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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房价居高不下、拆迁此起彼伏，腐败接连不断，土地制度因此被一次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变革地
权几乎成了泄洪的唯一通道。
此时，我们希望听到和看到的，往往是自己想要的“真相”，而不是基于土地自身逻辑常识的真相，
谬误便由此而生。

本书则是在全面认识土地属性，尊重土地制度历史渊源与现实语境的前提下，提供一种与时下主流的
“黑板经济学”的“常识”大为不同的新常识，并从另一个视角还原了土地财政、征地拆迁等焦点问
题的真相，并提出新型城镇化所需要的城乡统筹模式。

土地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关乎每个人的利益，也是几乎所有热点问题、焦点问题的“根”，但地权并
不浪漫，地权变革如果迷信“浪漫主义想象”的逻辑推演，结果可能是中国社会转型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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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土资源
部专家委员会特聘委员。
《三农中国》丛书主编，著有《什么农村，什么问题》、《地权的逻辑：中国土地制度向何处去》、
《小农立场》等。
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开展三农和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是“用脚做学问”的代表
，也是“华中乡土派”的领军人物。
近年来，因对周其仁、厉以宁、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一些观点的质疑和批判而饱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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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地利共享的制度安排因何遭遇傲慢与偏见？
一、批评现行土地制度的几种声音二、“释放”农村集体土地价值的真相与谬误三、完善地利共享的
制度安排上 篇 土地制度与地权逻辑引 言 周其仁说对了吗？
一、地权的逻辑还是“死寂逻辑”？
二、常识还是“经典的奇谈怪论”？
三、虚拟的还是“未释放的”数目惊人的货币财富？
四、观点不同还是“方法错误”？
五、学术态度，由读者评判第一章 土地制度：地尽其利，地利共享一、土地制度为什么是最复杂的问
题？
二、两种土地，两种价值三、分享经济发展剩余的制度安排四、土地食利阶层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之争
五、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第二章 土地收益：来自何处，归向何方一、被“贱卖”的宅基地二、决
定征地价格的三个因素三、保护耕地的声音为何折腾了农民？
四、被假问题缠绕的土地征收第三章  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还权赋能，还是画饼充饥？
一、如何理解土地资源？
二、“资源变资产再变财产”的办法，能将土地变“活”吗？
三、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一个被屏蔽的常识四、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后果没有预想的那么好第四
章  两类农民：为谁说话，替谁办事？
一、消除制度歧视，而不是剥夺农民自由返乡的选择权二、三元利益结构之下的两类农民三、5%的农
民与95%的农民，真的只有一种声音？
四、慎提农民土地财产权中 篇 土地财政与征地拆迁引 言 华生的勇气与困惑一、华生敢于讲主流不喜
欢听的话二、土地增值收益归谁更合理？
三、“涨价归公”，此涨非彼涨第五章 土地财政错在何处？
一、“土地财政”是分税制改革的产物二、土地财政与贪污腐败不是因果关系三、完善还是推倒重来
？
第六章 用城市低成本扩张来否认征地制度，是怎样的逻辑？
一、城市的低成本扩张有什么错？
二、“劣质城市化”，我们准备好了吗？
三、乡镇房地产“热”需要“冷”下来第七章 征地拆迁因何成了“天下第一难”？
一、“征地拆迁第一难”难在何处？
二、农民盼拆迁不仅普遍，而且合理三、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四、补偿标准不断提高，拆迁冲
突因何不减反增？
五、当利益最大化遭遇博弈无序化第八章 如何补偿才能“多赢”？
一、十问征地补偿二、成都的补偿办法可防止利益博弈的无序化三、补偿安置不能刺激农民“种”房
子四、海南征地模式只是让极少数特殊农民一夜暴富五、城中村改造不能将特例当创新六、留地安置
的龙华模式让农民“进城无忧”下 篇  农村建设用地与城乡统筹引 言 厉以宁的“鼓励资本下乡”，真
能缩小城乡差距吗？
一、“资本下乡，农民进城”，听上去很美二、厉以宁的观点缺乏可操作性三、“目中无人”的缩小
收入差距，与农民何干？
第九章  农村建设用地问题欲速则不达一、价值存在天壤之别的两种农村建设用地二、农村建设用地
价值的来源三、农村空心化无需大惊小怪四、农村宅基地使用效率低吗？
五、宅基地退出是自然而然的过程第十章 建设用地里头折腾不出资产一、建设用地里头有资产？
二、“增减挂钩”的结果是资源错配三、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不能缩小城乡差距四、市场化就能增加农
民的财产性收入？
第十一章  关心失地农民不要感情用事一、中国农民已经发生极大的分化二、不同类型的失地农民三
、断章取义地声援“钉子户”，只会弄巧成拙第十二章  以规划为媒介的新型城乡统筹模式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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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主体的城市化”没有条件二、成都以土地为媒介的城乡统筹模式三、成都城乡统筹模式的困境
四、城乡统筹中的认识误区五、当前中西部农村和农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六、新型城乡统筹模式，新
在广泛的适用性附录一  深圳土改述评附录二  破除“还权赋能”的迷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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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批判主流经济学家1.批判周其仁的“还权赋能”成都经验本质上就是中国经验，离开中国经验就
很难再有一个成都经验。
周其仁所犯错误的关键在于，他不是主要从发展经济方面，即不是从发展生产力方面，而试图仅仅在
改变生产关系方面做文章，不是在生产领域而试图仅仅在分配领域做文章。
没有生产发展，就无资源可以分配。
以为仅仅通过对财富的再分配就可以让农民富起来，让国家强起来，让中国实现现代化，实在是大错
特错。
且即使要在改变生产关系方面做文章，也应该建立在对土地各种属性全面、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也必
须遵从地权的逻辑。
如果忽略这些最基本的因素，只有黑板经济学的教条和浪漫主义的想象，开出的药方岂能不错！
2.批判厉以宁的“鼓励资本下乡”厉以宁的观点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资本下乡，农民进城，国家养
农村老弱病残。
这样既可以缩小城乡差距，又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
但在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国家根本不可能为如此众多人口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让农民退出
农业，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该观点有若干缺乏操作性的方面，且似乎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
3.批判吴敬琏的“为农民说话”当吴敬琏站在城中村农民的立场提出自己新型城镇化设计时，就已经
误会了城中村的少数农民与占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土地不可能被征收的农业地区农民的差异。
吴敬琏站在农民一边讲话，在道义上当然是有高度的。
不过，当前农民是严重分化的，城中村的农民人数不足中国农民总数的5%，这部分农民已经是中国最
为富裕的一个特殊阶层。
而95%以上农民的承包地是永远不可能有机会被征收的，他们也因此不可能有因为征地而一夜暴富的
机会。
这个占农民95%以上多数的没有承包地被征收机会的农民的大多数又要到城市务工经商，他们租住住
房的房东，正是吴敬琏高度关注同情的城中村村民。
务工经商的进城农民工，实在是很羡慕城中村的农民的。
农民工和城中村农民恐怕是两个距离最远的农民阶层了。
吴敬琏所在农民的位置，是哪个农民？
他在代表农民说话吗？
也许，代表谁说话不重要，重要的是占据道德制高点和做出姿态。
4.质疑华生关于土地财政的观点：华生教授敢于讲主流不喜欢听的话，但关于土地财政的观点，显然
误会了土地收益的“涨价归公”。
土地涨价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涨价，一是农地非农使用所产生的土地增值，一是城市建设用地自身的
涨价。
前者的涨价具有必然性，后者是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土地，其可能涨价，但也可能跌价。
因此，不应将政府行为与开发商，与囤地囤房行为等同起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行为。
二、本书主要观点1.两种价值有天壤之别的土地，两种利益诉求完全不同的农民当前中国实际上已经
形成三元利益结构，其核心是，在城市以外的农村又分为有征地机会的城郊农民和无征地机会的广大
中西部农村的农民，前者只是农民中的极少数，后者才是农民中的大多数。
现在无论学界，还是舆论，都在用极少数有征地机会的农民来代替所有农民，这是一种最终会伤害农
民的“爱”。
2. 统一的土地市场：还权赋能，还是画饼充饥？
盘活土地资源，显化土地价值，还权赋能，同地同权同价等等提法，误会了当前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
逻辑，人为地屏蔽掉了土地的不可移动性这一最基本的自然属性，实践中若硬要按此蛮干，必然会导
致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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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通过建设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想法太过轻率荒唐了。
3. 地利共享的基本逻辑无论是形成建设用地增值的政策属性还是土地不可移动的自然属性，这种增值
都与农民的劳动无关，也与资本的投入无关，而只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和经济发展成果有关。
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和经济发展成果是全民族所有人努力的成果，因此，这种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
结果是大部分应用于全国人民福利事业的改善，这也是地利共享的基本逻辑。
4.用城市的低成本扩张来否认征地制度，是种怎样的逻辑？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并不高，但至今中国城市并无大规模的贫民窟，也
没有明显的城市二元结构。
其中原因，正是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使进城失败的农民还可以返回村庄生活。
稳定的有根的村庄熟人社会生活的质量，要远高于不稳定的漂泊的城市贫民窟的生活质量。
5.征地拆迁因何成了“天下第一难”？
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可以增加农民在征地拆迁中的获利，却不能减少征地拆迁中的冲突矛盾上访
对抗。
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必然有利益的巨大调整，在利益调整中，没有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能的，面
对矛盾，就事论事，谁是谁非，一定要按原则来，而不是只要出事就乱打板子。
6.如何补偿才能“多赢”？
在征地拆迁上出现了“政府怕农民，农民怕黑社会，黑社会怕政府”这样十分纠缠且纠结的关系。
舆论良心泛滥，但好像搞错了对象。
若提高征地补偿10倍，则恰好位置处在城市发展区域内的只占5%的城市近郊农民可以一夜暴富，但是
全国绝大多数农民是没有办法分享到农地非农使用收益的。
如果我们的法律和政策是刺激农民通过建大房子来获得拆迁补偿，则无论国家有多么富裕，也没有能
力应对节节上涨的拆迁补偿。
没有人会认为国家给自己的拆迁费已经够了。
7.关心失地农民不要感情用事当前引起社会关切的、发生自焚事件的、严重冲突对抗的和群体性上访
的，大多是那些利益密集、有违法获益嫌疑、其实是十分强势的城市近郊和城中村的农民。
而应当引起社会关注的，是那些几乎没有得到利益，或者说利益稀薄的农业型地区的失地农民，尤其
是一直作为中国农业骨干核心力量的自耕农的失地。
8.建设用地里头折腾不出资产通过增减挂钩实现的城市向农村利益输送，在两个方面造成了浪费，一
是拆了一些本来不该拆的房子，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二是让一些本来可以进城也应该进城的农民留在了农村，他们在农村建了房（以享受输送来的利益）
从而降低了进城购房的能力和意愿。
9.以规划为媒介的新型城乡统筹模式以规划为媒介的新型城乡统筹模式不仅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而且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长期看，可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稳定的农村根基。
从短期看，新型城乡统筹模式可以有效拉动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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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权的逻辑2:地权变革的真相与谬误》编辑推荐：土地问题的答案只能源自土地；周其仁、厉以宁
、吴敬琏、华生等浪漫主义想象的主流话语正在误导地权改革；如果观察历史的视角只有一个，那一
定是土地问题；如果聚焦现实难题于一点，可能还是土地问题。
然而，土地问题的真相与谬误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这一半因为缺乏理性的感情用事，一半因为偏离地
权逻辑的本本主义。
《地权的逻辑2:地权变革的真相与谬误》呈现的，是一些被淹没，或者被屏蔽的常识，比如“存在差
距悬殊的两种土地，两类农民”，“农民盼拆迁，不仅普遍，而且合理”，“废除土地财政，并不能
地利共享”等；《地权的逻辑2:地权变革的真相与谬误》想回答的，是一些几乎“盖棺定论”的问题
，但因多了些理性和务实，其声音更值得倾听，比如“保护耕地的声音，为何折腾了农民”，“征地
补偿为何成了天下第一难”，“现行土地制度，是完善还是推倒重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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