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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民这个字眼常与文化的落后、思想的封闭和愚钝、经济活动的非理性联系在一起。可是，在福建

省罗源县B村调查的几天中，我却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己解放自己之后，
他们的思想随着生产力一并解放了。如今，市场的观念早已在农民心中扎根，而对收益最大化的追求则成了他们
各种经济行为的根本出发点。

然而，目前仍有种种困难横在农民面前。知识的贫乏使农民们依然无法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加大了投资
风险。大海潮起潮落，风波难测；农户们的投资经营也如此。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为了让下一代能够依托知
识和技术获得稳定收入，农民对教育给予极大的重视，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成了农民们迁移的重要原因。另一方
面，当地政府在引导农户投资上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政府角色的缺失也是农民经营状况不稳定的客观原因。

 

一、典型农户的决策经历

我走访的一位农户是村中宗族事务的总理，从他十多年来的种种经济决策来看，他都是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
来追求收益最大化，可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他受到了政策环境、自然环境的约束。

八十年代末，国家明令限制林木砍伐，建筑市场木材原料紧缺，许多新建房屋木料需取自拆除的房屋，每栋
旧房木料的购买、拆除、运输等的成本约为每吨1,000元，只要拆下的木料售价能高于成本即可赢利。此间关键在
于能否正确估计出该房屋的可用木材量，而他正是这方面的能手。从此，他利用自身技术上的优势开始贩卖木
材。97年后，国家调整政策放开木材市场，卖旧房木料无利可图，他停止了这项经营。

93年，他成为村中第一个贻贝养殖户，由于起步早，圈得了较好的滩涂，在经营的第一年获利丰厚。看到他
头年养殖贻贝获利，村中其他人被高利润所吸引，一拥而上大量养殖贻贝。第二年，由于大量的海水养殖，夏季
高温时罗源湾水体严重污染，甚至出现“赤潮”，村民们缺乏技术经验，即将收获的贻贝全部死亡，全村人血本无
归。他的资金周转出现了极大的困难，从信用社贷不到款，他只好从高利贷者那里借入资金以维持经营。

94年后，他从福清地区批发新品种优质海蛎苗，靠贩卖部分苗种和自己养殖获得双份收入。可罗源湾内网箱
养鱼的迅速发展和电鱼这一捕鱼方法的广泛使用使水质恶化，海蛎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政府有关部门以罚代
管，网箱养鱼、电鱼没能停止反而更加猖獗，海蛎养殖连年亏损。

他最终停止投资，一是因为年事已高，二来则是几次投资失败造成的债务负担和心理冲击。几起几落，从内
因上看，有其人力资本的因素，如技术知识的匮乏；从外因上看，政府监管力度不大使水体污染加剧，资金来源
不畅导致高利贷盛行，市场信息不全和缺少引导致使一有新项目农户们就一哄而上最后一哄而散。

如果说这位农户十多年的起起伏伏只是转轨大潮中的一个小水花，那么高利贷、农业投资减少、土地流转不
灵以致抛荒的问题则是波及当地农村的大浪。

 

二、高利贷问题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动态

file:///C|/研究动态/105.htm[2019/5/27 17:36:49]

    当地农民反映最多的问题是信用社贷款难。一方面国家的贷款利率不断下调，信用社却放不出贷款；另一方面
是高利贷盛行，利息还居高不下。这一反常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从信用社的角度来看，放贷是为了能最终收
回贷款，赚取存贷利差。农户的投资项目需注入较多资金，而产出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风险较大。一旦亏
损，农户就无法偿还贷款。目前信用社规范信贷管理，实行贷款调查、贷款审查、贷款审批三岗分离，相互监督
制约，导致贷款过程环节多，再加上信用社人员少，任何一个岗位人员缺失都会造成贷款环节中断，致使办
贷慢、时间长，农户们为获得一笔数千元的贷款需要找信用社七、八次，费时一、两个月，违了农时不说，单是
来回的路费和送礼的钱可能就不比高利贷的利息少。这种情况下，信用社的贷款不能满足农民生产的实际需要，
因而贷款利率降低的受惠群体并没有扩大。而高利贷以其方便、快捷的优点满足了农民生产的急需，因而其群体
并不因国家贷款利率的降低而缩小，仍能在保持高利率的情况下实现供求平衡。

现阶段国家推出的农民小额信用贷款不需要担保，最高额度达5万元，可以很好地满足农民有效贷款需求。
但农村信用社惧怕贷款风险，这种信用贷款推行起来难度很大。

三、农业投资减少

     贩木材是农户的一种兼业经营。如今在B村，兼业农户已成为农户的主体。B村在罗源湾畔，自然条件优越，
农户们原先在罗源湾中捕鱼、养殖水产，在山上旱地种植红薯，通过围垦造田得到大量水田。可现在村中土地才
保持在130亩左右，而山上原有的170亩旱地由于没人耕种再加上山猪等野兽的破坏，大部分已经荒芜了。

土地荒芜、农业投资减少、非农业投资增加看似与人多地少矛盾，与政府工作目标矛盾，实际却是农民们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抉择。现阶段国家实行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可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国有粮食企
业不严格执行政策，甚至压级压价，且当地政府的农业服务不足，信息、资金渠道不畅，因而，资金、劳动力在
农业上的比较收益低于其他产业。一户农家耕种两三亩地，一年下来净收入只有千余元，仅抵得上外出打工一个
月的工资。追求收益最大化必然使农户的投资转向其他产业。

 

四、土地流转不灵

目前，村中青壮年男子大都外出打工，而妇女为照顾丈夫子女也跟着迁出。还有一部分人为了让孩子得到更
好的教育，买户口迁入县城。九十年代初村中还有八十多户人家，现在剩余不到四十户。留下的多是没能找到出
路的，打工者雇佣他们耕种土地以保持肥力，产出全归他们所有，还替他们上缴土地征购粮，就是不愿意将土地
土地使用权转让。

尽管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外出打工的人却不愿放弃土地，最主要原因在于对未来无法进行预测。他们外出打
工从事的多是劳动密集型职业，很多时候打工只是一种短期行为，受到外部经济条件的制约，而下岗失业现象的
大量出现使他们将土地视为自己的退路，愿意出钱雇人耕种以保持土地的肥力。传统文化所决定的农民的恋土情
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一旦无人受雇，土地就面临抛荒的危险。

 

五、政府作用的发挥
在时代的风头浪尖，政府应该是改革浪潮中的掌舵人。优化政府行为、完善有关政策、改革宏观环境已成为

农民的迫切要求。我认为，当前政府急需完成的任务是加强农村市场调控体系建设，通过完善市场信息系统和吞
吐调节系统，对市场进行间接干预，加强科技服务，指导农民的投资行为。同时，应建立农民信用制度，进行贷
款对象的分层次管理，提高农业信贷的服务水平，还应完善土地流转的有关规定，防止土地撂荒。只有政府把握
住航向，农业这艘大船才能不惧潮涌，斩浪前行，农民才能弄潮增收，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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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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