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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项目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剖析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和特点，并从中揭示出农村
经济与生态环境恶性互动和良性互动两类典型互动机理，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实现“良性互动”的有效
途径和对策体系。
第一，揭示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恶性互动机理，并将其分为三个层次。
（1）微观经济主体的逐利性增强，但环境资源的比价仍扭曲，且产权界定仍然不清，致使外部不经
济上升、各类污染加剧，由此形成种种“公地悲剧”，此为“市场失灵”。
（2）农村公共品财政支付重心下移、地方政府负担加重、地区间的竞争加剧、经济政绩考核压力加
大，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和经济增长，而对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品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对生态环
境的管理职能也出现缺位，此为“政府失灵”。
（3）由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加之农村土地产权流动性差，形成了小农分散经营模式和分散居住方
式，导致环境保护的规模不经济、环保技术难应用、污染难以集中治理等结果，以致面源污染不断加
剧，此为“结构失灵”。
这三个层次的“失灵”又相互关联，共同推波助澜，构成了目前我国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恶性互动的
根源：“机制失灵”。
第二，剖析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机理，并将其分为五个层次。
（1）发展排污权交易市场，并运用清洁发展机制，将环境代价内部化于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成本。
由此形成的“内生激励”，将可使区域内减排与治污的整体效率得到提升。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与生态环�>>

内容概要

　　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会通过需求的升级及机制的完善内生出提高农村经济主体参与生态环保的动
力及能力。
《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互动机理及对策研究（经济学统、计学类）》从多个侧面对中
国农村经济与生态环保的互动机理作了探索与剖析，提出了以“激励相容”为特色的对策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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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制度有四次大的变迁。
每一次制度变迁都对我国农业生产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次制度变迁：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
变清除了根本性的社会制度障碍。
第二次制度变迁：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合作经济，通过农业合作化把个体小农经济变成社会主义经
济，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也确实存在着步子过快、工作过粗、形式单一等缺陷。
第三次制度变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内容的农村改革。
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的绩效在于突破了计划经济模式，将亿万农民从人民公
社制度下解放出来，并使农民拥有独立的生产经营决策权，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
第四次制度变迁：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分户经营基础上的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是促进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商品
化、社会化转变的一项制度安排。
①这些制度变迁契合中国农业的实际状况，形成了内生的利益驱动机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使同等数量要素的投入取得更高的产出，对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1952年结束的土地改革，满足了农民几千年来对土地的渴求，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经济的
快速恢复和发展，也促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的恢复。
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基础，给农民带来了新的利益驱动，中国农村释放出
前所未有的活力，创造了中国以至世界农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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