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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B0_E7_AE_A1_E7_c51_524002.htm 第二章土地经济理

论 内容提要 土地经济理论 重点难点 土地的供给与需求, 地租

的概念. 性质. 形式. 土地金融与土地税收. 内容讲解 第二章 土

地经济理论 第一节 土地的供给与需求 一、土地的供给 土地

的供给是指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人类可利用的各种土

地资源的数量，包括已利用的和未利用的后备资源储量的总

和。土地的供给按其性质可分为自然供给和经济供给两个方

面。 例题：判断题：土地的供给是指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

下，人类可利用的各种土地资源的数量，不包括已利用的资

源储量。 (一)土地的自然供给及其制约因素 土地的自然供给

是指土地自然固有的可供人类利用的部分。 土地是一种非再

生资源，自然供给的数量是固定不变的，是无弹性的。地球

面积约5．1亿k，其中海洋占70．8％，陆地面积仅占地球总

面积的29．2％，目前真正能供人类使用的土地约7000万k。 

制约土地自然供给的因素主要有：①适宜于人类生产生活及

动植物生长的气候条件及地形、地貌条件；②资源条件；③

交通运输条件。 (二)土地的经济供给及其制约因素 土地的经

济供给是指在土地的自然供给的基础上，投入劳动进行开发

后，成为人类可直接用于生产、生活的土地的供给。土地的

经济供给是有弹性的。 影响土地经济供给的因素主要有：①

土地的自然供给量。②人们利用土地的知识和技术水平。③

交通运输条件。④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一般来说利用集

约程度愈高的土地，其经济供给亦随之增加。⑤社会需求。 



二、土地的需求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需要土地作为生存场

所，需要土地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房等。土地的需求，是指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利用土地进行各种生产和消费活动的

需求。 土地需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土地需求是一种引致需

求，或者说是一种派生需求，是由于对土地产品的需求才有

对土地的需求。 影响土地需求的因素主要有：①人口变动。

②经济发展状况。③人类利用土地的知识和科技水平。 三、

土地供求关系 土地供求关系是指土地经济供给与人们对某些

土地用途需求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通过改变土地用途来增

加某种用途的土地供给. 土地的供求关系与一般商品的供求关

系一样，在自由竞争情况下，供求关系决定土地的价格，土

地价格影响土地的供求关系。 由于土地的短期供给在特定区

域内为一定值，其短期的供求关系如教材图2-1所示。 土地市

场的供求机制是决定地价的主要因素之一，供不应求，地价

上涨，供过于求，地价下跌。 第二节 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与土

地集约利用 一、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内涵 土地报酬递减规律

，是指在技术不变、其它要素不变的前提下，对相同面积的

土地不断追加某种要素的投人所带来的报酬的增量(边际报

酬)迟早会出现下降。 这里的土地报酬，可以理解为土地产品

的产量，体现了土地的生产力。为了考察劳动与土地等要素

组合对土地报酬的影响，我们还需要考虑平均报酬及边际报

酬的变动趋势和规律。各种类型的报酬定义如下： ①总报酬

，即总产量，可记为TP；②平均报酬：总报酬除以某种要素

的投入量，可记为AP；③以劳动(L)为例(下同)，边际报酬，

即对同一块土地不断追加某种要素的投入，最后一单位追加

要素所带来的总报酬的增量，可记为：MP=△TP／△L或dTP



／dL，它是生产函数关于劳动上的一阶偏导数。边际报酬体

现了土地的边际生产力。 教材表2-1列出了在相同面积的土地

上，劳动投入量的变动与农产品变动的关系。如果将上表中

的数据转换成图形，可得到教材图23中的三条曲线：总报酬

曲线、平均报酬曲线和边际报酬曲线。 二、土地报酬曲线之

间的关系以及报酬三阶段分析 1．总报酬曲线和边际报酬曲

线的关系 从几何上说，边际报酬等于总报酬曲线在各点切线

的斜率(导数的几何意义)，边际报酬最大的点对应总报酬曲

线的点为拐点[转向点]边际报酬为零，此时总报酬最大。 2．

总报酬曲线与平均报酬曲线的关系在几何上，平均报酬等于

总报酬曲线上每一点与原点连线的斜率，因此，当原点与总

报酬曲线上某一点的连线恰好是总报酬曲线的切线时，斜率

最大，从而平均报酬最高。 3．边际报酬曲线与平均报酬曲

线的关系当边际报酬大于平均报酬时，平均报酬具有上升趋

势；当边际报酬小于平均报酬时，平均报酬开始下降；当两

者相等时，平均报酬最高。根据总报酬、平均报酬和边际报

酬，我们可以将生产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平均报

酬从上升转为下降之前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边际报酬

先升后降，劳动投入量达到一定量时达到最高点，与之相对

应的点叫转向点。在边际报酬达到最高之前，总报酬曲线向

下凸的一段是报酬递增阶段，其生产弹性大于1；从边际报酬

最高点起总报酬曲线开始向上凸出而进入报酬递减阶段，生

产弹性自转向点之后开始递减，当边际报酬曲线与平均报酬

曲线相交时，边际报酬与平均报酬相等，此后，边际报酬低

于平均报酬。 在第一阶段，平均报酬处于递增状态，从而增

加劳动投入能带来总报酬更大比例的增长，因此在这个阶段



停止投入是不合理的，继续劳动投人将使得劳动土地资本等

生产要素组合的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例题：判断题：

在第一阶段停止投入是不合理的[ R ]， 第二阶段：平均报酬

等于边际报酬之后到边际报酬等于零之前为第二阶段。在通

常情况下，选择在第二阶段组织生产是合理的，但具体选择

多少变动要素(比如劳动)，还要取决于农产品价格和投入要

素价格。 第三阶段：边际报酬为零，总报酬达到最大之后为

第三阶段。在此阶段，投入劳动的边际报酬和生产弹性均为

负数，而且平均报酬继续递减，总报酬也趋于下降。因此在

这一阶段继续投入是不合理的。 三、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对集

约利用的制约作用 每单位面积土地上所投劳动和资本的多少

称为土地集约度。 人们通常把单位土地面积上使用高比率的

要素投入(劳动、资本)称为土地的集约利用，而在大量土地

上投入较少要素的利用方式称为土地的粗放利用。可见，土

地的集约利用与粗放利用的实质，在于可变比例生产要素组

合的选择。但是，土地的集约利用与粗放利用是相对的，由

于所采用的比较标尺不同，二者的确切界限就不易确定。推

进土地集约利用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并不能机械地认为集约

利用就是合理利用，或者说集约度越高越好。 在各种土地利

用中，区分集约利用与粗放利用及其边际界限是十分重要的

。所谓用地的集约边际，是指某块(幅)土地在利用中所达到

的临界点，该点所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变量投入成本与其收益

相等。即“在边际成本超过边际收益之前，最后一个连续变

量投入单位所达到之点正是集约边际。 而所谓粗放边际，则

被认为是无租边际，即在最佳条件下土地的产出只能补偿其

生产成本。集约边际能适用于土地的一切生产性利用，它代



表了社会上总的土地利用情况；而粗放边际只影响那些在经

营中只能收支相抵的生产者，它在市场价格和市场需要的影

响下，决定着选择质次的最后一级土地，即再次级的土地就

不宜投入利用。 总之，集约边际代表各级土地的经济点，超

过这一点，新增的变量投入得不到补偿；粗放边际，则代表

土地利用能力不断减少的一系列土地面积中的一点(扩展用质

次的土地的最后一点)，超过此点，再扩大生产用地即不能补

偿其成本。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为了满足社会对各

种农产品及建设用地日益增长的需求，只能走集约利用的道

路，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单位面积建筑面积上下功夫。 第

三节规模经济原理与土地规模利用 一、规模经济和规模经济

原理。 规模经济，是指土地使用者和生产经营者按照一定的

生产经营规模，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规模经济反映生产要

素的集中程度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规模报酬是指全部生

产要素投入量、同时按相同比例增加时产量发生变动的情况

，因此，规模经济追求的是具有最低平均成本的经营规模。 

例题：判断题：规模经济追求的是具有最低平均成本的经营

规模。[ R ] 从规模经济原理看，规模经济可以分别从内在经

济与外在经济两方面来考察。 内在经济是指，一个生产经营

单位在扩大规模时，从自身内部所引起的经济收益的增加。 

外在经济是指，整个经济规模扩大和产量增加而使企业增加

了收益。经营规模扩大也可能会导致企业经营收益的减少。

这种现象叫外在不经济。 因此经营规模扩大后，会引起收益

增加、收益减少或者收益不变三种不同的情况。 二、适度规

模的原则，至少应是规模收益不变，尽可能使规模收益递增

，而不能使规模收益递减。我国现在不仅要提高劳动生产率



，重要的还要同时极大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生产率。因此

，我国农业经营和土地规模经济必须与集约经营同步发展。

在人均土地相对较多及新开发地区，或乡镇企业发达而非农

业人口比率激增地区等有较好条件的地区，应依据规模经济

原理积极倡导适度规模经营，以促使土地利用中生产资源的

优化配置，提高土地生产力。 例题：判断题:适度规模的原则

，至少应是规模收益不变，尽可能使规模收益递增，而不能

使规模收益递减。 第四节地租理论 地租理论是土地经济学最

基础的理论和核心部分。 一、地租概述 (一)地租的概念及分

类 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租是土地使用者由于使用土地而缴给

土地所有者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马克思

按照地租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不同，将地租分为三类：级差

地租、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前两类地租是资本主义地租的

普遍形式，后一类地租(垄断地租)仅是个别条件下产生的资

本主义地租的特殊形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