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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农民家庭内部分工及其专业化演进对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影响研究
》，将我的记忆带回到30年前的中国农村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改革，我们有幸亲身体验并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场变
革。
记得著名经济学家诺斯说过，制度是重要的。
我们见证了农村制度改革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对制度的重要性丝毫不怀疑。
尤其是中国农村基本制度——农村土地制度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与政策部门广泛关注的焦点，1990年我
就以此为选题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理论探讨》，至今依然兴趣不减。
值得高兴的是，我的学生陈会广博士在这一领域继续探索，也许中国农村那场变革在他童年记忆中留
有深刻的印象，使其进入学术生涯后形成了从事土地制度与政策研究的动机。
　　回顾三十年农村改革，自下而上的改革得到中央的认可后并在1986年载入《民法通则》、《土地
管理法》，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和2007年《物权法》进一步确立了农民土地权利。
法制化稳定了农民对改革的预期并持续激励农民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探索，1984年中央允许农民进城
务工、经商，剩余劳动力开始了由农村向城市长期持续大规模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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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目的是，以分工、专业化为切入点，以农民经济组织为分析单位，在描述中国农民参与分工
、专业化及其引起农民经济组织演化的基础上，探索其中隐含着生产的制度结构的意义，构建家庭内
部分工、专业化演进对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影响理论框架，从而拓展解释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领域。
并在现实背景中提炼出四个问题：①为什么农户兼业化一直为人们所诟病却长期存在?②劳动力、土地
两个关联的要素市场之间，为什么会出现非农就业率高而土地流转参与率低的不协调现象?③中国土地
市场发育程度低且不完备，为什么还会出现土地股份合作的制度与组织创新的现象?④农民合作组织替
代不完备市场对土地权利结构会产生什么影响?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和解释，本书贡献了一个分工、
专业化演进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揭开了家庭“黑箱”内部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户兼业化
是一种理性选择，丰富了兼业农户以家庭内部分工获取多样化收入规避风险的行为特征。
同时，也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替代性、竞争性的理论解释，并以个案研究与博弈论分析
贡献了分工演化与产权缔约、专业化演进与财产自由方面新的事证和新的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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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工作基准Ⅳ：经济演化与自发扩展秩序在20世纪末期，演化经济学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
，它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部分，或者是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启发（弗罗门，2003[1995]
）。
演化经济学的支持者相信，诸如经济变迁和选择的现象能适用于达尔文的遗传一自然选择（适者生存
）一变异的概念框架进行描述和解释，与之相类似形成惯例一选择机制一创新的经济概念框架
（Slangen，eta1.，2008）。
针对农户行为、农民家庭内部活动以及以农户为主体的经济组织演变，从第二章对演化、博弈与制度
变迁研究的进路可以总结出，农户决策遵从惯例、习俗和传统，如“男主外、女主内”，都可以从演
化理论与自发扩展秩序得到解释。
惯例具有自我维持和实施的特性。
传统的重要特征是，在交易成本给定时双方都有意自我实施以使衡量和交换成本最小化（诺斯，1994a
）。
个体的模仿行为取决于群体中有多少成员已做出了这种选择，具有局部遵从效应。
惯例、习俗和传统是沿着均衡点演进的制度变迁，参与者都没有打破这些制度均衡状态的激励。
　　从第二章对演化、博弈与制度变迁研究的进路还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即制度是建构的还是自发的
？
作为建构的制度演化得到了诺斯在内的新制度学派的支持，诺斯认为，作为约束演变理论而被接受的
经济史不仅要解释过去的经济绩效，而且要为现代社会科学家提供有关的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中解
释现行政治一经济体制的绩效（诺思，1994b）。
对于解释经济演进过程的理论探索中，学者们必须不断从理论到事实，再回到理论（戴维斯、诺斯
，199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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