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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B0_E7_BB_8F_E6_c51_6457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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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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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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