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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地利用研究，有农地利用规划研究，农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农地利用变化与可持续利用研
究以及土地经济学中的农地分区利用、农地集约利用和农地规模利用研究。
《农地利用的经济学分析》在这些研究上引入了新的研究变量，分析了投入到农地上的劳动与资本的
机会成本（由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均衡价格决定）及其变化、农地制度及其变化对农地利用的影
响；发展了农地利用研究，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对解决农地利用问题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农地利用的经济学分析》提出的如下理论观点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一、在零交易
费用条件下，&ldquo;公地&rdquo;是&ldquo;悲剧&rdquo;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发展了经济学上的&ldquo;公地悲剧&rdquo;理论；第二、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条件下，无论土地是否
公有，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由于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较高，会将劳动固定在土地上，土
地容易过度使用，导致土壤退化，水土流失。
这些观点对制定偏远地区土地利用政策有重要指导意义；第三、离城较近的地方，进入市场的交易成
本较低，而投入土地的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机会成本较高，因此土地不会过度利用，相反土地利用类
型转换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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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的最高宗旨是提高社会的福利，即幸福程度。
试想一个远古社会，所有人都从事农业，农产品剩余为零（即农业产出减去农业人口消费后的剩余为
零）。
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幸福来源于吃、穿。
假设人的幸福感随着人不同需要的逐渐满足而增加，则一部分人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专门生产满足除
吃、穿之外的其他方面需求的产品时，人类的幸福程度增加。
这需要有农产品剩余。
随着农产品剩余的增加，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人越多，生产的满足人类其他需求的产品越多，人类幸
福感增加的越多。
　　如何才能做到农产品剩余不断增加呢？
从经济学的理论和人类社会的实践看，只有用资本积累代替人力，用知识武装头脑。
因此随着农民知识的增长和物质资本的不断增加，农产品剩余会不断增加。
只要农产品剩余的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人类的幸福感就可能增加。
　　农民的知识增长和物资资本的积累都是无极限的，农产品剩余的增加也是无限的吗？
显然不是。
因为无论什么农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土地。
土地数量是有限的，每一块土地的农产品产出也有极限。
这决定了不断增加农产品剩余，不仅要农民的知识、物资资本的积累不断增加，还要对土地实行最恰
当的利用。
　　因此对土地最恰当的利用是人类幸福感不断增加的前提，也是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土地利用与社会的人口有关，与社会的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例有关，与社会拥有的土地数量有
关，也与土地质量有关。
《农地利用的经济学分析》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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