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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通过问卷与访谈调查发现袁中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已具有了新的根本性质袁
即新资本形态渊制度资本冤尧新商业模式渊制度经营冤尧新作用路径渊制度资本更新冤尧新动力

机制渊高效冤尧新平衡机制渊包容冤尧新推进措施渊可持续性冤等遥从制度资本理论的视角袁研究

发现新型城镇化是创造中国制度红利的重要手段袁也是企业家制度经营的关键平台袁更是

制度资本动态积累的核心载体遥 民营企业通过参与新型城镇化明显地改变了基层的土地

管理制度尧社区规划制度尧社区管理制度尧就业择业制度与基层财税制度等袁从而形成了企

业的重要的制度资本袁既有利于民营企业突破瓶颈而显著提高经营绩效袁也有利于居民摆

脱困难而明显地改善生活条件袁还有助于基层政府转变职能而有效地提升管理效率等遥同
时袁制度资本积累的新型城镇化路径亦是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中国梦的关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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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渊下文简称叶决定曳冤指出袁野完善城镇化

健康发展体制机制遥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袁推动大中小

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尧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袁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遥 优化城市

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袁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冶[1]遥 叶决定曳明确了新型城镇化在全面深化改革

中的重要地位遥 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袁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表示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

镇化道路要完成好五大战略任务院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尧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尧提
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尧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尧完善城镇化体制机制曰要抓好五方面工作院推动

规划实施尧出台配套政策尧编制配套规划尧开展试点示范尧完善基础设施[2]遥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潜力巨大袁也是深化改革的要点袁新型城镇化成为极具价值的研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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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遥 笔者通过问卷与访谈调查袁对新型城镇化社区和企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袁发现新型城镇化

已经具有了新的根本性质袁即新资本形态渊制度资本冤尧新商业模式渊制度经营冤尧新作用路径渊制
度资本更新冤尧新动力机制渊高效冤尧新平衡机制渊包容冤尧新推进措施渊可持续性冤等袁新型城镇化

的高效尧包容尧可持续与民营企业和农民的制度资本积累息息相关遥 民营企业和居民的制度资

本效应关系着新型城镇化的成败遥 因此袁本文立足于调研访谈资料袁运用制度资本理论研究新

型城镇化的机理袁旨在发现新型城镇化目前存在的问题袁给出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袁以促进新

型城镇化的高效尧包容和可持续发展遥
二尧文献回顾

渊一冤对新型城镇化内涵以及利好的研究

彭红碧尧杨峰认为野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是院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袁发展集约化和生态

化的模式袁增强多元的城镇功能袁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袁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冶[3]遥 刘海平

从新型城镇化的价值取向尧发展状态和表征尧运作的科学性尧本质几个方面深入阐释了新型城

镇化的野新冶的体现[4]遥 Li Zhang 则对比分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后的城镇化的内涵以及发展

趋势[5]遥 盛广耀则综合地阐释了新型城镇化理论袁包括概念尧原则尧作用和意义等[6]遥 虽然新型城

镇化的内涵目前还未能统一界定袁但学者们对关键点的把握是相似的遥 与此同时袁学者们也对

新型城镇化的利好进行了研究袁曹凤岐认为新型城镇化不但有利于解决二元经济矛盾袁还有

助于把推进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袁同时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

径[7]遥 甘小文等认为城镇化过程对农民消费结构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袁农民各项生活消费支出都

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袁但农民食品及其他商品支出占总生活支出的比重在慢慢下降袁其他支

出比重在慢慢上升曰从城镇化与消费结构的关联度来看袁城镇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由大到小

依次为院医疗保险尧交通通讯尧家庭设备用品及其服务尧文教娱乐及其服务尧住宿尧衣着尧其他商

品及其服务和食品支出[8]遥
渊二冤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以及路径的研究

Xiaoping Shen 和 Laurence J.C.Ma 以中国江苏省为例袁分析了著名的苏南模式袁认为乡镇

企业私有化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9]遥 倪鹏飞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要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方针袁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内容袁以信息化尧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为动力袁
以内涵增长为发展方式袁以野政府引导尧市场运作冶为机制保障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袁建设城乡一

体的城市中国[10]遥 李彦东尧刘小新总结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模式袁主要有五种院一是成都模式袁
即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发展模式曰二是天津模式袁即乡镇政府主导的以宅基地换房模式曰三是广

东模式袁即通过产业集群带动人口集群曰四是苏南模式袁即政府出面组织资源的形式曰五是浙

江模式袁即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业等[11]遥 邵宇尧王鹏尧陈刚认为袁因为中国

的人口规模尧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尧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和高度重视 GDP 决定了走中国特色

的城镇化可以从六个方面着手院产能布局尧户籍制度改革尧土地制度改革尧财税体制改革尧城市

管理升级和农业现代化[12]遥
渊三冤对新型城镇化各方面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制度改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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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江泉等认为城镇化进程中袁大量精壮农民迁往城镇袁致使留守农民的社会资本急剧下

降袁加剧了留守农民的贫困化曰他认为袁为了有效培育留守农民的社会资本袁宏观上应该城乡

发展统筹规划袁微观上通过各类学校教育尧基础设施建设尧民间组织自建等各种途径袁加强有

利于社会资本培育的基础平台建设[13]遥 喻新安等认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农村人口有序

转移袁客观上要求具备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城镇体系尧结构优化质量较高的产业体系尧均等化

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尧高素质多技能的人口比重尧与时俱进的社会观念和意识尧科学健全

的制度和政策体系等条件遥 当前袁作为全国户籍人口第一大省和劳动力转移输出第一大省的

河南省亟需围绕这些条件袁采取有序措施袁实现农村人口有序转移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14]遥 当

然袁还有很多学者相继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政策尧土地政策尧户籍改革等做出了一系列研

究袁并且针对各省各市的问题进行单独剖析袁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遥 许经勇认为户籍制度和

土地制度的关系相互依赖袁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土地处于人地分离的状态袁在推进城镇化的过

程中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应同步推进遥 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袁即实现

全国城乡户籍一元化遥 对土地制度的改革应加强未被利用的土地供应袁让包括农村建设用地

在内的所有土地平均进入市场[15]遥童潇则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野镇管社区冶的方式进行了优化院
一是撤镇变街曰二是强镇扩权袁相对来看袁近郊镇尧经济弱镇宜选择前者袁而远郊镇尧经济强镇则

宜选择后者[16]遥
渊四冤从制度资本理论的视角分析新型城镇化的研究

研究新型城镇化的文献比较丰富袁但是从制度资本理论的角度解析新型城镇化的文献却比

较少袁几乎没有遥 虽然有少量文献从制度尧制度创新或者制度变迁角度解析新型城镇化袁如匡贤

明从制度创新角度阐释了中国要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尧城乡土地制度

的对接和统一以及一元化公共财政等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袁释放制度红利[17]遥 辛宝海从理论演

进的角度袁总结了新型城镇化制度变迁理论的进展尧查找存在的问题尧展望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和

关键环节[18]遥 但是袁学者们没有把制度资本理论彻底贯穿进去袁只分析了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袁
却没有分析新型城镇化推进中所形成的制度资本以及制度红利遥 笔者认为袁制度红利是新型城

镇化狂热的根本原因袁而制度和制度资本则贯穿了整个新型城镇化的进程遥因此袁本文运用制度

资本理论袁深入探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制度资本的微观形成路径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机理研究遥
渊五冤制度资本理论研究

关于制度的概念袁学者们对它的阐释很多遥 道格拉斯窑C窑诺斯认为野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

戏规则袁或者更正式地袁是人类交往的行为约束冶[19]遥 Wolfgang Kasper袁Manfred E.Streit 认为野制
度是指由人规定的规则袁它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随机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遥 制度分

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指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袁外在制度是指外在地设计

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于社会的规则冶[20]遥 周阳敏在此基础上袁认为野制度除了内在制度

和外在制度还包括企业制度袁即企业自身设计尧创新或者学习模仿的制度来定义笔者所要研

究的企业层面的制度遥 内在制度和企业制度的提供者分别是政府尧社会公众尧企业家或者员

工冶[21]遥 叶裕民认为野直接影响城镇化进程的具体制度安排主要包括院户籍制度尧就业制度尧社会

保障制度尧土地制度尧城镇建设的投融资体制尧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制度袁而目前学者们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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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集中于户籍制度尧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冶[22]遥 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政府提供的制度

即外在制度袁而本文不仅要研究政府的制度袁还要研究企业以及居民在政府制度的大环境下

所形成的制度即企业制度和内在制度遥
而对于野资本冶这个词汇袁一直是社会各界讨论的主旋律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袁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起袁我国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一路下滑袁并且由此导致转型发展羁绊重重袁而
切实扭转这一趋势唯有立足制度红利[23]遥随着制度红利被越来越重视袁人们开始关注制度红利

的产生路径袁进而追溯到制度资本袁制度资本成为研究制度红利的主线遥 周阳敏[21]认为所谓制

度资本就是制度作为投入要素袁参与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等过程袁并因而取得了野利润冶分享的

机会袁依靠与企业家签订的合约得到野收益冶的权利遥 Rudi Bresser尧Klemens Millonig 指出袁制度

资本渊institutional capital冤由认知资本渊cognitive capital冤尧规范资本渊normative capital冤和规制资

本渊regulative capital冤组成[24]遥 Joost Platje 列举了制度资本四个重要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袁
公共领域渊public domain冤尧制度强度渊institutional strength冤尧良好的治理渊good governance冤和制

度均衡(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 [25]遥
目前袁对制度红利的研究也大多局限在基础层面袁如概念袁影响以及催生制度红利的方

式遥 周阳敏认为所谓制度红利袁就是通过制度变迁有效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袁即制

度变革带来了效率尧创新和生产率的极大提升[26]遥 史晋川指出浙江经济十年高速增长袁从内因

看袁主要得益于浙江历史形成的改革先发优势及制度创新红利[27]遥 在研究制度资本和制度红利

的同时袁学者们提出了制度质量的概念遥 Levchenko 阐释了制度质量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袁制度

质量是贸易流通的重要因素袁一国要提高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袁要致力于提高制度质量[28]遥
Bruce Hearn 认为有六个有效的衡量制度质量的尺度袁腐败控制尧高效的政府尧政治稳定尧监管质

量尧法治和问责袁他认为制度质量可以控制北非对私人利益的征用和增加报告工资的透明度[29]遥
本文主要对制度红利进行微观化袁研究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制度红利的微观产生机制遥

笔者认为袁新型城镇化的过程袁就是高效包容的制度作用于微观主体袁并改善提升其独特

的制度经营的商业模式袁不断进行制度资本更新和积累袁进而产生制度红利的过程遥 这里的制

度袁不仅包括政府提供的制度袁即外在制度袁例如户籍制度尧土地制度尧财政制度尧社会管理制

度尧 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其它作用于带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制度和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制度等曰
还包括在外在制度作用下袁企业以制度经营的商业模式袁形成的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制度袁
可称之为企业制度遥 制度经营是区别于产品经营尧品牌经营和资产经营等的一种以制度创设

为盈利点的企业赚取利润的经营方式遥
周阳敏给出的制度资本的四个层次即从低到高有资源与机会搜索袁 效率与成本优化袁默

许与灰色生存以及或明或暗的制度创建等袁以及五个维度即节约交易成本尧改善要素效率尧替
代要素投入尧更换生产方式和改变目标函数等袁可作为衡量有效制度资本的维度[26]袁本文将重

点应用该理论袁深入剖析和刻画民营企业和居民的制度资本遥
三尧新型城镇化的制度资本形成过程

吴旭晓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的一级动力袁农业生产率提高袁在制度合理的安排下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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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的劳动力吸引到城市袁为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提供劳动资源遥 工业化是二级动力袁通过对产

业结构的调整尧技术结构优化和产业分工的不断细化袁推动产城融合来实现遥 现代服务业是三

级动力袁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袁使现代服务业吸纳剩余的劳动力袁服务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

产业遥而制度是全方位的动力源袁作用于农业尧工业尧服务业和新型城镇化建设[30]遥好的制度袁可
以促进动力机制更高效的运转袁反之将阻碍新型城镇化建设遥 高效的制度在新型城镇化的过

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它推动新型城镇化往高效尧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袁它作用于新

型城镇化的方方面面遥
首先把政府的制度即外在制度分为两类袁一类是直接作用于新型城镇化的制度袁包括户

籍制度尧土地流转制度尧财税制度尧社会保障制度尧建设规划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等袁称之为 a
类制度遥 一类是作用于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产业制度袁称之为 b 类制度袁如作用于农业尧工
业和服务业的制度袁如图 1渊见下页冤的线路 B 所示袁包括对农业尧工业和服务业的税收尧补助以

及信贷制度等遥 与此同时把企业也分为两类袁即 a 类企业和 b 类企业遥 a 类企业是指直接参与

新型城镇化的房屋尧基础设施建设尧以及开发利用流转土地的企业袁这类企业是新型城镇化的

主要投资力量袁企业参与新型城镇化的程度直接关系着新型城镇化的成败遥影响 a 类企业参与

新型城镇化决策的制度主要为 a 类制度袁如土地流转制度袁财税制度等遥 b 类企业是指与农业

现代化尧工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相关的企业遥 b 类企业参与新型城镇化的决策主要受 b 类制度的

影响遥 a 类制度作用于 a 类企业袁如图 1 的线路 E 所示袁企业形成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系

列相关的制度即企业制度袁并且改善和提升了制度经营的商业模式的内容遥 b 类制度作用于 b
类企业袁使企业形成相关的生产尧投资尧招聘等制度袁如图 1 的线路 B 所示遥 外在制度和企业制

度作用于村民使村民形成内在制度袁如自愿到工业尧服务业等的企业袁并自愿进行土地流转

等袁如图 1 的线路 C 和线路 Y 所示遥
笔者认为袁无论是外在制度尧内在制度还是企业制度袁都要作用于微观主体企业和村民袁

企业会根据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形成企业制度袁村民会根据外在制度和企业制度形成内在制

度袁从而外在制度尧企业制度和内在制度一起在微观主体独特的制度经营的商业模式下形成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制度资本遥 参与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政府尧企业和村民之间相互影响袁各自形

成自身的制度袁制度要通过企业和村民的制度经营来实现价值遥 所以袁新型城镇化仅依靠政府

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袁还必须依靠企业和村民的力量袁政府要制定合理高效的促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制度袁充分调动动力机制袁改善和提升微观主体独特的制度经营的商业模式袁使企业

制度和内在制度都活跃起来袁更好地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袁从而形成更多的制度资本遥 下面袁
详细讨论几类重要的影响企业和村民参与新型城镇化的积极性的制度遥 这些制度是否高效合

理袁决定着民营企业和居民是否愿意积极参与新型城镇化袁从而影响新型城镇化的效率尧包容

性和可持续性遥
渊一冤a类制度

1.土地制度

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叶决定曳的重点内容袁有很多突破和创新遥 改革赋

予了农民更多的权益,野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袁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袁发展壮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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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遥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袁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

下袁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尧使用尧收益尧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尧担保权能袁允许农民以承包

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冶[1]遥 叶决定曳指出了新型城镇化土地制度的方向和目标遥 土

地改革袁切实关系到直接参与新型社区建设的企业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袁改革要权衡两者之

间的利益关系袁既不过分损害农民的利益袁也不过分损害企业的利益袁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

点遥 土地改革要能吸引企业积极投资建设新型社区袁并主动带动产业发展袁促进社区居民就

图 1 制度资本理论视角下新型城镇化机理的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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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袁尽可能地加深企业参与新型城镇化的程度袁又要保障农民积极参与新型城镇化袁配合土地

流转袁主动进行技能学习和提升袁主动适应身份转换遥
2.社区建设规划和管理制度

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新型城镇化的制度改革不仅要体现在财税金融方面尧土地流转制度方

面袁也要渗入到社区的建设规划和管理制度中去遥 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袁离不开民营企业的

广泛参与遥 根据笔者的调研体会袁民营企业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程度影响着新型城镇化的

效率袁包容性和可持续性遥 如果民营企业的参与只是通过资金或者物资的捐助袁虽然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社区建设的资金难题袁但是效果就只停留在了社区的建设层面袁没有深入到社区发

展层面袁所以效果也就大打折扣遥 如果民营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袁参与到社区的建设规划

和管理中去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袁带动当地产业发展袁促进当地农民就业袁那么民营企业的

作用才能充分发挥遥 所以袁让民营企业参与社区的建设规划以及管理至关重要遥 要把民营企业

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体袁切实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遥
渊二冤b类制度

1.就业制度

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造城运动袁只有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袁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城镇

化遥 但是由于大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等原因在再就业中受到了野身份歧视冶遥 尤其是一些

城镇限制招聘农民工的人数袁这更是赤裸裸的就业不公平遥 与此同时袁我们习惯于把野农民冶和
野廉价劳动力冶联系起来袁并且在现实生活中袁很多企业也是看中了农村廉价的劳动力袁才把业

务拓展到农村发展遥 由于我国的就业政策的不完善袁使部分农民丧失了公平就业和获得合理

收入的权利遥 而这恰恰是农民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真正实现身份转变尧赖以生存的基本要求遥
所以袁我国要对就业制度进行进一步改革袁建立公平合理的就业机制袁形成完善的就业体系袁

保障农民有公平的机会择业遥 与此同时袁也要出台一些政策袁鼓励所在新型城镇化地区的企业

积极吸纳农民就业袁给予他们政策的支持袁并且帮助制定相关的招聘制度遥 当然袁对农民工也要

积极地进行再培训袁使农民工获得符合企业需要的就业技能遥 对就业制度的改革袁不仅要针对

企业袁也要积极提高农民工的素质袁以及帮助农民工积极寻找就业途径袁以此来推进改革遥
2.金融财税制度

新型城镇化要靠产业的支撑袁目前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模式有以下几种院第一袁农业龙头企

业带动型遥 农业龙头企业充分利用城镇化的人口集聚效应袁结合地区资源禀赋袁以产业为突破

口袁创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袁最终形成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局面遥 第二袁工业带

动型遥 通过科学规划形成产业集群袁利用产业的规模效益和经济效益来带动产城统筹袁进而推

进城镇总体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划尧土地利用规划尧交通发展规划等多种规划相互衔接遥 第三袁
市场带动型遥 企业充分利用地区的区位尧交通优势袁引导建设辐射性强的专业化市场袁通过市

场的资金流尧信息流和物流效应形成居住与商业并行的发展模式遥
这三种模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需要企业的积极参与遥 深入尧彻底的新型城镇化是产

城融合的袁是需要企业积极投资并形成产业集群从而带动经济发展的遥 企业在新型城镇化的

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遥 国家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袁吸引企业投资袁发展当地经济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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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遥 对于企业最具有吸引力的制度之一就是金融财税制度遥 民营企业参与

新型城镇化的作用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建设新型社区上袁政府要给予税收或者融资优惠袁鼓励

企业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袁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遥
四尧基于制度资本理论的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对新型城镇化的机理分析袁制度红利这个蛋糕显得是那么的诱人遥 但是袁制度动

力不足或制度制定的偏差袁使制度没有很好地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袁没有成功地转化成制度

资本遥 因此袁本文从制度资本理论的角度袁给出以下政策建议遥
第一袁充分保障农民的权益袁以人为本遥 这样村民才更容易接受国家的制度袁促进外在制

度很好地转化为村民的制度资本遥 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有关土地制度改革内容体现出

要给农民更多的权利袁相关的具体的制度要把这个思想落实下去袁使农民从心里接受国家的

制度袁使之很好的转化为制度资本遥 农民与征地主的矛盾日益突出袁并且过度占用耕地剥夺了

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遥 农民往往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被忽视的对象袁对于新型城镇化很多农

民是被动的接受遥 所以袁制度的改革要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袁尤其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遥 要积

极宣传政府的政策袁使农民了解政策遥 对于搬迁尧户型的选取等要积极调研袁对于土地的流转袁
更是要充分了解民众意愿袁从而尽量避免纠纷遥

第二袁积极动员农民参与新型城镇化遥 对于新型社区的建设袁要充分发挥基层民主制度遥
让农民具有参与权尧发言权和监督权遥 农民的积极参与是新型城镇化顺利进行的保障遥

第三袁促进农民身份转变遥 新型城镇化后要使农民的身份变化袁使很多人难以适应遥 所以袁
政府要积极制定政策袁对农民进行培训袁促使农民提高技能袁转变思想袁积极主动地适应身份

变化所带来的其它方面的变化遥
第四袁充分调动民营企业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性遥 企业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袁它是外在制度转化为资本产生制度红利的载体袁如果这个载体缺失袁政府孤

掌难鸣袁那么制度转化为制度资本进而产生制度红利几乎寸步难行遥 并且袁民营企业参与新型

城镇化的深度尧广度和范围直接影响着新型城镇化的效率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遥 从目前来看袁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没有充分调动民营企业的力量袁阻碍了制度通过企业这个载体转化为

制度资本遥 我国迫切需要制定出一系列对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企业的优惠政策袁鼓励企业积

极参与袁充分发挥企业提供制度尧经营制度以及制度载体的作用遥
第五袁积极出台相关的民营企业参与新型城镇化的制度袁积极进行金融创新袁给予民营企

业财税尧融资支持等遥 同时袁要加大宣传袁要让企业认识到自身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职能定

位袁尽量避免有短期行为袁加深自身参与新型城镇化的程度遥
第六袁因地制宜遥 结合新型城镇化地区的实际情况袁制定能够促进当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制度遥 新型城镇化建设有不同的模式袁那么袁至于选用哪种模式袁制定什么样的制度则要考虑

实际情况遥 对于建设模式的选择袁要考虑当地的情况遥 例如有一些社区是依托于当地产业园就

近建设新型社区袁由产业园带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袁不仅就业问题得到解决袁产业园工作的村民

有了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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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袁调动商会或者工商联袁动员企业积极参与袁鼓励企业组团的方式参与新型城镇化建

设袁缓解企业资金压力遥
第八袁加强对新型城镇化制度实施质量的监管袁保证好的制度转化成制度资本遥 在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袁尽管有良好的制度袁但是或多或少在实施的过程中便会偏离正确的轨道袁
从而使好的制度不能够转化成制度资本遥 而制定监管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对制度的实施质量进

行控制袁确保制度尽可能多地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袁从而产生更多的有效企业制度和内在制

度袁并且改善和提升企业制度经营商业模式的内容袁形成制度资本袁创造更多的制度红利遥例如

国家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就是要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袁但是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搞面子工程袁使新

型社区占地面积过大袁根本没有节约用地袁发展模式并没有按照节约集约袁使新型城镇化建设

变成造房运动袁虽然村民可以住上舒适尧宽敞的房子袁但是土地没有节约下来袁就不能使企业经

营土地袁使土地利用效率提高袁产生企业的制度资本袁同时也不能提供就业岗位袁形成村民的制

度资本袁促进村民收入提高袁大大降低了制度转化为制度资本能力遥因此袁国家要对制度的实施

进行监管袁加大惩处力度袁使制度有效地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遥
本文只是运用制度资本理论对新型城镇化的初步探索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遥在后

续的研究中袁笔者会重点讨论能够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具体制度袁使之能够很好地转化成制

度资本以及运用制度资本理论解释新型城镇化的实证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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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院万东升

The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Capital and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ZHOU Yangmin, HAN Yu
(Business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large-scale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survey, it is found that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has the new fundamental nature要the new capital form (institutional capital), the new business
model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the new acting path (institutional capital爷s update), the new driving mechanism
(high efficiency), the new balance mechanism (inclusiveness), and the new advancing measures (sustainability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apital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creating Chinese institutional bonus, the key platform for entrepreneurs爷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and
the core carrier of institutional capital爷 s update.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eory innovation in this paper.
What爷s more,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爷s path of institutional capital爷s dynamic
accumulation is the key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which is the important and applicable innovation.

Key words: new -type urbanization; institutional bonus; institutional capital; community build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lan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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