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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涉及八个相关专题。
对于当中任何一个专题，我都有意把它们表述为正规论文的形式（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本书看起来如同
论文集）。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当讨论其中一个专题时，就可进行比较集中的阐述，从而提高了文字的信息浓度
。
不过，这八个专题又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1~3章为一个部分，讨论的是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中有关的理论问题；第4章为一个部分，论述的
是我国农业（如粮食生产）发展轨迹和经验；第5~8章作为一个部分，是在一个关于农民、农村与中
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框架下，就农民收入决定与劳动力流动问题展开讨论。
各个部分中各章的主题和联系分别是：?　　第1章为评价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效率提供一个可行的理论
视角。
我所要建立的基本信念是，在理论与经验上，制度变迁效率取决于政府与一群（个）人对制度变迁的
“同意一致”程度。
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检验提出来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第2章承接第1章的思路，旨在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理论，对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户农业生产
行为进行历史比较分析。
该章特点是，既考虑农业生产特征对农业生产组织制度安排的要求，又关注中国社会经济实践中曾经
或正在行使的农业生产组织制度安排；将已有制度体系下农户行为反应及其导致的生产效率结合起来
，把历史比较分析置于政府偏好与农民偏好趋同或背离这个大背景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章中，生产队时期与生产队集体经济并存的农户家庭经营，被纳入一个统一、简
单的分析框架中，并且据此考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迁。
这条思路在第3章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该章试图通过一个简单的农户行为选择模型，对农业组织形式从生产队模式发展到家庭经营模式的若
干可能途径进行探讨。
不仅如此，该章还结合农业生产特点、政府偏好变迁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等方面，对农业生产组织制度
变迁的特点进行分析。
?　　根据经济学常识来推测，市场化改革将给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就国内比较优势来看，从粮食生产角度加以考察，地区之间农业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将反映到粮食生产
区域变化特征上来。
在农民对生产要素的使用已经多元化的情形下，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农业从而粮食生产的发展也将产生
重要的影响。
出于这样的考虑，第4章在详细描述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变化特征的基础上，讨论粮食
生产区域变化特征赖以产生的主要经济原因。
本章首先对中国各个省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例进行了动态计算和统计分析（1982~1998年
），从多个维度描述了中国粮食生产区域的变化特征，并且编制了中国粮食生产区域特征综合指数。
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本章计量检验显示，农村人均耕地资源与非农产业就业拉力是中国粮食生产区
域特征的重要影响因素。
?　　第5章为开放经济环境下我国农民、农村与农业健康发展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提供了一个简要的
论述。
本章的观念是：农民、农村与农业发展模式，必须在市场继续扩展和深化的轨道上形成并且优化；改
革现有户籍制度，还农村居民以真正的选择权，加快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步伐，协调城乡人口发展，调
整全国经济中心布局，是促成所需前提条件的关键。
第6章提出的问题是，农民从农业生产取得的收入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
本章关注的是，如果将从农业生产取得的收入分解为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
所占的比重究竟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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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解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村税费改革的方向将更加明确。
本章的计算表明，在中国现有制度体系与耕地资源状况下，农业收入中相当大部分属于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只占很小比例。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收入增长速度缓慢，农业收入占农村居民总纯收入的比例经历了
周期性变化过程，在农村居民人均总纯收入的地区差别中并不起重要的作用。
我国已废除的农业税制与个人所得税制两条线并行，造成了城乡居民税收负担不均，而规范农民税外
负担的“费改税”办法，在减轻农民负担上作用有限。
本章计算结果提示，农业税收制度改革要以对城镇居民工薪收入所征收的所得税为参照。
〖KG）〗?　　第7章针对已有的估算我国农民教育收益率的文献所存在的缺陷，对农民教育总的收入
效应从时间和地区两个维度进行了估计。
本章得到的主要结论是：我国农民教育收益率不仅比已有的估计结果高得多，而且具有上升的趋势；
中西部地区农民教育总收益率又比东部地区高得多。
这样的估计结果，既反映了客观的制度基础，又体现了主观的农民理性，具有相当强的政策含义。
第8章针对农业剩余劳动力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与估算方法。
现有的两个农业剩余劳动力概念，或者是从农业产量不变角度出发，或者是从农业劳动量不变角度出
发，本章的定义是从农业收入不变角度出发的。
不过，本章已经证明：在一个接近于现实的特定情形下，这三个概念具有等价性。
本章提出的概念具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存在一个简明的估算方法。
本章的估算方法具有一般性意义，已有的新古典估算方法只是当中的特例而已。
对中国1985~2003年农业剩余劳动力所做的具体估算表明：本章的估算方法优于经验算法；经济增长对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比例与规模具有滞后与反向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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