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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研究：基于利益协调的视角》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利益协调推进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研究”（09XJY015）的成果，从利益协调这一新视角入手，立足于社会转型背景下
的中国现实国情，构建了“利益协调型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提出了基于利益协调的中国农村土地流
转制度设计的目标、实现机制、基本手段和实现路径，条分缕析，层层推进，深入研究了中国当前推
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并得出了系统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研究：基于利益协调的视角》主要内容包括：制约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
根本障碍是利益失衡。
农村土地流转中多元化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十分严重，给国家带来了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各方
面的巨大风险。
必须构建利益协调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在坚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
，秉承农村土地流转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联动的原则，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原则，分类指导
与和谐推进的原则，建立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分享机制、利益调控机制和风险
防范机制，采取区域实现、分类实现和特殊实现三条路径实现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利益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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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包括制度变迁的主体（包括组织、个人或国家）、制度变迁的源泉及适应效
率等多种因素。
制度变迁的关键是有效组织，组织是否有效关键是看组织是否具有创新能力。
制度变迁的源泉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包括劳动和土地等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技术
的变化等）和偏好的变化。
制度变迁意味着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会改变制度变迁的成本和预期收益
，当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均衡就有可能被打破，制度变化就会产生。
适应效率是制度变迁内在机制的构成要素之一，它来自于有效的制度。
有效制度能够为组织提供一种创新机制，能够分担组织创新的风险和保护产权。
　　诺思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是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大贡献。
诺思提出，在制度变迁中，和技术演变过程相似，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
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其既定方向就会在今后的发展中自我强化，正确的方向会继续良性循环
，错误的方向会继续恶性下滑，只有引入外生变量或者依靠政权变化，才能扭转这种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利益因素，一旦某种制度形成之后，既得利益集团会千方百计巩固现有
制度，阻碍制度改革，使得制度变迁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成为“修修补补”的游戏。
我国这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国家，需要不断解决“路径依赖”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建立了一系列关于制度变迁的模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
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的制度变迁。
①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优点是最有效率，缺点是面临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是能以最短时间和最快速度推进制度变迁，以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优势降
低制度变迁成本，其缺点是受到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官僚政治、意识形态刚性、集团利益冲突
、社科知识局限及国家生存危机等因素制约。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现实中往往交替进行，共同推动社会制度变迁。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