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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统筹城乡发展的就业、户籍与土地利用制度联动研究》回顾了国内外统筹城乡发展的相关理论和新
中国城乡制度变迁的历程，从就业、户籍与土地利用这三个基础性元素的内在经济关联入手，提出“
以就业制度改革为基础，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抓手，以土地利用制度改革为支撑保障”的联动改革创新
思路，进而全面分析了制度联动改革中相关重点领域的改革思路，指出推动制度联动改革应该按照“
中央顶层设计，地方分类实施，找准突破关键，分步试验推进”的路线循序渐进，逐步形成城乡一体
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Page 2



《统筹城乡发展的就业、户籍与土怠�

作者简介

易小光，男，研究员，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主任（院长）。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重庆市政协委员，兼任政协经济委副主任，重庆工商大学、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兼职
教授，同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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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专家委员会常委等多个社会职务。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区域经济理论及政策研究。有20余项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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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化问题研究》、《重庆经济计量研究》、《重庆市宏观经济预警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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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一阶段，我国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重工业
优先发展的战略取向对劳动力的需求极其有限，同时计划体制下人民公社的大锅饭极大地抑制了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劳动生产率不高，直接导致短缺经济以及粮食危机持续存在，城市供应能力和容
纳能力有限，不得不采取精减职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农村等等措施来压缩城市人口。这
些举措都是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这一平台予以实施的，这个时期的户籍制度发挥了强有力地控制人口
迁移、并据此分配生活资料的重要功能。 二、计划经济时期土地所有制经历了从私有到国家和集体所
有的转化 1949年后，我国确立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由于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就形成了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国有土地使用制度
的主要特征，一是土地无偿使用，二是无限期使用，三是不准转让。特别是那时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
权没有分开对待，导致在名义上人人所有，而实际上谁也不能真正拥有，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暂时推行了土地私有制。新中国成立之时，实行了一次遍布全国的土地改革，没
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并由人民政府发给农民土地所有证。1950年6月28日颁布的《土地改
革法》规定，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l954年我国的第一部《宪法
》第八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为
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 归
国有。这时，不仅农村的土地是私有的，城市里很多土地也是私有的。 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将农民的土
地转为集体所有。农民得到了土地所有权证后，很快就迎来了“三大改造”，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
，再到高级合作社，后来又推行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土地集体所有制，把一家一户
的小农经济变成集体经济。初级社时农民可以土地人股分红，高级社阶段则不再赋予农民以土地人股
分红的权利，而是采取按劳分配的原则，具体办法就是按劳动力类型计算工分付酬，这时土地的性质
已变成集体所有。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
章程》第三章，规定了入社的农民必须将私有的土地无偿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耕畜、大型农具等主
要生产资料按照当地的正常价格转为集体，同时还规定了“抽出一定数量的土地分给社员种植蔬菜”
。同时辅之以公社集体食堂，开始吃大锅饭，但一开始敞开供应的情形由于物质短缺匮乏并没能持续
太久，还催生了人们的平均主义思想，导致出工不出力和消极怠工，实行这种集体所有制给农业生产
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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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统筹城乡发展的就业、户籍与土地利用制度联动研究》为易小光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9XJL003）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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