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西部开发网——通行证： 用户名： 密码： 登录 | 注册 帮助？ 论坛 | 博客 | 图库

举报信 

再告作者 

举报信 

再告作者 

杂志介绍 机构设置 

联系我们 期刊证书 
 

  

中国学术类 

科学发展 | 热点聚焦 | 西部论坛 | 财政金融 | 区域经济 | 领导决策 | 哲学美学   

经济论坛 | 经营管理 | 公共管理 | 文史纵横 | 党史党建 | 教育探索 | 和谐社会   

环境能源 | 信息科技 | 影视传媒 | 心理健康 | 博硕园地 | 他山之石 | 法制建设   

新西部 > 和谐社会 > 正文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与社会保障的关联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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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村土地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拟合性。农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得我们更加依赖原

有土地制度所提供的保障。现有土地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增产和农民的增收，使得农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缺乏一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建立农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完善农地流转机制的必要条件，两项制度的改革应当同时推

进、配套进行，农村社会保障的改革应适当先于土地制度改革。  

  [关键词] 农村社会保障； 农村土地制度； 三农； 农村发展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广大农村仍缺乏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我国农村社会

保障是以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安排。农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以及对土地保障的依赖，已经严重影

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稳定转移，影响了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实现，影响了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甚至影响了农村

经济的长远发展[1]。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

系。目前，土地仍然是农民最后一道保障线，实现由传统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的过渡，必须考察农村土地制度与社会保障

之间的联系。  

一、历史角度的分析  

1、土地改革时期（1949--1952）  

1950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全会明确规定：新中国土地度改革的实质是把农

村土地从大部分为地主所有改变为农民所有，实现“耕者有其田”。随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次土

地改革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土地地主所有制向农民所有制的转变。从政治意义来看，土地改革的

完成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地位，扩大和巩固了人民政府的群众基础；从经济意义来看，土地改革的完成实现了劳动者和

土地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土地改革实现了农民土地私有制，90%以上的土地为贫农和中农占有，土地产权制度实现了

“农民所有、农户经营”，这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提高。  

与土地的农民私有制相适应，这个时期农村社会保障主要是以家庭保障为主，政府为辅。农民遇到老、残、病、死以及农

业生产自然灾害风险时，主要由自己承担，对遭遇天灾人祸的农民，政府采取社会救济和优抚保障等措施给予基本生活保

障，对农村退伍军人及军烈属等实施优待和抚恤。   

经过土地改革，尽管农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农民的生活

水平和支付能力总体上是低的，加之建国初期国家财力有限，这就决定了这个时期的农村社会保障是一种低层次的、低水

平的、自我保障为主的形式。  

2、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1953-1978)  

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仍然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变迁，它又可分为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

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四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对产权制度做出安排，国家强度不断增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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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农村土地产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土地产权制度完成了由农民土地私有制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这一阶段的农

村土地产权制度表现出国家控制、集体所有、决策主体上移、偏向平均分配的特征，由于生产监督成本增大、激励机制不

明显，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效率急速下降，农村经济甚至出现倒退。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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