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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地是稀缺的自然资源，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土地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实现土地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土地资源，是世界各国在土地资源开发和利用领域不断追求
的目标。
而土地中农业用地的日渐减少更是与粮食需求的不断增长间形成了很大的矛盾，这是经济发展中亟待
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农地资源减少的速度明显加快，农地的数量已经快接近18亿亩的红
线。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基本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
因此中国具有解决农地资源不足与经济发展迅速这一矛盾的必然性与可能性。
此外，国家自2004～2009年连续发布六个一号文件来推进以工哺农的进程也彰显了这一矛盾得以解决
的良好宏观经济环境。
因此，从哪个角度入手来解决这一难题便成为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农地资源难以再生的特点决定了从技术层面解决农地资源供求矛盾的可能性较小，与此同时，经
历了30个年头中国农村实行的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的运行表明其亟须优化。
上述两点为作者选择从制度入手研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基础。
因此作者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这一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中核心制度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农村土地
产权制度的运行效率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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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及契约理论表明：制度结构的三要素契约、产权和国家共同决定
了制度效率，三者的独立性与相关性共同演绎了提高制度效率水平的不同路径。
在此假定下，可以通过干预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及各要素来完成土地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实
现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各主体效用最大化这一终极目标。
    经济学家对制度效率的研究经历一个由制度外向制度内转化的过程。
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是否具有弹性、开放性等外部特征及制度是否具有“帕累托改进”等研究强调用什
么标准来衡量制度效率；制度中对交易成本、契约、产权、国家等要素的研究强调用什么方法来提高
制度效率。
制度效率的判定与提高是在“制度外部特征与结果”和“制度要素运行水平”两者不断循环更替的过
程中实现的，并且制度总效率具有递减的规律，可推知制度效率研究的重点应是制度要素是否适度运
行。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四个主要方面（交易成本、契约、产权和国家）中的国家、产权和契约是影响制
度效率的“制度要素”。
制度要素的协调运行会最大化制度效率，其中某一个或某些要素的“失灵”会导致制度效率出现“短
板”，从而影响到制度的效率。
基于上述基本判断，以产权、契约和国家为核心要素给出了制度运行原理的一个假定，并且用制度要
素对制度效率的作用机理的明晰、制度效率“短板”的判定、制度效率“短板”治理原则及“三级同
步治理”过程的说明等内容共同建构了“制度效率‘短板’理论”。
特别地，“制度效率短板理论”从制度本身和制度主体的角度提出了“真实短板”和“虚拟短板”的
概念，并诠释了其内涵。
在此基础上，制度效率的CPC模型得以描述。
    国家、产权和契约作为制约农地产权制度效率的三个基本因素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历史与现
状中有着不同的运行状态，其演进路径显示出的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类型为：国家高效率、产
权低效率、契约低效率。
这一类型中的效率“短板”可以通过让渡、优化和配置三个步骤得到有效的治理。
    从国家、产权和契约三个不同的视角对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的演进路径考察如下：（1）国家
强度对农地产权的影响系数与所占比例过高，即国家强度太大，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的高低和国家
强度对农地产权制度干预的弱与强基本上呈负相关分布。
（2）农地产权各部分运行水平与农地产权制度效率基本正相关，产权整体运行水平与农地产权制度
效率正相关；长期内影响产权整体水平的是农民农地所有权和处分权；现阶段，产权于农地产权制度
中所占比例与影响系数均较低，不足50％。
（3）影响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中契约水平的主要因素是契约主体的垄断偏好，垄断主体的垄断偏
好对契约完备程度的影响最大。
契约对产权制度效率的真实影响力远未得到开发。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的基本类型为：国家高效率、产权低效率和契约低效率。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中产权和契约“双短板”要求对两者同时进行有效率的治理才能提高农地产
权制度的效率。
对这两个“短板”首先从整体上考察，然后再具体深入研究。
对“产权短板”和“契约短板”进行治理的方法均是“取长补短”，基本步骤为让渡、优化和配置，
每个步骤中一般思路是明晰现状、把握内涵、掌握路径和给出具体措施。
    从整体上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产权结构还不尽合理，存在着较大调整与优化的空间。
从中国农村五十年的产权结构变迁轨迹来看，当今对产权结构的优化与改进还处在初级阶段。
具体地，产权“短板”的治理如下：（1）让渡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指政府完成地权向农民的让渡。
在农民是地权客体、政府是地权主体的现状下，农村土地产权的让渡有其必然性和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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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质是让渡利益，具体路径为“约束松散的政府地权”、“约束紧密的政府地权”、“约束松散的
农民地权”、“约束紧密的农民地权”四个阶段。
让渡的具体措施包括设置征地补偿更高的上限、实行“补偿价格歧视”、建立农民参与市场交易能力
的培训机构等等。
（2）优化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农民对政府让渡过来的地权依据地权本身的可分性等特点对其所产生的效用进行吸收
。
其现状为政府地权的让渡与农民地权的吸收间出现了权力释放的时滞；农民地权的成熟度不尽相同，
使用权成熟度相对较高，其余三者成熟度均较低，等等。
实质是农民利用地权可分性与可让渡性的特性，经由市场的价格机制交易地权来吸收政府让渡过来的
利益并进一步提高其利益。
农民地权的优化分为四个时期：政府垄断时期、信息不对称的竞争时期、信息对称的竞争时期和农民
垄断时期。
根据地权优化的四个不同时期从提高农民自身的地权市场交易能力、降低地权市场强控制能力买方的
获利可能、培育良好的地权交易市场环境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3）配置阶段。
这一时期主要是指政府让渡出来的权利于地权和契约两个“效率短板”中进行有效配置。
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要求对权利进行符合市场规律的配置。
政府让渡权力市场的各种情形的内涵都是通过政府让渡权力于契约和产权市场上的合理配置实现政府
让渡权力潜在利益的最大化。
路径为初期、中期和后期配置。
采取如建立专门的市场调研机构，适时运用限量供给与最高限价及补贴等方法对政府让渡权力供给与
契约、产权市场的需求进行速度和幅度上的控制，定期发布产权市场、契约市场及相关市场的市场发
育情况报告等具体措施保证合市场规律的配置实现。
     特别地，在农地产权短板的治理过程中，农地使用权的市场流转是当前优化的核心内容。
而作为农地使用权市场流转主要推动力量的政府和作为载体的市场就成了研究的两个重点。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其流转行为对农地使用权的市场流转有着重要的影响。
按照市场的供求规律，以政府行为作为切入点，农地使用权市场流转的一般路径为：农民自发流转阶
段——政府获利阶段——农民流转意识与能力培养阶段——农民流转能力提高阶段——流转市场潜能
开发阶段。
由于中国农地使用权市场流转处在农民流转意识与能力的培养阶段，所以从宏观上讲政府的补贴与价
格干预会对流转市场的成熟起到十分明显的作用。
那么政府如何让其行为更加合理化与科学化呢？
符合市场供求的基本规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以农地使用权流转比例的高低作为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成熟度高低的一个基本指标，从农民使用权的
供求入手，便可探寻到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诸多不均衡现象。
分析影响农地使用权供求的要素可以使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失衡的原因得以显现。
进而通过制定干预影响供求要素的政策就可以逐步实现农地使用权市场的供求均衡，提高流转比例，
使农地使用权这一农地产权的基本内容得以充分优化。
     契约“短板”的治理中由于配置阶段已经于“产权短板”的治理中加以论述，这里只包括让渡与优
化两个阶段。
（1）让渡阶段。
政府是农村地权契约的主体，农民和市场需求者是客体。
“政府型农村地权契约”向“市场型农村地权契约”转变的内涵就是政府由主导型政府转为服务型政
府，提高农村地权契约的完备度。
其路径分为政府向市场让渡地权契约利益、政府帮助农民提高地权契约博弈能力、政府引导地权契约
市场地权契约利益均衡配置和政府利用市场价格机制对地权契约市场进行“需求转移”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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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措施包括对政府相关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央财政要对各级地方财政
进行补贴、建立通畅的信息平台、对地权契约需求者订立地权契约做出最低限价，等等。
（2）优化阶段。
现状是没有设计出相应的机制对各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加以控制以减少其带来的契约内环
境运行低效及引致的契约效用的无谓损失，农村地权契约效用开发上存在制度缺失。
优化内涵是：设计并实施提高信息对称度的机制，从而减少地权契约签订前的“逆向选择”和地权契
约签订后的“道德风险”，提高农村地权契约内环境运行的效率，增强地权契约的完备度。
路径包括缺失、形成、成熟和稳定四个时期。
地权契约优化措施包括建立农村地权契约内环境运行水平研究机构、成立专门机构来推进地权契约内
环境的优化、逐步培养农民与地权市场需求者的风险意识、建立专门的专业的监督指导机构，等等。
     特别地，如何通过改善契约关系来提高农民农业收入作为契约短板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述。
当前农村发展的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而长期内提高农民收入的核心在于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
以契约为切入点构建了对契约运行进行检验及修正契约主体“履约错误”的“隋性契约”模型。
进一步地用“惰性契约”模型对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来的农地契约进行了检验，判定了不同时期惰性
农地契约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履约错误，给出了修正国家与农民农地契约履约错误及提高农民农业收
入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这一分析范式为探寻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缓慢之源及明晰提高农民农业收入之路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理论
框架。
     总之，通过制度运行一般原理假说的确立以及制度效率“短板”理论的构建，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
度的效率类型得以判定，农地产权制度效率的契约与产权“短板”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农地产权制度
效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
对此加以拓展，中国农村其他制度组合而成的农村土地制度束也可以在这一框架内加以研究，整个农
地制度束的效率亦可能得到较大的提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的经济�>>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第一节  效率、制度和制度效率  第二节  农地、农地制度和农地
制度效率第三章一个关于制度运行的假说  第一节  制度概念的重新界定  第二节  制度研究的对象  第三
节  制度运行的逻辑起点——三个假定  第四节  制度运行的一般路径第四章  制度效率的“短板”理论
及制度效率模型  第一节  制度效率的“短板”理论  第二节  制度效率CPC模型的建构第五章  中国农村
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类型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演进——国家视角  第二节  中
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演进——产权视角  第三节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演进——契约视角  第
四节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类型的判定第六章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演进及现状  第一节  中
国农村家庭承包制度的基本分析  第二节  一个关于产权运行的理论假说  第三节  改革开放30年农村土
地制度产权结构的验证第七章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产权短板”的治理  第一节  中国农村土地
产权政府向农民的让渡  第二节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优化  第三节  政府让渡权力于产权和契约问的配置
第八章  政府视角下农地使用权的市场流转  第一节  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第二节  政府行
为视角下农地使用权流转的一般路径  第三节  中国农地使用权流转阶段的实证分析  第四节  现阶段农
地使用权流转的补贴与限价第九章  供求视角下农地使用权的市场流转  第一节  农地使用权流转现状的
基本判断  第二节  市场供求视角下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分析  第三节  农地使用权供求制约因素与流
转比例的实证分析第十章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契约短板”的治理  第一节  农村地权契约“政
府型”向“市场型”的转变  第二节  中国农村地权契约内环境的优化第十一章  农民农业收入的“惰性
契约”解释  第一节  契约与农民的农业收入  第二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农民农业收入的历史回顾  
第三节  “惰性契约”模型  第四节  惰性契约对改革开放30年农民农业收入的验证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的经济�>>

章节摘录

　　对制度结构的研究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制度经济学体现制度的社会结构、内部结构与研究范围的一致性。
对交易费用、绝对和相对产权、合约理论等的研究着眼于制度的内部结构，市场的新制度经济学、国
家的新制度经济学、反托拉斯法等研究侧重于制度的社会结构。
一些经济学家的深入研究只是在制度内部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并未离开制度结构
的轨迹。
J.V.奈（John V.Nge，1995）对强制世界中产权、交易和契约安排变化的研究、L J.奥尔斯顿
（Lee.J.Alston，1995）等对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研究等，都是对制度基本结构的深化和细化。
这也充分说明了制度结构是可分的。
对制度结构各部分内容间的关系很多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
诺斯（1995）认为，政治规则决定经济规则。
诺斯（1998）认为行为习惯、习俗和行为模式对一个社会的运转起到了关键作用。
科斯（Coase，1960）、阿尔钦（Al-zhian，1965）、张五常（Cheung，1969）都曾把产权作为制度结
构的核心内容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
这说明制度结构各部分间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关系。
　　国内学者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卢现祥（2003）认为制度结构也称作制度的构成，它是制度分析的基本理论前提。
“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
这三个部分就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①这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制度结构，它将制度结构从宏观上加以区分，将各种制度分为正式的与
非正式的两大类。
这与刘伟所理解的制度结构基本一致，刘伟（2005）认为，“社会的制度结构是一个社会中存在的各
种各样的具体制度的总和”。
②然而从微观的角度去理解制度结构，则是强调制度本身的内部结构。
汪洪涛（2006）认为制度的结构框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事实：合理的产权安排、降低交易成本
、规范游戏规则和重构组织体系。
这一对制度结构的理解的确解读了制度结构的相关内容。
其中所指的游戏规则，他认为是“具体的制度安排以及与此相配套的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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