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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并参与全球经济体系，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三大过剩”，即劳
动力过剩、资本流动性过剩和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
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需求，因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消费能力的低下，尚不
能发挥众望所归的效果。
因此，探究农民如何对其拥有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无疑对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促进
国民经济均衡增长，以及拉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化时期对农业原始积累的提取使得农村“三要素”大规模净流出，形成“农村萎靡、城市兴
旺”的马太效应。
同时，宏观经济发展对“三农”问题的出现产生了较大的负外部性，如工业污染导致生态失衡而引发
的自然灾害对农业造成损害等。
使农业资源配置最优化和农民收益最大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对此，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
但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在正常生产条件下来探讨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角度一般是基于国家宏
观经济或地区中观经济层面，很少有从农户微观角度且是对农户在非正常生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行为
进行研究的。
　　然而，综观当前世界和中国的现状，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却越来越高。
自然灾害发生后，往往会给国民经济和受灾民众带来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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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户土地流转与资源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汶川地震灾区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灾后恢复重建影响的
实证研究》内容简介：随着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并参与全球经济体系，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
三大过剩”，即劳动力过剩、资本流动性过剩和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
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需求，因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消费能力的低下，尚不
能发挥众望所归的效果。
因此，探究农民如何对其拥有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无疑对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促进
国民经济均衡增长，以及拉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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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1.2产权的主要内容　　总的来说，产权是指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对财产权利的支配权的总和
。
产权不管怎样分解、组合或转化，都只能在政策、法律、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产权体现的是资源的稀缺性和对资源支配的排他性特点，需要通过社会制定行为规范来强制实现。
　　2.1.1.2.1产权的内容（1）产权的客体，客体是产权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客体就不存在产权，任何
产权都是指某一特定客体的产权。
比如本书中所指产权的客体是土地。
　　（2）产权的主体，主体是产权的支配者，既是由谁支配客体的各项权利。
这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常表现为财产权等，可以说产权是主体对客体一系列权利束的总称。
比如本书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承包经营者（或农户）。
　　（3）从权利本身的内容来讲，产权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特定主体对特定客体行使什么样
的权力；二是该主体通过对客体采取的权利获得什么样的收益，所以产权又称权益。
　　2.1.1.2.2产权的种类按照拥有权利的经济行为主体的不同，产权可以分为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和私
人产权三类。
　　（1）公共产权，即产权权利主体界定为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内的每一位成员都享有对这项财产
的权利，而在共同体外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得享有该权利。
　　（2）国有产权，即产权权利主体为国家，国家可指定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可以使用该项权
利的其他主体。
　　（3）私人产权，即产权主体为私人个体，当对财产上的任何权利都表现出排他性时，产权就表
现为私人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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