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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广泛收集并消化国内外对新中国农地制度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利用大量的
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描述了新中国六十年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农地制度及其制度特征、制度效果和
制度运行成本。
并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政党理论、官僚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分析
并解释了推动不同历史时期农地制度产生和变迁的主要因素。
最后总结出推动新中国六十年农地制度产生和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和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结合农民对现行农地制度的态度和对今后农地制度改革意愿的分析，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国
家理论和产权理论，本研究从实证和规范两个角度对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路径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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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红云，女，1973年生，经济学博士，现为新疆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
财政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和土地制度。
先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调研世界》等杂志独立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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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要求各地坚决退还自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向社员个人平调的各种财产物资并给予补偿。
　　第三，要求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
规定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队内的生产经营管理权主要归生产队。
公社的生产计划应建立在生产队的生产计划和生产小队的包产计划的基础上。
要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
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坚决实行“四固定”，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并登记造册，任何人不得
随意调用。
生产小队之间组织的劳力协作，必须坚持自愿两利、等价交换原则。
在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生产小队有充分的自主权安排生产经营并自主安排包产任务以外的绝大部
分经营收入。
在此基础上，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收益完全归社员个人支配等。
　　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各地和中央财政开始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退还平调农民的物资并给予补
偿。
　　5.《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60条》　　在《十二条》实践的基础上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开始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①（即《农业60条》），在
坚持《十二条》的基本原则上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进行细化。
与《十二条》相比，《农业60条》的不同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人民公社的规模不再贪
大，要求按照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组织生活、有利于团结的原则确定公社各级的规
模。
“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地应相当于原来的乡或者大乡；生产大队的规模，一般地应相当于原来的高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但是，也不要强求一律。
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可以有大、中、小不同的规模，由社员根据具体情况，民主决定。
”　　二是对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农村财产权利的归属做了划分，承认生产大队对土地的所有权
和农民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
的根本制度。
公社在经济上，是各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
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这个联合经济组织当中的独立经营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全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使用。
生产大队统一管理各生产队的生产事业，又承认生产队在生产管理上的一定自主权。
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
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生产和组织集体福利事业的单位。
要保障生产队一级对归生产队所有的资金、物资、农具、设备、林木、水面和牲畜的所有权。
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生产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在保证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自主安排本生产队范围内的
生产生活。
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要保障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任何人不得侵犯。
　　三是承认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合法地位。
“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
”并规定，自留地长期归社员家庭使用，将自留地的面积由原来规定占耕地面积的5％调整为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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