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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管理科学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主要在20世纪发
展起来。
在20世纪的前半叶，从泰勒式的管理科学发展到以运筹学为代表的着重于数据分析的管理科学；而
在20世纪下半叶，管理科学与信息技术和行为科学共同演化，从一棵孤立的管理科学大树发展成为管
理科学丛林。
　　现代管理科学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管理实践的强烈需求。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得到广泛关注并在管理实践中得到普及应用；随着市场经
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逐渐增强，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作为市场经济细胞的企业，想要更好地生
存和发展就要掌握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对工商管理学科的需求随之增加，从而推动了企业管理相关
领域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领域成为管理科学的后起之秀，而对它们的社会需求也越来越大。
　　“管理科学，兴国之道”。
在转型期的中国，管理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等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代中国管理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丛书》选录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近几年来资助的管理科学领
域研究项目的优秀成果，本丛书的出版对于推动管理科学研究成果的宣传和普及、促进管理科学研究
的学术交流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应用管理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服务于国家需求、促进管理科学的发展
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丛书的作者分别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获得者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主持人，他
们了解学术研究的前沿和学科的发展方向，应该说其研究成果基本代表了该领域国内的最高水平。
丛书所关注的金融资产定价、大宗期货与经济安全、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企业家成长机制与环境、
电子商务系统的管理技术及其应用等，是国内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需要着力解决的管理问题，也关系
到国计民生的长远发展。
　　希望通过本丛书的出版，能够推出一批优秀的学者和优秀的研究成果。
相信通过几代中国管理科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未来的管理科学丛林中必有中国学者所培育的参天大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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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地非农化，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城市化等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然而，低效率的土地非农化，可能造成经济的低效增长、粮食安全、生态环境退化、社会稳定等问题
。
随着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如何在充斥交易费用和机会主义的社会中追求资源利用效率已经成为一
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本书建立了一个包含资源配置、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三个层次的分析框架，并借以审视中国现阶段的
土地非农化效率问题。
基于三个层次的实证研究，本书探讨了土地非农化可持续管理的本质及其实现的途径。
　　本书适合土地经济与管理领域、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大专院校公共管理、土地资源
管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教师和研究生以及政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人员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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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书更为关注的是公共领域的经济活动，即当出现了外部性、公共物品和“搭便车”等问题时，
人类如何追求效率。
　　此时，资源配置层次效率在计算上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公共领域经济活动具有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外部性特征，由于外部性衡量的困难导致边际原则的判断
出现了更多的困难。
比如，传统资源经济学认为，资源利用经常忽视非市场价值，导致边际成本出现了私人成本和社会成
本的分歧，因此需要政府通过配额、税费、补贴等方式进行调节，实现资源利用的效率。
然而，问题是配额、税费、补贴的数量究竟是多少才能准确内化外部性？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实中大量的诸如“森林砍伐”、“渔业捕捞”、“草场放牧”等公共资源
利用行为，并没有哪个是通过计算理论上那个“最优量”来设定配额、税费或补贴来实现效率的。
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的是“间歇期”、“轮作”、“限制捕捞时间、地点、工具”等方式。
这说明对于公共领域的决策，资源配置层次上的边际原则本身的计算成本，以及实现“最优”的成本
，即被忽视的交易费用，已经导致边际原则在追求公共领域经济活动效率上的失效。
　　所以，此时还需要从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层次的效率标准来进行决策，即市场此时不是最优的治
理结构，需要寻找合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来尽可能降低交易费用。
如果把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私人成本的分离看做是交易费用的一种，那么此时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层
次的效率决策，与新古典经济学解决边际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分离的初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间歇期”、“轮作”、“限制捕捞时间、地点、工具”正是所需要的新的治理结构，可以预想到，
一定也存在相应的正式制度来保障这些治理结构。
在新的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的限制下，公共领域的经济活动再回到资源配置层次上实现效率。
　　还需要注意的是，公共领域经济活动由于涉及范围较广，会出现不同层次的决策者，当新的治理
结构和制度环境形成后，资源配置层次的效率一般不需要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的决策者再考虑，资源
配置层次的决策者会根据市场原则自动有效地完成相关经济活动。
另外，公共领域的经济活动也会因活动范围的大小不同而对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层次的侧重有差别，
如小范围的公共资源利用更多的是需要在现有正式制度下对治理结构层次的效率进行考虑，而大范围
的公共资源利用就需要对正式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改变同时提出要求。
　　综上所述，判断经济活动的效率可以进一步归纳如下：如果是私有领域的经济活动，市场的供需
价格和数量就是最好的治理结构，此时可以只按照资源配置层次的效率标准进行决策，而不需要考虑
治理结构及制度环境层次；如果是公共领域的经济活动，市场可能处于“失灵”状态，首先需要从治
理结构和制度环境层次的效率标准来考虑，寻找合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来减少交易费用，然后再
在资源配置层次上实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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