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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中国（下）》

内容概要

《城乡中国》是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关于中国城镇化这一焦点问题的鼎力之作。周其仁《城乡中国》
与费孝通《乡土中国》一脉相承。在《城乡中国》一书中，作者用经济学视角解析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厘清迷雾预见中国城乡发展的大趋势。他借城乡之分野，把脉中国经济，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解读
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城乡中国》用清晰的逻辑、简洁的语言、浅显的实证、趣味的叙述，把复杂的
经济现象和本质深入浅出地分享给大众。《城乡中国》由陈锡文、文贯中、李培林、李铁等各路专家
学者强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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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
一。
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
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
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1989年5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1991年秋进入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为国家发展研究院）
任教，并应邀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等院校
开设课程。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
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
学等课程。
著作有《改革的逻辑》、《竞争与繁荣》、《货币的教训》、《中国做对了什么》、《病有所医当问
谁》、《世事胜棋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挑灯看剑》、《产权与制度变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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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力荐，非常值得一读。
2、#20151202##Kindle#上册对于自己完全是全新的知识，第二本更加琐碎和接地气了点，不过文章和
观点略有重复，只是个了解之书而非解决之书
3、周其仁講城鄉土地制度變遷的這一系列文章开始于2012年，结集为《城乡中国》上下两册。作者通
过多年来对中国城乡的深入观察，运用产权与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现存城
乡土地制度的发展过程和其内在逻辑。作者呼吁还集体土地以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允许集体土地转让
。当然，土地产权改革也应与其他改革结合起来共同推进。

4、购于JD，好看
5、后半部分略过，有些枯燥，可能一时也用不到具体知识，只做了解。
6、深入浅出，政策和实例结合很好，解决了一些疑问。
7、政府手中的國有土地可賣 可租 可轉讓 但政府要擴大手中的國有土地 卻依然一律經由強制征收 政
府如此一手征 一手賣 權力與市場畸形結合 我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8、作为国家政策指定过程中的实际参与者，所提供的思考方式和个人经验，要比学斋中的坐而论道
来得实际和直接得多。
9、断断续续读了两个月，看到后边又忘了前边，逻辑上贯不起来，值得再读一遍。
10、看完了上册就一直等着周老师的下册。流畅的行文，非常有可读性。关于中国近代和当代土地制
度的变革，周老师已经烂熟于心了，而且很多时候周老师都是变革的见证者，甚至是推动者。对于很
多热点问题，周老师的态度和判断都是很明明确的，总的来说比前些天看过的华生先生的书要精彩很
多。
其实我自己一直在思考，周老师去做房地产开发商会是什么样的境况。
11、7-20---7-27
12、很系统，也很清楚，适合入门。
13、在这本书中，周老师集中讲述当前的农村土地改革，从增减挂钩开始，重庆、深圳、上海、成都
、温州等等地的土地试探，为农村土地确权交易摇旗呐喊！
14、五星推荐
15、产权，自由权，选择
16、终于看完了 不如上册好 下册感觉经验之谈更多一些 但是我们在现实里还是看了太多冲突 这类问
题为什么一再的发生 就算已经有了成功案例为什么不能平息冲突 我没有得到解答
17、土地问题一笔糊涂账，新土改的正道是产权改革与约束权利的改革结合，只怕那时早就没有土地
可以改了。说好的不忘初心呢？
18、伤心之书，一言难尽。
19、第一次看这个方面的书却不觉得读不下去的。全书从来龙去脉开始分析的很透彻，只是有些观点
略有重复。说到底，中国权利界定不清的，保护不够的，又何止土地呢
20、随笔见功夫
21、官与民争富，土地资源配置既不公平也不效率
22、满篇都在安利科斯，极尽所能称赞“地票”多么好多么好，然而论据不足，基本没道出个所以然
23、略微不如上册，后面有点乱
24、历史犯的错，总要后代来偿还，既然不可以如历史一般乱搞一通，那就只能在限定的，合法的，
可控的框架内一步一步走，慢慢改，缓缓革，这是一个漫长的调整期。也是回归正常经济机理的过程
。城乡土地市场必须统一方有出路。产权改革是关键。
25、终于啃完了。。
26、相比第一本略显啰嗦。喜欢这一句：看天下大势，农民收入无非三大来源：出售农副产品、打工
、分享城镇化驱动的土地增值收益。
27、其实觉得比上卷好啊
28、这个更多对于目前实事的一些的辩论，真理越辩越明，但是感觉没有上一部的那么系统和深入
29、依旧是层层推进，讲关于城市特别是农村的土地问题。看起来，改革确实一直在进行，虽然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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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完整，只是忍不住觉得，政府的主导力依然太过强大，以至于一点点的改革，都像是恩惠和
施舍。尽管如此，还是希望中国有多一些支持改革的学者和官员。
30、中国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土地问题⋯⋯房地产，城乡差距，城镇化，都和土地息息相关⋯
⋯再坚持城市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只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重重障碍
31、第二部果然就平平了
32、下集，给我的感觉周其仁教授有点絮絮叨叨的，哈哈哈。也许是我没有耐心吧，整体感觉没有上
集精彩了，很多文件和思路也是在不停的重复，但总体来说依然是好书，也是我少有的做了笔记的书
。还有一点吐槽下，这种书，虽然在作者看来是有逻辑顺延关系的，但作为读者来说却未必，有时候
还是需要把自己的研究结果系统化一下，当然受众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中国土地的科普，我觉得看
它就够了。
33、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中国的
人口很多，不过这十数亿中国人，也可以说仅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
。今天中国的许多经济问题都可以由土地问题说起，包括城镇化、土地改革⋯⋯
34、下部里面更多的阐述了周教授与其他学者观念对立部分的辩论，如果说上部是梳理历史，推断农
村土地入市的合理性，那么下部就是辨析农村土地入市的必然性
35、既然作者自己承认真实世界的变化还是来自上下各层的实践探索，所以读上去更像是带有个人观
点的新闻报道，从现实解读上升到辩证理论。这点上说，已经超出常人的认知，高等级的信息处理运
用。
想到临时居住地附近的宅基地置换，上海市中心居民到郊区买房，旧城新城农田工业区的不同变化和
状态等等。让现实中的经济学活起来，透明化，客观化。
上下册同读，让自己的生命融入大时代中！
36、其实只可以给三星半，但跟上册比差距有点大。有点杂乱。重复说国有土地，集体土地的事。信
奉市场是最值得加分的地方
37、感觉下本冗余，缺乏整体统筹；不过整体思想很棒，作为很多试验的参与人，作者也展现了很多
可贵的细节
38、以权力来保障的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缺一不可。
39、听周其仁妙语连珠的讲课完全没有压力，但看他同样滔滔不绝的大作却需要勇气。但也正因为如
此细致，生动，慎密的文字，才能造就一部中国土地制度的百科全书
40、感觉比上半部略差
41、接地气也有深度，后半部分稍有重复。
42、简单朴实近乎叙述班的语言，讲城乡矛盾鞭辟入里的展现在读者面前。无论是经济工作者，还是
作为了解社会现实都是一本补课多得的好书。
43、非常的介绍了农村土地改革的来龙去脉，逻辑清晰，观点明确。
44、2016年6月
45、土地改革几十年，折腾俩字最中肯；路漫漫其修远兮，不作死不会死啊。
46、通俗易懂，能让人明白土地所有权变迁。部分内容重复，能再进一步做内容整合更好
47、政府管真多⋯⋯
48、详细讲到了现在的城乡土地挂钩、农村土地确权等很重要的话题，读起来很有收获，对一些平时
经常听到但不理解的说法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也对现实中国和北京以外的中国增加一点了解。
49、周其仁教授尊重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尊重基层群众的经验创造，是一个讲常识、有良知的经济
学家。
50、【我不认为2013年以来的经济下行仅仅是全球需求收缩引致的，国内日益升高的制度成本对此也
做了重要贡献】无非“确权—交易”的过程，竟能先骗后坑再拦这么乱搞了70年，稍微放松一点就是
伟大的胜利要求大家感恩戴德，无耻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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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的观点，不让农民拥有农地转让权是保护农民利益。而周其仁老师从观察
出发，发现农民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因而收入也受到了限制。这个观察的出发点是中国人口城市化与
土地城市化不相匹配，土地城市化大大超越人口城市化，城市化的定义是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的过程
，现在人口反而疏密了，成了“反城市化”！原因何在？来自于我们的土地交易模式。按法律规定，
我国土地，“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而改革开放后，城市土地开始开放
，农村集体土地被限制了转让权。这一分野，导致了城市发展对土地的需要，只有通过把农村土地转
变为城市土地才能被国家所出售使用权，形成了政府“征地——卖地”的模式。这种模式在过去三十
多年里为中国经济增加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但也逐渐暴露出很多问题。一是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不强
，目前很多地方出现了空城、鬼城，地产投资的收益是在下降；二是其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慢慢显现，
各地方政府的竞争下，各种空壳产业园产生，工厂被低低价吸引过来，却使得本来应该在集中城市的
地方密集度下降，产业分工发展受限；三是造成大量的征地纠纷，引发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四是给政
府寻租腐败制造了空间，大量腐败出现。根本的方法是改这种模式为土地市场交易模式。这样可以使
得土地配置效率更高，农民获得更加的财产性收入。“产权明晰是交易的前提”科斯如是说。可是目
前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受两大因素制约：集体土地所有制、政策性禁令。1. 集体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
制导致产权不够明晰，一是人口增减可能改变产权，因为地是要在集体内均等的，所以，一块地即是
自己的，将来可能又是别的；二是土地受到了行政权力的可能支配。其来源都是因为这种集体不是真
正的集体制，如合作社或者股份公司那样。我也考虑到集体土地制度可能是一种有效率的转变成工业
用途的方式，因为分散的农户交易成本高（也许是中国高速发展的一个原因），直接国有土地剥夺又
很大；同时，因为有集体力量，保护权利的能力也高。只是这个前提是真正的“集体”，而不是被异
化的集体。在目前中国政治体制下，不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民主的农民集体。目前中国这种异化了的
集体才产生了各种村干部卖土地引发民乱等等情况。所以，追溯到最后，是继续让政府配置大量资源
推动经济发展的固有模式，还是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2.政策性禁令。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
依法转让。土地管理法也有此规定，但部门法规却不认可，限制农村土地的转让。这直接导致了大量
“小产权房”、建设用地处于灰色地带。周其仁老师讨论了目前各地的一些尝试，如湄潭针对集体所
有制问题提出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成都改革提出了“占补平衡”、“增减挂钩”。温州
乐清让小产权房合法化。这些都来自于不可阻挡的需求端压力，开放城乡土地市场势在必行。收入来
自于资产，是资产未来的收入流，而资产的实现又有赖于产权的性质，不完整的产权，无法产生其潜
在收入。因此，保护农民的权益的最好方法是给予农民对土地的完整产权。采取市场模式的好处是显
而易见的，除了在收入分配上的意义，政治上的涵义也许更大。政府之手不会主动放弃控制，为何说
一旦市场建立了政府就能约束自身的权力？ 肯定是有一个对抗的力量来约束，而非其自身。深入个体
来探讨，当个人在市场中获得利益，则增加了其放弃市场的成本，这使得他们增强了维护个人利益的
意识和能动力。这既是农地入市的最大好处，也是我们理解市场经济为什么说是约束政府的制衡力量
，市场越多，政府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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