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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阶段农户投资行为剖析

t 许经勇

摘  要: 当前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 在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构造上, 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继续解决

的深层次的问题。本文着重判析与家庭承包制相联系的短期经济时间视野和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 以及农业

生产经营规模小, 必然影响农户对土地投资的积极性乃至土地投资生产率的提高的问题。其结果, 必然导致

农户投资中, 与土地相关的投资所占的比重很低, 土地生产率也因此不可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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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庭承包制与农户投资行为
经济时间视野的长短, 是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农业基本建设投资, 在形成经济效益或提供有用产

品之前, 必须较长时间地不断地投入物化劳动与活劳动,

这就要求当前的利益服从于长远的利益, 即把经济时间

视野放长一些。经济时间视野放得越长, 就越适宜扩大

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所占的比重。因为在较长的经济时间

视野, 较大规模的农业基本建设投入, 能够通过目标函

数值的增长, 来表现出其所获得的效益。而在较短经济

时间视野里, 那部分必须在较长经济时间视野中才能带

来效益的农业基本建设, 就会由于没有带来效益而成为

不适当的、不可取的。还有, 在经济时间视野放长的情

况下, 各种投资政策方案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

所带来的风险系数也会跟着加大。而对于绝大多数承包

户来讲, 其风险承受力是很有限的, 这就必然会促使他

们减少对经济时间视野较长的那部分农业基本建设投资,

从而削弱农业生产发展的后劲。

通过废除人民公社, 实行家庭承包制, 使农民真正

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实现权、责、利的紧密结合。

这一方面有利于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另一方面

又使农民的经济活动在越来越大程度上纳入价值规律和

市场机制的运行轨道。而与计划调节机制不同, 市场调

节机制具有短期经济时间视野特点, 再加上这种建立在

/ 两权分离0 基础上的土地经营制度, 其产权关系还不够

确定, 这就容易助长农民对土地投资的短期经济行为。

大量的调查资料表明, 实行家庭承包制之后, 农户最为

关心的是短期经济效益, 而不是长期发展目标; 他们倍

加重视的是如何伴随着农产品市场行情的变化, 尽可能

地增加眼前的现金收入, 而不是把土地看成是具有积蓄

性质的、长期发生作用的有效投资领域。

实行家庭承包制的一项重要成果, 就是确认农户投

资主体的多元化, 尤其是确认农户投资在农业投资体系

的重要地位。但是, 农户投资往往是受市场调节机制的

支配, 因而具有短期经济时间视野的特点。这就决定了

农户投资无论如何是代替不了政府和集体的投资。实践

经验告诉我们, 农业生产后劲的持续增强, 是农业长期

投资决策的必然结果, 而农业的长期投资决策的基础,

并不完全是来自市场信号, 或着眼于短期经济时间视野,

因而并不是农户投资所能完全信任的。由于政府和集体

的公共投资, 可以摆脱短期经济时间视野的束缚, 着眼

于长期经济时间视野, 着眼于长远发展目标, 这就要求

形成与农户投资并存、且凌驾于农户投资之上的政府和

集体的公共投资。应当充分认识政府和集体的公共投资

在农村投资体系的特殊地位。政府作为宏观决策者, 不

仅要注意引导有关部门积极向农业提供资金, 同时要发

挥政府在形成农户投资与公共投资 (包括政府和集体的

投资) 的最佳平衡方面的作用。

二、土地产权制度与农户投资行为

作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有效运行, 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微观经济基

础。这个微观经济基础必须有一个明晰化的产权。产权

意味着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于资产权力的认同。这种认

同还意味着社会全体或部分人或个人拥有全部资产或者

部分资产的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产权的一个重要

特点, 就是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因而 , 一旦产权不明晰,

市场机制就无法正常地运作。

我国现阶段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主体当然是集体, 这

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中央的有关文件也明确规定, 农

村土地是属于社区集体所有。但是, 究竟是谁代表集体

行使土地所有权? 却很不明确。与此相联系, 在实践中

涉及到谁代表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 也很不明确。与此

相联系, 在实践中涉及到谁代表集体发包土地。现在、

乡、村、组 (即村民小组) 发包土地的状况均有存在。

多元化发包主体的存在, 使得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混乱,

也使长期稳定农民向集体承包土地的关系得不到落实。

这就谈不上引导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促进土地迅速

增值, 以及克服土地投资行为短期化问题。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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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就土地使用权而言, 与土地产权不明晰相联系的,

是土地承包期的不稳定 (虽然中央强调要长期稳定 ) , 严

重地影响了农户的投资预期与投资积极性, 以及责任田

的频繁调整所导致的农户对土地投资与使用的短期行为;

(二) 就土地收益权而言, 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后, 那种在

统购统销制度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下形成的没有明确边

界的地税制度,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目前, 我国农村

的地税制度既有明税又有暗税, 而其中的暗税则是软约

束的, 其随意性相当大, 往往夹杂着对农民的乱摊派、

乱收费, 实际上是对农民利益的严重侵害, 引起农民的

严重不满, 极大地削弱了农户对土地投资的激励作用;

(三) 就土地处置权而言, 虽然我国法律上有规定, 农村

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转包, 但由于种种原因, 目前发

生流转的土地所占的比重还很低。与此同时, 在房地产

业迅速发展、地价猛涨的情况下, 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强

行低价征收土地, 剥夺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 使农民

丧失土地所有者地位, 也丧失土地资本化过程中所应取

得的价值效益, 更谈不上调动农户对土地的投资积极性。

正是针对客观上存在的这些问题, 十五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 5决定6 明确指出: / 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
期再延长 30 年的政策, 同时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

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 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

土地使用权。0 / 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 要坚持自愿、

有偿的原则依法进行, 不得以任何理由强制农户转让。0
须知, 土地问题是农村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因为它涉及

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多少年来, 土地政策上稍有风吹

草动, 哪怕是提法上的细微变动, 农民也会很快作出反

应。对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农民来说, 土地仍然是

他们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和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即使在经

济比较发达地区, 不少农民已经离乡进城, 务工经商,

有的甚至买卖已经做得很大, 却仍然不愿意放弃承包田。

因为外面世界充满风险, 他们既没有城里人的身份, 也

没有社会保障, 一旦工厂倒闭, 企业裁人, 城市呆不下

去, 他们最后的家园, 最后的保障仍然是那几亩地。只

有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产权明晰, 才能引导农民珍惜土

地, 增加投入, 培肥地力, 逐步提高产出率; 才能解除

农民的后顾之忧, 放心的进城进厂, 从事二、三产业,

农村的分工分业、结构调整才有顺利进行的条件; 才能

真正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流转机制, 促使土

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进一步分离, 解决 / 有地不种0 和
/ 没地可种0 的矛盾。当前最重要的是加快制定确保农村
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 把所有者、承包者

和使用者各方的权利义务用法律的形式明晰化、具体化,

这样才能使农民真正获得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三、农业规模经营与农户投资行为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 , 赋予农户的生产经营者自

主权, 带动了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 尤其是在沿海经济

发达地区, 大批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但由于这种转

移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明显的家庭内部分工性质, 并没有

相应地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 从而导致农业日益兼业化

和副业化。这就不利于激励农户对土地的投资热情。

兼业农户的存在, 既有利又有弊。其利突出表现在:

农户兼业可以使农户家庭成员就业多样化和收入来源多

样化, 使农民充分享受经济增长的利益。实践经验证明,

兼业农户, 特别是以农业为副业的兼业农户, 其收入要

明显高于纯农户。其弊突出表现在, 虽然兼业农户单位

土地上的投资水平不一定低于纯农户, 但却倾向于改革

耕作制度, 选择更节省劳动力的作物, 降低土地利用的

集约度。这种投资行为有悖于增加农产品总供给的国民

经济发展目标。我国是世界上人地关系最紧张的国家之

一, 平均每户经营的土地还不到半公顷。在农业劳动向

非农产业转移 (不完全转移) 过程中, 兼业农户的大量

出现是难以避免的。这对增加农民收入也是有利的。在

一定阶段也不一定会妨碍农业的稳定增长。但也应当认

识到, 在细小经营规模基础上的农户兼业化和农业副业

化, 终究会妨碍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

从大多数地区兼业农户的投资经营行为来看, 随着

非农就业程度的不断加深, 农业经营与非农业经营之间

的关系, 会经历一个由相促到相竞的演变过程。当土地

投资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 非农业收入

只占很小比重时, 对多数兼业农户来说, 其投资经营农

业的主要目标, 已变成保障家庭获得稳定的口粮供给,

土地投资经营已经成为农户 / 生活保险0 的一种手段。
同时, 由于非农就业风险的存在, 继续拥有土地还是一

种 /就业保险0 措施。
农户投资经营目标的这种变化, 往往会使这类农户

愈益丧失农产品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特征。伴随农业与非

农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这类兼业农户往往会对土地

实行粗放耕作, 甚至出现抛荒。在这种情况下, 这类兼

业农户的迅速发展, 必然会对农业产出的增长产生不利

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抑制小

规模土地经营基础上农户兼业的过度发展, 特别是以农

业为副业的兼业农户的过度发展, 并伴随着客观条件有

逐渐成熟, 因势利导地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

这就要求在长期稳定土地的基础上, 进一步把市场

竞争机制引入微观经济运行机制中来, 搞活土地使用权

的合理流动, 促进土地投资经营的连片集中。为此, 必

须在明晰所有权, 稳定承包权的前提下, 解决土地使用

权的流转、出租、抵押、继承等问题, 建立一整套完整

的土地流转制度。有的地方根据土地流转的客观需要,

和大多数农民仍然把土地作为经济收入来源的实际, 改

/均田制0 为 /两田制0, 这对促进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
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具体做法是, 把 / 口粮田0 和
/ 承包田0 分离开来。 / 口粮田0 作为社会保障用地, 按

人口平均分配, 基本上无偿使用, 长期稳定不变, 体现

基本生产资料公平分配的福利原则。/ 承包田0 则引入市
场竞争机制, 由农户投标, 竞争承包。实践经验证明,

把竞争机制与风险机制引入土地承包, 可以为投资者提

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以市场竞争机制所固有的

功能, 刺激投资者自觉不自觉地把资源配置到土地开发

中去, 并依靠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给投资者以压力和

动力, 从而形成承包经营与投资经营两种手段并举, 责

任收益与投资收益两种机制并存的格局。把市场竞争机

制引入土地承包中, 推动土地的合理流动和相对集中,

刺激土地、劳力、资金等要素的优化组合, 达到形成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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