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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三角经济研究丛书·一体化与平等化：长三角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协调发展道路》从优化
要素配置的角度分析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工企业家职能回流以及团体贷款对
于农业产业升级、农业技术供求、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社会福利的影响；从农业组织化和工业化的角
度探讨农产品价值链的整合方式和发达国家经验；从政治制度及其政府行为的视角研究内生非平等城
乡关系的产生根源。
《长三角经济研究丛书·一体化与平等化：长三角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协调发展道路》不仅一般性
地研究了中国不平等城乡关系的产生原因，也对当前长三角地区出现的农民工“返土”和回乡创业现
象、农业技术及农业信贷供给不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同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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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土地制度　　从1982年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全面推广。
到了1984年，在“包干到户”的承包责任制下，土地归行政村或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并按人口或者劳
动力，通过承包合同分配给家庭种植。
随着人口的变化，当各个家庭户的人地比例发生变化时，村／组重新分配土地，或者做出局部的调整
，以保证均等的土地分配。
这种为了保证平均而频繁进行的土地调整，不但使土地细碎化，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同时还导致了土
地产权的不稳定和农业生产的非连续性。
针对这些问题，中央从1984年开始提出延长承包期的政策，1993年进一步提出在原有承包到期之后再
延长30年，并且提倡在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但是，由于各村／组之间禀赋条件的巨大差异，在村／组层面实施的土地分配和调整措施也有很大差
异。
一方面，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不能买卖。
劳动力流动时，并不能通过变现的方式获得在流人地生活的启动资金。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成员权，劳动力的永久迁移必然放弃土地，也就相当于放弃了一个能够产生现金
流的资产。
丧失土地保障权为劳动力的“完全流动”设置了一个较高的机会成本。
中国农地制度的独特安排使得劳动力的流动仅是作为农地经营之外的一种额外补充，而非完全的替代
（唐茂华、黄少安，2009）。
　　2.户籍制度　　我国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户籍制度，将户籍分为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两类。
其中，非农业户口主要是指各大、中、小城市、城镇人口；农业户口主要包括除城镇人口以外的广大
农村、牧场、山区人口。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非农业户口可以享有包括食品、物资供应、住房、就业等带有福利性质的公共产
品。
虽然现在计划经济体制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但是这一制度所确立的居住地与非
居住地户籍者所享有的差别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却并没有随之消亡。
截至20世纪末，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仍仅止于小城镇户口，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
对于转移的劳动力而言，户籍制度不是独立的，在户籍迁移控制之外，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地方就业保
护、排他性的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等是将城乡劳动力严格区分的重要因素。
　　3.就业制度　　就业制度是我国关于劳动者就业的各项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总称，它涉及劳动者从
求职、就业、失业和转业的全过程，涉及用人单位录用、报酬给付、提供安全卫生的劳动条件及相关
福利待遇等诸多环节，还涉及劳动关系的确立、调整和终止等。
为了限制外来劳动的数量，各地方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包括四个方面：就业限制、证件和收
费管理、审批和管理制度以及数量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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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体化与平等化--长三角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协调发展道路》(作者郑江淮、高彦彦)四篇中的每章
都可独立成文。
各章基本上都是基于已有研究和经济发展事实构建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不仅研究了长三角地
区城乡关系的新特征和新发展，也探讨了中国城乡关系的一般发展经验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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