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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时期中国土地流转制度出现新的制度变迁, 它的出现是各方对其潜在利润的最大追逐 ,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交易收
益、路径依赖角度出发 , 详细阐述了当前制度变迁的原因、合理性和阻碍因素 , 分析了制度变迁中存在的触发机制, 并依据制度变迁中的
路径依赖现象 , 提出制度进一步改善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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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e newperiod , the land circulationsystemin China has newinstitutional changes . Its occurrence results fromthe pursuing process of dif-
ferent parties for their greatest potential profit . Starting fromthe aspects of the transaction cost , transaction revenue and path dependence of newinst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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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

破的方式”[ 1] 。某种制度的确立是其所处环境中各方利益博

弈均衡的结果, 在一定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但随着制度外部

环境的变化 , 制度所带来的成本收益状况也会发生变化, 只

要有收益更高的事业, 就会出现制度变迁或者本行业从业人

员减少。所以一旦达到机会成本超过制度收益的均衡点, 制

度的变迁就会成为必然。只要有足够的制度有效需求和有

效供给, 制度就会开始寻找新的均衡。制度变迁的理论应该

包括: 制度变迁的主体、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方式、

制度变迁效率评价等方面。其中, 制度效率中的交易费用和

交易收益对制度变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笔者分析了制度

的效率、交易费用和收益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探究中国农村

土地流转制度变迁中的触发机制。

建国以来 , 中国的土地制度经过了土地农民私有、公有

制人民公社下的集体经营、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3

个阶段。每一次制度的变迁都是各种内外部因素均衡的结

果, 包括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定时期的国内

外政治局势、农业技术的进步、各方利益的结构等。十七届

三中全会所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

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

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一决定是在保持现有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基础上 , 将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

以承包的方式赋予农民, 使农民充分享有土地增值带来的收

益。它揭开了新时期农业制度变迁的序幕。

1  制度变迁的触发机制

1 .1 制度的效率 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

的最主要的源泉[ 2] 。制度变迁依据的经济原则必然是利益

最大化原则。由于土地的不可再生性和稀缺性, 随着人口的

不断扩张 , 土地相对于劳动和资本的要素价格上涨。农产品

产量是受一定自然条件限制的, 家庭联产承包作为制度创新

产生的激励增加所具有的潜在收益已经竭尽, 农业的进一步

增长开始取决于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 如资本、劳动力和技

术, 但单纯的家庭分散经营模式由于其耕作规模小导致技术

改进成本高、生产性资本借贷困难, 加之劳动力素质比较低 ,

所以很难形成规模经济, 也很难提高土地的边际产出。

而同时, 又有一部分企业家, 他们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和良好的生产组织和决策能力, 他们期望把农民分散的土地

集合起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改进技术、增加资本和人力投

入, 提高土地的边际产出, 即把各种生产要素集合起来实现

最大经济效益的生产函数[ 3] 。熊彼特指出, 各生产要素的组

合并不是要素的简单相加, 而是要建立一种函数关系来使其

潜在产出最大化, 正是这些企业家把各种要素组织起来进行

生产, 并通过不断创新改变其组合方式才带来经济增长。而

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保证, 清晰、有保证的产

权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要素的最佳配置要求有完善的土地流

转制度。

回顾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的历史, 影响制度变迁

的主要因素有制度变迁主体、资源约束、技术约束、制度约

束、理性约束、利益结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减少了

对劳动者的监督成本, 产生了最高的劳动激励 , 但另一方面

也损失掉了规模经营所能带来的效益, 损失掉了社会分工带

来的利润, 导致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无法做到最大产

出的配置。当家庭生产方式抑制了其潜在利润的实现 , 制度

的变迁成为必然。要提高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 重要的是要

有与生产过程的特征相匹配的制度[ 4] 。

相对价格的变化迫使农民和企业家都重新思考如何在

现有产权不变的情况下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 一方面是有土

地但经营效率低的农民, 一方面是有实力但缺少土地的企业

家, 这两方构成了对新的制度的需求双方。当需求足够强烈

时, 重新谈判的驱动力产生了。通过双方对利益的权衡 , 新

的土地流转制度就会产生。通过对经营权的流转 , 农民和企

业家都可以改变自身的处境, 获取更大的利益。这时农民就

会想把土地交给企业家来经营, 共同分享获取土地收益的增

加值; 企业家会想更好的发展多样化的适度规模的经营来创

造更多的利润, 最终可以达到双方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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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制度的交易费用  科斯认为, 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

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 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 讨

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 , 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

实际上, 土地流转在当今中国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早就是农

民的法定权利。而在实践层面, 土地流转也一直在进行, 但

难以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制度。因为制度涉及各方利益追求

的不同导致“道德风险”的存在, 土地的投机取巧倾向不可避

免, 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大量出现; 农民和土地流转接收方

之间在市场信息方面存在着不对称, 单个农民谈判地位低 ;

农民对流转之后的土地使用状况缺乏强有力的监督, 流转效

果大打折扣 ; 土地接收方一般需求的土地数量比较多, 与每

家农户单独进行谈判的成本太高。综合以上几方面导致交

易费用超出交易收益, 土地流转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 难以

推广。

1 .3 制度的交易收益  制度的变迁一定是制度利益相关各

方博弈的新的均衡。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难免

的, 制度的变迁就是在他们不停的谈判和妥协中进行的, 任

何一方利益的缺失或谈判成本太高都可能导致一项制度胎

死腹中, 即使这项制度可能带来整个社会效用的最大化, 具

有很高的效率。所以, 制度变迁中一定要考虑各方利益前后

的变化幅度。

国家是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主导者, 不管强制性制度变

迁还是需求诱致性的技术变迁, 都必须有国家相关的认可 ,

才可能在全社会推行, 进而成为一种制度。例如 ,20 世纪80

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发生在国

家认可了小岗村“大包干”的经营方式之后。今天的土地流

转制度则是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进行了认可和强调才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得到重视的。近年来, 土地的粗放式经营和大

量抛荒造成土地产出率的下降和粮食总产量的降低, 危及我

国的粮食安全。对于政府来说, 新的流转制度可以促进资源

的优化配置 , 利用市场来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 , 发展现代农

业科技, 长远来说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巩固农业的基

础地位 , 维护国家安全。土地集中经营, 有利于农业结构调

整、优化升级和发展产业化经营, 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市场

交易效率, 降低农业市场成本。

虽然国家是制度变迁的主导者, 但农民在制度变迁中仍

有一定的选择权和发言权, 中国历次的农业制度改革都是从

农民在实践中的探索开始的, 是他们对自身潜在利润的追

求。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为密切, 任何一项土地制度的颁布

都对他们有某种程度上的直接影响。长久以来, 中国的土地

制度呈现二元化的状态, 形成了城乡建设用地使用制度上的

双轨制, 征用土地的补偿多是一次性的、实物性的, 完全把农

民排除在土地增值收益分享的体系之外。农民得到的仅仅

是土地原始生产力的价值的货币表现, 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

土地增值部分被城市、工商业所垄断, 加剧了城乡的二元结

构。新的土地流转制度———在土地承包期内, 农户流转土地

价格建议按土地的实际收益情况, 每3 年上浮1 次, 可以使

农民参加到对土地增值部分收益的分割中来, 让农民能够分

享土地规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同时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 加快现代农村的建设。土地的自主流转也解决了部

分农民外出打工带来的土地闲置、撂荒问题, 使生产资料得

到充分的利用。

企业家能够发现市场中潜在的不均衡, 通过组织生产和

不断的创新来创造新的价值。新的土地制度给了企业家施

展才能的舞台, 能使企业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发展

有市场潜力的、多种形式的经营方式。

2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中, 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

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 它

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好制度的有

效传递在现实生活里很难实现, 是因为路径依赖往往会使社

会沿着已有的“惯性”前进[ 5] 。所以, 破解旧制度的路径依赖

可以促进新制度的推广和发展。我国现存的土地产权制度

存在很多低效率、低产出的地方, 却又长期难以摆脱这种困

境, 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2 .1 进行国家经济建设资本积累的需要[ 6]  国家财政金融

体制改革的结果是由“统收统支”改为“留利交税”, 地方掌有

很大的经济自主权, 可以制定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政策 ,

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很多地方出现了财政困难。财政分配不

平衡、外来资金引入难、自有资金缺乏 , 使很多没有完成工业

化的地方必须通过自我剥削来完成自主工业化道路。工业

化的资金来源相当大程度上要依靠原始的对农业进行剥削

的手段, 包括对土地升值部分利润的掠夺。地方必须通过对

土地流转制度的某些方面的限制来保证工业化资本的需求 ,

不可避免的阻碍了新制度的建立。

2 .2  既得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现有土地制度的

得利者为了维护制度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 维护自身的既

得利益, 竭力强调“集体”, 模糊产权, 导致“集体所有”成了部

分人的所有, 以集体的名义侵占农民对土地的权益。现有的

城乡二元土地结构, 农业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截然对立, 农民

和城镇用地者获取的土地价值性质和数量有根本性的差别。

3  基于路径依赖的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性建议

3 .1 土地流转要坚持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  由于我

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 土地流转的制度也存在很大的

地区差别。农民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分析, 能做出效率

较高的决策 , 这其中包括对流转后的基本生活保障、土地的

利用效率、土地实际收益的考虑, 是个复杂的决策系统。不

分情况的一哄而上进行土地流转 , 会极大地损害农民的积极

性和他们的切身利益。

3 .2  加强土地流转的法律监督和政府监管 有效减少交易

成本的方式是建立适当的制度, 减少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

性。所以中国的土地流转制度建立要有政府的介入, 出台相

关法律, 通过立法, 有效规范流转行为, 保护耕地, 防止土地

用途被改变。对于地方来说 , 也能从中找到依据, 从而有效

指导流转。

3 .3  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要建立完善

的土地流转市场, 形成农户—市场—企业家的流转模式 , 发

挥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 使流转市场化、有序化、透明

化, 提高流转的效益, 减少市场弱有效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

加。建立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 , 或是组成农民会社, 增强农民

( 下转第6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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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 表示超前、滞后期。l 在取负数时表示超前, 在取正

数时表示滞后,l 被称为时差或延迟数。L 是最大延迟数, nl

是数据取齐后的数据个数。在选择指标时, 一般计算若干个

不同延迟数的时差相关系数, 然后进行比较, 其中最大的时

差相关数被认为反映了被选指标与基准指标的时差相关关

表2 柑橘市场的先行、同步及滞后指标

Table 2 Theleading ,synchronous andlagging indices of citrus market

指标类型
Type of
index

名称
Name

先导强度
Forerunner
intensity

先导长度
Forerunner

length

先行指标
Leading
indices

受灾面积增长率  0 .219   - 2

农药使用量增长率 0 .542 - 3

化肥使用量增长率 0 .432 - 3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0 .387 - 2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0 .416 - 2

美国柑橘产量增长率 0 .287 - 3

巴西柑橘产量增长率 0 .251 - 3

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 0 .308 - 3

化肥销价指数 0 .238 - 2

农药销价指数 0 .358 - 3

同步指标
Synchronous
indices

柑橘种植面积增长率 - 0 .374 0

农用机械总动力增长率 - 0 .545 0

役畜量与农业机械总动力比 0 .423 0

柑橘单产增长率 - 0 .783 0

人口增长率 0 .399 0

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比重 0 .540 0
人民币汇率增长率 - 0 .461 0

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0 .584 0

柑橘进口量增长率 - 0 .480 0

滞后指标
Lagging
indices

有效灌溉面积增长率 - 0 .259 3

非农业人口增长率 - 0 .350 3

柑橘出口量增长率 0 .282 1

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率 - 0 .619 1

农业科技投入增长率 - 0 .536 1

国家支农支出增长率 0 .199 2

柑橘批发价格增长率 - 0 .601 3

系, 相应的延迟数 l 表示超前或滞后期[ 4] 。

3 .2 利用时差相关分析确定警兆指标的先行、同步、滞后指

标 利用SPSS 统计软件进行时差相关分析 , 计算警情指标

之一的柑橘产量增长率与滞后或超前若干时期的上述诸警

兆指标之间的时差相关系数。选择经济意义较合理且统计

检验较显著的有效时差相关系数 , 确定警兆指标对警情指标

的相关程度及先行、同步和滞后的特点。当指标对应的绝对

值最大的相关系数是在指标先行期计算获得, 则该指标就是

先行指标; 当指标对应的绝对值最大的相关系数是在指标滞

后期计算获得, 则该指标就是滞后指标。同样, 若最大相关

系数是在同步期计算获得, 则该指标为同步指标。

由于时差相关分析需要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 , 因此使用

数据的年限为1987～2006 年, 数据来源于相应年度的《中国

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

料汇编》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统计数据。最终对影响我国

柑橘产量增减变动的警兆指标计算前后3 年的时差相关系

数, 确定每个指标与柑橘产量增长率7 个相关系数中的绝对

值最大的值, 从而得到指标的时滞分类( 表2) 。

4  结论

我国柑橘市场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时滞作用的

分析是柑橘预警系统中的重要环节, 它可以明确影响我国柑

橘市场的指标及各预警指标的时滞作用, 是进一步分析柑橘

预警过程的基础, 是实现柑橘市场预警系统的关键。当然在

构建指标体系的实际工作中, 应加强对应于该指标体系的基

础工作, 特别是基础数据的搜集和整理、相关信息网络的建

立、与国际接轨的统计口径的确立、专家调查数据库的完善

等。此外在运用预警指标体系的过程中, 这套指标体系还需

要予以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 以便与我国柑橘产业的发

展要求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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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谈判能力, 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

3 .4  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利益分配机制  土地流转中合理

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 , 可以有效减少不良路径依赖对新制

度变迁的阻碍 , 破解制度变迁的恶性循环。所以, 要充分考

虑国家、集体、农民、承包人之间的产权和利益分配关系, 在

保证社会福利最大的前提下满足各方利益, 调动各方积极

性, 形成良性的路径依赖, 促进制度的完善。

3 .5  建立全国范围的信息交流平台  信息的有效传递在

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新制度的传播和扩散的速度。建立有效

的信息交流机制, 一方面可以开阔农民的视野 , 转变他们故

有的保守观念, 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各地分享土地流转市场

的交易信息、土地流转的经验和教训 , 加快完善土地流转制

度, 提高土地流转的效率。

总之 , 新的土地流转制度可以说是新形势下的又一次

积极探索 , 是追求自身潜在利润的新形式, 制度作为生产要

素的组合函数 , 一定会爆发出强大的生产力。

参考文献

[ 1]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M] . 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 .
[2] 科斯,诺斯. 制度、契约与组织[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3] 张维迎、盛斌.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 M] .2 版.上海:三联出

版社,2004.
[4]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M] .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
[5] 葛铸聪. 制度变迁与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D] .济南:山东大学,2006 .
[6] 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 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2126              安徽农业科学                        200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