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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土地调整为切入点，试图重新理解“集体”和土地集体所有权。尽管

近年来的土地制度改革使土地调整的空间不断被压缩，各地仍有不少自发的土地调整实践，因为农

民无论从生存权、农业生产效率，还是从集体供应公共品的能力方面，都对土地调整有诉求。在此基

础上，文章进一步考察了土地调整背后的政治逻辑，并发现土地调整的成功，需要村级组织不断处理

过去的矛盾和问题，从而形成村庄秩序 ; 也需要村集体不断将村民动员起来，无论是在土地调整方案

的形成、钉子户的处理，还是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方面。正是在土地调整中，“集体”的土地

权利可以被激活，“集体”的能动性可以得到发挥，因此，土地制度改革需要给村集体留出实践其所有

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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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尽管土地承包权归农户，但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这种集体产权形

态，因与西方产权理论相去甚远而被一些研究者视作“产权怪胎”［1］。事实上，就如何认识土地

集体所有权这一模糊产权，学界始终存在争论。不仅如此，近年来，政策界也出现了两种有内在

张力的政策目标。一方面，土地确权等政策不断通过承包关系的固化来强化农户的土地权益，

弱化村集体对土地的调控权 ; 另一方面，中央也日益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多次强调壮大集

体经济，使村集体有能力提供基本的公共品，以促进村民自治，而村集体的土地权利恰是其获取

收入的重要经济基础，从这个角度看，村集体的土地权利又应当加强。政策之间的张力本身也

体现了农村土地制度的复杂性。农村土地具有多重属性，既是生产要素，又是社会财富再分配

的承载主体，同时还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2］，土地制度的设计和变动将产生深远影响，有必要加

强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
2016 年，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农村改革的底线时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

所有制改垮了”［3］; 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 办 法 的 意 见》中，也 强 调 要“始 终 坚 持 农 村 土 地 集 体 所 有 权 的 根 本 地

位”。对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探讨，可以在村庄层面进行直接考察。村集体的土地权利，最直观的

体现是“发包权”，而土地调整正是村集体行使发包权的一种重要形式。不过，近年来，从土地

二轮延包时强调的“土地承包关系三十年不变”到土地确权，以及“三权分置”的改革，都试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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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农民的土地权益，维持更稳定的地权关系，集体土地所有权有被弱化的趋势，土地调整的空间

也不断被压缩。即便如此，不少地区仍有自发的土地调整实践。有研究者在 2010—2012 年对

中国东、中、西部 26 省的抽样调查发现，土地调整的比例高达 45%以上［4］。关于土地调整和土

地集体所有权问题，学界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从产权配置角度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土地集体所有权问题展开。有研究者从新古

典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出发，强调产权越清晰，则土地使用效率越高［5］。也有研究者从社会学角

度，从“模糊产权”的角度提出“关系产权”，强调“产权是一束关系”，以区分经济学强调的“产

权是一束权利”，以此解释“关系产权”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6］。在此基础上，后来

的研究者提出“关系地权”，强调农村集体地权是高度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产权主体在土地上

的收益不是仅靠产权明晰就能实现，而与各主体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密切相关［7］。还有研究

者进一步提出“阶层地权”的框架，指出产权不仅是权利界定或权利实践问题，而且是一个阶层

竞争关系问题［8］。可以看到，关于“集体所有权”这一“模糊产权”的认知，一直存在争论。
第二，关于土地调整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这类研究与上述关于产权问题的研究高

度相关，也始终存在争论。反对土地调整的一方认为，频繁的土地调整影响了地权的稳定，降低

了农户的投资意愿，从而损害了农业生产率［9－10］。支持方则强调，土地调整对土地投资没有太

大影响 ; 不仅中国如此，在土地稳定性较低的非洲，农户的大规模投资也丝毫不受影响［11－12］。
第三，关于土地调整的社会功能研究。这类研究不仅仅将土地调整视作一个农业经济学问

题，而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切入，强调土地调整的社会保障、社会控制功能［13－14］，以及土地调

整在村庄治理和村庄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中的作用［15］。
已有研究在土地调整和土地集体所有权方面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有助于从不同层面

理解农村土地制度，其中有关“关系地权”的研究尤其具有启发性。土地集体所有制本身绝不

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安排，更嵌入在村庄社会和村庄政治中。不过，已有关于“关系地权”的论

述多偏向于讨论土地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较少讨论“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集体不

是个体的简单叠加，也不是村两委意志，而应是具有能动性的政治主体。基于笔者 2017、2018
年在山东省不同县区的调研，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土地调整的政治逻辑，重新思考集体这一政治

概念，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土地集体所有制。第二部分将分析土地调整的现实需求和功能，

以理解土地调整实践何以在民间有如此强的自发性。不过，尽管村民对土地调整有需求，但土

地调整并非在所有村庄都能实现，它需要村集体的动员能力。因此，第三部分将以成功调整了

土地的村庄为例，考察土地调整背后的政治逻辑，尤其是土地调整中村民如何被动员起来参与

村庄政治，以考察个人如何与“集体”建立关系。重新理解“集体”，有助于理解集体的土地权利

和土地集体所有权。

二、土地调整的现实需求与功能

自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土地在制度设计上实行了所有权和承包权的分离，所有权归

集体，承包权归农户。此后，国家陆续出 台 政 策，希 望 稳 定 土 地 承 包 关 系。1984 年，中 共 中 央

《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提到“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即在延长承包期之前，群

众有调整土地要求的，可以由集体统一调整。1987 年，贵州省湄潭县首创“增人不增地、减人不

减地”的制度，该制度得到中央认可并逐步向全国推广。199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强调，“为

避免承包耕地的频繁变动，防止耕地经营规模不断被细分，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的办法”，且明确提出在原定的土地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1997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强调，“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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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土地‘大稳定、小调整’的前提是稳定”，仅允许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小调整”。此后，2002
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 2007 年颁布的《物权法》中再次强调，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

调整承包地，并进一步严格了“小调整”的条件。2008 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此后的中

央一号文件也多次强调确权颁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土地承包关系进一步被固化。
从历年的政策和实践来看，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断得到强化，集体的所有权则不断被

虚化，无法发挥实质功能。尽管从政策方面看，土地调整的空间越来越小，但全国各地自发的土

地调整实践依然在不断发生。土地调整在民间有如此强的自发性，体现了农户对土地调整的现

实需求。
( 一) 生存伦理下，集体成员权的土地诉求

生存伦理是地权分配中满足集体成员生存需要的底线公平原则。成员均等，是集体产权内

部分配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受国家财力的约束，尚无法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

保障体系，因此，“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替代物，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

障”［14］。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农户对土地公平分配有极高的敏感性。
多年不进行土地大调整的村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新增人口没有土地。山东省 W 县

Q 镇 W 村村支书说，“自 1997 年土地二轮延包以来，村里已经 20 年没有进行过土地大调整了。
从 1997 年到 2017 年，全村人口从 600 多人增长到 800 多人，尽管该村每年根据人口增减进行

小调整，但由于新增人口多于减少的人口，现在还有 100 多人没有土地。按照村规民约，土地小

调整与大调整原本是相互配合的，每 10 年要进行一次大调整，以确保新增人口都有土地。土地

二轮延包以来，国家不再允许土地调整，大调整很难再进行，但不少村民有强烈的调地诉求”。
不仅人口变动的村庄对土地调整有强烈诉求，而且村集体总人数变动不大但家庭内部人口

有变的村庄，大部分村民也希望调整土地。W 县 Q 镇 Q 村的一个村民小组，从 2011 年到 2017
年，总人口数变动只有 1 人。即便如此，小组长介绍，“组里不愿意调整土地的农户只占 10%，

这部分农户是目前多占地、占好地的 ; 还有 10%的农户对调地非常积极，这些是要进地的 ; 另外

80%的农户目前既不进地，也不失地，暂时没有强烈偏好，但预期将来是要进地的，所以也愿意

调地”。在几个不同的乡镇，情况都大体相似，这是土地调整能通过村规民约的设立，并得到执

行的民意基础。
村民不仅有土地数量公平的诉求，也有土地质量公平的诉求。W 县 Y 镇 F 村的一位已退休

的老书记解释，“土地质量有好有坏，一件皮袄轮着穿。这个 10 年轮到你种这块孬地，下一个

10 年你有可能轮到好地。要是一直不动地，拾到孬阄的就不公平”。这种公平只有在动态调整

中才能达成。只有村集体掌握土地调控权的情况下，这种基于生存权的公平诉求才能得以实

现，村民之间的矛盾关系才能得到梳理。
( 二) 生产力发展下，农户对土地整合的诉求

对土地调整的一个批评就是频繁的土地调整降低了村民的投资预期，从而影响了农业生产

效率。关于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述，已有研究表明模糊地权并不影响村民对土地的投资。相反，

如果土地不能调整，反倒会影响农业耕作，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家庭承包责

任制实行之初，由于农业收入还是绝大部分农户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在土地分配时就必须

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平。由于不同地块的质量、水利条件、交通条件都不一，在这种分配逻

辑下，农户往往有多块土地。尤其是在山区农村，一个农户两三亩地，分作几十块地块的并不少

见。即便在华北平原，每户的土地往往也不止一两块，再经过两三代人的分家，每一户的地块也

就越分越多、越分越散。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分散地块就带来了生产上的不便。
但通过土地调整，尤其是以群众路线的方式，将群众动员到调整方案的设计中，可以很好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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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细碎化的问题，从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
W 县 Y 镇 X 村，自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村规民约就作出规定，土地每 15 年一大调、3 年一

小调。1990 年土地大调整后，最终形成的是每户一整块土地的结果，方便耕作 ; 但随后因为 3
年一小调，地块就逐渐打乱了，加上兄弟分家，最多的一户有 8 块土地。即便在一些不调整土地

的村庄，土地也逐渐细碎化。在华北平原的麦作区，从耕到收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但土地分

散大大阻碍了农业机械的利用效率。所以，以小调整保证公平、大调整保证效率的做法，是大多

数农户的意愿。
X 村通过灵活的土地调整，实现了土地整合，使土地配 置 得 以 更 好 地 适 应 机 械 化 的 发 展。

为了使土地连片整合，在 X 村，调整土地时根据水利条件等将土地划分成了不同等级，耕作条件

不好的土地，按 1．2 亩换 1 亩，或 1．1 亩换 1 亩的比例置换。置换方案由村民共同讨论决定，所

有村民完全同意了才调整。在分地时，以抓阄的方式决定每户土地所在的位置，但也不是每家

抓一个阄，而是由农户自由联合，几户形成一个阄，抓阄之后再在内部分配。之所以联合抓阄，

主要是为了耕作方便，关系紧密的几户农户土地连在一起，方便相互帮忙、相互协调，尤其是在

农机作业方面，能形成一定的连片优势，提高生产效率。通常联合起来的几户都是有血缘关系

的亲戚。联合抓阄并不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初就采用，而是从 1990 年开始的。采取这样的

安排，主要考虑到兄弟分家，使户数多于从前，如果按户抓阄，不仅麻烦，而且兄弟两家的地通常

会分散，在农作上难以相互帮忙。
细碎化的土地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农业型地区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16］。从方便

农业生产的角度，农户也有强烈的土地整合需求。在土地调整中，通过土地置换形成土地整合，

通过联合抓阄方便互助合作，是解决土地细碎化、适应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值得

指出的是，在土地调整的实践中，农户被调动起来，村集体内部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讨论决定土

地调整方案，土地整合过程也十分顺利。在村庄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农户对本村土地质量的好

坏最清楚，由他们自主商议决定地块的置换比例，彼此之间信息透明，所以在地块置换中纠纷并

不多。群众被动员进来，也有助于形成“集体”的政治性。
( 三) 村集体经济与村庄内部公共品供给的诉求

农业税费取消后，绝大多数村庄的集体收入就只能依靠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大多

数情况下，财政转移支付仅够支付村干部工资以及基本的办公经费，有些地区甚至不够。大多

数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依靠国家项目资金的投入，但村民对公共品的诉求难以完全依靠国

家的项目资源输入来实现，例如，村庄内部水渠、水井、水泵、道路的简单维护，村民对文娱活动

的需求等，所需经费不多，但如果村集体缺乏收入来源，这些基本的公共品就很难供给。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壮大集体经济”，对于缺乏资源的中西

部农业型地区，土地几乎是村集体获得可持续收入的唯一基础。
集体机动地原本是集体获得一定收入的重要经济基础，1982 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中曾提出，“集体可以留下少量机动地，暂由劳多户承包，以备调剂使用”。因此，在土地二轮延

包之前，很多地区的村集体都有一定的机动地。不过，1994 年 12 月《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

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已经开始强调，“严禁发包方借调整土地之机多留机动地。
原则上不留机动地，确需留的，机动地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 5%”。对村集体留机

动地的限制，使二轮延包之后，很多村庄都不再保留机动地，原有的机动地发包收入也没有了。
199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则

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和管理‘机动地’”。“目前尚未留有‘机动地’的地方，原则上都不应留‘机

动地’。……目前已留有‘机动地’的地方，必须将‘机动地’严格控制在耕地总面积 5%的限额

之内，并严格用于解决人地矛盾，超过的部分应按公平合理的原则分包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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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对机动地的限制，很多村庄不再留有机动地。在缺乏资源的中西部农业型地区，

没有机动地也就意味着村集体没有任何收入，是集体经济空壳村。不过，部分在土地二轮延包

时保留了机动地的村庄，则因为有集体经济收入，能灵活地解决一些基本的公共品供给问题。
W 县 Q 镇 F 村，在 1980 年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时，从全村的 1200 亩地中留出了 120 亩作为机

动地，以集体经营的方式进行种植，由村集体投入种子、农资等，村民投入劳动力，获取劳动力工

资。在税费时代，F 村将这 120 亩机动地的收益用于交农业税费，不必再向村民收取农业税 ; 此

外，还将这些收益用于村集体开支和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道路、水井管道的维修。尽管无法

开展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但简单的维护和维修也为村民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土地二轮延包

以及此后的土地大调整，F 村的机动地面积仍然没有改变，正因为此前机动地收入为村民带来

了便利，老百姓也没有意见。到 2005 年土地大调整后，F 村将这 120 亩地以 800 元 /亩的价格

发包出去。F 村村支书说，政府拨付给村集体的每年 3 万元办公经费不够村里开支，所以机动

地收入就用于补贴村里的组织运转经费、水利设施维修等，剩余的部分则按人口分给农户。邻

村 L 村在土地二轮延包时就没留机动地，之后的土地大调整中也没留，但逐渐发现问题。例如，

从 2013 年开始，当地加强对村庄环境卫生的管理，村集体要向村民收取每人每年 24 元的卫生

费，此外，村集体在几年前开始供应自来水，每人每年的水费是 10 元，这两部分钱都收不上来，

村集体也没有集体收入，只能靠村支书垫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 2016 年土地大调整之后，

村支书、小组长与村民代表协商，协调出 20 亩机动地，用机动地发包收入支付上述费用 ; 此外，

村里的水井、水泵的维修费用也从这笔发包收入中支付，便于农业生产。从我们的调查中看到，

当村集体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即便数额有限，也能为村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村

庄治理的能力也正是在这些“小事”中体现出来。
正因为这些村庄土地还有一定的调整空间，村集体才有可能通过调整时留出的机动地获取

收入，为村民提供基本的公共品。而那些无法调整土地的村庄，村民并非没有公共品建设的诉

求，只是村集体没有回应的能力而无法供应。在山东一些缺乏集体经济收入的村庄，为了进行

简单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常见的做法是村干部先垫钱，之后再通过其他方式，从政府的一些奖

补资金中把这笔垫付的资金还上。不过，这种做法的一个后果就是富人治村，只有有钱人才能

垫得起钱，才有成为村干部的基础。富人治村为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政治树立了经济、道义等多

重门槛［17］，其消极功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
土地的多重功能，使村民对土地调整有相当高的诉求。土地上不仅交织着村民与村民的关

系，也交织着村民与集体的关系。村庄人口的变动、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等，都使土地上交织的社

会关系发生变动，需要重新理顺，以建立村庄内部的公义。通过土地调整，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

可以得到保证，也能灵活地适应生产力发展，更能使集体的土地权利被激活、被强化，从而村集

体成为有能动性的主体。事实上，土地调整本身就是土地集体所有的一个直观反映，每一次调

整，都是对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强化。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民间对土地调整有强烈诉

求，但并非每个村庄都能成功调地。限制不仅来自政策，也来自村庄内部的复杂矛盾。因此，要

理解土地调整，也需要考察其背后的政治逻辑。

三、土地调整中的村庄政治: 村庄秩序的供给与集体的动员性

自税费改革以后，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来看，基层政府与农民打交道的机会大大减少，乡镇

政府的行为以四处借贷、到处“跑钱”为主，与农民脱离了旧有的关系。乡村基层政权既无法充

当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缓冲器，也 无 法 提 供 公 共 品，体 现 出 基 层“治 权”的 弱 化，形 成“悬 浮 型 政

权”［18－19］。基层组织的“悬浮”问题不仅表现在乡镇一级政府，在村级组织中同样如此。农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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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取消，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的匮乏，使村级组织或成为维持型治理形态，或主要对接上级政府

的任务，而失去了与村民打交道的机制性条件。
然而，在村庄社会内部，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集体之间在长期的互动中，由于社会关系、

经济利益相互交织，会不断产生新的矛盾，这就要求村集体有不断化解矛盾的能力和途径。同

时，村庄内部公共品的供给，例如水利设施的维护，也需要村集体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

力。处理矛盾，供给秩序，供给公共品，都是村庄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村庄政治的核心。缺乏

与村民打交道的机制，悬浮于村民需求之上的村级组织，显然是无法做到的。周期性进行的土

地调整，无论是实际的土地调整，还是账目上的平衡，恰好为村集体和村民创造了不断打交道的

机会，构成村集体与村民互动的一个机制性渠道，是使村级组织“去悬浮化”的一种途径，使村

集体可以在土地调整过程中不断梳理和化解村内的历史矛盾，形成村庄内部的秩序和正义，并

形成村庄内部的政治动员。从这个角度看，通过土地调整重新激活土地所有权，从而重新激活

集体，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 一) 在土地调整中化解村庄内部矛盾: 村庄秩序的供给

即便在一直有土地调整传统的地区，土地调整要想成功，也并非易事。土地上凝结着村民

与村民、村民与村集体的关系，如果在过去这些关系没有梳理好，土地调整就很可能受阻。即便

阻碍土地调整的只有一户，也足以使整个调地工作无法进行下去。W 县 Q 镇 F 村一个村民小组

长谈到，土地调整时要把以前的遗留问题解决了，才可能调整成功。该村在土地调整中根据人

口变动，同时调整耕地和宅基地。2006 年，该小组进行土地大调整时，宅基地没能调成功，当时

的小组长也因此辞职。之所以没调成，是因为有历史遗留问题。在 2006 年之前的一次土地小

调整中，一户农户因为家庭人口减少，已经把宅基地退还给了集体，这块宅基地就收归集体所

有，但该农户不久后又在这块宅基地上种了树。上一任组长因与该农户关系较好，这件事情就

没有处理，导致群众有意见，2006 年土地大调整时爆发出来。2015 年土地大调整时，为了实现

土地调整，现任组长将之前有争议的那块宅基地承包了出去，承包期为十年，承包价格由村民代

表共同议定，承包费归集体所有，这一处理方式得到群众认可，问题才得到解决。因此，2015 年

土地大调整得以顺利进行。F 村村支书也谈到，“农村的矛盾都集中在调地上，没有别的矛盾。
只要把地调好了，其他的事就都顺了”。类似的案例在当地比比皆是，其处理的矛盾并不一定是

土地调整本身的矛盾，还可能是村民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形成的矛盾和纠纷［19］。这些矛盾的背

后是村庄内部的公平和正义，土地占有不公，是对村庄秩序的极大破坏，因此要想成功调整土

地，必须梳理和处理过去的矛盾，恢复公义。如果没有土地调整或相应的解决契机，村庄内部的

矛盾就只能慢慢累积，秩序的缺失必然会成为村庄未来治理中的障碍。
除此之外，土地调整还能在征地拆迁中发挥重要的治理作用。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

推进，征地拆迁在农村地区并不少见，对于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不同地区、不同村庄也有各不相

同的做法。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征地补偿主要分为三大块，即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安置补助费、青苗费是支付给被征地的村民的，土地补偿费则

归村集体。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归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费如何分配。例如，根据《山西省征收

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的规定，土地补偿费不低于 80%的部分分配

给被征地农户，其余部分的分配根据村集体组织是否被撤销建制、土地是否确权等有所差异。
也就是说，土地补偿费的绝大部分分配给了被征地的农户。这也是我们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调查

所了解的普遍做法。对于这一分配方式，W 县 Y 镇 H 村的村委主任表示担忧 : 土地延包结束

后，如果要打乱重分，那时恐怕会有非常多的矛盾。被征地的农户已经获得了补偿，但他们仍是

村集体的成员，是否有资格参与下一轮的土地承包，就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将土地补偿款分配

给被征地农户，可以满足被征地农户的眼前利益，但从长远来看，也为将来的矛盾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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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村集体有足够的动员能力，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就会有另一个结果。W 县 Q 镇 T 村在

2012—2013 年间，因一条高速公路从村庄经过，征收了该村两个村民小组的部分土地。这两个

小组将土地补偿费在小组内部进行了平分，此后再按人口重新分配了土地。这一分配方案背后

的含义是，被征地的主体不是承包这些土地的农户，而是村民小组这一集体组织。所以征地补

偿在集体内部平分，由所有集体成员共享 ; 征地后将土地重分，每个集体成员的土地都减少了一

些，也就是土地减少的损失由全部集体成员共担。这种分配方式从法律层面说，是符合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制这一规定的 ; 而从实践上之所以能得到村民的认可，也是因为该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土地调整一直没有间断过，村民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也高度认同。
在村集体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既保证了眼前的公平，也符合村集体和村

民的长远利益，所有集体成员都能享有未来的土地承包权，减少未来的矛盾隐患。每一次土地

调整，都是对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强化。
需要指出的是，土地调整的形式在现实中也可能是灵活的。在很多村庄，农户在土地上的

收益已远不及外出务工的收入，但村民依然高度在意土地调整，认为获取土地或土地上的补贴，

是作为集体成员理所应得的。在国家对土地调整的限制日益严格的情况下，一些村庄为了满足

村民的土地调整诉求，同时不违背政策，采取了“动账不动地”的方式进行调整。山东东部的 A
县 X 街道地处丘陵地带，该街道 W 村耕地既有平地，也有丘陵和山地，土地质量差异比较大，该

村在进行土地调整时，采取了“以产定亩”的方式确定每人应分得或退出的土地面积。例如，按

照人口计算，W 村每个村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应为 1．3 亩，村集体根据当地 1．3 亩地平均能产出

的小麦产量 900 斤来确定每人应分得的实际田亩数，分得差地的农户实际分得的土地面积可能

就不止 1．3 亩。如果某一户人口减少了一人，不用实际退出一个人的耕地，而由该户按 900 斤

小麦的价格向集体交“承包费”，相当于该户每年以 900 斤小麦价格的承包费从集体承包了这块

地 ; 相应地，如果某户人口增加了一人，则由集体每年向该户补助 900 斤小麦价格相同的现金。
W 村集体还有 40 亩左右的机动地，有一定的集体收入，如果村里当年的新增人口多于减少的人

口，则由村集体通过集体收入来补齐差额。因为这种土地调整方式只变动了账目，而没有变动

实际的土地，所以称为“动账不动地”。“动账不动地”的实践，与实际的土地调整发挥同样的作

用。由于要不断向人口减少或增加的农户收取或支付现金，村集体也需要不断与村民打交道，

否则无法收上钱。所以无论是“动账不动地”，还是实际的土地调整，发挥的功能都是为村集体

和村民打交道提供一个周期性、机制性的渠道，使村集体能不断解决村庄内部的矛盾和问题，提

供秩序。
( 二) 在土地调整中形成政治动员

除了调节矛盾，形成秩序外，土地调整的过程也是村庄政治的形成过程。“政治”的本质是

利益博弈，通过利益博弈最终达到多方利益的平衡，是政治过程的最主要内容。在农村，土地作

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调整事关所有集体成员的利益，为政治动员的形成创造了空间。只

有充分地将村民动员起来，培养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和能力，村集体经济的创造和发展才

有长久的内在动力。在土地调整中，村庄政治的形成主要有三种路径。
一是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形成细致的土地调整方案。要进行土地大调整，村两委往往需要

花半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全部完成。在前期，村两 委 要 进 行 充 分、细 致 的 准 备。W 县 Q 镇 L 村

2015 年土地大调整时，村支书用整整 5 个月的时间，与村两委班子和党支部的党员共同讨论了

详细的调整方案，最后将分地落实下去花了 1 个月时间。在讨论调地方案时，最初并没有全体

村民的参与，而是由村两委和党支部全体党员讨论出方案后，再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反复讨论，对

其中有异议的地方再行商讨和修改，然后将方案通过广播在全村宣传。村民如果有意见，可反

馈到村民代表处，村两委再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再进行广播。此过程会反复数次，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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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土地调整方案最终会以村规民约的形式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由全体村

民代表按手印表示同意。在前期的商议过程中，村两委成员要详细讨论调整中的各种细节，细

致到地上有坟、有井的怎么处理( L 村最终的方案是每个井折算成 8 厘地，每个坟头折算成 2 厘

地。即如果某农户分到有井的地，就给该户多分 8 厘地，分到的地里如果有坟头，就给该户多分

2 厘地) ，村边的荒地、废地怎么处理，土地丈量时误差最多不能超过多少①等。此外，为了保证

每户的土地尽量是完整的一块，土地调整方案中规定，在每一块土地最末端的边角地，以 1 亩为

界，如果所剩土地在 1 亩以下，则连同挨着的地块一起分给上一家 ; 如果所剩土地在 1 亩以上

的，则分给下一家。这样就使一些农户多分得几分地，一些农户少分得几分地，这个部分以 800
元 /亩的流转费由分得这部分土地的农户交给集体，或由集体补给少分得地的农户。

可以看到，土地调整方案既是由村两委和党支部全体党员集中形成的决议，同时也包括了

村民代表和村民的民主参与。最终方案的形成之所以要花 5 个月的时间，正是因为要照顾各方

利益，讨论之所以细致到地里的坟头、水井如何处理，也是村民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反复的修

订和讨论，将绝大部分村民卷入其中，由于土地调整与每户农户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村民也有

动力参与。调地方案的形成突出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村民自治中的应用。
二是通过对村民的政治动员来解决钉子户问题，使“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能够落到实处。在

村庄公共事务中，最不利的局面就是少数钉子户阻碍大多数人的利益，形成“多数服从少数”的

被动局面。一旦大多数人的利益被少数人要挟，村庄内部矛盾就会越积越多，导致村庄治理陷

入困顿，村庄公共事务无法进行。
就土地调整而言，在不少村庄调研时，村干部和村民的普遍反映是愿意调整土地的是大多

数，但并非所有村庄都能调整成功。W 县 Q 镇 L 村的村支书 L 书记说，他 2011 年上任当书记，

前一任书记在任 8 年期间都没有调过地，主要是因为有一户该退出土地的农户不肯退地，村两

委每次有调地的打算，这户的一个妇女就骂得书记不敢出门。从那时起，土地就调不动了。在

土地调整中，哪怕只有一个钉子户，也能使整个土地调整都无法进行下去。现任书记调地时，这

个妇女又故技重施，L 书记没有上门去做工作，而是召开了社员大会。在大会上，L 书记说，“现

在社员都在这里，你说出( 不退地的 ) 理由来，要是有一个社员同意你可以不出地，我就让你不

出。你闺女出嫁 多 少 年 了? 你 要 是 不 肯 出 地，按 一 人 1． 68 亩 算，你 们 家 多 占 的 地，这 8 年 按

1000 块钱一亩的租金来出，你交上 1 万 5 !”L 书记表示，这种情况不能上门做工作，只能在社员

大会上说。当时在社员大会上处理的，不止这一个妇女，还有其他几户不愿退出土地的农户。
这几户占的地都是好地，投入同样的农资，当地一般土地的亩产是 800 斤小麦，这些好地能产出

1200 斤。正因如此，这几家不肯退地。L 书记说，“你们这 7 家的地是好地，想种一辈子? 不出

地得说出理来，社员如果都同意，我就同意你们不出”。这几户最终也没说出理由来，于是在大

家的压力下，土地调整方案通过了。L 书记反复强调，不愿出地的人要说出“理”来，这种“理”
在村庄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它指的是正义、公平。村庄政治形成的过程，也是内部公义的形成

过程。从公私关系的角度，这是以村民集体参与形成的“公”约束少数钉子户的“私”，前任书记

之所以调不动地，是以村支书个人去应对钉子户的“私”，L 书记则通过开社员大会，以“公理”
压制“私利”。如果村庄公共性丧失，则村庄内部调解矛盾和分配资源的能力都会被削弱。

三是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以及参与村庄政治的习惯和能力。除了在社员大会上制约钉子

户外，社员大会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村民一旦认为

投票与否并不会改变现状，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其参与度就会降低，村集体就会缺乏动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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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村丈量土地时如果是 300 亩，分地时只能按 298 亩来分，必须匀出 2 亩来，防止土地不够分 的 情 况，且丈量时的误

差最多不能超过 3 公分。



力。在 L 村，L 书记谈到，为了推动土地调整，他需要一些能代表民意的村民代表参与到土地调

整方案的制定中，因此村民代表人选十分重要。他召开了社员大会，并在会上组织了村民代表

选举，除村民小组长外，一共需要 9 名村民代表。村民代表的选举一共经过两轮，第一轮海选，

60 多户村民，每户 1 票，每张票上提名 9 个候选人。只要票数过半的都是候选人，一共选出了

23 个 ; 第二轮再从这 23 个中选出 9 个。由于此前 8 年都没能成功调地，因此第一轮选代表时，

村民都没有当回事，也并不认为选出了代表就能调得了土地。加上不愿出地的几户在其中捣

乱，导致最后票数最高的是个低保户，平时在村里也没有威望，村民反对的声音较高。在这样的

情况下，L 书记又组织了第二轮选举，仍由村民投票，且强调只要是社员选出的代表，由代表通

过了决议，那就是集体的决定，如果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次，村民意识到村

委是动真格的了，这才开始认真对待，各家选出各家的代表，且推选出的是真正有民意基础的村

民代表。所以在第二轮选举时，第一轮票数最多的那个低保户就成票数最低的了。
在村民代表的选举过程中，村庄政治性也逐渐形成。调地的过程也是村庄内部利益博弈和

利益重新调整的过程，这正是村庄政治的本质内涵。因此，村民代表的选举也与所有村民利益

直接相关，一旦村民意识到这一点，就容易被动员起来。只有村民被动员进村庄公共事务中，村

庄内部才会形成集体动力，而不再只是分散的个体。在这个意义上，村庄动员也是对村民的重

新组织化。只有村民重新组织起来，才有可能推动村庄建设，村集体经济才有实在的基础和抓

手。因此，土地制度改革需要留出土地调整的空间，留出村集体实践其所有权的空间。

四、小结与讨论

本文以土地调整为切入点，试图重新理解集体和土地集体所有权。自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

以来，尽管国家在逐渐限制土地调整，而强调承包关系的稳定，但民间仍有不少自发的土地调整

实践。在土地调整和土地集体所有权问题上，学界也历来就有争议。不仅如此，随着近年来精

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政策界在关于集体的土地权利方面也存在有张力的政策目标，

既希望壮大集体经济，从而需要强化集体的土地权利 ; 又希望稳定承包关系，从而需要限制集体

的土地权利。在这个背景下，对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认识就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进行理解，而需

要放置在乡村发展的整体背景下进行分析。
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首先对土地调整的现实需求和功能 进 行 了 分 析。从 调 查 中 发

现，民间对土地调整的诉求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 一是从生存伦理的角度，作为集体成员的村民

要求有获得土地的权利 ; 二是从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希望土地可以整合，以提高农业机

械化的效率 ; 三是从村集体经济的角度，村民对一些低成本的公共品供给，如水利设施的维护有

需求，村集体只有在有一定集体收入的情况下才能提供，通过土地调整形成一定的机动地，是村

集体获取一定集体收入的渠道。尽管村民对土地调整有多方面的诉求，但现实中，土地调整并

非在每个村庄都能成功，其限制因素不仅在于政策约束，还有村庄内部的复杂关系，需要村集体

对村民的政治动员能力。
因此，本文重点考察了土地调整背后的政治逻辑并认为，周期性的土地调整为村集体与村

民打交道提供了一个机制性的渠道，有助于解决税费改革以 来 乡 村 两 级 组 织 的“悬 浮”问 题。
土地调整的成功，一方面需要村级组织不断处理过去的矛盾和问题，从而实现村庄内部的公义，

形成村庄秩序 ; 另一方面，也需要村集体不断将村民动员起来，无论是在土地调整方案的形成、
钉子户的处理、还是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方面。在基层政权悬浮的背景下，土地调整为

村集体与村民不断打交道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渠道。从村庄治理角度来说，村庄秩序和公共品供

给是其核心内容，这些治理目标的达成都需要村集体对村民具有强有力的动员能力，使村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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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村庄公共事务。正是在土地调整中，集体的土地权利可以被激活，集体的能动性可以得到发

挥，在这个意义上，土地调整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率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土地制

度改革需要给村集体留出实践其所有权的空间。
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振兴作为一种战略目标被强调，而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壮大

村集体经济。村集体经济的壮大，是村庄治理的重要基础，村集体要有能力回应村民的诉求，例

如进行村庄内的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组织一定的文化活动等，就需要有集体经济作为支

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村集体获得收入来源的制度保障，而土地调整作为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表

现形式之一，与村集体经济的壮大既有直接关联，也有间接贡献。通过土地调整形成集体机动

地，机动地发包收入可以成为村集体经济的直接来源。此外，土地调整对于壮大村集体经济也

有间接意义。壮大村集体经济，并不仅仅意味着集体有收入，更在于通过集体收入激活村庄政

治，将集体收入转化为村庄建设的能力，实现对村民的政治动员，化解村庄内部的矛盾，最终形

成有效治理。
致谢 : 感谢杜鹏、孙新华等诸友在调研中的帮助，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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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relations，this paper draws a“seven－stratum schema”of resettlement． At the same time，we
use the Danjiangkou resettlement data to verify the schema． Data show that the seven stratus structure is
similar to the“ellipse type”，but there are still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unemployed and semi－unem-
ployed resettlers． The schema has a strong validity，which can reflect the differences in four important
resources with specific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namely，occupational prestige，income，land and
housing． The rank of the schema shows consistency，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chema and the
four resource differences is high，so the seven－stratum schema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way to clas-
sify the resettlement in a clear，significant and stable way．
Keywords: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relationship theory; seven－class schema; validity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Land Adjustment: Ｒe－thinking of the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CHEN Yiyuan，GAN Ying
Abstract: Based on field researches，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think the“rural collective”and the col-
lective land ownership by looking into land adjustment． Although the institutional space for land adjust-
ment practice has been narrowed down in recent years，there are spontaneous land adjustment practic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This is because of the peasants’strong demand for equal division of land，
land integration，and the“collective”to provide public goods． Furthermor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
litical dynamics of land adjustment，and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uccess of land adjustment not only
requires the village cadres to resolve the previous contradictions among villagers，so as to shape the vil-
lage order，but also requires the mobilization of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rmation of land adjust-
ment plans，in dealing with the nail households，and in playing active roles in public affairs． It has
shown that the land ownership rights of“the village collective”could be activated by the adjustment of
land． Therefore，the reform of land institutions should preserve the space for land adjustment．
Keywords: land adjustment;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rural governance

Pilot Ｒeform of Collective Operation Land for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LU Jian，CHEN Zhentao
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collective operational construction land into the market is being carried out
in thirty－three pilot areas in China． Theactive exploration has been made in the main body of entering
the market，the scope of entering the market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of the entry to the city． Howev-
er，the legal status of the right to use the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is lacking，such as the narrow
scope of the collective operational construction land，and the unclear rules of“equal entry into the city
and the same price”in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amendment of the property law and the
land management law，we should define the usufructuary right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and clarify
its special rules． The incremental collective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land 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object of entering the city，and the legal rules system of the unified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transfer，the land use planning，the land price control and the l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hould be estab-
lished．
Keywords: collective operation land for construction; pilot reform; plight; way－out; legislation choice

The Multiple Logic of Innovation and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Mode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and Trusteeship Mode
GUAN Shan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aza-
tion． How to realiz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Land trusteeship provides a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
for scattered small farmers，which means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household manage-
ment． Land trusteeship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lessons for how to build a social service system for small
farmer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villages，the research found that organization logic and
perfomance logic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d trusteeship． Land trusteeship is the result of the 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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