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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均GDP达到了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
长，是同期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然而，与中国的整体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
业生产徘徊不前；农村社会进步迟缓，形成了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三农问题”，这绝非是一种偶然现
象，自有它的深层次原因，在诸多原因当中，农地制度不能不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为农地制度是与“三农”密切相关的最基本的经济制度，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制度对经
济效率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研究我国的农地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易永锡同志在本书中以“三农问题”为切入点来研究我国的农地制度问题，反过来，又在中国的农地
制度研究中把“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作为研究的落脚点，体现了作者“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的拳拳之心，也反映了作者把握时代脉搏，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学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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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农业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令人着迷的研究领域，中国农业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更是农业
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
虽然学者们在分析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思路和视角不尽相同，但一个关键的事实已经为大家所公认：农
民、农村、农业的基本制度是农地制度，对农地制度的分析和研究是了解中国农业发展的最美键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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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此同时，由于人口的增长，部落间的接触较多，出现了不同部落相互侵占活动范围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逐渐意识到土地的重要性，认识到为了获取足够的食物，必须利用土地这一广大
的自然空间，于是就产生了与生产力极端低下相适应的最初的集体对土地排他性的独占观念。
特别是随着原始农业的产生与发展，逐步形成了原始社会的土地部落共有制。
在原始社会部落共有土地制度中，土地占有与使用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不断演变。
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所以属于氏族公社所有的土地，只能由氏族公社成
员共同占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彼此过着平等的生活。
但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这时作为基本生产资料
的土地经营就由原来的共同劳动逐渐为家庭劳动所代替，即土地经营逐渐由共有共耕转变为共有私耕
。
伴随着这一过程的进行，原来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的土地产权关系格局逐渐为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
分离的土地产权关系格局所取代。
在原始社会后期，由氏族家庭私耕的土地，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出现了一部分人可能占有另
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土地的原始共有制也就趋于消灭，农地制度向私有化方向发展。
概括起来，中国原始社会的农地制度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土地产权制度是农村土地氏族公社共有
制，即氏族公社成员共同占有土地，任何个人、群体、部落都无权私有土地。
第二，土地经营制度是共有共耕与共有私耕并存，前者是在土地共同占有的前提下共同劳动、统一耕
作；后者是在土地共同占有的前提下，分散劳动、家庭耕作。
第三，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是平均分配，共享成果，不存在任何剥削与私有观念。
第四，土地配置制度是在氏族公社内部或氏族成员家庭内部，进行粗放性、分散性配置，是一种劳动
密集型、低效性的配置格局，配置规模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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