior college

平均受教育年限

Average education year
1995 20 .75    37 .0 35 .0 6 .6 0 .3 6 .23

2000 13 .70 40 .47 38 .2 7 .1 0 .3 6 .79

2005 12 .24 39 .08 40 .6 7 .6 0 .4 6 .98

 注 : 劳动年龄指16 ～60 周岁 ; 资料来自中国农村人才发展报告。

 Note :Labor age is between 16 and 60 . Data came fromthe Report on Talent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

壮年当中以男性为主, 占66 .3 % , 女性占33 .7 % 。这对农村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6  小结

综上所述 , 农村土地资源数量与质量、劳动力资源质量

水平和制度资源的有效供给以及农村土地经营的布局都是

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体 , 他们互相联系 , 互为补充。从

以上分析来看, 中国的农村经济一方面土地流失严重, 经营

土地分散, 高素质高水平的农业劳动力流向城市, 而与此相

对应的农村却剩下一些老弱幼妇从事农业, 这使得农村经济

发展正常能量水平不断耗损。可见, 目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

处于“阴阳”两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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