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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地，是农业的根基，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核心。
即使到了现代社会，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先从土地制度改革拉开序幕。
由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农民对土地有着更为深厚的情结。
有的农民进城从事非农产业并成了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多年都不种地了，但仍不愿意放弃土地承
包权。
但历史毕竟已进入21世纪，农业现代化已成为世界潮流，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规模化。
规模化不仅决定着农业生产经营者能否获得较多的利润，而且影响着他们对现代农业科技的需求动力
。
　　土地要规模化，必须有人愿意出让土地和有人愿意接纳土地。
然而，这在中国注定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
一方面，由于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特殊情结，离开农业却迟迟不愿意放弃土地；另一方面，在中国，农
业仍然是个微利产业，尤其是种粮食，而从别人那里承包土地的人还要给别人一笔承包费，那么种地
的人还会有多少利润？
他还有多少积极性去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不容置疑，中国的土地转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到今天，土地转包的规模也略有扩大，但仔
细观察会发现，承包方往往是一些涉农公司或暂时从事利润较高的农业项目的农民。
尽管土地流转面临很多困难，但土地规模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作者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研究农村土地市场化中的政府规制，实质是探讨在
土地流转中政府的职责和职能，以期通过政府的力量促进土地市场化，加快土地流转。
作者对此问题展开较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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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农地产权制度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制度和制度变迁中，产权制度是经济制度中
最重要、最核心的制度，产权制度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制度创新。
土地制度的基本内核就是土地产权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建设根本问题就是产权制度创新。
围绕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与改革，近年来意识形态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产权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题中大事、要事。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21世纪初农地制度改革的热点话题，更是解决“三农’’的难点、重点问题
。
　　本章运用产权理论分析框架，剖析新中国农地制度三次“革命”的变迁脉络、动因、绩效及基本
规律，揭示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内在缺陷，测度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的成本、收益，并提出完善农地
产权制度、提高产权效率的政府规制路径。
　　2.1　新中国农地制度的三次“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经过了土地改革一初
、高级农业合作化一人民公社几次重大变革之后，最终确立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
多种形态的土地使用制度。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成功地推动了农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不仅向世人充分展现了由制度
变迁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而且制度变迁和变迁方式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绩效，极大地丰富了
制度经济学在转型经济国家应用的理论，对制度经济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研究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经济问题的经典选题。
当然，历次改革和调整，也有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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