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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法·

农地产权转移中的代际配置损失测度
———以四川省乐至县为例

苑　莉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３１）

摘　要　该文从资源代际配置的基本原理出发，引入逻辑斯蒂曲线模拟农地产权转移中的最优农地产权转

移数量，构建了资源代际配置检验模型。根据国家相关土地利用政策，把四川省乐至县 １９８９～２００８年期间

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对这三个时段的农地产权转移数量配置进行了测度。研究显示，１９８９～１９９６年时段的

农地产权转移效率小于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时段，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小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时段。此三

时段平均效率损失分别是 ３０％、７３％和 －３０％，反映出 １９８９～１９９６年时段的产权转移数量过度以及代

际配置效率相对低效。因此，未来时段的政策应该进一步控制农地转移速度，确保农地资源代际配置的

效率。

关键词　农地　产权转移　代际配置损失　测度　乐至县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１２０　苑莉为工程师、博士生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农地资源作为人类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基础和生产要素，决定着一个
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大量的农地

被征用征收，农地产权发生了由集体土地所有权到国有土地使用权单向的不可逆的变更。据统计，１９８７～
２００４年，全国约有１５３万 ｈｍ２土地被征用征收。由于农地资源不可再生、数量有限，因而代际间的农地
资源的公平分配与效率尤显重要。从产权角度看，农地资源代际利用效率问题也是农地产权合理配置问

题，它有利于农地产权配置于土地代际效率的用途之上
［１］
。因此，急需研究代际间的农地产权转移最优

数量，保证土地要素的投入既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益最大化，又确保农地代际利用效率最大化。

现有文献中，研究者多采用规范分析方法研究代际配置理论
［２７］
，并针对代际均衡配置模型

［８１０］
以及

代际折现率
［１１１３］

进行研究，少有研究土地代际配置效率损失的具体计算办法。谭荣、曲福田
［１４］
针对农地

非农化过程中的代际与空间配置的效率与损失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基于代际配置理论模型，运用 Ｃ
－Ｄ生产函数和供需直线，模拟符合代际、空间配置效率的农地非农化数量并测度其效率的损失。该文也
基于代际配置最优原理并运用 Ｃ－Ｄ生产函数，但采用了更为合理的逻辑斯蒂曲线模拟农地产权转移数量
的供需，旨在更好地判断农地代际配置效率的损失，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相关依据。

文中的农地产权转移特指农地由集体土地所有权向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变更。

１　农地产权转移代际损失测度模型的概述

１１　研究方法与模型
该文遵循资源配置最优原则———资源利用的供给与需求数量相等，以此保证资源配置的均衡。首先需

要计算农地产权转移过程中的边际净收益。农地产权转移中的总净收益是城市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减去农

地边际收益，再减去农地的非市场价值，如 （１）式所示：
ＭＲ净 ＝ＭＲｙ３－ＭＲｘ３－ＭＲ非 （１）



　　式中，ＭＲ净 表示农地产权转移的总净收益，ＭＲｙ３表示城市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ＭＲｘ３表示农地的边
际收益，ＭＲ非表示农地的非市场价值。

根据 Ｃ－Ｄ生产函数测算农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如 （２）、（３）所示：
Ｘ＝Ａ×Ｘα１ ×Ｘ

β
２×Ｘ

γ
３ （２）

Ｙ＝Ｂ×Ｙｊ１×Ｙ
Ｋ
２ ×Ｙ

Ｌ
３ （３）

　　式中，Ｘ为第一产业的产值，Ｙ为第二、三产业的产值，Ｘ１和 Ｙ１分别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资
本投入，Ｘ２和 Ｙ２分别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投入，Ｘ３和 Ｙ３分别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土
地资源的投入。

对 （２）、（３）两式中的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求取偏导数，从而求得农地和建设用地的边际净收益，如
（４）、（５）所示：

ＭＲｘ３ ＝
ｘ
ｘ３

＝Ａ×γ×Ｘα１ ×Ｘ
β
２×Ｘ

γ－１
３ （４）

ＭＲｙ３ ＝
ｙ
ｙ３
＝Ｂ×Ｌ×Ｙｊ１×Ｙ

Ｋ
２ ×Ｙ

Ｌ－１
３ （５）

　　式中，ＭＲｘ３和 ＭＲｙ３分别表示的是农地和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将 （２）、（３）式中的各项系数估计
出来后代入 （４）、（５）式，可求出农地和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接着运用公式 （１），用城市建设用地的
边际收益减去农地的边际收益以及农地的非市场价值，即可求得农地产权转移中的边际净收益。

在求得以上参数值的基础之上，可测算代际损失数量及配置效率，这需要以农地和建设用地的边际收

益作为自变量，模拟农地产权转移的供需曲线。

在 《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与农地资源损失》
［１４］
的研究中采用了供需直线模拟农地非农化的理想数量，

供需数量呈直线无限延伸状态，超越了农用地初始数量的约束，且直线模拟供需造成了拟合偏差。因此，

该文采用更为合理的逻辑斯蒂曲线模拟产权转移的供需，如图１所示。

图 １　农地产权转移供需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

　　逻辑斯蒂方程对产权转移的数量比例和边际收益之间的关
系用曲线描述，且农地转移数量有农地初始数量约束，所以采

用逻辑斯蒂曲线模拟产权转移供需状况更为合理。由此，设立

农用地的供给方程为：

ｆ（ｇｓ）＝
１

１＋ｅ（ａ＋ｂ×ｇ）
（６）

　　建设用地的需求方程为：

ｆ（ｈｄ）＝
１

１＋ｅ（ｃ＋ｄ×ｈ）
（７）

　　式中：ｆ（ｇｓ）和 ｆ（ｈｄ）分别表示农地产权转移数量与农
地和建设用地最大值的比例，ｇｓ和 ｈｄ分别表示农地和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

估计出 ａ、ｂ、ｃ、ｄ后，令农地产权转移的供给与需求边际净效益相等，可以得到符合代际配置效率
的农地产权转移数量比例，通过与初始农地数量相乘，得出符合代际配置效率的农地产权转移数量，然后

结合各时段农地产权转移实际数量，就可计算各时段产权转移的代际配置过度损失数量及比例。

关于农地的非市场价值，主要采用农地的生态价值进行替代。对乐至县生态价值进行过相关核算，价

值超出了全县 ＧＤＰ产值，对其进行减除必然出现负值现象，所以该文对非市场价值进行了忽略。
１２　数据说明

方程中的数据来自乐至县统计数据，ｘ和 ｙ分别为 ＧＤＰ的第一和二、三产业数值；ｘ１和 ｙ１分别为第一
产业以及第二、三产业新增基本建设投资、新增更新改造投资和城镇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之和；劳动力

投入 ｘ２和 ｙ２分别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ｘ３为农用地的面积，ｙ３为城市建设用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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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该文采用历年耕地的减量作为农地产权转移的实际数量，各项数据都统一为１９９０年的不变价格。
１３　代际年限的划分

由于土地数据的可获得性，该文将代际区间选择为 １９８９～２００８年，并将该区间划分为 １９８９～１９９６
年、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３个子区间。因为１９８９～１９９６年农地利用处于活跃阶段，１９９６年后国
家制定了一系列农地资源保护政策 ，且１９９６年是我国 “九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同时 ２００４年后国家
对于高效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对农地产权转移的控制力度更高于往年。对上述三时

段农地利用代际效率的测度，可以评价各时段土地政策的执行对农地利用调控的效果，测度农地利用代际

配置效率
［１４］
。

２　乐至县农地产权转移数量及效益损失测度

２１　乐至县农地产权转移的边际净收益
关于 Ｃ－Ｄ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曾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估计，但是拟合出的弹性系数出现较

大负值，不符合要素间的逻辑。所以，该文采用公式法估计参数，计算公式如下：

α′＝Δｘｘ
÷
Δｘ１
ｘ１
　　β′＝Δｘｘ

÷
Δｘ２
ｘ２
　　γ′＝Δｘｘ

÷
Δｘ３
ｘ３

α＝ α′
α′＋β′＋γ′

　　β＝ β′
α′＋β′＋γ′

　　γ＝ γ′
α′＋β′＋γ′

Ｊ′＝ΔＹ
Ｙ
÷
ΔＹ１
Ｙ１
　　Ｋ′＝ΔＹ

Ｙ
÷
ΔＹ２
Ｙ２
　　Ｌ′＝ΔＹ

Ｙ
÷
ΔＹ３
Ｙ３

Ｊ＝ Ｊ′
Ｊ′＋Ｋ′＋Ｌ′

　　Ｋ＝ Ｋ′
Ｊ′＋Ｋ′＋Ｌ′

　　Ｌ＝ Ｌ′
Ｊ′＋Ｋ′＋Ｌ′

　　关于技术进步系数采用以下公式：

Ａ＝Δｘ
ｘ
－α
Δｘ１
ｘ１
－β
Δｘ２
ｘ２
－γ
Δｘ３
ｘ３

Ｂ＝ΔＹ
Ｙ
－Ｊ
ΔＹ１
Ｙ１
－Ｋ
ΔＹ２
Ｙ２
－Ｌ
ΔＹ３
Ｙ３

　　以上求取参数的方法，不受生产要素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各指标均以增长率形式出现，从而使估计
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求得的参数值具有较好的统计特性，对于揭示变量间关系的一般

趋势有较强的说服力
［１５］
。关于 Ｃ－Ｄ生产函数的参数计算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 １　第一和二、三产业 Ｃ－Ｄ生产函数计算参数值

第一产业 α" β" γ" α"# β"# γ" α β γ Ａ
平均值 －００２４７２ ８０４４８８ －５６１６１７ －４８１４１４９６７４ －００００６８ ００９７１２４ ０９０３５５９ ００４６４１７

第二、三产业 Ｊ
"

Ｋ
"

Ｌ
"

Ｊ
"#

Ｋ
"#

Ｌ
"

Ｊ Ｋ Ｌ Ｂ
平均值 ０２４７０２１ １１１２４６４ １２４３６７２ １２５７２６６４７９ ００１６６０９ －００３５１７ １０１８５５７ ００９４３３２

　　由此，得出关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生产函数方程：
Ｘ＝００４６４１７×Ｘ－００００６８３３１ ×Ｘ００９７１２４２ ×Ｘ０９０３５５９３ （８）

Ｙ＝００９４３３２×Ｙ００１６６０９１ ×Ｙ－００３５１７２ ×Ｙ１０１８５５７３ （９）
　　模型 （８）中的投资系数和模型 （９）中劳动力系数均呈现较小负值，是否推断这两项系数在数学意
义上不具可行性？这两项系数负值很小，且乐至县主要依赖土地进行各项产业生产，要素间投入不均衡，

第一产业依靠投资和第二、三产业依靠劳动力的贡献不明显，方程中各系数间的关系符合实际，且该文利

用 Ｃ－Ｄ方程来考察农用地与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边际贡献，是求取同一计算尺度下的不同数值，符合该
文研究需求。若强行对系数进行修正，反而影响方程本身的逻辑性与正确性。因此，上述各项系数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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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

根据上述求出的 Ｃ－Ｄ方程 （８）、（９），利用公式 （４）、（５）求解土地投入的偏导数 ，计算出农用
地和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再根据公式 （１），可得出３时段农地产权转移的边际净收益，如表２所示。

表 ２　乐至县 ３时段农地产权转移边际净收益

万元／ｈｍ２

１９８９～１９９６年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时段值 平均值 时段值 平均值 时段值 平均值

０３２５４３４ ００４０６７９ ０２９９６７５ ００４２８１１ ０２３２７２４ ００４６５４５

　　从以上边际净收益图表中可以看出，１９８９～
１９９６年时段的农地产权转移的边际收益小于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时段，１９９７～
２００３年小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时段。说明这 ２０年
农地产权转移存在代际配置的效率损失，１９８９～

图 ２　乐至县农地 ３时段边际年净收益

１９９６时段产权转移数量最多，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时段次之，若减
少２００３年前农地产权转移数量，或转移至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时段
使用，可以达到农地代际配置数量的帕累托改善。

２．２　乐至县农地产权转移的代际效率损失测度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可以进一步计算农地代际配置损失

数量与效率。方程 （６）、 （７）中的参数 ａ、ｂ、ｃ、ｄ的估计
采用 ＳＰＳＳ统计软件中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处理。虽然对逻辑斯
蒂方程进行了回归拟合，但是方程出现了异方差，所以还要

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参数进行重新估计，消除方程的异方差。

重新估计后，有关方程 （６）、 （７）的复相关系数 Ｒ分别为 ０９４９和 ０８６３，判定系数 Ｒ２分别是
０９０１和０７４５，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 （Ｆ检验）及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ｔ检验）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表明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线性关系显著。

由此得出农地产权转移的供给与需求方程：

ｆ（ｘｓ）＝
１

１＋ｅ（４４８２＋８２２８６２６ｘ）
（１０）

ｆ（ｙｄ）＝
１

１＋ｅ－（３０９７＋９４１４２９ｙ）
（１１）

图 ３　乐至县农地 ３时段损失平均数量

　　令 （１０）、 （１１）相等，求出供需均衡下的农地产权转移

比例为：
１

３０４７７８９
，与初始农用地数量 １２３７１８万 （ｈｍ２／ｙ）

相乘，得出符合代际配置效率的农地产权转移数量是 ４０５９３
（ｈｍ２／ｙ）。结合历年耕地的实际减量，可算出每一时段农地代
际损失平均数量及比例。

图 ４　乐至县农地 ３时段损失比例

图３、４反映出３时段农地代际配置损失的数量与比例，
其损失数量依次递减，损失效率依次递增，通过实际情况

观察，计算出的３时段的代际配置效率损失正好与实际情况
相吻合。我国从１９９０年起普遍占用大量农地进行低效的开
发区建设，四川省乐至县也如此。国家在 １９９６年后对开发
区进行清理整治，２００４年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的实
施，低效的农地产权转移现象逐渐得以控制。但是上述农

地代际配置效率递增并不意味着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农地产权转移效率损失呈现最优，只能说明 １９８９～１９９６年
相对于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时段，以及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相对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时段存在着农代际
配置的效率损失，说明 １９９６年后农地保护政策有利于农地代际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并不能据此推断
２００８年后可以提高农地产权转移速度，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时段是否是符合代际最优配置，需要在更长时段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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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模型检验。例如：在足够长的时段内发现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相对于以后时段的农地产权转移数量过少，
方可提高适当的转移速度，否则应该继续保持降低的态势。所以，即使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时段相对于 １９８９～
２００３年时段代际配置效率提高了，应该至少保持现有农地产权转移速度。在这种判断标准下的农地产权
转移策略，会使得农地产权转移数量在最优配置数量上下波动，但波动会逐渐向最优数量收敛

［１４］
。

３　讨论

３１　创新研究方法，构建农地代际配置模型
在现阶段的农地产权转移过程中，合理选择农地代际配置数量是协调城市化用地需求与农地保护矛盾

的唯一办法，同时也关系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该文将目光集中在农地产权转移数量是否符合代际配

置效率的问题上，从资源代际配置的基本原理出发，创新性地引入逻辑斯蒂曲线模拟农地产权转移中的最

优转移数量，构建农地代际配置检验模型，测度农地利用的代际效率。检验过去代际配置效率可为未来农

地利用提供依据。该文研究揭示，通过不断检验和纠正，土地资源可以逐渐向符合代际配置最优的利用

逼近
［１４］
。

３２　运用模型进行测度，得出结论
该文运用代际配置模型，对乐至县１９８９～２００８年间的农地产权转移的代际配置效率进行了检验，发

现这３时段农地产权转移数量依次递减，说明这２０年代际配置存在数量损失，若减少 １９８９～２００３年期间
的农地产权转移数量，或者将此期间的转移数量留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时段使用，则可达到产权转移数量配
置的帕累托改善。

同时，３时段平均效率损失分别是３０％、７３％和 －３０％，说明１９９６年后农地保护政策有利于代际
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测算结果并不揭示２００８年时段后可以提高农地产权转移速度，因为需要通过更长
时段验证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时段的代际配置是否符合最优状况，所以即使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时段的代际配置效率
相对有所提高，但至少也应该保持现有转移速度。在这种判断标准下的农地产权转移策略，使农地代际配

置数量在最优配置上下波动，但波动会向最优数量逐渐收敛
［１４］
。

３３　相关政策建议
该文以四川省乐至县农地产权转移数量的代际配置为例，达到对我国农地代际利用效率研究之目的。

在现阶段农地产权转移数量较大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调控非常必要。未来时段的农地产权转移政策应该进

一步控制转移速度，同时，注意农地代际数量配置的效率优化，控制效率损失，增加代际利用效率，通过

合理的代际配置，实现农地资源的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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