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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土地的困境
[1]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XX村调查报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95班  梅松
 

本文着重记录了笔者在老家调研时的一些见闻和感受，反映了当地农村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并粗略的分析
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该村的基本情况介绍

该村位于常德西部，在洞庭大道和桃源路的交界处，属城乡结合部。村内有原主居民2274人，外来的暂住人
口约有4000人。村内共有9个村民小组，村民分属于这9个小组。现有耕地500多亩，耕地上以种菜为主。目前，
村里没有乡镇企业，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仅有一家。2001年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为3700元，在常德市的众多村里，
经济状况偏上。

 
二、该村存在的问题

1、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是该村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村里原有耕地1000多亩，分属于各个村民小组。村民根据家里的人口数

量按照一定的比例承包一定面积的土地。按照村里的规定，村民可以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进行耕种，但无权租让
或是转让土地。近年来，国家不断对这些土地进行征用，剩下的耕地面积越来越小，到现在，耕地面积已经
从1000多亩缩减到500亩。每征用一次土地，各村民小组就需要在各自剩下的土地上从新进行分配，此称为“调
田”。每调一次田，农户所分得的土地就会少一些。过去一户4口人的农户能分到1亩多地，但是现在，一般的村
民小组人均能分到的耕地仅有0.1亩，这根据各组土地被征用的多少而略有些差别，有的组土地被征用得少，那么
该组内的村民所分到的土地就略多一些，土地最多的组人均分到的土地不超过0.2亩；有的组土地就被征用得多，
组内村民分到的土地就少。还有三个组所拥有的土地已经全部被征用，而这些组里的村民也全都被转成城市居
民。

国家对于征用的这部分土地，会给予农民一定的补偿费用，主要是对农民在田地里种的各种作物的一种补
偿。据了解，稻田的补贴最少，为980元/亩的23倍。其中的8倍归村民小组所有，剩下的15倍则是给土地承包者的
补助。菜地的补贴最多，为1920元/亩的23倍。分配的规则和稻田一样。这样算下来，每一亩地村民能得到的补贴
在14700元~28800元之间。但我认为作为安置费，这些钱是远远不够的。常德现在每亩土地的价值大致在四十万
元，也就是说村民每亩地得到的不到土地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保证，没有了土地，农民实际上是失去了一项重要的谋生手段。虽然得到了一笔
补偿费用，但是他们以后干什么？其他省的农村，有的村里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发达，为当地的农民提供了许多
就业的机会；有的农村则大力发展副业，养禽、养鱼等，也为他们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还有的农村外出打工
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也是一条出路。但是，在该村，这些途径都不太容易实现。首先，当地村委会严格限制了一
户人的居住面积不超过80平方米，根本没有地方养鸡、养猪。村里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又极不发达，原来有的
乡镇企业都纷纷倒闭，现在已经没有乡镇企业，而私营企业的规模一般都偏小，不足以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对于
外出打工，当地农民多数都不太乐意，具体的原因不太清楚，可能是这个村的传统吧，这个村外出打工的人一向
就不多。也可能是由于现在外出打工工作比较难找，农民本身的文化素质又不高，找工作就更难，尤其是要在常
德市或者是省内找工作，因为，整个常德市乃至整个湖南省的工业和第三产业都不发达。在常德，主要的税收来
源靠的是常德烟草公司这一家企业。所以，当地农民宁可在家呆着，也不愿意外出打工。
    现在看来，国家对土地的征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基本上成天在呆着家里，
无所事事。这是当地赌博之风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当地的社会治安也不稳定，犯罪率呈逐年上升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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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犯罪的人多半是一些生活窘迫又缺少经济来源的农民。所以，我认为国家在对土地进行征用时，应该同时考
虑到农民以后的生活出路，比如可以适当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就业的机会等等。

 
2、市场低迷，农民无利可图

    这次返乡，一个很深的感受是整个常德市的消费水平都相当低，人们的购买力不强，商品的价格普遍偏低。农
产品自然也不例外，这可就苦了当地的农民，辛辛苦苦一担粪，一瓢水地种出来的菜，在市场上去卖不到一个好
价钱，有时甚至还卖不出去。我做了一些对比，差别最大的是蔬菜和水果的价格。一斤菜在常德仅卖0.1元，即使
是春节前，价格最高也就0.2元；而同样的一斤菜，在嘉兴则要卖到1.0~1.2元。所以，可以说，卖菜上基本上无利
可图。水果就更是如此，在家乡看见许多桔树上都还挂着桔子，大部分都烂掉了。农民们宁可让果实烂在树上，
也不愿将其采下来拿到市场上去卖，市场的低迷由此可见一斑。另外，当地的菜市场的管理很差，整个市场相当
的混乱，菜贩子猖獗，统治了整个市场，对当地的农民相当不利。
    种菜原本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在，却仅仅是微利甚至是亏本。这是导致目前该村相当部分农民
收入出现下滑的直接原因之一。
  

3、村干部作风不正，虚报、虚夸现象严重。
    自从邓小平1992年废除了干部终身制以来，在提高干部的素质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干部的整体
素质的确有了一些提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认真负责、为百姓干实事的干部少了；混
日子、为自己谋利的干部多了。因为对于干部，国家缺少必要的奖惩制度。干部失职，最大的惩罚莫过于撤职，
一般的仅仅是调职，换个地方继续过他的太平日子。这使得一些地方上的干部有恃无恐，利用职权以权谋私，收
受红包，挪用公家财产。该村的主要干部已经换过好几次了，换掉的干部一般又被调到其他村去当干部，这样根
本达不到任何的目的。村民对此事敢怒不敢言，牢骚满腹，却又无可奈何。
    前几年，当地政府还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一个村的产值达到了某个指标以后，该村主要干部的职称就可以提升
一个级别。一些干部为了自己的职称，不惜虚夸虚报，而且虚夸数目大得惊人。据村民说，该村的年产值曾经被
虚报到八、九个亿。这样做，受益的是村干部，而吃亏的是当地的村民。因为，村里必须从所报的产值里提
出0.5%上缴。虚报的数额越大，上缴的数额就越大，而农民受到的损失也就越大。这条规定持续了几年，直
到2000年才取消，这种现象才有所好转。
   

4、村里房屋出租盛行
    在该村，当农户有一定的积蓄后，主要会将积蓄用于建房。自改革开放以来，村里的村民普遍修过2~3次房，
现在，一般的村民居住的都是三层的楼房。这样的一栋楼房从最初打地基到建成总共的开销在十万元左右，对一
般的村民而言，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修这么大的房屋用于一家人居住是绰绰有余，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进行房屋
出租。前面提到过，该村里外来的暂住人口多达4000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主要的谋生手段以做小生意和打工
为主。这些人的经济水平不高，在城市里租一间一室一厅对他们而言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普通商品房里最便宜的
一室一厅每个月大约需要200元，而在农村，租农户的一间房间的费用则低得多，每个月仅需要70~80元。这是村
里房屋出租之所以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的农户至少都能出租3~4间房间，这样，每个月仅房租的收入就有300元左右。这对于土地已被征用，又还
没有找到其他工作的农户而言，是不可缺少的一笔收入。房租的收入已经逐渐成为该地区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

 
5、青年——“垮掉的一代”
当向农户们问及今后的打算时，年纪较大的农户都显得比较泰然，“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儿女们都成家

了，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自己守着这点地，种点熟菜，靠着这点收入养活自己已经够了”；真正令人担忧的是
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一代，他们从小受到村里赌博的风气的影响太大，很小就学会了赌博，大人也未加干预，使
得他们的心思几乎没有用在读书上。现在成天除了赌博、闲谈之外，基本无事可做。问他们今后的打算，不清
楚，感觉很迷茫，不知道自己今后干什么。农村土地大量被国家征收，他们肯定不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依靠土地
生存。而且一旦没有了土地，他们的户口很快也会转成城市户口。如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那以后的日子怎么
过？我问他们难道就没有认真地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一下，比如学点什么技术，至少今后也能混口饭吃啊，大部分
人要么摇头，要么说没有兴趣，还有地说即使学了技术，也没有多大的用处，现在要在外面找工作实在是太难。
这的确是个事实，常德是的工业很不发达，村里也没有像样的乡镇企业或是私营企业，能为村民提供一些就业的
机会。但就这样混下去就会有前途吗？他们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后代呢？又怎么办？
 
三、未来展望

1992年该村的人均年收入就已经超过了3000元，可是到了2001年，人均年收入也仅仅只有3700元。可以说，
该村近几年里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我所访问的农户中有好几户实际的人
均年收入还不足3000元。

    那么今后呢？“我们不久将成为城市居民，今后的收入来源不能再靠卖菜了，必须要自己找工作。我们相
信政府会考虑到我们的利益，在今后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的生活水平还是会提高的。”当我问到
对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农业，对自己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时，多数农民尚未考虑加入WTO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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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想，现在这个地方的农产品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了，即使加入WTO，对我国农产品价格产生很大的冲
击，对他们的影响的确应该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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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作者参加清华大学小林实经济学研究基金“转轨时期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此处发表的是作者在案例调研成果之外的当

地调研报告，反映了案例主人公所处当地农村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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