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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问题的提出

劳动力的区域流动是提高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的关键，因此，为推动我国实
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然而，在许多制度性约束下，许多农业劳动力的权利并未得到足够的开放，
大量劳动力依然被锁定在欠发达省份的农村部门，导致我国劳动力的流动
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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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问题的提出

不完善的土地权利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当农地承包经营权不够
明确、承包权与经营权无法分离时，农民离开其户籍所在地可能面临失去承
包地收益的风险，增加其流动的机会成本 (Tombe and Zhu, 2019;刘守英,
202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农地制度的改革。2013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用 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
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自 2014年起，土地确权改
革逐年分批推广，至 2019年已基本实现全面覆盖 (Liu et al., 2023)。
2015年，中央颁布了《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对农地所有权、承包
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具体内涵、经营权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原则、进
城农民财产权利保障作出了系统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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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研究思路

1. 现有研究中讨论我国不完善土地制度的结构估计框架忽略了我国城乡二元
的土地所有制 (Tombe and Zhu, 2019)，未区分土地确权在城市部门与农村
部门的不同影响，高估了改革的总量效应，也忽略了潜在的区域再分配效
应。

2. 本文在现有框架中刻画了城乡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及土地收益的分配方式，
土地确权改革仅在农村部门产生直接影响，促进农村部门劳动力向城市部
门转移，大量劳动力流入使得城市部门福利受损。

3. 中国特殊的建设用地供给机制使得城市部门的土地并非不变要素，因此可
通过增加城市部门的建设用地，缓解/解决土地确权改革的再分配效应，实
现区域层面的帕累托改进。本文定量考察了我国 2010‑2017年建设用地指
标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的配合效果。

4. 基于现实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方式，本文借助结构模型的模拟探索了更优
的土地配置方式，更有助于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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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贡献

1. 本文在量化空间均衡的框架下估计了土地确权改革经济影响的一般均衡效
应与福利效应，尤其强调其导致的区域利益再分配，弥补了现有考察土地确
权改革影响的研究不足。

2. 本文首次将土地确权改革与中国特色的建设用地供给制度相结合，评估了
我国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的配合效果，并揭示其作用机制。

3. 本文基于量化模型的模拟结果，探索了更优的土地配置模式的可能性，对我
国今后的国土资源利用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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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型

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 Eaton & Kortum (2002)、Ahlfeldt et al. (2015)和 Tombe & Zhu
(2019)等文献的框架，构造量化空间模型来刻画中国省际劳动力流动以及
省际贸易。
基础设定：

完全竞争；N 个省份，用下标 o,d ∈ {1, · · · , N}；各个省份均有农业部门和非农部
门，用上标 j,k ∈ {ag,na} 表示；
仅刻画国内不同省份、不同部门间的贸易；劳动力仅在国内流动；
模型中变量上下标 x jk

od 代表由 (o, j) 向 (d,k) 的商品出口或劳动力流动。

新增的设定：
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与土地收入的分配模式；
中央政府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

模型的基本构成：
1. 居民部门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迁移决策；
2. 企业部门基于成本最小化的中间品贸易；
3. 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
4. 土地收入的分配；
5. 最终品市场出清；
6. 土地确权改革的反事实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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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型

居民效用

设定户籍所在地为地区 o 部门 j 的劳动力，若流动到地区 d 部门 k 的效用
函数：

u jk
od =

ε
jk
od

(
gk

d

)φu

µ
jk
od


Ck,ag

d
ψagβ

ψag (
Ck,na

d
ψnaβ

)ψna
β (

Sk
d

1−β

)1−β
(1)

其中，

Ck,ag
d 、Ck,na

d 和 Sk
d 分别表示劳动力对农产品、非农产品和住房的消费，

gk
d =Gk

d /
(
Lk

d

)χ
代表目的地的人均公共支出。

ε
jk
od 刻画了个体偏好异质性，是独立同分布地服从形状参数为 κ的 Fréchet分
布的随机变量：

Fε(x)= e−x−κ

其中，形状参数 κ又称为流动弹性。
µ

jk
od 衡量了从地区 o 部门 j 流动到地区 d 部门 k 的流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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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型

居民效用

定义 v jk
od 代表由户籍所在地为地区 o 部门 j 流动至地区 d 部门 k 的劳动力

的名义收入，t 为外生给定的税率。给定地区 d 的农产品价格 pag
d 和非农产

品价格 pna
d 、地区 d 部门 k 的住宅用地价格 rk,h

d 。则预算约束为：

pagd Ck,ag
d + pnad Ck,na

d + rk,h
d Sk,h

d ≤ (1− t)v jk
od (2)

根据 Cobb–Douglas效用函数的性质，可求得地区 d 部门 k 的价格指数 Pk
d

为：

Pk
d ≡

(
pagd

)ψagβ (
pnad

)ψnaβ
(
rk,h

d

)1−β
(3)

同样，利用 Cobb–Douglas函数的性质，易得间接效用函数为：

U jk
od =

ε
jk
od

(
gk

d

)φu (1− t)v jk
od

µ
jk
odPk

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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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型

劳动力的迁移决策与流动份额

对于户籍所在地为地区 o 部门 j 的居民而言，其流动决策是在我国各地区
的各部门中选择目的地 (d,k) 以实现 U jk

od 的最大化。即：

m jk
od =Pr

ε
jk
od

(
gk

d

)φu (1− t)v jk
od

µ
jk
odPk

d

≥max
d′,k′

ε
jk′
od′

(
gk′

d′
)φu

(1− t)v jk′
od′

µ
jk′
od′Pk′

d′


 (5)

根据大数定律，户籍位于地区 o 部门 j 的所有居民中选择流动至地区 d 部
门 k 的份额将依概率收敛至户籍位于 (o, j) 的某一个体选择流动至 (d,k) 的
概率，即：

m jk
od =

[(
gk

d

)φu v jk
od

]κ (
µ

jk
odPk

d

)−κ
∑N

d′=1
∑

k′∈{ag,na}

[(
gk′

d′
)φu

v jk′
od′

]κ (
µ

jk′
od′Pk′

d′
)−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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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型

中间品生产

模型刻画中间品与最终品的生产。假设存在无穷种中间品，每一种中间品用
连续实数 ω j ∈ [0,1] 表示，每个地区均生产所有的中间品。

设定地区 o 部门 j 生产中间品 ω j 的企业具有 Cobb–Douglas形式的生产
函数：

y j
o(ω j)= z j

o(ω j)
(
G j

o

)φp
(
L j

o(ω j)
)α j (

S j
o(ω j)

)σ j (
Y j,ag

o (ω j)
)ηag, j (

Y j,na
o (ω j)

)ηna, j

(7)
其中，L j

o(ω j)、S j
o(ω j)、Y j,ag

o (ω j) 和 Y j,na
o (ω j) 分别代表地区 o 部门 j 生产中

间品 ω j 所使用的劳动力、土地、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投入，生产中的土地投入
来源于地区 o 部门 j 的工业用地 K j,p

o 。α j、σ j、ηag, j 和 ηna, j 代表生产中劳
动力、土地、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产出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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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型

中间品生产

地区 o 部门 j 的企业以工资 w j
o 雇佣劳动力，以价格 r j,p

o 购买土地，并以价
格 pago 和 pnao 购买最终品。通过求解企业的成本最小化问题，可以得到单位
投入束的成本为：

c j
o =Υ j

(
w j

o

)α j (
r j,p

o

)σ j (
pago

)ηag, j (
pnao

)ηna, j
(8)

考虑企业的生产率和公共支出对生产的外部性，生产一单位商品的成本为：

P j
o(ω j)= c j

o

z j
o(ω j)

(
G j

o

)φ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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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型

最终品生产与中间品贸易

设定农产品与非农产品是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生产的中间品的
Dixit‑Stiglitz加总，即：

Y j
o =

[∫1

0

(
y j

o(ω j)
) η−1

η dω j

] η
η−1

(10)

生产最终品的中间品投入可以由本地生产，也可以从其他地区进口，根据成
本最小化原则，企业在所有地区间选择以购买价格最低的中间品。

跨地区的中间品贸易面临一定的贸易成本，本文使用冰山成本进行刻画：假
设从地区 o 部门 d 出口 τ

jk
od 单位商品时 (τ jk

od ≥ 1 且 τ
j j
oo = 1)，只有 1单位商

品最终到达地区 d 部门 k。
当贸易成本存在时，地区 o 部门 j 向地区 d 部门 k 的出口价格为 τ

jk
odP j

o(ω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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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型

贸易份额与最终品价格

地区 j 的进口决策满足：

π
jk
od =Pr

 c j
oτ

jk
od

z j
o(ω j)

(
G j

o

)φp
≤min

o′, j′

 c j′
o′τ

j′k
o′d

z j′
o′ (ω

j)
(
G j′

o′
)φp


 (11)

利用 Fréchet分布的分布函数，可以求得贸易份额为：

π
jk
od =

T j
o

(
τ

jk
od c j

o

)−θ (
G j

o

)φpθ

∑N
o′=1

∑
j′∈{ag,na} T j′

o′
(
τ

j′k
o′d c j′

o′
)−θ (

G j′
o′

)φpθ
(12)

由于假设了商品不存在异质性，因此存在大量中间品时，最终品的价格等于
任一中间品最低价格的期望值，可求得：

pk
d = γ

[∑
o′, j′

T j′
o′

(
τ

j′k
o′d c j′

o′
)−θ (

G j′
o′

)φpθ
]− 1

θ

(13)

其中 γ是一个常数，由此得到了地区 d 的农产品价格与非农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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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型

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

为了刻画中国“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二元土地制度，本文模
型中设定：

城市部门的土地出让由地方政府决定、受到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约束，土地收入
归地方政府所有，并转化为公共支出
农村部门的土地面积保持不变，收入归户籍居民所有，在收入分配时受到不完
备的土地产权制度的约束。

由赵扶扬和陈斌开 (2021)和段巍等（2020），在一个特定的政府目标函数设定
下，地方政府出让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比例仅由一些参数决定，因此只需
关心总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根据 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性质，生产用途的土地回报满足：

rk,p
d Kk,p

d = σk

αk wk
dLk

d (14)

定义 vk
d 代表地区 d 部门 k 居民的平均名义收入，则居住用途的土地回报满

足：
rk,h

d Kk,h
d = (1−β)(1− t)vk

dLk
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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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型

土地收入的分配：城市部门

在城市部门，居民的平均名义收入等于其名义工资收入，即 vnad = wna
d 。

城市部门政府的公共支出包括税收与土地收入两部分：

Pna
d Gna

d =
(
1−β+ σna

αna
+βt

)
wna

d Lna
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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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型

土地收入的分配：农村部门

在农村部门，土地收入归居民所有，因此居民总收入为：

vagd Lag
d = wag

d Lag
d + rag,p

d Kag,p
d + rag,h

d Kag,h
d (17)

代入式 (14)和 (15)可得：

vagd Lag
d = αag+σag

(β+ t−βt)αag
wag

d Lag
d (18)

农村部门政府的公共支出仅包含税收：

Pag
d Gag

d =
(
αag+σag

)
t

(β+ t−βt)αag
wag

d Lag
d (19)

陈泽宇 (中国人民大学) 土地确权改革的区域再分配效应 2023–12–31 18 / 4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量化模型

土地收入的分配：农村部门

在不完备的土地制度下，只有本地户籍居民享有土地要素回报的索取权，因
此地区 d 农村部门本地户籍居民的名义收入为：

vagagdd = wag
d +

rag,p
d Kag,p

d + rag,h
d Kag,h

d

Lagag
dd

=
[

1+ αag+σag− (β+ t−βt)αag

(β+ t−βt)αag
Lag

d

Lagag
dd

]
wag

d

(20)

为统一城市部门与农村部门的符号，定义收入倍率 δ
jk
od：

δ
jk
od =


1+ αk +σk − (β+ t−βt)αk

(β+ t−βt)αk

Lk
d

Lkk
dd

, 若 o = d, j = k = ag

1, 其他

(21)

于是居民的收入可以表示为目的地工资的函数：v jk
od = δ

jk
odwk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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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型

最终品市场出清

定义地区 o 部门 j 对最终品的总支出为 X j
o，由于最终品仅是中间品的加总，

因此地区 d 部门 k 的总产出 Rk
d 为：

Rk
d =∑

o, j
π

k j
do X j

o (22)

对地区 d 部门 k 生产的最终品的需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地区 d 城乡居民
的消费、城乡企业生产时的中间品投入以及城乡政府的公共支出，假定政府
的公共支出中以固定比例 ξag 和 ξna 购买农产品和非农产品 (ξna = 1−ξag)，
则地区 d 部门 k 的总支出可以表示为：

X k
d =βψk ∑

j
(1− t)v j

dL j
d +∑

j
ηk, jR j

d +ξk ∑
j

P j
dG j

d (23)

联立式 (22)与式 (23)构成了市场出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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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型

土地确权改革的反事实均衡

在土地确权改革后，户籍所在地为地区 o 农村部门的流动人口可将出租其
承包地的使用权，从而与非流动人口同等地获取土地回报：

ρ′ag
o =

(
r′ag,p

o K ′ag,p
o + r′ag,h

o K ′ag,h
o

)
/L̄ag

o (24)

因此，改革后的收入倍率变为：

δ′ jk
od =


1+ ρ′ j

o

w′k
d

, 若 j = ag

1, 若 j =na
(25)

反事实均衡分析即为求解某些外生变量发生变化时，内生变量将如何变化。
为简化估计，我们主要关心变量的相对变化 x̂ ≡ x′/x (Dekle et al., 2018)。本
质上是通过求解一系列均衡条件组成的非线性方程组，得到各内生变量的
相对变化，进而考察人均 GDP、福利等指标的变化。(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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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型

反事实均衡

反事实均衡下，区域 Ω的人均实际 GDP的相对变化为：

ŴΩ =
∑

(o, j)∈Ωλ
j
oŵ j

oL̂ j
o∑

(o, j)∈Ων
j
oL̂ j

o
(26)

其中，λ j
o ≡ w j

oL j
o/

∑
(o′, j′)∈Ω w j′

o′L
j′
o′ 和 ν

j
o ≡ L j

o/
∑

(o′, j′)∈Ω L j′
o′ 分别代表省份 o 部

门 j 的产出和人口在区域 Ω中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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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型

反事实均衡

户籍所在地为地区 o 部门 j 的居民平均福利水平的相对变化为：

V̂ j
o =

(
m̂ j j

oo

)−1/κ (
ĝ j

o

)φu
ŵ j

oδ̂
j j
oo

P̂ j
o

(27)

计算区域 Ω居民的平均福利时，本文将各地户籍居民平均福利 V j
o 以其人

口为权重进行加总，于是区域 Ω居民平均福利的相对变化为：

V̂Ω = ∑
(o, j)∈Ω

ς
j
o

(
m̂ j j

oo

)−1/κ (
ĝ j

o

)φu
ŵ j

oδ̂
j j
oo

P̂ j
o

(28)

其中，

ς
j
o ≡

(
m j j

oo

)−1/κ (
g j

o

)φu
w j

oδ
j j
ooL̄ j

o/P j
o∑

(o′, j′)∈Ω
(
m j′ j′

o′o′
)−1/κ (

g j′
o′

)φu
w j′

o′δ
j′ j′
o′o′ L̄

j′
o′ /P

j′
o′

陈泽宇 (中国人民大学) 土地确权改革的区域再分配效应 2023–12–31 23 / 4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与模型校准

目录

1. 问题的提出

2. 量化模型

3. 数据与模型校准

4. 土地确权改革的经济影响与空间再分配效应
人口的空间再配置与再分配效应
总体影响
福利效应

5. 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的相互配合
现实中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
考虑建设用地面积变化时土地确权改革的经济影响
建设用地指标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相配合的作用机制
探索土地确权改革下更优的土地配置模式：逻辑与特征

6.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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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模型校准

模型参数与基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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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确权改革的经济影响与空间再分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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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的相互配合
现实中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
考虑建设用地面积变化时土地确权改革的经济影响
建设用地指标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相配合的作用机制
探索土地确权改革下更优的土地配置模式：逻辑与特征

6.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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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确权改革的经济影响与空间再分配效应 人口的空间再配置与再分配效应

人口流动的区域再分配效应

农村部门基本都是人口流出地，城市部门基本都是人口流入地。
人口流入规模与人均实际 GDP的变化高度负相关。
城市部门由于人口流入提升总产出，提高公共品供给总量，提高企业的全要
素生产率，因此负相关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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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确权改革的经济影响与空间再分配效应 总体影响

土地确权改革的总体经济影响

总量影响上，土地改革使全国的总产出与人均实际 GDP分别提升了 2.18%
和 4.23%。
土地确权改革推动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人口向东部省份集聚。

在土地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降低人口流入地的劳动边
际产出，使城市部门的人均实际 GDP下降。

劳动力流动使区域收入差距缩小了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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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确权改革的经济影响与空间再分配效应 总体影响

土地确权改革的总体经济影响

人口流入对人口流入地的公共服务产生拥挤效应，使人均公共支出减少。

土地供给不变时，人口流入使得城市部门住房供不应求，房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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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确权改革的经济影响与空间再分配效应 福利效应

福利效应

土地确权改革具有福利上的区域再分配效应：城市部门居民福利受损，农村
部门福利提升。
城市部门公共品拥挤与房价提升的福利效应：当公共品排他性越强、住房支
出越高时，城市部门居民的福利受损越严重。
两类群体：

城市部门本地户籍居民这一群体由于人口流入受到更大的福利损失，农村部门
本地户籍居民主要是受土地收益再分配的影响。
流动人口的福利显著提升，尤其农村户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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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的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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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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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的相互配合
现实中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
考虑建设用地面积变化时土地确权改革的经济影响
建设用地指标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相配合的作用机制
探索土地确权改革下更优的土地配置模式：逻辑与特征

6.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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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的相互配合 现实中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

现实中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

根据前面求解土地改革的反事实均衡划分人口流入前 30%的省份和后 70%
的省份。
2003–2017年，人口流入大省的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幅度总体上大于其余省
份，但差距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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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的相互配合 现实中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

现实中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

2003–2009年，人口流入大省的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存在较为明显的下降
趋势，这与许多指出我国土地配置偏向欠发达省份的研究相一致 (陆铭等,
2015)。
2010–2017年，这一下降趋势已几乎消失，可能表明我国政府找到了较为合
理的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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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的相互配合 考虑建设用地面积变化时土地确权改革的经济影响

考虑建设用地面积变化时土地确权改革的经济影响

当土地改革与建设用地空间配置共同作用时，全国人均实际 GDP与居民福
利进一步提高。

两者的共同作用消除了土地确权改革产生的区域再分配效应，尽管城市部
门的人均实际 GDP仍有略微下降，但居民福利已经由负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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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的相互配合 建设用地指标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相配合的作用机制

两者配合的作用机制

当前偏向性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存在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的政策倾向，但因
为建设用地配置只影响城市部门，因此扩大了城乡差距。

配合土地确权改革，建设用地指标恶化城乡差距的问题也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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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的相互配合 探索土地确权改革下更优的土地配置模式：逻辑与特征

探索土地确权改革下更优的土地配置模式

为了进一步探索与土地确权改革相配合更优的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模式，我
们在给定 2017年相较于基准期的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基础上，对新增建设
用地进行 50万次随机分配，分别计算出 50万次随机分配得到的反事实均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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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的相互配合 探索土地确权改革下更优的土地配置模式：逻辑与特征

探索土地确权改革下更优的土地配置模式

模拟了不同的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土地配置的总量影响。

假设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如下，指数的设定反映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UG =W
1
3 ×V

1
3 × (Gini−1)

1
3 (29)

则有：

ÛG = Ŵ
1
3 × V̂

1
3 × ˆGini−

1
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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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的相互配合 探索土地确权改革下更优的土地配置模式：逻辑与特征

探索土地确权改革下更优的土地配置模式

当政策目标设定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现实的建设用地配给模式有些
过于关注“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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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与土地确权改革的相互配合 探索土地确权改革下更优的土地配置模式：逻辑与特征

更优的土地配置

人口流入大省的土地配置面积与政策总量影响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需
要进一步加大的人口流入大省的土地配置，以更好地实现“效率优先，兼顾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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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结语

土地确权改革减少了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推动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
促进了全国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

但同时，土地确权改革推动的劳动力流动存在明显的区域再分配效应，导致
城市部门尤其是本地户籍居民面临一定的福利损失。

2010年至 2017年我国建设用地的空间配置显著解决了土地改革的区域再
分配效应，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帕累托改进。

土地确权改革与建设用地配置相互配合使得我国在“效率”与“公平”上找到
了平衡：改革在缩小区域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且没有显著影响经
济效率与居民福利。

当前的土地配置模式呈现出一种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的政策倾向，但有可能
过于重视，需要进一步探索更优的土地配置模式，实现“效率”与“公平”的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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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倾听！

请老师同学们多多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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