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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ldquo;三农&rdquo;问题研究学者文库》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把解决&ldquo;
三农&rdquo;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意图，为深入研究&ldquo;三农&rdquo;问题，真实反映
我国理论工作者研究成果而编辑的丛书。
本文库作者是在全国&ldquo;三农&rdquo;问题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和专家。
文库汇编作品是各作者在多年研究&ldquo;三农&rdquo;问题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精心编著的高水平学术
著作，反映了作者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和学术成果。
本文库是研究中国&ldquo;三农&quot;问题的力作，展示了我国新时期&ldquo;三农&rdquo;问题研究的
新走向。
　　选入本文库的作品，表达了理论界、基层工作者对&ldquo;三农&rdquo;问题的各自思路。
有的观点新锐，凸显改革情结；有的看法不同，可能见仁见智，本文库编者对此均未加评述，只是构
建了一个&ldquo;百花齐放；百家争鸣&rdquo;的学术平台，从而给理论界、基层工作者的研究和思考
提供丰富多彩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思想。
相信读者会根据自身的理论底蕴和实践经验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和取舍。
编者对本文库选编的作品进行了适当的编辑加工，对一些作品根据体例统一要求，增加了部分小标题
，个别作品对篇名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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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德元，大学本科学历。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大学中国&ldquo;三农&rdquo;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
书长，安徽省农经学会理事，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
　　主要从事农村经济问题研究。
2001年以来，共发表反映农村问题的论文、调查报告50余篇。
主持编纂《中国&ldquo;三农&rdquo;问题--历史&middot;现状&middot;未来》。
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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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第一篇&middot;让农民富起来消除体制障碍，让农民&ldquo;后&rdquo;富起来农村的人文贫
困与农村的制度&ldquo;贫困试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当年安徽省西瓜滞销看农产品结构调整
发展劳务经济，促进小康建设--提高安徽省农村居民收入的思考第二篇&middot;土地，要说爱你不容
易赋予农民土地持有权，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再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法》仍有些保守--在合肥地区经济学界第20次季度交流会上的发言新型土地租佃制度刍议土地：
一&ldquo;征&rdquo;生百弊论小农集约经营第三篇&middot;农民，你认识&ldquo;公共产品&rdquo;吗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昨天今天!明天?农村&ldquo;知识贫困&rdquo;与教育资源配置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
职业教育中国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现状与问题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昨天&middot;今天&middot;
明天卫生资源配置：城乡&ldquo;生命价格剪刀差论社会保障的&ldquo;城乡统筹&rdquo;与&ldquo;城乡
统一第四篇&middot;改革何处去&ldquo;降格&rdquo;农村信用合作社，重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我
看&ldquo;农村第三次革命税费改革中&ldquo;逼税效应&rdquo;的制度经济学解释--基于安徽省农村的
实地调查我国现阶段究竟要不要增加农业补贴--与林毅夫教授的商榷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是&ldquo;土
地革命农村土地私有化，且慢第五篇&middot;&ldquo;三农&rdquo;随想不要把&ldquo;三农&rdquo;问题
的讨论理想化--与孙大午先生的商榷&ldquo;三农&rdquo;问题不宜简化为&ldquo;一农&rdquo;问题农民
负担与干部负担农村征兵难与学生就业难通货膨胀&ldquo;罪&rdquo;不在农而在制度致新华社记者问--
关于乡镇负债和农村金融问题的思考关于建立对粮食主产区的补偿机制，促进&ldquo;中部崛
起&rdquo;的建议把握&ldquo;两个趋向&rdquo;，加大对&ldquo;三农&rdquo;的支持力度重新认识村庄
小岗村观感经济学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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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基础正在动摇。
农业部门的比较效益本来就低，改革开放后城乡差别的扩大进一步抬高了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重城
轻乡的经济政策使农业生产的绝对成本连年上升，绝大多数农户的农业投入产出率接近于零甚至为负
，地少人多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怪现象出现了：在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的同时
，越来越多的土地被撂荒。
仅湖北监利县2000年弃耕农田就达2.7万多公顷，占该县耕地总面积的23.7％。
难道曾经为土地抛头颅洒热血的&ldquo;洪湖赤卫队&rdquo;后代真的不热爱土地了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约70％的农民外出打工是被&ldquo;推&rdquo;出来的，其
中约60％的人表示找不到工作也不回去。
不是不爱土地，而是爱不起。
　　&ldquo;不爱&rdquo;土地的农民们进城后是否发财了呢？
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告诉我们，农村消费在城乡消费中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78年为52％
，1984年上升到59％，1990年为55％，但1992年降为51.9％，1995年又降到43.2％，1998年进一步降
为38.9％，至2000年已降到30％以下。
只占总人口三成的城镇居民消费了七成以上的消费资料，市场是&ldquo;城里人&rdquo;的市场，农村
市场启而不动，&ldquo;大中国小市场&rdquo;的市场格局制约着需求增长，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的&ldquo;瓶颈&rdquo;。
市场真该搞&ldquo;活&rdquo;了！
　　市场不&ldquo;活&rdquo;表现在消费市场，根子却在要素市场，因为要素市场是基础市场。
构成要素市场的三大支柱是人力、土地和资本，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虽说不够完善，但已活起来了，尚
未活起来的是人力、土地市场。
是谁卡死了人力、土地市场？
是&ldquo;官&rdquo;，是&ldquo;官&rdquo;制定的户口制度、土地制度卡死了人力、土地市场。
现行的户籍制度，使城里人&ldquo;出不去&rdquo;，阻碍了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居民向城市外围扩
散，导致小城镇建设停滞不前、城市化进程缓慢，抑制了住宅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第三产业
的发展；更糟的是城外人&ldquo;进不来&rdquo;，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
城市转移，但现行户口制度恰恰妨碍了这种转移，它一方面降低了&ldquo;民工&rdquo;在城镇进行住
宅消费的信心，另一方面又提高了进城&ldquo;民工&rdquo;在医疗、教育等服务业中的消费成本，
使&ldquo;民工&rdquo;在城市不敢住、无处住、住不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农民进城务工与其
说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如说是农村剩余劳动时间的转移，更谈不上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了
。
现行的土地制度，由于是&ldquo;分田到户&rdquo;，一方面对农民进城形成束缚，另一方面使土地经
营规模细小，降低了土地的经营效益，提高了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而现行的土地转让（如果
这也能叫转让的话）制度则导致土地的市场化程度极低，既损害了农民利益又扭曲了土地市场价格，
中国房地产市场为何刚刚起步就&ldquo;饱和&rdquo;了呢？
是因为土地价格占了建设成本的13，房价&ldquo;基础&rdquo;太雄厚了！
　　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农民的贫困会带来一系列不良连锁反应，结果是民穷国困，农民不能
再有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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