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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承受能力的显著影响因素之一，收入水平越 

高，城乡居民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承受能力也越 

大。有超过80％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认为实现 

我国粮食安全的最好办法应该是 “尽量自给”和 

“自给为主”。对实现我国粮食安全最佳措施的选 

择，城市居民主要受地区、家庭结构、职业和文化 

程度的影响，农村居民主要受年龄和家庭收入的 

影响。有36％的城市居民愿意提高缴税额，补贴 

农业以提高粮食自给率，愿意程度主要受性别和 

个人收入水平的影响，男性相对于女性、高收入 

者相对于低收入者愿意程度更高。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1)我国政 

府目前实行的“以自给为主、进口调节为辅”的解 

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基本方针具有非常广泛的群 

众基础，这项政策措施得到了绝大多数国人的赞 

同；(2)进一步提高粮食的市场化程度，完善市场 

设施，是提高城乡居民对未来粮食安全信心和粮 

食安全水平的一个重要措施；(3)大力发展地方经 

济，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是增强城 

乡居民对粮食安全风险承受能力的重要措施。 

(韩摘自《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l期《中国 

城乡居民对粮食安全的态度、风险承受能力 

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城乡教育收益率的变动趋势 

陆 慧 

根据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我国教育收 

益率的变动具有下述特征：(1)与1988年、1995年 

水平相比，教育收益率逐年提高。与1988年、1995 

年的教育收益率水平相比，2000年的教育收益率 

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从 

1988年的3．8％到1995年的5．73％，再到2000年的 

6．57％；农村 居民的教育 收益率从1988年 的 

2．5O％上升到200O年的4．21％。无论是城镇的教 

育收益率还是农村的教育收益率都有了较大幅 

度的提高。(2)城镇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农村的教 

育收益率，而且差距在逐渐拉大。1988年城镇教 

育收益率比农村教育收益率高1．3个百分点，而 

2000年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比农村教育收益率 

高2．36个百分点，与1988年城乡教育收益率的差 

距相比高出1．O6个百分点。这可能与农村劳动力 

大量过剩、劳动力资源不能充分利用有关。(3)就 

农村内部而言，从事农村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外 

出打工三者的教育收益率逐年提高，受教育程度 

越高，三者的差距越大。三者的小学、初中、高中 

的教育收益率分别 为2．7、2．8、3．0；3．0、3．7、4．1； 

3．1、4．3、5．9。这说明，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放开，教 

育的配置能力与生产能力有了更大的运作空间， 

教育的作用正 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教育的作用 

也在逐渐地释放 ，对收入的影响逐渐加大。(4)与 

理论水平相比，教育收益率还是很低 ，只相当于 

同等发展水平相应教育收益率的1／3-2／3。(5)劳 

动者受教育水平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大于工 

龄对其的影响，而对从事农业的劳动者而言，工 

龄对收入的影响大于教育水平的影响。 

(吴摘自《农业技术经济))2004年第l期《我国 

城乡教育收益率的变动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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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行为对民营经济发展造成的 

制度性障碍，说到底是要约束政府行为。即政府 

外部的制约机制——法制。只有把政府追求其目 

标函数的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真正做到依法约 

束政府，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和遏止政府某些行为 

所引致的市场进入壁垒、高税负、行政审批制等 

民营经济发展障碍。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相 

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政府约束机制的法制 

化，进而为实现法制社会创造条件。 

(徐摘自《改革))2003年第6期《我国民营经济发 

展的制度性障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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