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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流转与资源配置效率


———基于农户模型的理论分析

陈训波１，２

（１．西南民族大学，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２．清华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使用农户模型对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资源配置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在完全的市场
条件下，单一要素价格的上升将使农业生产的所有要素需求下降；在不完全的市场条件下，农村土地流转市

场活跃程度的提高，会使土地供给者增加土地供给，同时也使土地需求者增加土地需求，并使资源由生产效

率低的农户向生产效率高的农户转移，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农村土地市场完善程度越高，均衡时的土

地交易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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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都

得到了很大提高，与此同时收入增长结构发生了很

大变化，收入来源多元化、市场化和非农化的基本

格局已经形成（盛来运，２００５）。按出乡务工３个月
以上口径统计，２００４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 １．１８
亿人，在乡镇企业就业人员１．３６亿人，剔除重复计
算部分，估计非农产业的农民工人数大概在２亿人
以上（韩长赋，２００６）。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农村土地流

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由于农

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过短，并且在转让过程中

的约束过多，因而不能形成稳定的租赁关系，导致

土地转让的规模很小，并且出现了耕地“抛荒”现

象。熊祥强等（２００６）对重庆市忠县三汇镇的调查
发现，该镇土地抛荒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６．２％，其
中常年抛荒和季节性抛荒分别占６２％和３８％。董
晓波（２００７）的调查表明，安徽省２００２年土地抛荒
面积为８９５．３２３千公顷，约占粮食播种面积的１％。
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后劲不足。在农村仍

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东部沿海地区出现

了“民工荒”现象。从２００３年开始，中国沿海地区
劳动密集型企业正面临工人短缺的境遇，很多民营

企业为招不到员工而发愁，不少工厂由于工人不足

而被迫减产，甚至停产。“民工荒”是我国劳动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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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供需方面出现的新矛盾，将对我国经济，尤其是

沿海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农民是否愿意从事

非农业劳动，主要取决于农业工资水平和非农业工

资水平的差异。“民工荒”现象的出现，表明二者的

差异在缩小甚至出现了倒挂。因此，农村劳动力和

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

理论课题。

在理论模型方面，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在效
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基础上建立了体现劳动异

质性的一般均衡竞争市场模型，研究了土地重新分

配对工资的冲击效应，并利用印度 １５９个行政区
１９６０到１９６１年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理论分
析认为，在一定的假设下，由于的财富和闲暇的作

用的反向变动，局部土地改革对工资的冲击是不确

定的；而实证分析表明从大农场到小农场的土地重

新分配显著提高了农村工资水平而使无地农户受

益，但同时扩大了工资的性别差异。姚洋（２００４）的
模型则在农民劳动异质性的基础上考虑了农村劳

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并讨论了在没有土地租

赁市场和土地租赁市场具有不同活跃程度时农户

行为的变化。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

国的实际情况，利用农户模型进一步研究不完全市

场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以期

能为有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决策提供参考。

二、完全市场下的农户决策与资源配置

由于农民的收入较低，进城的农民工拿的是低

工资，干的却经常是高风险、高危害、超长工作时间

的工作，可以看出农民的目标主要是追求收入。因

此，后面的分析均假设代表性农户决策时以收入最

大化为目标，生产时则表现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

标。农户有两种初始禀赋，劳动时间 Ｌ０和土地 Ｚ０，
并且在土地不变时劳动相对过剩。

假定土地只生产一种产品，具有二阶连续可

导、严格凹的生产函数 ｅｆ（Ｌ，Ｚ，Ｋ），且满足：ｆ″ｉｉ＜０；
ｆ″ｉｊ＞０；ｉ，ｊ＝Ｌ，Ｋ，Ｚ。其中，Ｌ代表农业生产使用的劳
动，Ｚ代表土地，Ｋ代表资本；ｅ表示农户家庭组织生
产的能力，由农民的个人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

程度等）决定。用ｒ表示资本投入的单位成本，Ｐ表
示农产品的价格，ｗ表示工资水平，Ｒ表示土地租金
水平，且都以农户消费品的价格表示。农户可能的

收入来源有三种：从事农业生产的利润、务工收入

和土地租金收入。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

土地市场时，农户决策的最优化如下：

ｍａｘ
Ｌ，Ｋ，Ｚ
Ｙ＝ｐｅｆ（Ｌ，Ｋ，Ｚ）－ｒＫ－ｗ（Ｌ－Ｌ０）－

Ｒ（Ｚ－Ｚ０）
一阶条件为：

ｐｅｆＬ（Ｌ，Ｋ，Ｚ）＝ｗ
ｐｅｆＫ（Ｌ，Ｋ，Ｚ）＝ｒ
ｐｅｆＺ（Ｌ，Ｋ，Ｚ）＝Ｒ

记利润最大化时的资源配置为（Ｌ，Ｋ，Ｚ），
则农户的总收入为：

Ｙ＝ｐｅｆ（Ｌ，Ｋ，Ｚ）－ｒＫ ＋（Ｌ０－Ｌ）ｗ＋

（Ｚ０－Ｚ）Ｒ
令Ｂ为海塞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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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最优化问题存在最大值时满足行列式

Ｂ ＜０。
对一阶条件求全微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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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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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ｗ－ｅｆ′ＬｄＰ

ｄｒ－ｅｆ′ＫｄＰ

ｄＲ－ｅｆ′Ｚ





ｄＰ

利用克莱姆法则（Ｃｒａｍｅｒ’ｓｒｕｌｅ）和海塞矩阵的
性质，可以证明（见附录）：

Ｙｉ
Ｘｊ
＜０

其中ｉ的取值为１、２、３，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和
土地；ｊ的取值为１、２、３，分别代表工资、利率和土地
流转价格。

由上述分析，有命题一：影响农户决策的三个

价格变量 ｗ、ｒ和 Ｒ的其中之一变化时，劳动、资本
和土地投入量将同时反向变动。

三、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农户决策与一

般均衡分析

１．不完全市场下的农户决策
假定农民可以兼业，Ｌｆ表示农户在农业部门的

家庭劳动时间，Ｌｎ表示农户在非农业部门的劳动时
间。要素可以流动，由于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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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对较低，为简化分析，假设农村劳动力市场是

完全的；而土地市场和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市场是不

完全的，需要一定的交易成本。Ｃｎ表示农户从事非
农业劳动的成本，Ｃ（Ｍ）表示租出或租入农村土地
的成本，并假设农村土地和劳动的交易双方具有相

同的交易成本；Ｍ表示土地交易的自由度，且满足
Ｃ′（Ｍ）＜０。

假定土地只在农民之间流转。用 Ｚｒ表示农户
租出的土地，Ｚｈ表示农户租入的土地，则农户拥有
的总土地为 Ｚ＝Ｚ０＋Ｚｈ－Ｚｒ。用 Ｌｆ表示农户投入
自己土地的劳动，Ｌｈ表示农户雇佣的农村劳动，Ｌｒ
表示农户向农村劳动市场提供的劳动，则农户投入

生产的总劳动为Ｌａ＝Ｌｆ＋Ｌｈ。
设θ（ｅ）为农民在非农业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

且θ′（ｅ）＞０，则农民在非农业部门就业时，可以获
得的工资水平为θ（ｅ）（ｗｎ－ｃｎ）。

农户的家庭收入最大化问题为：

ｍａｘＹ＝Ｐｅｆ（Ｌａ，Ｋ，Ｚ）＋θ（Ｗｎ－Ｃｎ）Ｌｎ＋
Ｗａ（Ｌｒ－Ｌｈ）－ｒＫ＋［Ｒ－Ｃ（Ｍ）］Ｚｒ－
［Ｒ＋Ｃ（Ｍ）］Ｚｈ

ｓ．ｔＬ０＝Ｌｎ＋Ｌｆ＋Ｌｒ
Ｌａ＝Ｌｆ＋Ｌｈ
Ｚ＝Ｚ０＋Ｚｈ－Ｚｒ

将Ｌａ、Ｌｆ用Ｌ０、Ｌｎ、Ｌｈ和 Ｌｒ来表示，并假设有内
部解，则农户对于资源配置的一阶条件为：

Ｌｎ：－ｐｅｆ′Ｌ＋θ（Ｗｎ－Ｃｎ）＝０
Ｌｈ：ｐｅｆ′Ｌ－Ｗａ＝０
Ｌｒ：－ｐｅｆ′Ｌ＋Ｗａ＝０
Ｋ：ｐｅｆ′Ｋ－ｒ＝０
Ｚｈ：ｐｅｆ′Ｚ－［Ｒ＋Ｃ（Ｍ）］＝０
Ｚｒ：－ｐｅｆ′Ｚ＋［Ｒ－Ｃ（Ｍ）］＝０
根据一阶条件，农户劳动的配置情况如下：

（１）非农业部门的劳动供给：当 θ（Ｗｎ－Ｃｎ）＞
ｍａｘ｛Ｗａ，ｐｅｆ′Ｌ｝时，非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
部门的工资水平和农户生产的边际收益，农户将选

择向非农业部门供给劳动。

（２）农业部门的劳动供给：当Ｗａ＞ｍａｘ｛θ（Ｗｎ－
Ｃｎ），ｐｅｆ′Ｌ｝时，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非农业部门
的工资水平和农户生产的边际收益，农户将选择向

农业部门供给劳动。

（３）农业部门的劳动需求：当 ｐｅｆ′Ｌ＞Ｗａ时，农户
将选择以工资水平Ｗａ雇佣劳动进行生产。

根据一阶条件，农村土地的配置情况如下：

（１）当Ｒ－Ｃ（Ｍ）＞Ｐｅｆ′Ｚ时，农户将出租土地；
（２）当Ｐｅｆ′Ｚ＞Ｒ＋Ｃ（Ｍ）时，农户将租入土地；
（３）当Ｒ－Ｃ（Ｍ）≤Ｐｅｆ′Ｚ≤Ｒ＋Ｃ（Ｍ）时，农户将

自给自足，既不租入土地也不租出土地。

２．劳动力市场均衡分析

记ａ＝
Ｗａ

Ｗｎ－Ｃｎ
，则θ（ｅ）＞ａ时，农民在非农业部

门就业的实得工资高于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工资，反

之则农民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工资高于在非农业部

门就业的实得工资。

（１）农户的劳动边际收益曲线与非农业部门实
得工资水平线的交点方程求解如下：

由ｐｅｆ′Ｌ＝θ（ｅ）（ｗｎ－ｃｎ），有
ｅ
θ（ｅ）

＝
ｗｎ－ｃｎ
ｐｆ′Ｌ

。

记ｅ＝ｇ２（Ｌ，Ｋ，Ｚ，Ｐ，ｃｎ，ｗｎ），可得 Ｌ＝ｇ
－１
２ （ｅ，

Ｋ，Ｚ，Ｐ，ｃｎ，ｗｎ），其中ｇ
－１
２ （．）为ｇ２（．）的反函数。

记ｅ２ 为农户使用全部家庭劳动Ｌ０进行生产的
边际收益恰好等于非农业部门工资水平时的生产

效率值，则ｅ２ ＝ｇ２（Ｌ０，Ｋ，Ｚ，Ｐ，ｃｎ，ｗｎ）。
（２）农户的劳动边际收益曲线与农业部门工资

水平线的交点方程求解如下：

由ｐｅｆ′Ｌ＝ｗａ，有ｅ＝
ｗａ
ｐｆ′Ｌ
。

记ｅ＝ｇ１（Ｌ，Ｋ，Ｚ，Ｐ，ｗａ），可得 Ｌ＝ｇ
－１
１ （ｅ，Ｋ，Ｚ，

Ｐ，ｗａ）。

记ｅ１ 为农户使用全部家庭劳动Ｌ０进行生产的
边际收益恰好等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时的生产效

率值，则ｅ１ ＝ｇ１（Ｌ０，Ｋ，Ｚ，Ｐ，ｗａ）。
在人多地少、土地相对稀缺时，只有生产效率

较高的农户才能保持较高的劳动边际收益，从而使

用较多的劳动量。一般来说，非农就业的工资水平

高于农业生产。为简化分析，假设生产效率为 ｅ１
的农户能在非农业部门获得比农业部门高的工资

水平，即 θ（ｅ１）＞ａ。同时假设：ｅ，ｅ１，ｅ２∈［ｅｍｉｎ，
ｅｍａｘ］，则不同类型家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情况
可以总结如表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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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类型家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情况

家庭ｅ的取值区间 家庭劳动 农业劳动需求 农业劳动供给 非农业劳动供给

［ｅ２，ｅｍａｘ］ Ｌ０ ｇ－１２ －Ｌ０ ０ ０

［ｅ１，ｅ２） ｇ－１１ ｇ－１２ －ｇ
－１
１ ０ Ｌ０－ｇ

－１
１

［θ－１（ａ），ｅ１） ｇ－１１ ｇ－１２ －ｇ
－１
１ ０ Ｌ０－ｇ

－１
１

［ｅｍｉｎ，θ
－１（ａ）） ｇ－１２ ０ Ｌ０－ｇ

－１
２ ０

　　　　　　　注：ｇ－１２ （．）和θ
－１（．）分别是ｇ２（．）和θ（．）的反函数

　　（３）令φ（ｅ）为ｅ的概率密度函数，根据上表，农
村劳动力市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分别为：

ＬＡＤ ＝∫
ｅ２

θ－１（ａ）
（ｇ－１２ －ｇ

－１
１）φ（ｅ）ｄｅ＋

∫
ｅｍａｘ

ｅ２
（ｇ－１２ －Ｌ０）φ（ｅ）ｄｅ

ＬＡＳ ＝∫
ｅ２

θ－１（ａ）
（ｇ－１２ －ｇ

－１
１）φ（ｅ）ｄｅ＋

∫
θ－１（ａ）

ｅｍｉｎ
（Ｌ０－ｇ

－１
２）φ（ｅ）ｄｅ

由ＬＡＤ ＝ＬＡＳ可得均衡的劳动量和工资水平

（Ｌ，Ｗａ）。
农村向非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总供给为：

ＬＮＳ ＝∫
ｅ２

θ－１（ａ）
（Ｌ０－ｇ

－１
１）φ（ｅ）ｄｅ

３．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均衡
（１）农户的土地边际收益曲线与土地租入成本

线的交点方程求解如下：

令ＰｅｆＺ′＝Ｒ＋Ｃ（Ｍ），则ｅ＝
Ｒ＋Ｃ（Ｍ）
ＰｆＺ′

。

记ｅ＝Ｒ＋Ｃ（Ｍ）ＰｆＺ′
＝ｈ１（Ｒ，Ｃ（Ｍ），Ｐ，Ｌ，Ｋ，

Ｚ），则Ｚ＝ｈ－１１ （ｅ，Ｒ，Ｃ（Ｍ），Ｐ，Ｌ，Ｋ）。

记ｅｈ 为利用自有土地生产的边际产值刚好等

于租入土地的价格的农户的效率，则 ｅｈ ＝
Ｒ＋Ｃ（Ｍ）
ＰｆＺ′（Ｚ０）

＝ｈ１（Ｒ，Ｃ（Ｍ），Ｐ，Ｌ，Ｋ，Ｚ０），效率比ｅｈ

更高的农户会有土地需求。

（２）农户的土地边际收益曲线与土地租金收入
线的交点方程求解如下：

令ＰｅｆＺ′＝Ｒ－Ｃ（Ｍ），则ｅ＝
Ｒ－Ｃ（Ｍ）
ＰｆＺ′

。

记ｅ＝Ｒ－Ｃ（Ｍ）ＰｆＺ′
＝ｈ２（Ｒ，Ｃ（Ｍ），Ｐ，Ｌ，Ｋ，Ｚ），

则Ｚ＝ｈ－１２ （ｅ，Ｒ，Ｃ（Ｍ），Ｐ，Ｌ，Ｋ）。

ｅｒ 表示利用自有土地生产的边际产值刚好等

于土地的租金收入的农户的效率，则 ｅｒ ＝
Ｒ－Ｃ（Ｍ）
ＰｆＺ′（Ｚ０）

＝ｈ２（Ｒ，Ｃ（Ｍ），Ｐ，Ｌ，Ｋ，Ｚ０），效率比 ｅｒ

低的农户会有土地供给。

根据上述分析，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土地流转市

场上的供求情况总结如表２：

表２　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上的供求情况

家庭ｅ的取值区间 家庭类型 土地供给 土地需求

［ｅｍｉｎ，ｅｒ） 土地租出 Ｚ０－ｈ２（ｅ） ０

［ｅｒ，ｅｈ） 自给自足 ０ ０

［ｅｈ，ｅｍａｘ） 土地租入 ０ ｈ１（ｅ）－Ｚ０

（３）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分
别为：

ＺＤ ＝∫
ｅｍａｘ

ｅｈ
（Ｚ－Ｚ０）φ（ｅ）ｄｅ

＝∫
ｅｍａｘ

ｅｈ
（ｈ－１１ －Ｚ０）φ（ｅ）ｄｅ

ＺＳ ＝∫
ｅｒ

ｅｍｉｎ
（Ｚ０－Ｚ）φ（ｅ）ｄｅ

＝∫
ｅｒ

ｅｍｉｎ
［Ｚ０－ｈ

－１
２（ｅ）］φ（ｅ）ｄｅ

由ＺＤ＝ＺＳ，可以得到土地流转市场的均衡租金

水平Ｒ和均衡土地租赁交易量Ｚ。

四、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对资源配置的

影响

１．土地市场改革（即 Ｍ增加）对农户家
庭资源配置的影响

按照土地市场的三种家庭类型和劳动力市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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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种类型进行组合，共有１２种可能的家庭类型，
下面按对土地的需求类型分三大类进行分析。

（１）需求土地的家庭：土地市场改革将减少土
地的实际租入成本，按照前面对农户决策的分析，

农户作为要素需求方时将增加要素（包括土地、劳

动和资本，下同）需求，作为要素供给方时将减少要

素的供给。

（２）土地自给自足的家庭：对于土地改革前后
都处于自给自足的家庭，改革对其没有影响。而一

部分原来属于土地自给自足但效率较高的农户经

过改革转变成土地流转市场的需求方，从而增加对

所有要素的需求；一部分原属于土地自给自足但效

率较低的农户转变为土地流转市场的供给方，从而

增加土地和劳动的供给，减少对资本的需求。

（３）供给土地的家庭：土地市场改革将增加土
地的实际租金收入，此类农户作为要素需求方时将

减少对要素的需求，作为要素供给方时将增加要素

供给。

命题二：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活跃程度提高将使

供给土地的农户减少要素需求，增加要素供给；使

需求土地的农户增加要素需求，减少要素供给；而

对土地自给自足的农户没有影响。

由于供给土地的农户生产效率较低，而需求土

地的农户生产效率较高，由命题二可以得到命题

三：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活跃程度提高将使资源由效

率低的农户向效率高的农户转移，从而提高农业部

门的资源配置效率。

２．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对土地流转市场均
衡的影响

参照姚洋（２００４）的方法，可以证明：
ＺＤ
Ｍ
＝
ＺＤ
Ｃ（Ｍ）

×ｄＣｄＭ＞０

ＺＳ
Ｍ
＝
ＺＳ
Ｃ（Ｍ）

×ｄＣｄＭ＞０

由上述两式有命题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活跃

程度提高使得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土地供给曲线

和土地需求曲线同时右移，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供

给和需求增加，并且将增加均衡时的土地量 Ｚ，即
ｄＺ
ｄＭ ＞０。

五、结论

本文在农户劳动的异质性和土地相对稀缺的

假设下分别分析了不同市场条件下追求收入最大

化的农户的行为决策方式和资源配置效率。分析

发现：（１）在完全的市场条件下，单一要素价格的变
动将使农户对所有要素的需求反方向变动；（２）在
不完全的市场条件下，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将提高土

地市场的完善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使资源由效率

低的农户向效率高的农户转移，从而提高农业部门

的资源配置效率；（３）土地市场完善程度越高，均衡
时的土地交易量越大。

附录：

Ｌ
ｗ
＝

ｐｅｆ″ＫＫ ｐｅｆ″ＫＺ
ｐｅｆ″ＺＫ ｐｅｆ″ＺＺ

Ｂ ＜０（可将分子看作用

Ｋ、Ｚ做最优化时的海塞矩阵）

Ｋ
ｗ
＝－

ｐｅｆ″ＫＬ ｐｅｆ″ＫＺ
ｐｅｆ″ＺＬ ｐｅｆ″ＺＺ

Ｂ

＝
ｐｅｆ″ＺＬｐｅｆ″ＫＺ－ｐｅｆ″ＫＬｐｅｆ″ＺＺ

Ｂ ＜０

Ｚ
ｗ
＝

ｐｅｆ″ＫＬ ｐｅｆ″ＫＫ
ｐｅｆ″ＺＬ ｐｅｆ″ＺＫ

Ｂ

＝
ｐｅｆ″ＫＬｐｅｆ″ＺＫ－ｐｅｆ″ＺＬｐｅｆ″ＫＫ

Ｂ ＜０

Ｌ
ｒ
＝－

ｐｅｆ″ＬＫ ｐｅｆ″ＬＺ
ｐｅｆ″ＺＫ ｐｅｆ″ＺＺ

Ｂ

＝
ｐｅｆ″ＺＫｐｅｆ″ＬＺ－ｐｅｆ″ＬＫｐｅｆ″ＺＺ

Ｂ ＜０

Ｋ
ｒ
＝

ｐｅｆ″ＬＬ ｐｅｆ″ＬＺ
ｐｅｆ″ＺＬ ｐｅｆ″ＺＺ

Ｂ ＜０（可将分子看作用 Ｌ、

Ｚ做最优化时的海塞矩阵）

Ｚ
ｒ
＝－

ｐｅｆ″ＬＬ ｐｅｆ″ＬＫ
ｐｅｆ″ＺＬ ｐｅｆ″ＺＫ

Ｂ

＝
ｐｅｆ″ＺＬｐｅｆ″ＬＫ－ｐｅｆ″ＬＬｐｅｆ″ＺＫ

Ｂ ＜０

Ｌ
Ｒ
＝

ｐｅｆ″ＬＫ ｐｅｆ″ＬＺ
ｐｅｆ″ＫＫ ｐｅｆ″ＫＺ

Ｂ
５

陈训波：农村土地流转与资源配置效率



＝
ｐｅｆ″ＬＫｐｅｆ″ＫＺ－ｐｅｆ″ＫＫｐｅｆ″ＬＺ

Ｂ ＜０

Ｋ
Ｒ
＝－

ｐｅｆ″ＬＬ ｐｅｆ″ＬＺ
ｐｅｆ″ＫＬ ｐｅｆ″ＫＺ

Ｂ

＝
ｐｅｆ″ＫＬｐｅｆ″ＬＺ－ｐｅｆ″ＬＬｐｅｆ″ＫＺ

Ｂ ＜０

Ｚ
Ｒ
＝

ｐｅｆ″ＬＬ ｐｅｆ″ＬＫ
ｐｅｆ″ＫＬ ｐｅｆ″ＫＫ

Ｂ ＜０（可将分子看作用 Ｌ、

Ｋ做最优化时的海塞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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