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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农村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生产要素资源再配置和调整

过程ꎮ 国内外现有文献比较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农户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决策的影响

因素及其经济影响ꎮ 但是ꎬ国内关于农户模型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还比较缺乏ꎬ已有文献

大都没有同时考虑农户多种生产要素配置行为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对农户生产收入的

综合影响效果ꎬ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行为对农户农业生产率、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状况

的影响效果的研究仍显不足ꎬ这些都是下一步研究所应重点解决的问题ꎮ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ꎻ土地租赁ꎻ农户ꎻ研究述评

一、引　 言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ꎬ而
实现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ꎬ是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提高农民

收入的关键所在ꎬ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１〕 改革开放之后ꎬ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实施ꎬ农户获得了农村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ꎬ并
拥有了独立的生产经营自主权ꎬ从而能够响应市场需求ꎬ自主决定要素资源的配

置ꎬ以实现其收入及效用最大化的目标ꎮ 以此为起点ꎬ中国农村开始了波澜壮阔

的生产要素资源再配置和调整过程ꎮ 首先ꎬ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不断扩大ꎬ
流动范围日益宽广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ꎬ２０１３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２６８９４ 万人ꎬ其中ꎬ外出农民工 １６６１０ 万人ꎬ本地农民工 １０２８４ 万人ꎬ分别占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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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 ６１. ８％和 ３８. ２％ ꎻ在外出农民工中ꎬ举家外出农民工 ３５２５ 万人ꎬ占到

全部农民工的 １３. １％ ꎮ〔２〕其次ꎬ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断发展ꎬ农户参与土地租赁

市场的规模逐渐增加ꎮ 根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辽宁、江苏、甘肃等十省区

１０００ 个农户跟踪调查数据ꎬ２００３ 年样本农户中参与土地租赁市场的比例为

１７. ７０％ ꎬ到 ２００９ 年进一步提高到了 ２５. ３０％ ꎮ〔３〕

如此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土地租赁对于农民生产和收入会产生

什么影响? 农村生产要素资源的再配置和调整过程对于中国农业生产和粮食供

应会产生什么影响? 回答上述问题ꎬ可以深入剖析要素市场参与行为对农户农

业生产和家庭收入的影响机制ꎬ为中国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

发展过程中提高农业产量、保障粮食供应和增加农民收入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ꎮ
关于中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发展与农户参与要素市场的问题ꎬ国内外学者

已经进行了较多的研究ꎬ上述问题有些已经得到了部分的回答ꎬ有些则还需要学

术界继续开展研究探索ꎮ 本文尝试对这些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一个综述ꎬ在对

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学习的基础之上ꎬ指出该研究领域依然存在的一些

不足以及下一步的改进方向ꎮ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ꎬ介绍关于农户经济行

为的基本理论———农户模型ꎮ 其次ꎬ对中国农村住户要素市场参与行为及其影

响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ꎮ 由于中国农户是在改革之后才获得家庭生产经营决策

权和农业剩余索取权ꎬ所以ꎬ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改革开放之后为考察时点ꎮ
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ꎬ这些研究主要分为农村劳动力市场与土地租赁市场两大

类ꎮ 最后ꎬ对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简要的总结ꎬ并指出其不足之处以及下一步的

研究工作所要努力的方向ꎮ

二、农户经济行为的基本理论框架———农户模型

关于欠发达地区农户经济行为的主要理论是所谓的农户模型或农业家庭模

型(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ꎬＡＨＭ)ꎮ 农户模型认为ꎬ农户是一个生产单

位和消费单位的统一体ꎬ在给定的家庭偏好、资源禀赋和市场条件下ꎬ农户同时

做出生产决策(包括产出水平、要素需求、技术选择)、消费决策和劳动力供给决

策ꎬ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目标ꎮ〔４〕一般认为ꎬ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

夫(Ａ. Ｃｈａｙａｎｏｖ)所做的关于劳动力市场缺失条件下小农经济行为的分析是农

户模型的最早代表ꎬ在此之后ꎬ许多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对各

种假设条件下的农户经济行为进行了理论分析ꎬ使得这一理论逐渐完善ꎮ 完全

市场条件下的农户理论模型表明ꎬ农户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是递归性的(Ｒｅｃｕｒ￣
ｓｉｖｅ)ꎬ可以分为一个生产部分(要素资源配置到生产中实现利润最大化)与一个

消费部分(农户总收入在市场产品和非市场产品之间进行分配实现效用最大

化)ꎻ由此ꎬ农户的生产决策就成为一个简单的利润最大化问题ꎬ而与农户的偏

好和禀赋无关ꎬ农户的消费决策即是在由其资源禀赋量所决定的既定收入水平

下的效用最大化问题ꎬ而与其要素资源配置方式无关ꎬ这即是所谓的完全市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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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农户模型的“可分性”特征ꎮ 但在农村地区劳动、土地、保险、金融等市场存

在多重不完全性时ꎬ上述可分性特征便不复存在ꎬ农户的生产决策会受其偏好与

禀赋的影响ꎬ从而出现不同农户之间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和产出水平不同、农
地耕种规模与土地生产力负相关等现象ꎮ 国外许多学者对亚洲、非洲、拉美地区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ꎬ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各种市场不完

全性ꎬ由此导致农户的生产决策与其偏好和禀赋紧密相关ꎮ〔５〕 由于农户模型将

同时从事生活和消费活动的经济人予以模型化ꎬ能够综合考虑生产要素需求、技
术选择、产出水平、消费需求、劳动力供给决策、要素及财富禀赋、可交易产品价

格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影响ꎬ从而成为了一个有力的农户经济行为分析工具ꎮ
国外学者在早期主要是运用农户模型来研究农产品价格政策对农业产出的

影响等农业发展政策问题ꎬ〔６〕后来逐渐扩展到了许多研究主题ꎬ如 Ｈｕｆｆｍａｎ 运用

农户模型来检验美国农民的非农劳动力供给、生产和消费决定ꎬ〔７〕 Ｓｔｒａｕｓｓ 使用

农户模型考察了农户的家庭食物消费和卡路里吸收量的决定因素ꎬ〔８〕 Ｂａｒｎｕｍ
ａｎｄ Ｓｑｕｉｒｅ 利用农户模型估计移民的机会成本ꎬ〔９〕 Ｌａｕ 等人研究了政府收入分

配、提高工资和资产转移等政策对不同家庭的生产、要素投入、劳动供给和消费

支出的影响ꎬ〔１０〕Ｔａｙｌｏｒ 则利用农户模型考察了劳动力迁移问题ꎬ并提出了不完

全市场条件下农户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学理论ꎮ〔１１〕 总的来看ꎬ无论是在理论还

是在应用上ꎬ农户模型已经逐渐成为对小型农业经济开展微观研究的主要理论

分析框架ꎮ〔１２〕

三、农户劳动力转移就业及其影响

由于城乡分割制度、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政府对农户农业生产配额的限

制等一系列原因ꎬ中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首先是从劳动力市场开始起步

的ꎬ农村劳动力经历了从农业转向本地非农就业、再流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

资源再配置过程ꎬ〔１３〕国内外学者形成了大量关于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及转

移就业(或非农就业)问题的研究ꎮ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ｎｇ 发现ꎬ在 １９８０ 年代和 １９９０ 年代早期ꎬ本地非农就业劳动

力在农村工业部门的就业仍然存在显著的非市场化配置特征ꎮ〔１４〕 Ｌｉｎ 首先研究

了要素禀赋、水稻种植技术、要素市场报酬等因素对农户参与农业劳动力市场的

影响ꎬ〔１５〕更多的文献则研究了个体人口特征、人力资本、土地禀赋、资产状况、收
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社会网络等因素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对多种就业方式(包
括农业就业、本地非农就业、迁移就业等)参与决策的影响ꎮ〔１６〕上述研究发现ꎬ农
户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禀赋、资产状况、社会网络等变量对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及

转移就业决策具有显著影响ꎬ从而证实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ꎬ即与其他发展中国

家农户相似ꎬ中国农户也处在一个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之中ꎬ面临着多重的劳动、
土地、信贷市场约束ꎮ 较多的文献研究发现ꎬ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户参与土地租

赁市场的决策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ꎬ有利于促进农户租出土地ꎬ而对农户租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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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概率产生了负向影响ꎮ〔１７〕有的文献考察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户生产

性资产或投资的影响ꎬ大都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户生产性资产或投资

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ꎮ〔１８〕有些文献考察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户农

业生产率和农业收入的影响ꎬＲｏｚｅｌｌｅ 和 Ｔａｙｌｏｒ 等人估计了劳动力迁移及其汇款

对农户土地生产率和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ꎬ发现劳动力迁移所带来的劳动力流

失效应对农户农业生产及家庭经营收入带来了较大的不利影响ꎬ同时ꎬ这种不利

影响仅能由迁移汇款部分地予以补偿ꎬ〔１９〕 王子成利用较新的 ２００５ 年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数据所进行的研究也再一次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ꎮ〔２０〕有许多文献研

究发现ꎬ劳动力转移就业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收入水平ꎬ〔２１〕Ｚｈａｏ 还发现ꎬ不同就

业类型对农户家庭收入的贡献大小依次是:劳动力迁移就业高于本地非农就业ꎬ
本地非农就业又高于农业就业ꎻ〔２２〕 但是ꎬ关于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

分配会产生何种影响ꎬ已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ꎬ有的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扩大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ꎬ〔２３〕有的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ꎬ〔２４〕研究结论的差

异可能是由研究方法、抽样范围差异以及不同样本所处的转移就业发展阶段不

同等多种原因造成的ꎮ〔２５〕有的文献研究了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户消费的影响ꎬ
发现由于中国农村家庭将迁移收入看作暂时性收入而非持久性收入ꎬ导致迁移

收入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非常小ꎬ而就地转移收入对提高农村家庭消费

的贡献要高于迁移收入ꎮ〔２６〕

四、农村土地租赁行为及其影响

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决定了农户不享有土地所

有权而仅享有承包经营权、流转(租赁或转包)权等土地权利ꎬ关于农村土地市

场的研究集中在土地流转或租赁市场的发展问题上ꎮ
随着改革后农村非农产业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ꎬ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

和城市地区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ꎬ进而促发了农村土地流转或租赁市场的发展ꎮ
目前ꎬ已有较多的文献研究了农户要素禀赋、农业生产技术、家庭人口特征、人力

资本、劳动力转移就业状况(或本地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要素市场报酬水平、
制度或交易成本等变量对农户参与土地租赁市场行为的影响ꎬ其中ꎬ有的研究了

农户租入土地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ꎬ〔２７〕有的还研究了农户租出土地及不参与土

地租赁市场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ꎻ〔２８〕有的以农户是否参与土地租赁市场的决策

行为作为因变量ꎬ〔２９〕有的则以农户土地租赁数量为因变量ꎮ〔３０〕这些研究结果大

都表明ꎬ在面临多重市场不完全性时ꎬ农户所拥有的土地、劳动等要素资源禀赋、
劳动力转移就业状况、制度或交易成本等因素对农户是否参与土地租赁市场交

易及其租赁数量均具有显著的影响ꎮ 有的文献考察了中国农村土地行政性再分

配与土地租赁市场交易之间的关系ꎬ发现这两种土地调整方式之间具有一定的

代替性ꎬ〔３１〕金松青、Ｋｌａｕｓ 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则对这两种土地调整方式的公平性、效率性

进行了比较分析ꎬ发现两者都会使得土地流向土地禀赋较少、农业生产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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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户ꎬ从而有助于促进公平和效率ꎬ但市场化的土地租赁市场交易的作用效果

要显著优于行政性再分配ꎮ〔３２〕一些文献研究了不同程度的土地租赁权利对农户

农业投资和农业生产率的影响ꎬ发现较为自由的土地租赁权利更有利于农户增

加农业投资ꎬ提高农业生产率ꎬ〔３３〕Ｆｅｎｇ 等人发现农户的租入土地行为有利于提

高农户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和水稻亩产量ꎬ〔３４〕 陈训波等人则比较了土地转出

户、转入户、无流转户三者之间生产率差异ꎬ发现土地转出户的全要素生产率和

劳动生产率最低ꎬ无流转户次之ꎬ转入户最高ꎬ但三类农户土地生产率的高低次

序则正好相反ꎮ〔３５〕此外ꎬ李庆海等人还考察了土地租赁交易行为对农户福利水

平的影响ꎬ发现无论是土地租入还是租出ꎬ都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和可支配

金融资产余额ꎬ土地租出行为还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消费水平ꎬ土地租入和土地租

出两者相比较ꎬ土地租出行为对改善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效果更大ꎮ〔３６〕

五、评论与展望

(一)已有研究总结

１. 研究内容ꎮ 农户模型已成为对小型农业经济开展微观研究的主要理论分

析框架ꎬ也为研究中国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及其影响效果提供了基本的分

析框架ꎮ 中国农村地区存在显著的市场不完全性ꎬ在此环境中ꎬ中国农户的生产

要素配置及要素市场参与决策必然要受到自身资源禀赋的影响ꎬ各种生产要素

配置及要素市场参与方式之间必然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ꎬ农户生产要素配置

及要素市场参与方式必然会对农户的生产、收入水平进而对其消费决策产生显

著的影响ꎮ 国内外已有较多数量的关于中国农户参与劳动力、土地两大要素市

场的经验研究ꎬ在研究内容上比较广泛ꎬ包括了农户劳动力转移与土地租赁决策

的影响因素、劳动力转移与土地租赁行为对农业投资和农业生产的影响、对家庭

收入及消费的影响等多个方面ꎬ其研究结论也基本证实了中国农村地区存在着

多重市场不完全性的假设ꎬ农户关于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的配置方式深受其资源

禀赋的影响ꎬ而农户关于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的配置方式又会进一步影响其生产、
收入水平及消费决策ꎮ

２. 研究方法及数据ꎮ 在关于中国农户的经验研究中ꎬ有的使用的是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的调查数据ꎬ有的也使用了近年来较新的调查数据ꎻ抽样范围既包括

范围较小的几个县几个村ꎬ有的也横跨了多个省份ꎮ 由于调查成本所限ꎬ已有的

研究所使用的大都是横截面数据ꎬ由于大多数横截面数据存在未观测个体信息

缺失所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ꎬ这些经验研究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解释变量内生

性问题ꎮ 针对此问题ꎬ现有的经验研究基本都是使用工具变量法来予以解决ꎬ但
在实际应用中ꎬ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难以保证ꎮ 相比之下ꎬ一些研究使用面板数据

所做的研究可以较好地解决横截面数据所存在的上述问题ꎮ〔３７〕已有的研究文献

根据研究内容和样本数据的不同ꎬ使用了多种经济计量分析方法ꎮ 具体来说ꎬ关
于农户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参与决策的研究大都使用了 Ｐｒｏｂｉｔ、Ｌｏｇｉｔ、双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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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ｂｉｔ、多项 Ｌｏｇｉｔ 等概率选择模型ꎬ关于农户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数量决策的

研究则使用了 Ｔｏｂｉｔ 模型ꎻ关于农户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行为对其投资、生产、
收入及消费的影响的研究则使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三阶段最小二乘法(３ＳＬＳ)、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性偏差纠正模型、多重内生处

理效应模型等ꎮ
总的来看ꎬ已有的研究文献使用多种限值因变量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ꎬ比较

广泛地研究了农户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农户投资、生产

与收入水平的影响ꎬ有助于深入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

育及其经济效果ꎬ并为开展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和参考ꎮ
(二)有待改进的研究方向

尽管关于中国农户劳动力转移与土地租赁行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

的成果ꎬ但这一主题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方面:
１. 国内关于农户模型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比较缺乏ꎮ 从前文可知ꎬ国外关于

农户模型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ꎬ与此相反的是ꎬ国内关

于农户模型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包括在农户模型的理论框架下研究中国农户

对劳动力、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依然是比较缺乏的ꎮ 尽管一些

关于中国农户生产要素配置行为的研究文献也得出了与农户模型的理论预期相

一致的研究结论ꎬ如处于不完全市场环境中的中国农户的生产要素禀赋对其要

素配置方式具有显著影响ꎬ农户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对其生产、收入水平及消费决

策具有显著影响ꎬ但已有的这些研究由于缺乏农户模型的理论框架ꎬ从而不能在

深刻理解农户行为特征的基础上来研究农户的经济决策机制ꎬ导致理论建模缺

乏系统性和完整性ꎬ不能对农户多种生产要素配置的生产决策以及生产决策与

消费决策的整体性进行分析ꎻ经验分析缺乏应有的力度和深度ꎬ不能从市场环境

和制度约束中寻找估计结果的产生原因ꎮ 此外ꎬ基于农户模型的理论框架ꎬ还可

以考察更为广泛的研究主题ꎬ如生产要素市场环境、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决策、农
业生产种植结构与技术选择之间的关系ꎬ政府农业政策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农
业产出、家庭收入及消费决策的影响ꎬ等等ꎬ研究上述问题对于促进当前的中国

农业和农村发展来说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ꎮ
２. 已有文献大都没有同时考虑农户多种生产要素配置行为之间的相互关联

及其对农户生产收入的综合影响效果ꎮ 在已有的研究中ꎬ有的文献仅研究了劳

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户生产收入的影响ꎬ有的文献仅研究了土地租赁对农户生产

或收入的影响ꎮ 农户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决策单位ꎬ在不完全的生产要素市场

环境中ꎬ其各种生产要素配置行为之间是相互关联的ꎬ在考察农户生产要素配置

行为对其生产收入的影响时ꎬ考虑多种生产要素配置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

综合影响ꎬ可以得到更为全面和准确的结论ꎻ相反ꎬ如果仅考虑其中一种生产要

素的配置行为ꎬ由于该种生产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结果可能同时包含(或反映)
了与其相关的其他生产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ꎬ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可靠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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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ꎮ 例如ꎬ李庆海等人利用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９ 年中国 １０ 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

研究发现ꎬ租出土地对于提高农户收入、消费与金融资产余额的贡献不仅具有较

强的统计显著性ꎬ而且其贡献数额也要高于租入土地ꎮ〔３８〕 在中国农村土地租金

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ꎬ此种结论单从土地租赁活动本身难以得到充分解释ꎬ一
个更为可能的解释就是ꎬ农户租出土地这一生产要素配置行为与其另一种生产

要素配置行为———劳动力转移就业———紧密相关ꎻ由于劳动力转移就业活动通

常与农户土地租出行为相联系ꎬ并且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够带来较高的非农就业

收入ꎬ从而使农户的土地租出行为“表现”出更高的福利改善效果ꎬ即农户土地

租出行为的影响效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包含(或反映)了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

响效果ꎮ Ｆｅｎｇ 等人曾分别孤立地考察了农户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土地租入行为

对其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化肥投入和土地生产率的影响ꎬ但都将农户对两个要素

市场的参与行为简单地设定成为两个外生变量ꎬ这样就会产生两个问题ꎮ〔３９〕 首

先ꎬ将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土地租赁行为简单地作为外生变量处理ꎬ就不能深入考

察农户对多种要素资源配置的联合决策行为及其相互关系ꎮ 其次ꎬ农户对要素

市场的参与行为变量都是由农户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变量ꎬ不考虑其内生性而

简单地将其作为外生变量处理ꎬ在研究农户要素市场参与行为对其生产收入的

影响效果时ꎬ必然会导致内生性偏误ꎮ
与以上研究不同ꎬ杜鑫基于农户生产要素配置联合决策的分析思路ꎬ研究了

农户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及农业资本投入的联合决策机制ꎬ在考虑农户各生产

要素配置变量联立性的基础上较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ꎮ〔４０〕 但总的来说ꎬ国内

关于农户多种生产要素配置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农户生产收入的综合影

响的研究依然十分缺乏ꎮ
３. 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行为对农户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的研究仍显不

足ꎮ 目前ꎬ已有较多的文献利用地区水平的宏观加总数据研究了中国农业生产

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ꎬ〔４１〕仅有少数文献利用农户水平的调查数据进行了

微观研究ꎮ〔４２〕在后者中ꎬ只有 Ｒｏｚｅｌｌｅ 等人研究了农户劳动力迁移就业对其玉米

亩产量的影响ꎬ但在其研究中ꎬ土地要素仅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ꎬ没有考虑

农户土地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ꎬ这可能是由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早期中国农村地

区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得到有效的发展ꎻ〔４３〕 陈训波等人仅仅是对土地转出户、转
入户、无流转户的农业生产率水平差异进行了简单的描述ꎬ并没有深入研究土地

流转行为对农户农业生产率水平的影响ꎬ从而无从得知三类土地流转农户之间

的农业生产率差异究竟是土地流转的原因还是土地流转的结果ꎮ〔４４〕 因此ꎬ国内

外学术界还缺乏土地流转或租赁行为如何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率的研究ꎬ关于农

户的多种生产要素配置行为如何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率的研究也是极其不足的ꎮ
但是ꎬ深入研究上述问题ꎬ有助于正确理解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土地流

转活动对于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效果ꎬ对于中国在新形势下稳定农业产量、保障

农产品供应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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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关于农户要素市场参与行为———特别是农户土地租赁———对农村居民收

入分配的影响效果的研究尚不充分ꎮ 长期以来ꎬ对于土地流转活动可能会扩大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加剧农村社会两极分化的担忧一直是阻碍中国农村土地产

权制度改革与土地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目前ꎬ已有较多的文献考察了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活动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ꎬ〔４５〕但缺乏农村土地租赁活

动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效果的研究文献ꎬ更缺乏同时考察农户参与劳动

力市场与土地租赁市场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效果的研究文献ꎮ 对这一问

题的研究无疑可以解答学术研究者和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推进中国农村土地市

场发展的担忧和疑虑ꎮ
５. 关于农户的各种要素市场参与方式如何影响其生产收入的研究尚不完

整ꎮ 已有的文献在研究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户生产、收入水平的影响效果时ꎬ大
都只考察了其中的一种转移就业形式———迁移就业或异地转移就业ꎬ而没有考

察另外一种重要的转移就业形式———本地非农就业或就地转移就业ꎮ 虽有少数

文献研究了农村劳动力不同转移就业方式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及其消费、投资

支出的影响ꎬ〔４６〕但没有考虑农户的土地要素配置行为ꎬ而是简单地将农户土地

经营规模当作一个外生变量引入经济计量模型ꎮ 然而ꎬ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这

两种不同的转移就业方式ꎬ对农户的土地租赁市场参与行为、农业生产、家庭收

入及支出决策可能都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ꎮ 在研究土地租赁活动对农户农业

生产的影响效果时ꎬ已有文献仅考察了土地租入行为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ꎬ却
没有考察土地租出行为的影响ꎮ〔４７〕 然而ꎬ全面考察农村土地租赁活动对农业生

产的影响ꎬ需要同时从土地租入方和土地租出方分别考察农户土地租入行为和

土地租出行为的影响ꎬ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ꎬ得出整个农村土地租

赁活动对中国农业生产的总体影响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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