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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理的农地流转价格是农地得以顺畅流转的重要保证.本文通过分析当前中国

农地流转价格偏离的形成逻辑,认为缺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导致缺乏农地流转需求以

及 “人情租”的广泛存在是流转价格偏低的主要因由,而政府对规模经营的过分推

崇、市场过度竞争以及农民 “敲竹杠”行为是流转价格偏高的主要因由.此外,本文

进一步分析了农地流转价格偏离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认为农地流转价格偏低虽然能促

进 “中坚农民”发展,但也造成一定程度的抛荒撂荒,而农地流转价格偏高在激励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规模效益和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也造成了规模经营者的 “非粮

化”和毁约弃耕.据此,本文提出了构建农地流转定价机制、设置准入门槛、完善社

会保障以及精准补贴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地流转;价格偏离;形成机理;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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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

明了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方向.２０１９年中央１号文件进一步指出

“健全土地流转规范管理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

模经营”.而通过农地流转集中是化解中国农地细碎

化经营格局的重要策略.早在１９８４年中央１号文件

就提出 “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２０１３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鼓励农地承包经营权向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在这一背景下,各地政府以

土地要素为核心,以农地流转为抓手,大力推进多

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２１世纪以来,农地流

转逐渐进入了一个加速期,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中国农

地流转率平均每年以２０５３％的速度提升,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 农 地 流 转 环 比 增 速 已 经 由 两 位 数

(１０９％)下降到个位数 (５４％),但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农地流转价格却平均每年以２４６０％的速度上

升,明显高于农地流转速度,但近年来,农地流转

价格水平一直保持高位水平运行[１Ｇ２].土地流转网交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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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数据显示,许多地方水田农地流转价格已超过

１０００元/亩年 (１亩＝１/１５hm２),有些经济发达

省份甚至突破了３０００元/亩年,但在农地流转价

格长期处于高位运行的同时,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缓慢的地区,发生在亲友邻居间的自发分散流

转价格却标低,甚至零地租也广泛存在.导致这种

农地流转价格偏离的形成机理是什么,农地流转价

格偏离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进一步思考,偏高或偏

低的农地流转价格对粮食安全有什么影响? 探索农

地流转价格的形成逻辑以及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有助

于解释这些问题.
已有研究开始关注农地流转价格偏离乱象,早

些年学者们重点关注价格偏低问题.有学者从经济

学视角分析,认为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产权

不完整、主体虚无、承包经营权的价值性和商品性

模糊是造成农地流转价格偏低的重要原因[３Ｇ５];还

有学者从社会学视角分析,认为 “人情租”的广泛

存在导致了农地流转价格偏低[６].当前也有少量学

者关注农地流转价格快速上涨以及引致的风险问

题,认为流转价格的快速上涨阻碍了农地流转与适

度规模经营[７],不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高额地租

还将推动耕地 “非粮化”,迫使经营者种植高附加

值作物而放弃粮食生产,而 “非粮化”将影响国家

粮食安全目标,此时政府不得不通过高补贴维持规

模生产,也容易诱发纠纷,影响农村社会稳定[８Ｇ９].
已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但尚未

见文献将农地流转价格偏高和偏低纳入统一的分析

框架,也未系统分析农地流转价格偏离对对粮食安

全的影响,而此方面研究对于促进农地有序流转、
维护双方利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遏制耕地

“非粮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因此,本文通过研究农地流转价格偏离

的形成逻辑以及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以期为乡村振

兴战略有效实施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序推进提供理

论参考.

２　农地流转价格偏离的概念界定及形成逻辑

２１　农地流转价格偏离的概念界定

２１１　农地流转应然价格

现有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评估主要基于

农地估价的方法,以收益法为主要研究方法,针对

不同的评估对象和内容进行估价[１０].收益现值法是

以未来预期收益折现为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
而农地承包经营权本质属于无形资产,使用收益法

评估农地流转价格是可行和合理的[１１].借鉴农地估

价理论和方法,农地流转价格为:

V＝∑
n

t＝１

Rt

(１＋i)t
(１)

式中,V 为n 年农地流转价格,Rt 为第t年预期

农地年净收益,n 为农地流转期限,i为折现率,参

考同期贷款利率.

Rt＝S－C＋G (２)
式中,S 为农业生产收益,C 为生产成本,包

括:C０ 为提留费,C１t 为物质生产成本,C２t 为人力成

本,G 为政府补贴.

S＝P×Q (３)

V＝∑
n

t＝１

PtQt－C０－C１t－C２t＋G
(１＋i)t

(４)

以中籼稻为例,物质成本包括化肥、农药、机

械等成本,人工成本包括雇工和家庭劳动力成本.
折现率按贷款利率算,大约为６％.单产按１３００
斤/亩 (１斤＝０５kg)、价格按中籼稻收购价１２６
元/斤计算 (表１),得出农地流转１年应然价格为

５７０１６元,即为农地流转的理论均衡价格.

V＝∑
n

t＝１

PtQt－C＋G
(１＋i)t ＝

６０４３７
１＋００６＝５７０１６

表１　主要农产品成本与收益情况

单位:元

水稻

单产 １３００

单价 １２６

物质成本 ４６３９０

人力成本 ５８６７３

提留费 ７０

政府补贴 ８７

纯收益 ６０４３７

　　数据来源:物质成本和人力成本来源于 «全国农产品收益与成

本汇编»(２０１９),其他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

２１２　农地流转价格偏离

根据农地流转理论均衡价格以及现实中平均农

地流转价格,一般认为如果农地流转价格高于农地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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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收益一定幅度为农地流转价格偏高,如农地流转

价格高于７００元/亩,已超出一般农户的平均收益,
但现实中大量流转案例已超过７００元/亩,甚至达到

１０００元/亩以上.５７０１６元/亩为理论上的农地流

转应然价格,但现实中,农业经营存在一定风险,
包括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因此,作为理性的农

民,农地流转价格低于应然价格一定幅度也能接

受.而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农地流转价格平

均为５００元/亩左右.低于平均价格一定幅度,例

如,低于４００元/亩属于农地流转价格偏低.而现

实中大量存在农地流转价格为２００~３００元/亩,甚

至零地租也广泛存在.因此,本文认为,农地流转

价格偏离即价格偏离均衡价格 (应然价格)较大幅

度,但这个幅度较为模糊,一般认为,当前农地流

转价格超过７００元/亩为偏高,而４００元/亩以下为

偏低.
当前农地流转价格存在偏离现象[１２],即偏高与

偏低同时并存.农地流转价格偏低主要发生在小农

户之间的自发流转,而偏高主要发生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较好的地区,具体如图１所示.

图１　农地流转价格偏离的影响因素

２２　农地流转价格偏低的形成逻辑

２２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欠缺地区对农地流转需求

不足

调研发现,农地流转价格偏低主要存在于缺乏

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种植大户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村地区,发生在农户之间自发的

零星流转.在当前政府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背景下,仍然有些农村地区主要受地理位置、
基础设施和地形影响,还未形成规模经营.位置

偏僻以及基础设施太差增加了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成本,而地形不平整也影响土地的集中连片.因

此,这些地方难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需

求也显得不足,导致了农地流转价格低下.例如,
湖北省 G县 Q 村是一个偏远的贫困村,地处丘陵

地带,公路等交通条件都相对较差,该村少有家庭

农场和合作社,附近也没有农业企业,农地流转以

亲友邻居之间的自发流转为主,平均价格为２００~
３００元/亩,也存在零地租情况.在缺乏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农村地区,由于农地流转市场缺乏有效

需求,农民会在低价转给熟人还是抛荒撂荒中做出

选择.课题组在 Q 村调研发现,该村存在一定程

度的抛荒撂荒,而在另外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较

多且农地流转价格相对较高的村庄,抛荒撂荒却极

为少见.

２２２　熟人社会下 “人情租”的广泛存在

当前中国农村农地流转以 “村落里的熟人”间

的关系型流转为主,发生于亲友邻居、同村普通农

户之间的农地流转合约占比高达８８４８％,而在缺

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村地区,亲友邻居之间的

农地流转比例几乎达到１００％[１３].在熟人社会中,
血缘、地缘关系成为人们之间的主要联结纽带,人

际交往遵循乡土伦理规范,如人情、面子等,由此

建立起来的交往关系是一种互惠关系,而不是赤裸

裸的利益关系[６],此外,农民将农地低价流转给亲

友邻居还能得到他们对在家老人和小孩的关照[１４].
胡新艳通过对全国９个省份的调查发现,流转给亲

友邻居的农地流转价格比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要低[１５].此外,很多农民将土地视为命根子,为

了能在返乡时确保收回土地,确保农地不遭到破坏

性使用,农民宁愿将农地低价甚至无偿流转给信任

的亲戚朋友.“人情租”广泛存在于农户之间自发的

小规模流转,归根到底还是当地缺少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对农地的需求,２０１５年,中国耕地经营规模在

１０亩以下的农户占８５７４％[１６].农民收获 “人情”
关系确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当前大部分农民经济

上并不富裕,他们内心对农地流转在经济收益上的

期盼显然要大于在乡情方面的期盼[２].一旦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给出一个 “心动”价时,大多数农户

可能会选择高价而放弃 “人情”.

２３　农地流转价格偏高的形成逻辑

２３１　政府对规模经营的过分推崇

政府引导农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现象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有些行政村被上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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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要求农地流转达到一定规模.例如,调研发现,
湖北省J县 M 乡各行政村被乡镇政府要求２０１９年农

地流转必须达到７５％以上.政府主导农地流转能在

一定程度上平衡各方利益,确保农地流转顺利进行,
当然也有可能源于其追求政绩的动机[６].但政府部

门对规模经营的过分推崇将会推高农地流转价格.
第一,有些地方政府在农地规模流转中规定了最低

价格,主要是为了保障转出户的合理收入不被规模

经营主体侵占.例如,安徽省 L县规定了农地流转

的每亩年租金不得低于４００斤稻谷.第二,不同农

户对农地流转价格的期望不同,但政府为了实现持

续稳定的规模流转,必须给出让多数承包户满意的

“心动价”,该价格普遍接近甚至超过市场流转的

“天花板”价格[１７].第三,政府通过对规模经营主

体的农业补贴和农地流转补贴,增加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农业经营利润,也顺势推高了农地流转价

格.但农业补贴政策正经历内卷化困境,即政府对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补贴,初衷是帮助其增加农业

经营利润和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但在复杂的土地分

配利益结构中,相当一部分补贴转化成了农地流转

价格[１８].

２３２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集中连片土地的过度

竞争

在政府的扶持下,许多地方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得到了蓬勃发展,既由本土成长起来的种养大户、
家庭农场和合作社,也吸引了外来资本下乡.为获

得稀缺的集中连片土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不

断抬高农地流转价格加剧了对土地的竞争.例如,
位于湖北省的江汉平原,近几年来发展 “虾稻共

作”,平均每亩土地可以获得利润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元,
是传统粮食作物的４~５倍,较高的经济收益加剧了

新型农业经济主体对集中连片土地的竞争,甚至吸

引了著名的房地产企业 M 集团.２０１８年,该集团旗

下农业发展公司与湖北省 L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计划流转３０万亩农地发展 “双水双绿” (“绿色水

稻＋绿色水产品”,实为 “虾稻共作”模式升级版),
其农地流转价格远高于当地价格水平.此外,有些

农村地区发展经济作物,农地收入有了较大增幅,
吸引了不同形式规模经营主体对农地的需求.例如,
湖北省J县 M 乡C村,吸引了Z市的一家蔬菜合作

社,通过流转农民旱地种植白萝卜销往全国各地,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收益,农地流转价格也达到了

１０００元/亩以上.

２３３　少数农户 “敲竹杠”拉高了农地流转价格

在中国当前农地制度下,集中连片土地都流转

于众多小农户分布于多处的农地.当农户自发间流

转农地时,转出农户处于弱势地位,只能通过低价

流转给 “熟人”,而一旦在政府的推动下将农地流

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时,农户又由单一的、分散

的个体变成了规模流转中的统一的、集体行动的整

体,驱使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地位从分散弱势走向

集体行动的强势转变[２].这为少数农户的 “敲竹

竿”行为创造了条件.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较

为可观的收入时,个别农户可能会眼红,以收回流

转农地作为威胁,以此要求提高农地流转价格.虽

然流转农地之初,双方会签订合同,但在农村,合

同的约束性相对较差,在国家三令五申 “不得违背

农民意愿强行流转、不得损害农民权益”的政策

下,地方政府往往为了息事宁人也会要求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将农地退还农民,但为了保持集中连片土

地的完整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只能被动接受提高

农地流转价格的要求.而少数农户农地流转价格的

提高势必会传导给其他农户,最后结果是农地流转

价格的整体提高.如果少数农户 “敲竹杠”行为得

不到有效遏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经营利润

最终被挤压到微利甚至亏损地步.

３　农地流转价格偏低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农地流转价格偏低有利于发展 “中坚农民”并

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但也会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农地的抛荒撂荒.

３１　有利于发展 “中坚农民”并提高粮食生产效率

当前农村还有一小部分年富力强的农民,可能

因为农村有年迈父母或年幼子女需要照顾,也可能

因为家中有病人而无法进城务工经商,在家务农

时,除耕作自家责任田外,还有余力流转亲戚朋友

外出务工留下的农地.这样的农村家庭,主要收入

在村庄、社会关系在村庄,保持了家庭生活完整,
参与村庄各种社会事务,成为村庄社会结构中的

“中坚 农 民”[１７].当 农 地 流 转 价 格 较 低 时,这 类

“中坚农民”可以获得相对较多的农地,规模大约

３０~５０亩,达到适度规模经营.而当周围农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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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价格大幅上涨时,这类农民便会被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挤出农村,因为仅靠户均不超过１０亩的农地

根本无法发家致富,所以偏低的农地流转价格是

“中坚农民”的生存土壤.从农地利用效率上看,
“中坚农民”以农业收入为主,所以一定是都是精

耕细作,农地产出率既高于一般农户,也高于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同时由于 “中坚农民”是具有一定

素质的年富力强农民,有着比较强的采用农业新技

术的动力和能力,在采用新型农业技术时,可以与

老人农业形成互补[１９],这也将提高农地产出率.

３２　偏低的流转价格可能造成农地的抛荒撂荒

由于农业比较效益相对较低,当前农村有大量

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农地抛荒

撂荒.在农地流转价格较低的农村地区,一部分农

民把农地交给在家老人耕作,一部分农民将农地流

转给信得过的亲友邻居,还有一部分农民担心失去

作为最后保障的农地,宁愿撂荒也不愿意低价流转

给不信任的外来承包户.农民之所以宁愿撂荒也不

愿意低价流转农地,主要原因是当前的农地还承载

着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功能,现在大多数农民虽

然平时在城里打工经商,但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
在城里失业或者年老无法继续打工时,农地还是他

们最后的保障.虽说当前农地都进行了确权,但很

多农民还是担心农地流转出去后难以收回,除非是

信得过的亲友邻居.因此,在农地流转价格偏低的

情况下,许多农民图省事怕麻烦只有选择抛荒撂荒.
调研发现,农地流转价格偏低的地方相比其他地方,
农地抛荒撂荒的比例也高些.

４　农地流转价格偏高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随着农地流转价格的不断攀升,许多种植粮

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只能被动接受,但如果继续

种植粮食,而没有政府部门进一步的补贴,则会面

临亏损.作为 “理性的经济人”,种植粮食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将会采取不同措施应对农地流转价格

的上涨,既有可能追求农地产出效益、发展循环经

济的 有 利 之 处,也 有 “非 粮 化”和 毁 约 弃 耕 的

风险.

４１　追求农地产出效益应对农地流转价格上涨

当农地流转价格上升后,有些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会通过追求提高农地产出效益降低农业经营

成本来应对.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单

产或单价的增加来提高农地效益,而单产的增加

需要不断追加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但可能面

临规模报酬递减的约束,而单价的增加需要提高农

产品质量,但也面临在市场上难以获得优质优价的

困境.另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追求生产成本

的降低.当前中国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要素价格上涨,并且以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影响作用

最为明显[２０],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规模经营者倾

向于使用机械替代劳动力.这种追求农地产出效益

来应对农地流转价格上涨的方式有助于粮食产量和

粮食品 质 的 提 高,对 于 保 护 粮 食 安 全 具 有 积 极

意义.

４２　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农业综合收入

许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地流转价格不断

上涨和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发展循环农业,既能保

障粮 食 安 全,又 能 突 破 粮 食 生 产 的 收 入 瓶 颈.
例如,江汉平原现已创新出发展 “虾稻共作”模

式,面积达５６１万亩,位居全国第一.“虾稻共作”
模式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保障了粮食生产,对

于粮食安全的影响意义深远.第一,在 “虾稻共

作”模式下,荒芜的地势低洼水田得到了充分利

用,增加了粮食种植面积.第二, “虾稻共作”模

式实现了循环经济,又是一种新型的生态养殖模

式,即水稻为小龙虾提供微生物及害虫作为饵料,
小龙虾为水稻提供排泄物作为生物肥.第三, “虾
稻共作”模式实现了绿色生产,提高了粮食产品质

量.由于使用常规农药会影响小龙虾的生长,因

此,在 “稻虾共作”模式中通常使用无公害农药,
且使用次数比常规稻田要少,生产的稻米是一种接

近天然的生态稻.这种基于循环农业的绿色发展在

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保护了粮食生产,值得鼓励和

推广.

４３　农地流转价格不断上涨倒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非粮化”
当农地流转价格不断上涨导致亏损时,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可能会选择农地 “非粮化”甚至 “非农

化”经营.一是改种经济作物,传统的粮食种植利

润自然没有大规模产业化的经济作物利润高,如种

植粮食作物,可能只能承担得起５００元左右的农地

流转价格,但是大棚种植的经济作物以及中药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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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则可能承当１０００元左右的农地流转价格.二

是进行特色水产养殖,但根据２０２０年１月实施的

«土地管理法»,国家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

果业和挖塘养鱼.三是发展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

战略驱动下,地方政府为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乡村

旅游,在一定程度上会占用耕地,用于开发观光、
采摘等旅游项目. “非粮化”虽然增加了农民收入,
但对粮食安全构成较大威胁,特别是 “非农化”,
“非农化”后的耕地难以逆转为耕地,或者逆转后质

量下降很明显.因此, “非粮化”特别是 “非农化”
对粮食安全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

４４　农地流转价格上涨可能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面临风险时毁约弃耕

粮食种植虽有政府各项补贴政策,收购价格也

有政府兜底,但要面临很大的自然风险.早些年,
农地流转价格相对较低,许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

获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吸引了大量外地种植大

户前来包地,但近年来,随着农地流转价格的不断

攀升,加之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当面临自然风险时,将

会处于严重亏损状况,于是许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开始毁约弃耕,特别是工商资本下乡主体甚至跑路.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毁约弃耕甚至跑路,不但令农户

的农地流转款难以兑现,而退回的农地机井管道严

重损坏、地界匿迹,甚至错过农时.例如,江苏省

Y市F镇 Y村早些年种粮的经济效益不错,农地流

转费最高已超１０００元,但２０１５年遭遇连续阴雨,
很多外来大户直接跑路,既没有兑现农民的农地流

转款,还欠下不少化肥和种子钱,最后由当地政府

出面,通过降低农地流转费请本地种粮大户接手这

些被毁约的农地.

５　政策建议

５１　构建农地流转定价机制,加强农地流转价格

指导

农地流转价格由市场决定,但政府应科学确定

农地流转的基准价格,为流转双方提供价格指导.
第一,根据农地区位、质量、地类、作物种类以及

结合市场因素对农地流转价格进行评估.这样,既

能防止农地流转价格过高挤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利润空间,导致 “非粮化”或者跑路,最终给农户

带来损失,也能防止价格过低,导致农户利益受损,
宁愿抛荒撂荒也不愿意流转农地.第二,当面临严

重的自然灾害时,可协调流转双方适当调减当年农

地流转价格,以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度过难关,
并持续稳定地发展,这对于流转双方皆有裨益.第

三,长期上,应根据农产品价格变化,建立农地流

转价格的调整机制,一般以３年为１个周期进行调

整比较适宜,以保障流转双方利益.第四,建立农

地流转备案制度,流转达到一定规模必须到所在乡

镇农业管理部门备案,对于高出基准价格较大幅度

的流转不能享受农业补贴和流转补贴.第五,规范

农地流转中介行为,对于农村农地流转中哄抬价格

的行为予以打击.

５２　培育本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外来种植大户

设置准入门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缺乏会导致农地流转需求

不足,造成了农地流转价格偏低,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了农户对农地的抛荒撂荒.因此,应重点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既能对

本地经济发挥带动作用,也能提高农地流转价格,
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地闲置浪费.对于缺乏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村地区,应重点支持培育本地

“中坚农民”,使之成为种植大户或成立家庭农场.
本土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民大家都知根知

底,在农村 “熟人”社会中有一定的威望,这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跑路风险,也可以有效防止少数

农民不断抬价的 “敲竹杠”行为.而外来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其人品和实力不为人所知,遇到少

数农民 “敲竹杠”也无能为力,因此需要当地政

府部门设置准入门槛.对欲流转较大规模的外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当地政府部门应充分考察其

经济实力和信用水平,尽量避免非农业企业盲目

进入农 业 产 业,给 粮 食 生 产 和 农 民 利 益 带 来 风

险.政府部门也要动态监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经营状况,通过多种渠道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中

的实际问题,避免因遭遇市场和自然风险时面临

经营困难而撂地跑路,给当地粮食生产和农民收

益带来损失.

５３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降低农民对农地的依

赖程度

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了一定发展,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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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进一步加大,因为农村农地承载着生产功能外,
还承载着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功能,这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农民对农地的期望值,也推高了农地流

转价格.通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降低农民对

农地的依赖程度,解决转出农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这既能降低过高的农地流转价格,也能保障粮食的

持续稳定生产.加快医养结合发展,提高农村社会

养老服务水平.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农民参保缴

费的积极性不高,缴费能力较低,因此,应增加财

政转移支付和补贴力度,激励农民参与养老保险,
争取做到适龄老人应保尽保.在社会保障制度还不

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财政能力

水平,优先考虑提高农地转出农民的养老、就业和

医疗保障水平.

５４　精准补贴引导粮食生产,严厉惩罚 “非粮化”
行为

第一,在实施农地流转指导价的基础上,进

一步完善粮食补贴制度和农地流转补贴制度,按

照 “谁种田、谁受益”的原则,实 时 精 准 补 贴,
让补贴的对象始终是粮食生产者,引导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进行粮食生产.当前,许多地方将各项

补贴直接发放给农地承包户,与促进粮食生产的

初衷相背离,因此,应在精准识别种粮户的基础

上,实施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第二,村委会要

对粮食生产进行动态监测,对于转变粮食生产用

途,实施 “非粮化”的行为进行有效惩罚,如取

消各项 粮 食 补 贴 和 农 地 流 转 补 贴,对 于 “非 农

化”行为要上报农业管理部门和自然资源管理部

门,通过土地执法机构对其进行严厉的惩罚,并

责令其改回粮食生产.第三,对 “虾稻共作”等

绿色生产行为持鼓励态度,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对 “虾稻米”实施品牌化战略,让其在市场上

获得优质优价,激励其在重视养殖小龙虾的同时

也重视水稻生产.

参考文献

[１]朱文珏,罗必良农地价格幻觉:由价值评价差异引发

的农地流转市场配置 “失灵”:基于全国９省 (区)农

户的微观数据 [J]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８ (５):６７Ｇ８１
[２]高建设农地流转价格失灵:解释与影响 [J] 求实,

２０１９ (６):９２Ｇ１０６＋１１０

[３]邓大才制度安排、交易成本与农地流转价格 [J] 中

州学刊,２００９ (２):５８Ｇ６１
[４]翟研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问题研究 [J]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３ (１１):８２Ｇ８６
[５]郭晓鸣,高杰我国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的影响

因素、存 在 问 题 与 政 府 行 为 [J] 商 学 研 究,２０１７
(５):５Ｇ１１

[６]田先红,陈玲 地租怎样确定?: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

制的社会学分析 [J] 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３ (６):２Ｇ

１２＋９２
[７]匡远配,刘洋 农地流转过程中的 “非农化”、 “非粮

化”辨析 [J]农村经济,２０１８ (４):１Ｇ６
[８]朱启臻,胡方萌耕地流转费用引发的思考 [J] 中国

合作经济,２０１４ (１２):３８Ｇ４２
[９]孙根华,谢留洪农村土地流转应理性定价:由农村土

地流转价格上涨趋势引发的思考 [J] 江苏农村经济,

２０１４ (３):４２Ｇ４３
[１０]赵钺,朱道林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研究综

述 [J]价格月刊,２０１６ (１１):５Ｇ９
[１１]张振华 基于收益现值法的农村土地流转价格研究

[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３ (１２):５８Ｇ６２＋６９
[１２]江淑斌,苏群 农地流转 “租金分层”现象及其根

源 [J]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３ (４):４２Ｇ４８
[１３]罗必良 合约短期化与空合约假说:基于农地租约的

经验证据 [J]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７ (１):１０Ｇ２１
[１４]陈奕山,钟甫宁,纪月清 为什么土地流转中存在零

租金?:人情租视角的实证分析 [J] 中国农村观察,

２０１７ (４):４３Ｇ５６
[１５]胡新艳,洪炜杰 农地租约中的价格决定:基于经典

地租理论的拓展分析 [J] 南方 经 济,２０１６ (１０):

１Ｇ１１
[１６]朱文珏,罗必良农地流转、禀赋效应及对象歧视性:

基于确权背景下的IVＧT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J] 农

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９ (５):４Ｇ１５
[１７]尚旭东,常倩,王士权 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的价格机

制及政策 效 应 研 究 [J] 中 国 人 口  资 源 与 环 境,

２０１６ (８):１１６Ｇ１２４
[１８]刘成良农业补贴内卷化:规模经营与地租困境 [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９ (５):１３１Ｇ１３９
[１９]贺雪峰论中坚农民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５ (４):１Ｇ６＋１３１
[２０]钟甫宁正确认识粮食安全和农业劳动力成本问题 [J]．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６ (１)４Ｇ９＋１１０

(责任编辑　张雪娇　卫晋津)
—０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0郾11（总 499）



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述述述述述述述述述述述述述述

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营养
摄入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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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营养摄入结构指的是不同宏量营养素的摄入,即碳水化合

物、脂肪和蛋白质,这３种营养素通过在体内代谢而产生维持人体活

动的热量.

摘要:本文利用 “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食品需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城镇

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营养摄入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的收入和劳动

强度等因素后,与未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相比,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

的热量摄入量增加了７３％.从营养摄入结构看① ,城镇医疗保险显著增加了农民

工脂肪、蛋白质的摄入量,分别增加了１６０％和９７％,而对农民工碳水 化 合 物

的摄入量无显著影响,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支持这一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

户籍的农民工,城镇医疗保险对其热量摄入的增加效应存在显著差异,非本省农民

工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其热量摄入的增加效应,明显小于本省农民工参加城镇医疗

保险;而不 同 行 业 的 农 民 工,城 镇 医 疗 保 险 对 其 热 量 摄 入 的 增 加 效 应 并 无 显 著

差异.
关键词:城镇医疗保险;农民工;热量摄入;营养结构;不确定性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１１００２

１　引言

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农民工,通过

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

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却

远远低于城市工人[１].据 «２０１７年度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１７年农民

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２１７％.农

民工 多 从 事 重 体 力 劳 动,且 超 时 劳 动 普 遍.据

«２０１９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显示,２０１８
年农业户口城镇就业人员每周工作时间４８小时以

上的人数比例高达４２４％,而非农业户口城镇就

业人员中这一比例仅为２６６％.劳动者的营养摄

入与其劳动强度密切相关,如果长期营养摄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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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满足劳动强度的需要,极易发生与营养相关的

各种疾病或意外的健康受损,而遭遇伤病是外来务

工人员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２].调查发现,在各类

社会保障中,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保险,对改善农民工生活状况效果最为明显[３];
马双等、马双和张劼、Wang等的研究也发现,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明显提高了农村居民的营养摄

入量[４Ｇ６].由此,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农民工营养

摄入结构的关系值得探索.
毫无疑问,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改善营养与

结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对于消除贫困和营养不足

来说,“营养需求是否具有收入弹性”具有明显的

政策含义.因此,许多研究专注于居民营养需求的

收入弹性.一些研究发现,中国居民营养需求具有

收入弹性,其弹性值远大于零[７Ｇ１０].但 Meng等人

利用全国城镇调查数据发现,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尽管

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增长,但居民人均热量摄入量并

未随之增加,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居民人均热量

摄入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食品消费[７].为

什么收入的增加没有带来营养的改善? Meng等分

析认为,原因之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医疗、养

老、就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给居民家庭带来的收

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强化了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

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减少了食品消费[７].李云森的

研究也发现,家庭收入风险显著减少了农村居民热

量、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量[１１].这说明即使营养

需求具有收入弹性,若家庭未来面临较大的不确定

性,仅收入增长仍不足以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营养

摄入量.
受不确定性与营养摄入关系的启发,马双等利

用２００４ 年 和 ２００６ 年 中 国 营 养 与 健 康 调 查 数 据

(CHNS)的 研 究 显 示,新 型 农 村 合 作 医 疗 保 险

(简称新农合)显著增加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热量、
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摄入量,但对脂肪的摄入量

无显著 影 响[４];Wang等 利 用 ２０００ 年 和 ２００６ 年

CHNS数据得到了类似的结论[６].由于热量主要来

源于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其中,碳水化合

物主要来自粮食[１２],所以这一结论意味着新农合

主要是增加了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从而提高了其

热量的摄入量.而马双和张劼同样利用２００４年和

２００６年CHNS数据的研究显示,相比新农合政策

试点地区未参合及未试点地区农村居民,新农合显

著增加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热量、脂肪和蛋白质的

摄入量,但 对 碳 水 化 合 物 的 摄 入 量 没 有 显 著 影

响[５],这一结论意味着新农合增加了农村居民对

肉、蛋、水产品等食物的消费,而不是主食粮食.
另外,彭晓博和秦雪征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CHNS
数据的研究发现,由于新农合存在事前道德风险,
即参加新农合后患病成本下降,导致农村居民预防

患病的动机明显减弱,显著降低了农村居民碳水化

合物和蛋白质占热量摄入总量之比,提高了脂肪

占比[１３].
从 现 有 研 究 看,仍 有 进 一 步 探 索 的 空 间.

(１)社会医疗保险与居民营养摄入结构关系的研究

还较少且存在争议.对于农民工而言,在没有城镇

医疗保险和缺乏工作福利保障情况下,农民工往往

以储蓄来缓解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城镇医疗保险

可减少农民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提高农民工消

费水平[１４].因此,城镇医疗保险可能是影响农民工

营养摄入结构的重要因素,但对此的实证研究却比

较鲜见.(２)体力活动强度与身高体重是影响居民

营养摄入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但现有相关研究并

没有很好控制这两个变量,可能存在遗漏重要解释

变量问题.如马双等、马双和张劼的研究没有控制

农村居民的体力活动强度和身高体重[４Ｇ５];Wang等

人的研究没有控制农村老年人的身高体重[６];Meng
等、李国景和陈永福、李国景等的研究没有控制城

镇居民的身高体重[７,９,１０].本文尝试弥补以上不足,
进一步丰富了现有研究.

２　农民工营养摄入水平分析

２１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 “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食品需求”
调查.该调查采用分层和随机抽样的方法,根据国

家统计局 «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首先,按照

农民工流入地的分布,选取北京、广东、山东、四

川和浙江５个农民工流入较多的省市,并在确定的

样本省 (市)中选择省会城市和一个外来务工人员

流入较多的市 (县、区);其次,按照农民工的行业

分布,在每个市 (县、区)里确定行业样本数量;
最后,根据不同行业特点采取不同的抽样方式,对

于工作和生活相对集中的建筑业、制造业和部分批

—２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0郾11（总 499）



发零售业的农民工,联系他们所在的企业,由企业

负责人提供名单随机选取１０~２０个样本,调研员到

企业对样本农民工进行调查.而对于工作和生活相

对分散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及

居民服务业等行业的农民工,由调研员自行到相应

行业集聚地寻找从事相应行业的农民工进行调研①.
农民工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仓储邮

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 务 业 的 就 业 比 例 分 别 为 ３６９％、２５％、

３６％、１０１％、９３％和１５１％.样本共计３９９４
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涵盖受访者人口学基本情况、
劳动强度、月均收入、社会保障等工作情况、最近

２４小时内一日三餐及加餐情况等内容,这为本文研

究城镇医疗保险与农民工营养摄入结构的关系提供

了数据支撑.

２２　农民工的营养摄入量

根据农民工最近２４小时内早餐、中餐、晚餐、
加餐和零食的用餐情况,就餐吃的各种食物的数量

(个)和重量 (两②)、就餐主食 (米饭、馒头、包

子、馅饼和饺子等)、就餐吃的菜 (菜的名称、食材

的构成和肉食种类),将就餐食物汇总分为米、面、
肉 (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等)、蛋 (鸡
蛋、鸭蛋、鹅蛋、鹌鹑蛋)、奶 (牛乳、酸奶)、水

产 (鱼、虾、蟹、贝等)和杂粮 (玉米、小米、豆

类、薯类、豆浆等).然后根据 «中国食品成分表

２００２»提供的标准转换系数,测算出农民工每天碳

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和热量的摄入量.本文借

鉴 Meng等的做法[７],剔除了每天热量摄入量低于

８００kcal和高于１００００kcal的样本,以及早、晚就餐

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有效样本数量为３３１５个.

２３　农民工的营养摄入量与推荐摄入量

为了便于与推荐摄入量比较,能更准确反映农

民工的营养摄入状况,本文选取了１８~４９岁的农民

工,占有效样本的８７％.个人营养摄入量与其体力

活动水平密切相关,１８~４９岁男性从事轻、中、重

体力 劳 动 的 热 量 推 荐 摄 入 量 分 别 为 ２２５０kcal、

２６００kcal和３０００kcal[１２].图１~３显示的是从事轻、
中、重度体力劳动的农民工热量摄入量直方图和累

积比例.从图１ (a)、２ (a)、３ (a)可以看到,从

事轻、中、重度体力劳动的男性农民工实际热量摄

入量低 于 相 应 推 荐 摄 入 量 的 农 民 工 比 例 分 别 为

５８％、７４％和８５％,这意味着农民工劳动强度越

大,面临热量摄入不足风险的比例越高.１８~４９岁

女性从事轻、中、重度体力劳动的热量推荐摄入量

分别为１８００kcal、２１００kcal和２４００kcal[１２],而从

事轻、中、重度体力劳动的女性农民工实际热量摄

入量低 于 相 应 推 荐 摄 入 量 的 农 民 工 比 例 分 别 为

４３％、７２％和７７％ [图１ (b)、２ (b)、３ (b)],
同样是随着劳动强度增大,面临热量摄入不足风险

的比例越高.总体而言,由于性别原因,女性农民

工从事重度体力劳动的人数远低于男性,女性只有

８０人,而男性有５８９人,因此与从事重度体力劳

动的男性农民工相比,女性农民工面临热量摄入不

足的风险相对低一些.

图１　轻度体力劳动农民工的热量摄入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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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样本数据调查详细介绍参见李隆玲[１５]、李隆玲和武拉平[１６]的研究.

１两＝５０g.



图２　中度体力劳动农民工的热量摄入量分布

图３　重度体力劳动农民工的热量摄入量分布

３　模型设定与估计

３１　模型设定

模型设定为:

lnCji＝β０＋γDi＋β１lnX１i＋∑
k＝２

βkXki＋ui

(１)
式中,Cji为i 农民工的j 种营养每日摄入量,

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和热量;Di表示i
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医疗保险,Di＝１表示参加,

Di＝０表示未参加;X１i为i 农民工的月均收入;

Xki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与年龄平方、
受教育程度、体质指数、户籍、劳动强度、务工

地区.
表１为被解释变量及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１)食品价格.由于没有调查地食品价格数据,本

文借鉴 Meng等的做法[７],用地区虚拟变量近似控

制不同地区的食品价格.虚拟变量为０代表北京,
虚拟 变 量 为 １ 代 表 广 东、山 东、四 川 或 浙 江.

(２)饮食习惯.营养摄入与饮食习惯相关,本文采

用农民工户籍特征近似控制饮食习惯,用虚拟变量

表征.虚拟变量为０代表农民工外出务工地与户籍

地为同一省份,虚拟变量为１代表不同省份. (３)
劳动强度.劳动强度一般分为极轻体力劳动、轻体

力劳动、中体力劳动、重体力劳动和极重体力劳动.
本文将极轻体力劳动、轻体力劳动合并为轻度体力

劳动,重体力劳动、极重体力劳动合并为重度体力

劳动,用虚拟变量表征.虚拟变量为０代表轻度体

力劳动,虚拟变量为１代表中度体力劳动或重度体

力劳动.(４)体质指数 (BodyMassIndex,BMI),
为体重 (kg)与身高 (m)的平方之比.(５)性别.
用虚拟变量表征,虚拟变量为０代表女性,虚拟变

量为１代表男性.(６)年龄与年龄平方. (７)受教

育程度.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可能具有不同消费习

惯和营养知识,进而影响食物的消费选择[１７].用虚

拟变量表征,虚拟变量为０代表初中及以下,虚拟

变量为１代表高中或大专、本科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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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碳水化合物 (g/day) ５６６４ １０９６４５ ３０５７５ １２２０７

脂肪 (g/day) ２０８ ４９０２９ ６５０６ ５３３６

蛋白质 (g/day) １８８２ ３１１４６ ６７２７ ３０６１

热量 (kcal/day) ８００ ７３９２２５ ２０６９４０ ８１１３０

是否参加城镇医疗保险 ０ １ ０３０ ０４６

月均收入 (元)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９７０３ １５７０４４

性别 ０ １ ０５８ ０４９

年龄 １８ ７２ ３５８４ １１１０

体质指数 １４６１ ４１６２ ２２２３ ３０６

初中及以下 ０ １ ０６６ ０４７

高中或大专 ０ １ ０３０ ０４６

本科及以上 ０ １ ００４ ０１９

户籍 ０ １ ０４７ ０５０

轻度体力劳动 ０ １ ０１６ ０３７

中度体力劳动 ０ １ ０５７ ０５０

重度体力劳动 ０ １ ０２７ ０４４

北京 ０ １ ０１９ ０３９

广东 ０ １ ０２０ ０４０

山东 ０ １ ０２０ ０４０

四川 ０ １ ０２０ ０４０

浙江 ０ １ ０２１ ０４１

有效样本 ３３１５

３２　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异方差稳健的 OLS方法对模型 (１)
进行了估计,表２报告了估计结果.表２的第２列

显示,在控制了农民工月均收入和劳动强度等因素

后,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与没有参加城镇医

疗保险的农民工相比,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无显

著差异,也就是说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碳水化合

物的摄入量并无显著影响,这与马双和张劼的研究

结论类似[５].城镇医疗保险之所以没有显著提高农

民工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与农民工食物消费与营

养结构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中国居民食物消费与

营养结构大致分为贫困期、温饱过渡期、结构调整

期和营养健康期[１８].在温饱过渡期,以粮食为主的

食物结构开始向多样化转变,在人均粮食消费量增

长的同时,肉、蛋、水产品等食物也都不断增加.
而在结构调整期,食物结构继续呈现多样化,人均

粮食直接消费量开始下降[１８],而粮食消费是碳水化

合物的主要来源.农民工属于中低收入群体,其食

物消费与营养结构可能处在结构调整期,因此,城

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食物消费的促进作用,不会带

来粮食消费量上升,也就不会提高碳水化合物的摄

入量.

表２　模型 (１)估计结果

碳水化合物 脂肪 蛋白质 热量

参加城镇医疗保险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７) ０１６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９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５)

月均收入对数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２６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７)

性别 ０１６５∗∗∗ (００１７) ０１２７∗∗∗ (００３６)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７) ０１４７∗∗∗ (００１５)

年龄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年龄的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体质指数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高中或大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３∗∗(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本科及以上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８) ０１２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４)

户籍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７) －０１５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４∗∗(００１６)

中度体力劳动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８)

重度体力劳动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５) ０１３０∗∗(００５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２)

广东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５) ０４９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６) ０１１４∗∗∗ (００２３)

山东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４) －０３１０∗∗∗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３)

四川 －０２１１∗∗∗ (００２９) ０３５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９∗∗(００２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４)

浙江 －０１１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２３) －０１０３∗∗∗ (０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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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碳水化合物 脂肪 蛋白质 热量

常数项 ５２８３∗∗∗ (０１６５) １３７８∗∗∗ (０３４０) ３００４∗∗∗ (０１６０) ６６４８∗∗∗ (０１４１)

样本量 ３３１５ ３３１５ ３３１５ ３３１５

R２ ０１０２ ０１３９ ００８０ ００９９

　　注:∗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２的第３列和第４列显示,在１％显著性水平

上,参加城镇医疗保险显著增加了农民工脂肪和蛋

白质的摄入量.具体而言,与没有参加城镇医疗保

险的农民工相比,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脂肪、
蛋白质的摄入量分别增加了１６０％和９７％.在食

物消费与营养结构的结构调整期,随着人均粮食消

费量的下降,动物性食物消费量较快增长,动物性

食物提供的脂肪超过植物性食物提供的脂肪[１８].因

此,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食物消费的促进作用,
会增加农民工肉、蛋、奶等食物的消费,从而提高

脂肪、蛋白质的摄入量.由于普通人对蛋白质的需

求量少于脂肪,加上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通常价格较

高,这会抑制农民工对此类食物的有效需求,因此,
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脂肪摄入量的增加效应超过

了蛋白质.
表２的第５列显示,在１％显著性水平上,与

没有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相比,参加城镇医

疗保险 的 农 民 工 热 量 摄 入 量 明 显 增 加,增 加 了

７３％.热量主要来源于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脂

肪和蛋白质,其中,碳水化合物是最经济和最主要

的热量来源,热量消耗中有５５％~６５％由碳水化

合物提供.脂肪也是热量的主要来源,体力活动中

的热量消耗有３０％~３５％由脂肪供给.而蛋白质

的主要功能并不是供给热量,但蛋白质摄入不足会

引发疲倦、体重减轻、贫血、免疫和应激能力下降

等症状[１２].城镇医疗保险改变了农民工的营养摄

入结构,脂肪、蛋白质取代碳水化合物成为农民工

增加营养的主要来源,从而提高了农民工的热量摄

入量.这意味着城镇医疗保险增加了农民工肉、
蛋、奶等 食 物 的 消 费,而 没 有 增 加 主 食 粮 食 的

消费.
从收入、劳动强度和体质指数这３个重要控制

变量看,月均收入对农民工热量、脂肪、蛋白质的

摄入量有显著正影响,而对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无

显著影响.重度体力劳动的农民工热量、碳水化合

物、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量明显多于轻度体力劳动

的农民工.体质指数对农民工的营养摄入量无显著

影响.

３３　异质性分析

３３１　不同户籍农民工的异质性分析

前文模型 (１)估计结果证实城镇医疗保险可

以降低未来不确定性,改善农民工营养摄入,但不

同户籍农民工消费行为对城镇医疗保险的反应可能

存在差异.与本省农民工相比,非本省农民工在流

出地与流入地饮食习惯等方面差异较大,适应并改

变饮食习惯需要更多的成本.此外,户籍制度实行

属地化管理,非本省农民工可能面临更多的制度和

政策阻力,导致其市民化程度不高,具有较强的预

防性储蓄动机,消费乏力[１９].因此,城镇医疗保

险对农民工营养摄入的改善效应可能对本省农民工

更强.
本文基于城镇医疗保险与农民工户籍的交叉项

来分析城镇医疗保险对不同户籍农民工营养摄入影

响的异质性.D１i＝１表示非本省农民工,D１i＝０
表示本省农民工.模型设定为:

lnCji＝β０＋γDi＋δDiD１i＋β１lnX１i＋

∑
k＝２

βkXki＋vi (２)

表３报告了估计结果,参加城镇医疗保险显著

促进了本省农民工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热

量的摄入,同时,城镇医疗保险与非本省农民工交

叉项均负向显著.这说明,城镇医疗保险对不同户

籍农民工营养摄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对本

省农民工营养摄入的影响更强.从热量来看,与未

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相比,参加城镇医疗保

险的本省农民工热量摄入量增加了１１０％,而参加

城镇医疗保险的非本省农民工热量摄入量增加比例

大幅减少,仅为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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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模型 (２)估计结果

变量 碳水化合物 脂肪 蛋白质 热量

　参加城镇医疗保险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１)
０２４０∗∗∗

(００４１)
０１４１∗∗∗

(００２０)
０１１０∗∗∗

(００１８)

　参 加 城 镇 医 疗 保

险∗ 非本省农民工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７)
－０１８０∗∗∗

(００６０)
－０１０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８７∗∗∗

(００２５)

　月均收入对数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２６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７)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３１５ ３３１５ ３３１５ ３３１５

　R２ ０１０４ ０１３７ ００８１ ０１０１

　　注:∗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稳健标准误.

３３２　不同行业农民工异质性分析

城镇医疗保险能够减少参保农民工医疗支出的

不确定性,有助于增加非医疗消费,但不同行业的

农民工消费行为对城镇医疗保险的反应存在差异.
与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相比,从事制造业、建筑业

的农民工劳动强度相对更大,生病和发生工伤事故

的概率更高,其对城镇医疗保险的反应更强烈;相

反,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面临的医疗支出不确定性

较小,其对城镇医疗保险的反应较不敏感.因此,
城镇医疗保险对不同职业农民工总消费的影响不同.
但对农民工分项消费的影响可能不存在异质性,尤

其是对保障农民工基本生存和体力劳动的食物消费.
本文基于城镇医疗保险与农民工从事行业的交

叉项来分析城镇医疗保险对不同行业农民工营养摄

入影响的异质性.D２i＝１表示从事建筑业农民工,

D２i＝０表示不从事建筑业农民工;D３i＝１表示从

事服务业农民工,D３i＝０表示不从事服务业农民

工.以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为对照组,模型设定为:

lnCji＝β０＋γDi＋ηDiD２i ＋θDiD３i＋

β１lnX１i＋∑
k＝２

βkXki＋wi (３)

表４报告了估计结果,参加城镇医疗保险与建

筑业、服务业交互项均统计不显著,表明城镇医疗

保险对不同行业农民工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

和热量的摄入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异质性.可能的解

释是,农民工群体工资收入较低,多从事中度或重

度体力劳动,导致农民工普遍营养摄入不足.从本

文样本数据看,无论男女与劳动强度,农民工实际

热量摄入低于推荐摄入量的比例均较高.因此,不

同行业农民工普遍需要提高营养摄入.

表４　模型 (３)估计结果

变量 碳水化合物 脂肪 蛋白质 热量

　参加城镇医疗保险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１１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５)

　参 加 城 镇 医 疗 保

险∗ 建筑业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１)

　参 加 城 镇 医 疗 保

险∗ 服务业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０)

月均收入对数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２６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７)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３１５ ３３１５ ３３１５ ３３１５

R２ ０１０２ ０１３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９

　　注:∗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稳健标准误.

４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４１　内生性检验

根据相关政策 (国发 〔１９９８〕４４号)规定,城

镇企业需为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办理城镇医疗保险,
其中,城镇企业缴纳企业工资总额的６％,农民工

需缴纳个人工资的２％.同时,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制度主要由各地政府负责管理,不同地区实现的缴

费率有所不同,而且随时间有所调整①.影响农民工

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因素主要包括３个方面:一是

企业方面.社会保障费是企业经营成本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尽管政府强制要求企业为有劳动合同的

农民工办理城镇医疗保险,但仍有逃避参保、逃避

缴费的现象.二是农民工方面.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及健康维护意识普遍较低,相对低的收入制约了农

民工对城镇医疗保险的有效需求.此外,城镇医疗

保险制度尚未实现中央政府统筹管理,在不同地区

之间存在分割,使得无法异地报销和转移,而农民

工流动性大,直接影响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三是

制度方面.各地政府调整城镇医疗保险的缴费率等

相关标准,会直接影响企业和农民工的参保及缴费

行为[２０].因此,如果存在观测不到的因素,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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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根据佛人社 〔２０１８〕３３３号规定,从２０１９年１月起,
广东省佛山市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中,企业缴费比例从

４％下调至３５％.



农民工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又影响农民工营养摄入,
就会导致模型 (１)中Cov (D,u)≠０,出现内生

性问题,使得城镇医疗保险的 OLS估计有偏且不

一致.
本文采用 Heckit模型[２１],检验城镇医疗保险的

内生性.该模型由结果模型 (４)和选择模型 (５)
构成,其优势是不需要一定在选择模型 (５)中引入

工具变量,但需假设模型 (４)和 (５)的误差项服

从正态分布[２２].

lnCji＝β０＋γDi＋β１lnX１i＋∑
k＝２

βkXki＋ui

(４)

D∗
i ＝α０＋α１lnX１i＋∑

k＝２
αkXki＋vi ,

Di＝１,D∗
i ≥０

Di＝０,D∗
i ＜０{ (５)

Corr＝ ui,vi( ) ＝ρ
检验 H０:ρ＝０,判断城镇医疗保险的内生性,

零假设城镇医疗保险是外生的.
采 用 完 全 最 大 似 然 法 (full maximum

likelihood)对 Heckit模型进行了估计,表５报告了

检验结果.表５第１列显示了热量 Heckit模型检验

结果:p [x２ (１)＞０３４]＝０５６,接受零假设,
即热量模型中的城镇医疗保险是外生的.碳水化合

物、脂肪和蛋白质的 Heckit模型的检验结果,得到

了同样结论.因此,前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５　城镇医疗保险变量的内生性检验

热量 碳水化合物 脂肪 蛋白质

H０:ρ＝０ H０:ρ＝０ H０:ρ＝０ H０:ρ＝０

ρ＝－００８５
x２ (１)＝０３４
p [x２ (１)＞
０３４]＝０５６

ρ＝－００４７
x２ (１)＝０１４
p [x２ (１)＞
０１４]＝０７１

ρ＝－０１１９
x２ (１)＝０６６
p [x２ (１)＞
０６６]＝０４２

ρ＝－０１０７
x２ (１)＝０５２
p [x２ (１)＞
０５２]＝０４７

接受零假设 接受零假设 接受零假设 接受零假设

４２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估计城镇医

疗保险的影响效应,以检验 OLS估计结果的稳健

性.匹配方法放松了函数形式假定,采用非参数方

法控制可观测因素.当处理组与控制组协变量差异

很大时,回归分析一般不能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
估计结果对模型函数形式很敏感.通过匹配在协变

量不平衡的观测样本中,分离出一个协变量相对平

衡的样本,使得匹配方法的估计结果往往更加稳健,
对函数形式不再敏感[２３].

具体采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估计

了城镇医疗保险的影响效应.从表６的估计结果

看:①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碳水化合物的摄

入量 没 有 显 著 影 响,与 OLS的 估 计 结 果 一 致.

②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脂肪、蛋白质和热量的摄

入具 有 显 著 性 影 响,其 影 响 大 小 区 间 分 别 为

０１５６~０１８７、００９１~０１０６和００６８~００７８,
与 OLS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 OLS的估计结

果是稳健的.

表６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

　参加

城镇医

疗保险

方法 热量 碳水化合物 脂肪 蛋白质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７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３)

０１８７∗∗∗

(００５１)
０１０６∗∗∗

(００２３)

半径匹配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０１６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８)

核匹配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８)

０１５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０)

OLS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７)

０１６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９７∗∗∗

(００１７)

　　注:∗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稳健标准误,采用自助法计算得到,抽样次数２００.最近邻匹配按照

１∶１进行匹配,半径匹配的半径设定为０１,核匹配使用默认带宽.

５　结论与政策含义

进城农民工有效弥补了城市化进程中巨大的劳

动力缺口,然而,农民工多从事体力劳动,劳动强

度大,且超时劳动普遍,营养结构不合理问题突出.
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可减少农民工医疗支出的不确

定性,提高农民工消费水平,进而影响农民工营养

摄入结构.本文利用中国农业大学 “城镇外来务工

人员就业和食品需求”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城

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营养摄入结构的影响.研究发

现,在控制了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和劳动强度等因素

后,参加城镇医疗保险显著增加了农民工的热量摄

入量.从营养摄入结构来看,参加城镇医疗保险显

著增加了农民工脂肪、蛋白质的摄入量,而对农民

工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无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

明,不同户籍的农民工,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其热

量摄入的增加效应存在显著差异,非本省的农民工

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其热量摄入的增加效应,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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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本省农民工参加城镇医疗保险;而不同行业的

农民工,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其热量摄入的增加效

应并无显著差异.另外,收入对农民工热量、脂肪

和蛋白质的摄入量有显著正影响,而对碳水化合物

的摄入量无显著影响.
以上结论有着较强的政策含义,参加城镇医

疗保险显著提高农民工营养摄入,比提高农民工

收入更 为 有 效,扩 大 农 民 工 城 镇 医 疗 保 险 覆 盖

率,会使更 多 农 民 工 进 一 步 增 加 营 养 摄 入.因

此,一要严格执行 «劳动合同法»,增强企业和

农民工的缴费责任.通过企业减税降税等措施,
提高中小企业盈利水平,使企业有动力稳定雇佣

农民工并为其提供城镇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二

要适应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加快推行医疗费

用跨地区的即时结算,提高就医便利性,以保护

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三要加大对城镇职工医疗

保险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对社保的

认识,使其意识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是保障水平

更高的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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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乡村振兴的实现迫切需要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而内生式发展的实现

依赖于科学的制度设计.日本对内生式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本文通过梳理内生式发展理论的研究进展和日本促进农村内生式发展的政策,并以日

本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为例,分析该制度的变迁和特征,发现该制度在内生性

资源积累,内生式发展组织载体的培育, “自下而上”的地方自主管理体制机制的建

立等措施上有利用于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宏观经济数据和微

观案例对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的实施状况和效果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对中国乡

村振兴的启示,包括重视本地内生性资源的开发,建立健全农村自主发展的体制机制

和组织载体等.
关键词:内生式发展;乡村振兴;农村政策;日本经验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１１００３

近年来,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战略举措的实施,中

国农业与农村发展成效显著.但同时,长期以来许

多扶贫支农发展项目取得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１],
形成变相浪费宝贵资源、农村发展仍然乏力的困境,
如何高效利用各种资源,切实促进农村持续稳定发

展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２].农村发展的本质是

农村发展内核系统和村外缘系统之间相互耦合协调

作用的过程,区域农村发展综合能力取决于农村自

我发展能力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外援驱动力[３].中

国农村不能一味依靠外来资源的输入,而应该从

“输血式”的不可持续发展转变为依靠本地资源的

“造血式”发展模式上来,寻求本土化发展路径,走

内生式发展的道路.内生式发展是中国农村持续稳

定发展的根本途径,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激发乡村发

展的内生动力.鉴于此,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７年中央１号文

件均提出了 “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内

生动力”的任务.«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遵循 “坚
持农民主体地位”“增强农业农村自我发展动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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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目前,中国仍面临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如何激发乡村振兴发展

的内生动力,实现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在

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亟待思考的问题.
日本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致力于治理城乡发

展不均衡问题与农村振兴建设.耕地资源少且多山

地和丘陵的地理特征,加上持续严重化的人口老龄

化、少子化等社会问题,使支撑农村发展的社会基

础愈发薄弱,资源的有限性更要求农村寻求自律自

主的内生式发展道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经验教

训的总结,日本摸索出了符合本国国情和区域农村

现状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出

现了如大分县由布院温泉等内生式发展的典型成功

案例,而农业农村政策对部分农村走上内生式发展

的道路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在农村发展上与中国

相似,同样面临着 “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

民老龄化”的 “三农”问题,这决定了日本农村内

生式发展经验能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１　先行文献述评

１１　农村内生式发展理论研究述评

内生式发展作为外源型发展的对立概念,最初

由瑞典的 DagHammarskjöld财团于１９７５年在联合

国经济总会的报告中提出.此后,该财团于１９７７年

出版 «另一种发展»,阐释了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构

想,在日本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引起广

泛的讨论.日本学术界由此开始了对内生式发展的

长期探索和争论,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内

生式发展论在日本得以发展,其主要诱因有国际上

对落后国家近代化模式的争论和日本国内对外源性

开发的批判两方面[４].当时盛行的欧美国家近代化

理论倾向于认为,亚非地区的国家从属于英美等现

代化国家,落后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只能依靠引进

现代化国家的技术、资本等外部资源,即走外源式

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在政府主导下,日本在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行了大规模的国土开发计划,在

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 “水俣病”等

环境公害问题,使学术界掀起了反对中央集权主义,
反对经济至上主义,反对欧美发展模式的思潮,并

思考适合亚洲国家的本地化发展模式,开始了内生

式发展理论的长期探索.

日本对内生式发展论的研究可以分为运动论学

派和政策论学派,前者因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解释

内生式发展而得名,以社会学者鹤见和子、经济学

者西川润为代表,后者以宫本宪一等为代表.鹤见

和子吸收了日本思想家柳田国男和中国社会学者费

孝通关于农村多元化发展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了内

生发展论的理论体系[５].鹤见和子认为内生式发展

是以本地固有资源和文化为基础,由本地居民主导

的发展模式,是经济、文化、社会与人类的多元化、
多样性、全面性发展[５].鹤见和子的理论有以下４
点特征:①反对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注重以人

为本.②反对他律,主张地区自律发展.③在组织

形式上重视居民的共同参与和协作、自主管理.④
反对中央集权主义,主张地方分权.可见,与 “自
上而下”式的外源式发展不同,内生式发展具有

“至下而上”的性质,地方在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

作用.同样,西川润认为内生式发展具有人的全面

发展、社会共生、成员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和重视生

态保护等特征[６].与运动论学派抽象的静态视角不

同,政策论学派将内生式发展理论与制度论、政策

论有机结合,使其从抽象理念发展为可指导实践的

战略理论.例如,宮本宪一从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
提出了实现内生式发展的应用性构想,倡导地区居

民要自发学习规划、自主研发,合理利用本地资源,
保护环境,扎根本地文化,依靠农业协同组织、市

民团体、地方自治体等地方自治组织来推动农村经

济发展,实现福祉民生的优化[７].宮本宪一反对外

来型开发,主张不依赖区域外部企业的力量,而依

靠地区内部居民的创新能力、地区内部需求和地区

内部产业间的相互关联等内生性力量来实现发展[７].
与宮本宪一的地域主义思想不同,保母武彦则认为

内生式发展需要打破地域限制,开展城乡交流,并

适当利用政府政策等外源性因素[８],这实际是倡导

将内生力量和外源力量结合来推动发展.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新内生式发展论 (NeoＧEnＧ
dogenousDevelopment)在欧盟国家开始兴起,代

表性研究有 Ray[９]等.此后,小田切德美发展了新

内生式发展论[１０].与一般内生式发展理念不同,新

内生式发展着眼于发展的可持续性,倡导重视外部

力量的作用,将区域内外资源有机结合.新内生式

发展论消除外部系统与内部系统之间的对立互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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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区发展问题被置于内外关联的整体性、动态

性视角之下进行讨论,这提高了内生式发展理念的

可实践性.
概括而言,农村的内生式发展是以依靠本地资

源、居民协作参与为核心的 “自下而上”的自主发

展模式,是农村经济、社会、人文、生态的综合性

发展.从一般内生式发展论到新内生式发展论的转

变,体现在新理论主张区域内外部交流和连携,合

理利用外部经济、技术、智力资源等提升内生式发

展能力上.

１２　农村内生式发展的实践研究述评

在基础理论研究不断完善的同时,农村内生式

发展实践的研究也不断发展.实践研究将如何实现

内生式发展作为研究的焦点.围绕内生式发展的理

论框架,学者从人的内生性、地区组织的内生性、
资源的内生性等方面开展了研究.人的内生性指居

民之间通过知识和信息的交换,获得理解和共识,
并形成主动参与发展决策的意愿.人的内生性是人

的主体性、主导型的体现,是内生式发展的最直接

动力.围绕人的内生性的形成,若原幸范研究了农

业创业者的学习活动和意识的变化[１１],中岛正裕通

过案例分析了居民内生性的形成机制、诱发方式与

效果的评价方法[１２],安藤光义分析了内生式发展中

的人的自我学习过程及作用[１３].在主体内生动力形

成方式上,“学习动机与目标设定” “实践成果的自

我肯定”“获取外界评价的机会”是内生动力形成的

重要条件[１４].在人才培养方面,地方支援人才派遣

政策能促进居民协作和交流,在培养农村永驻人才

上有积极作用[１５].在地区组织的内生性方面,山浦

阳一考察了地方自治组织的内生性和持续的可能

性[１６],藤山浩认为要发挥地方自治组织的功能[１７].
从资源的内生性角度,重藤沢子和堀尾正靭研究了

利用乡村可再生能源来推动内生式发展的可能性和

必要条件[１８].此类研究均侧重于对内生动力形成机

制的考察,并尝试从内生式发展实践中探索理论化

模型,而目前鲜有研究关注外生力量如何作用于内

生系统,使其转化为内生动力.
国内学者对内生式发展的研究开始于对国外理

论的 梳 理 和 总 结,有 张 环 宙 等[１９]、王 志 刚 和 黄

棋[２０]、张文明和章志敏[２１]等.在实践研究方面,随

着中国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成果,学术界开始关注乡

村的内生式发展问题,实践中存在的内生动力不足、
乡村振兴战略效果的持续性问题受到关注,汪锦军

和王凤杰等学者对此提出了宏观性的措施建议[２２].
近年来在内生式发展的实证研究也有所突破,例如,
郭艳军等[２３]以北京农村为例、张文明[２４]以上海的农

村为例对农村内生式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然而,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政策措施是否有利于农村的内生

式发展,如何促成外部的政策推动力与地区内生动

力的耦合协调等,此类实践性问题还有待研究.
结合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试从以下３方

面进行完善:①目前中国对内生式发展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均不充分,尤其是实践研究还停留于个案分

析,缺乏系统化、理论化的提升.本文将在现有理

论框架下,分析政策引导下的内生式发展实践的理

论逻辑.②目前国内鲜有研究将农业农村政策置于

内生式发展论的框架下进行讨论.政策措施等外部

力量如果不转化为持续的内生动力,使系统内部形

成有机的运作机制,则难以达到持续性的效果.本

文试考察农村政策在内生式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

及内生式发展模式下的政策设计思路等.③日本中

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在农村政策制度中占据重

要的战略地位,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金占财政资

金较多,日本已有研究,如桥口卓也讨论了该制度

与农村内生式发展的关系[２５],但是由于视角不同,
本文将重点放在考察其对中国农村政策的借鉴作用

上.目前国内没有研究对该制度进行深入解析,尤

其是将其作为内生性发展的代表性政策之一进行研

究.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

度为例,在内生发展论框架下分析该制度推动农村

内生式发展的有效措施,以期为中国农村内生式发

展的政策设计提供参考.

２　日本农村内生式发展的政策实践

２１　日本农村内生式发展的政策概述

从以外源性开发为中心转向重视内生式发展,
日本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探索.

１９６２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计

划.为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
同年开始实施以 “据点开发”为代表的大规模外源

式开发战略,通过向欠发达地区引入重化学工业作

为主导产业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方式,在全国新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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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１５个产业都市和６个工业整备特别地区,利用新

建都市的经济波及效应带动周边农村地区发展.与

此相类似,日本政府于１９７１年制定了农村工业导入

促进法来指导农村的外援式开发.此后,在２０世纪

８０、９０年代的泡沫经济时期,政府主导实施了在欠

发达地区引入外来企业建设休闲度假区的 “度假区

开发”计划.由于招商引资能力不足和泡沫经济后

的企业集中撤资,以上模式并未带来农村的快速发

展和居民生活的改善,反而因为过度开发而导致严

重的公害问题,所以这种开发模式不能说是成功的.
政府因此对国土开发计划进行反思和多次修订,在

实施５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以后,于２００５年将 “国
土开发计划法”更改为 “国土形成计划法”,并于

２００９年起开始实施全国性的国土形成计划,这标志

着日本政府从外源式开发转向注重内生式发展的政

策导向变化.
与此同时,在地方农村政策中有不少致力于农

村内生式发展的政策措施.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

的政府号召下的 “一村一品”运动和 “造町运动”,
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 “地产地销”和 “六次产业化”
政策,都体现了依靠本地居民、地方自治组织、地

方营农组织的内生性和创造性等本地资源发展的理

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提出的地域创造政策也是

旨在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的综合性、革新性的农

村政策.内生式发展理念还体现在对农业多功能性

的认识和保护上,日本政府提出农业除了具有农产

品供给的功能外,还具有洪水预防、水土保持、自

然环境保护、地表景观形成等多样化的公益性功能,
并利用政策维护农业的多功能性.除后文论述的中

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外,２０１４年增设农业多功

能补助制度、环境保全型农业直接补助制度,同年

颁布并于２０１５年开始实施 “农业多功能性促进法”,
用法律来保障制度的落实.此外,从内生式发展的

内涵来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地域间连携、农业

人才培养政策等都是促进内生式发展的具体政策

体现.

２２　日本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的分析

２２１　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的概要

在日本的农林统计中,中山间地区的主体是中

间农业地区和山间农业地区两种农地类型.山间农

业地区指森林或山野覆盖率在８０％以上,同时耕地

率在１０％以下的行政区域,中间农业地区指耕地率

在２０％以上的非城市地区或非平地农业地区,以及

耕地率在２０％以下的非城市地区或非山间农业地

区[２６].日本 «２０１５年农林业普查报告»显示,中山

间地区约占日本国土面积的７３％,占耕地面积的

４１％,居住着全国总农户数的４４％.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日本政府将农业发展的目

标定位在提高生产效率和附加值,扩大出口上,此

种背景下中山间农业地区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挑

战.与平地相比,中山间地区生产条件差,生产能

力低下,加之农村人口过疏化、老龄化、年轻劳动

力流出等问题日益突出,出现了农地弃耕、土地资

源管理缺失、农村集落的社会功能退化等问题.日

本在１９９３年颁布 «特定农山村地区农林业振兴基础

整备促进法»,开始从立法上着手治理中山间农业地

区的发展问题.１９９９年制定的 «食物农业农村

基本法»提出了中山间地区振兴战略,并从２０００年

开始实施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来弥补中山间

地区农业生产的不利状况,补偿地理劣势造成的高

生产成本,通过持续性的农业生产活动来维持农村

多功能性.该制度面向法律规定的中山间等农耕条

件不利地区,对满足条件的个体农业从业者、农业

经营法人、农业生产组织等进行直接补贴,是日本

农业政策史上首项以农业经营主体为对象的直接补

助制度.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的目标可以概

括为:①弥补中山间地区农业生产的不利地位.②
促进农地维护,促进农业多功能性的发挥,这是该

政策所期望达到的直接效果.③维持集落功能,这

是该制度所期望达到的间接效果[２７].具体的实施办

法是农地耕作者或管理者与地方政府签订农地管理

和维护协议,有以集落为单位的 “集落协议”和个

人为单位的 “个别协议”,协议签订者 (含参与者)
保证５年内持续农耕事业,如果出现中途弃耕的情

况,政府将要求归还已经发放的补助金.当然,在

中山间地区振兴战略下,还设有以推广观光旅游资

源为目的的 “农泊”支援制度、农山渔村地域整备

补助制度等.
制度资助的对象地区包括 «特定农山村地区农

林业振兴基础整备促进法» «山村振兴法» «过疏地

区自立促进特别措施法» «半岛振兴法» «离岛振兴

法»«冲绳振兴特别措施法» «奄美群岛振兴开发特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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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措施法»«小笠原诸岛振兴开发特别措施法»等地

方振兴法律指定的中山间地区,以及各都道府县作

出特殊规定的地区.制度资助的对象农地包括达到

规定倾斜度的农地,形状不规则的小块地,老龄化

率高、弃耕率高的集落所有的农地,常年平均气温

低、草地覆盖率高的多草农地,以及其他满足地方

政府相应规定的农地,以土地坡度作为耕作条件不

良的主要指标,以土地面积计算补助金额,由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按照１∶１的比率配给补助金[２９].

２２２　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的变迁及其与内

生式发展的关系

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以来

已实施４期,２０２０年起迎来第５期 (图１).从第１
期至第５期在基本框架上没有改变,但是日本政府

结合各期的实施状况和效果评价对具体举措进行了

不断修改和完善.虽然经历几次制度变迁,关于政

策有效性尚存在争议[２５],但是从总体而言,该制度

无疑是内生式发展政策的成功探索.

图１　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的变迁

　注:年度指当年４月１日至次年３月３１日.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 «中山間地域直接支払制度第４期対策最終評価»[２７]、«中山間地域直接支払制度

第５期対策»[２８]整理.

图１简要介绍了从第１期到第５期的措施变化

情况.从第１期开始,制度要求从事的农事活动为:

①农地管理、栅栏设置、农事委托等防止弃耕的活

动,水路、农道管理等农业生产相关活动.②预防

水土流失的活动,农园、民宿经营、景观作物栽种

活动,保护虫鸟类昆虫或动物等增进农业多功能性

的活动.其中,①是必须项,②为选择项.
第２期制度修订的要点在于增加了健全体制单

价,农地集聚和法人化加算补助措施.健全体制单

价将原定的以农地坡度为标准的农地单位面积补助

的单价分为基础单价和健全体制单价两部分,履行

协定任务,将按照第１期原定单价的８０％ (即基础

单价)算出补助金进行发放,剩下的２０％为健全体

制单价,以为健全农地管理体制作出贡献为条件,
按照健全体制单价和农地面积计算补助金,具体要

求是同时达到以下 A和B两项条件.A 条件是从事

以下５项活动中的两项:①农业机械的共同利用,
农事活动的共同参与.②高附加值型农业的实践.

③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④由农地经营权的转让促

成的农地集聚耕作.⑤农事活动的委托.B条件以

集落协定新增１名女性或年轻劳动力,或特定非营

利活动 (NPO)法人等为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完

成吸引 “新农人”,加工和销售本地农产品,促销或

促成农业投资等任意一项即可.农地集聚和法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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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算补助措施则从制度上鼓励农地的集聚耕作,个

体农业经营者、农业经营组合的法人化,此加算补

助在第３期结束时取消.
与第１期相比,第２期制度实际上提高了补助金获

取的难度.然而,中山间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其他

地区,农地持续耕作的实现难度更大.因此,在第３期

中增设了一项获得健全体制单价的条件,即C条件.C
条件要求构建持续履行协议的机制,如当存在农地持续

耕作困难的预期时,由谁接管农地,怎么接管等在协议

中事先落实.这一修订可以提高老龄劳动者的参与度,
被认为回归到 “集落重点主义”.此外,第３期制度还

增设集落连携和功能维护加算补助措施,包括集落协议

的广域化支援补助和小规模、老龄化集落支援加算补助

两种办法,前者对于广域联合的集落协议,后者对有小

规模、老龄化集落作为成员参与的集落协议给予追加补

助.同时,第３期制度放松团地补助的条件,加大对离

岛平坦农地的补助力度,增设东日本大地震灾区的特殊

支援措施等.第４期制度加大了对集落连携的补助力

度,改进了农业后继人才培养体制和农地管理计划体

制.此外,增设极陡坡农地维护管理加算补助措施.从

第５期制度开始,取消健全体制单价的 A、B、C３项

条件,整合为集落战略补助措施.
小田切德美[２９]将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与

欧洲国家对农业经营条件不良地区的补贴制度以及

日本其他农业农村政策进行了比较后,总结出该制

度的以下５点特征:① “集落重视主义”,体现在该

制度将鼓励以集落为单位的共同活动作为主要任务

之一.② “农户非选择主义”,与其他的农业补助金

不同,该制度不对农业经营者的年龄、经营规模、
经营状况等设定限制条件.③ “地方裁决主义”,作

为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一项制度,在实施细则的制定

和落实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地方自治体享有极大的

自主权和决策权.④ “资金用途的非强制性”,原则

上不对补助金的使用去向作限制,仅提出指导意见

是半数以上补助金要用于集落共同活动.⑤ “预算

的跨年度性”,即当年的补助金可以累积到下一年使

用.其中①和②是区别于欧洲国家对农业经营条件

不良地区补助制度的特征,②和③是区别于日本其

他的农业农村政策的特征,而③、④、⑤是区别于

日本所有的行政措施的特征,因此小田切德美将中

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称作 “２１世纪的日本式制

度”[２９],是农业农村政策的革新.
为何将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定位为内生

式发展的促进政策呢? 结合小田切德美所指出的该

制度的特征,不难发现该制度通过以下路径来激发

中山间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第一,农地维护、人

才开发等内生性资源的积累.关于农地资源的维护

和管理,该制度提出的初衷是鼓励持续耕作,防止

弃耕,维护农业的多功能性.内生式发展论主张依

靠本地资源发展.农地资源是农业社会得以存续和

发展的基础,只有保护和依靠农地资源,真正意义

上的内生式发展才成为可能.关于人才资源的开发

和管理,农村发展最重要的内生性因素是人力资本,
在老龄化、少子化日趋严重,年轻劳动力流失的当

下,如何确保农业后继有人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

题.该制度通过鼓励年轻劳动者、女性劳动者参与

农事活动,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归农业经营事业来

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困境.此外,还通过向农村派遣

集落支援员等专业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经营管理人

员等措施,为农村振兴输送精英人才.第二,内生

式发展的组织载体的培育.除了发挥居民个体的内

生性之外,居民的共同参与和组织化运作是内生式

发展的有效路径.内生式发展的组织载体包括集落

本身、集落营农组织等.日本的集落不是一种行政

单位,而是町 (相当于中国的乡镇级行政单位)或

村内由地缘、血缘关等社会关系结成的具有紧密联

系的农业区域社会,是一种自发形成的基础的社会

生活单位.以集落为单位,居民之间共同维护和管

理集落内部公共设施,共同利用农业生产资源,进

行农事劳动协作,婚葬礼仪的社会生活交往,地方

自治体行政事务的联络和交流,由此形成了集落的

生产生活互助、农村农业资源管理等集落功能.中

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以集落为单位签订维护和

管理农地的集落协议,集落协议 (个人协议同样)
约定的职责包括集落共同活动的设计、农事活动计

划、资金运用方式计划等.参与集落共同活动能有

效发挥居民的自主性、创造性,使集落功能得到极

大的发挥.该制度还设立专项加算补助措施,建立

了维护和管理集落功能的体制机制.此外,关于集

落营农组织的培育方面,设立法人化加算补助措施,
对个体农业经营、农业经营组合的法人化给予资金

补助.法人化运营能充分发挥营农组织的内生性,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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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组织成员间的学习交流、信息交换,形成新知

识和持续发展的动力.第三,“自下而上”的地方自

主管理体制机制的建立.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

度放权于地方,各地方政府有权对补助发放对象地

区做特殊规定.给予地方对发展方式的自主选择权

和决策权,符合内生式发展论的地方分权的理念.
在集落自主管理机制体制的建立方面,以资金补贴

的方式激发居民参与集落管理的意愿,鼓励居民发

挥创造性和管理能力,共同讨论并制定本地区农地

在未来的使用规划,制定未来管理战略计划.
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的出发点是补偿农耕

条件不利地区的高成本,然而,对于老龄化率不断提

高的中山间地区而言,资金补贴是一种 “输血式”扶

持,如果政策不着力于促进内生式发展动力的因素,
将难以实现政策的长期性效果.通过以上措施,不仅

激发了居民的内生性,还激发了地方自治组织、地方

营农组织的内生性,有利于实现内生式发展.

２３　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的实施情况

２３１　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的实施概况

表１是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自第１期以

来每期期首年度和期末年度的实施状况.在发放补

助的市町村的数量方面,２０００年以来全国市町村数

和符合补助条件的市町村数有小幅度变动,这是由

于村落、集落的合并或农地地理条件的变化所致.
按市町村计算的发放比率历年维持在９０％左右,有

１０％左右符合条件的集落没有参与协议的签订,因

此没有获得补助.总协议数维持在２５０００件以上,
其中集落协议占绝大部分,例如,２０１８年总协议数

为２５９５８件,其中集落协议２５４０５件,集落协议成

员 (含农业从业者、农业经营法人、农业生产组织)
共计６０４３６７名,其中女性成员约占１０％,个人协议

５５３件.从农地面积上看,除２０００年外,协议签订面

积占符合条件面积的比率大体维持在８０％以上.从发

放补助的金额上看,除２０００年外,发放补助金维持

在５００万日元 (１００日元约合６４８元人民币,２０２０)
以上.其中,２０１８年度共计发放补助金５３１亿日元,
对分配给个人的部分 (含个人协议)占５２％,分配给

集落共同活动 (含集落协议)占４８％[３０].

表１　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的实施情况

第１期 第２期 第３期 第４期

期首

(２０００年)
期末

(２００４年)
期首

(２００５年)
期末

(２００９年)
期首

(２０１０年)
期末

(２０１４年)
期首

(２０１５年)
期末

(２０１８年)

　①市町村总数 / / / １７２７ １７２３ １７１８ １７１８ １７１８

　②符合补助条件的市町村数 / １５９１ １１３９ １０９０ １０９０ １１１６ １１１６ １１１６

　③发放补助的市町村数 / １４８４ １０４１ １００８ ９８５ ９９８ ９９０ ９９７

　按市町村数计算的补助发放

率:③/② (％)
/ ９３３ ９１４ ９２５ ９０４ ８９４ ８８７ ８９３

　④协定数 (件) ２６１１９ ３３９６９ ２７８６９ ２８７６５ ２６９３７ ２８０７８ ２５６３５ ２５９５８

　④中的集落协定数 (件) ２５６２１ ３３３３１ ２７４３５ ２８３０９ ２６４９０ ２７５７０ ２５１２３ ２５４０５

　 ⑤ 符 合 条 件 的 农 地 面 积

(khm２) ７９８ ７８７ ８０１ ８０８ ８００ ８３８ ８１０ ７９３

　 ⑥ 签 订 协 定 的 农 地 面 积

(khm２) ５４１ ６６５ ６５４ ６６４ ６６２ ６８７ ６５４ ６６４

　 签 订 协 定 面 积 比 率: ⑥/

⑤ (％) ６７８ ８４５ ８１６ ８２１ ８２８ ８２０ ８２０ ８３８

　⑦补助金额 (万日元) ４１９ ５４９ ５０２ ５１８ ５１８ ５４２ ５１４ ５３０

　　资料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各年度 «中山间地域等直接支払交付金的实施状况».

日本农林水产省专门设置了由学者组成的第三

方委员会,在每期末对制度实施状况进行最终评价.
从已实施的４期的总体情况看,制度的实施有效减

少了弃耕现象的发生,达到农地维护管理的制度目

标,农业多功能性得以维护和发挥,各级地方政府

对制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继续实施该制度.
同时,第４期最终评价中有如下的经验总结:①针

对农村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加速的现状,充分利用该

制度,同时,集落内部应共同讨论未来战略,思考

农业继承人的培育、外部人才的引进、集落人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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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等方面的具体方案.②针对集落功能不断弱化的

现状,在落实集落协定广域化措施的同时,设立地

方运营组织,强化与已有团体组织的联系,构建强

化集落功能的长期性机制.③开展农地规模集聚耕

作,导入智慧农业等省力化技术,提高中山间地区

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附加值[２５].

２３２　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实践的典型案例

分析

以下案例来源于日本农林水产省于２０１８年公布

的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第４期事例集[３１].
案例 A:宫城县丸森町大内佐野集落协议

该集落位于宫城县丸森町,以种植水稻为主,
从２０００年起签订集落协议,成员包括农业从业者１２
名,非农业从业者３名,农事组合法人 (羽山里佐

野)１家,涉及农地面积２５５hm２,合计获得补助

金２７６万日元,其中个人分配８０％,集落共同活动

分配２０％.作为集落共同活动,于２００１年设立 “佐
野事例研究会”,活动内容为集落成员共同讨论圃园

整理整顿工程,从２００４年起开始集落共同种植景观

作物向日葵,其中２０１０年接待１２００人次入园观光.

２０１４年成立农事组合法人 “羽山里佐野”,致力于

集约化农业生产活动的推广和城乡居民交流项目的

开发.此外,集落与本地畜牧养殖农户联系,向其

供应家禽饲料.在农业就业人员培育方面,充分开

发女性劳动者和返乡务农者,并从２０１８年起接受国

家人才资源项目的援助,接收 “地区振兴协力队

员”,培育 “新农人”.
案例B:岛根县奥出云町上三所集落协议

岛根县奥出云町内的４个集落从２０００年起独立

签订集落协议,成员含农业从业者６７人,涉及农地

面积４９４hm２,合计获得补助金１２３９万日元,其

中个人分配３９％,集落共同活动分配６１％.早在

１９９７年该地区农户就成立 “上三所集落营农组合”,

４个集落合作种植水稻.从２０１５年第４期支援对策

开始,４个集落将原来的４个集落协议合并为１个,
实现了广域连携.在农业生产活动方面,通过农事

合作、机械共用等提高生产效率,搭建农事活动委

托平台,以集落营农组织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体制得

到强化.集落利用补助金引入先进设备无人机用于

防止野生动物对农作物的侵害.在居民交流方面,
与当地和牛饲养农户连携,共同利用本地资源生产

和使用绿色堆肥.开展庆祝作物丰收的演出活动,
传承和发扬地方传统艺术,加强居民的交流,使集

落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３　总结

通过理论梳理可以发现,中国乡村振兴 “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与追求经济文化、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内生式

发展理念有机契合,乡村振兴本质上是谋求乡村的内

生式发展.然而,单纯的行政推动模式并不能有效解

决乡村可持续发展问题[３２],乡村振兴政策设计和实施

要注重促进微观主体的内生动力形成,而日本的实践

给中国乡村振兴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在探索内生式发展路径中,第一,要重视本地内生性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一方面,人才是农村发展中最重

要的主体,人的内生性的发挥是发展的不竭动力.应

从国家层面落实农业人才培养战略,且政策设计要着

力于激发农民的发展意愿、能动性和创造力.日本在

２００８年开始实施集落支援员、地域创造协力队、农村

工作队等国家层面的地方人才派遣政策,不仅对农村

从资金上进行补助,还从人才上进行补助,实践也证

明农业核心领导者的培养在带动农民积极性上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本土资源的维护至关重要.
土地等有形资源是农业活动的物质基础,地区传统文

化等无形资源是社会活动得以延续的助推力.第二,
农村自立自主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层主体的潜

能,因此在发展问题上,要给予农民充分的选择权和

决定权.而这要依赖于农民自立自主发展的体制机制

创新,日本在这方面值得借鉴的有鼓励农村居民制定

本地区的长远发展规划并引导其落实的措施等.第

三,建立完善的农民自立自主发展的组织载体.农民

自组织不仅能提高区域内资源的利用效率,在促进地

区经济发展,加强农户学习、协作与交流上也能发挥

重要功能,应鼓励农民自发组成乡村运营组织、农业

生产合作组织、农民连携团体等农民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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