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107期)2013(5)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13-04-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科学发展观视域下构建城乡社会和谐稳定管理机制研究”(12BKS04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

题项目“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推动基层民主发展”(11&ZD02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乡镇治理中政府与民众良

性互动机制建构研究”(12YJA710016)。
作者简介:陈荣卓(1980-),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基层治理与民主法制。E-mail:ccnucrz@163.com

现代农业进程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建设

———基于豫中L市涉农企业参与农地流转的调查

陈荣卓,陈 鹏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430079)

摘 要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和必经的历史进程。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土地与资本的结合不可

避免。当前各地通过涉农企业发展现代农业,农地流转是关键,也是矛盾的焦点。伴随资本下乡,乡村社会容易

形成资本和基层权力的利益链,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为各取所需所采取的某些行为,严重侵害了农民的财富保障

安全和财富增值权益。从根本上来看,农民权益受损的关键是保障机制的缺失。为此,应以科学发展观为前提,

形成农民利益保护的长效机制;以社会化服务为基础,形成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机制;以基层民主为主导,

形成维护农民利益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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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是发展现代农

业的必然趋势。对于我国来说,在现代化整体趋势

下,改造传统农业依旧是难以回避的问题,小农改造

及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而土地流转是解

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式 [1]。农村土地流转在国内

外普遍存在,虽然流转制度存在差异,但是都与农民

的多种权益密切相关[2]。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实行

土地私有制,土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因此

学者们一般用“土地交易”的概念而不用“土地流

转”,建立在土地与资本结合的基础上,指出西方发

达国家通过政府及时有效而全面配套的支农政策、
制定土地流转法律制度[3]、设置土地事务所和土地

银行等管理机构[4]等方式保障农民整体权益。而发

展中国家对农民权益保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贫

困者、妇女等弱势群体上。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从不同的土地流转制度或视

角探究农民权益保护的现状、受损的原因,并提出对

策建议[5-7];二是从国家宏观政策背景或土地流转中

的微观方面出发来研究农民权益保障问题[8-10];三
是以实证研究或理论演绎的方式研究农民权益保障

问题[11-12]。以上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促进了农

民权益保护问题的研究,但是对现阶段农村土地流

转所出现的新情况及其对农民权益所产生的影响缺

乏较为全面、系统的把握。鉴于此,本文在国内外已

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的农业

现代化建设为背景,引出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的缘起,
同时通过豫中L市涉农企业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的

典型案例,分析资本在参与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对

农民权益所产生的影响、原因和后果,进而提出保障

农民权益的长效机制。

  一、农民权益:现代农业过程中的资
本下乡与问题缘起

  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农业的专业

化生产、区域化种养、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但

随着农村社会逐步由封闭式向开放式发展,市场经

济要素逐步渗入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

的农地产权制度曾极大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

也造成了承包地细碎化问题,分散经营与现代市场

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不协调,甚至相互

冲突。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深

入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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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下降、单个小农适应市

场的能力不足、农业组织体系不完善,已经成为发展

现代农业的突出制约因素[13]。因此,在重新认识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进

行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前提和关键。
当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主要有3种形式:第一种是

类似20世纪80年代的土地流转,基本上在村内农

户、亲戚朋友之间流转;第二种土地流转形式叫“占
补平衡”或“建设用地指标异地流转”;第三种土地流

转是资本下乡整合农民土地,土地向农业资本集

中[14]。从目前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政策导向和实

践推进来看,以工商资本下乡受让农户土地成为土

地流转的主流趋势。资本下乡介入农业生产领域,
不仅可以缓解农业发展融资难的问题,还可以带来人

才、技术等稀缺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农

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
但是,从资本下乡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的路径来

看,政府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以及资本的逐利性,致使

其“跑偏”而损害农业生产、农民利益的现象时有发

生。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是主体,在农业收入增

长空间有限的条件下,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远远大

于其生产要素功能,在相关体制机制不健全或缺失

的情况下,农民的后顾之忧大,致使他们不愿意流转

手中的土地。但在资本参与土地流转的实际操作过

程中,基于平等协商、自愿基础上的农村土地流转常

常出现违背农民意愿的强制性流转行为,导致农民

权益受损。农民权益是农民作为社会主体存在的条

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类社会其他主体存在的

前提条件 [15]。农民的生存底线受到威胁和挑战,
必将给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带来强有力的回应。
亨廷顿曾告诫我们:“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

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

革命的根源”[16]。因此,对权力和资本借土地流转

之机侵害农民权益的种种做法,我们应该保持足够

警惕。维护农民权益表象的背后是国家的转变,是
现代国家与成长大背景的产物[17]。以河南省为例,
自中原经济区建设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以来,河
南省着力探索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工业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径。但现代农业的快

速发展,带来农村经济结构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刻

变化,给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同时,由于

农村民间组织少,村民自治尚未完善,民间的投融资

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的存在,进一步加重基层政府

进行农村社会管理的负担。因此,为顺利完成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培育更多发展农村经济的

管理和服务主体,河南省大力发展农村新经济组织,
将农村新经济组织纳入到农村社会管理,由此涉农

企业下乡成为一种新的趋势。然而,涉农企业下乡

后市场经济因素更加渗入农村,传统的社会管理也

开始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变化。这其中,如何有效调

整基层政府、涉农企业、农户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探索涉农企业下乡参与土地流转后发展现代农业、
保障农民权益、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成为各地政

府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二、与农博弈:现代农业过程中的基
层政府和涉农企业

  现代农业的发展,土地与资本的结合不可避免。
当前各地实践中,通过涉农企业下乡发展现代农业,
正成为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载体。但要实

现涉农企业推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和集约

化,农村土地流转是关键,更是矛盾的焦点,事关农

民和企业的切身利益,基层政府、涉农企业与农民之

间存在利益博弈关系。L市位于河南中部,地处中

原腹地。近年来,该市积极引导涉农企业下乡,目的

则是希望通过涉农企业规模化发展,将分散的农地

变成一个有机整体。对此,我们通过调研所搜集的

典型案例,主要从基层政府、涉农企业和农户农民三

个维度来考察土地流转过程中资本参与对农民权益

的影响、原因和后果。

1.政府主导———基层政府唱主角

S企业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集蔬菜新品种、
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科研推广、生产、加工、储运、
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企业。现有工人400人左

右。2009年,S企业投资1500万元,建成绿色无公

害蔬菜生产基地273.33hm2,且全部配有节水灌溉

设施。基地种植广东菜心、芥蓝、血斗、奶白菜等蔬

菜,年产1000万kg以上,主要销往香港、深圳、广
州、北京等大城市。L市某镇 X村地处镇政府周

边,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全村面积约2.5km2,共有

6个生产小组,300户农民,1400余人,约166.67
hm2 土地,人均耕地面积不足667m2。近几年,为扩

大S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当地政府积极促成该企业

入驻X村,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最终将X村的53.33hm2 土地(包括1组、2组、3
组的大部分土地以及4组、6组的部分土地)流转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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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S企业。2010年,S企业被L市政府命名为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并授予现代农业先进企业称号。
从目前各地实践来看,这样一种政府推动的土

地流转方式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即在土地流转过程

中,基层政府唱主角,主要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一

方面,基层政府通过利益诱导村委会成员,促使村干

部挨家挨户宣传游说,劝说农户自愿将自己的土地

流转出来,其游说对象主要是不以种地收入作为主

要生活来源的农户。在X村,镇政府承诺村干部每

流转667m2 土地,将会返还60元的“好处费”(但通

过与村干部访谈后得知,这笔“好处费”并没有兑

现)。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发动所在村的公务员、教
师等具有一定公职身份的“乡村精英”,利用停职相

威胁,逼迫自己或亲戚流转手中的土地。此外,对于

不愿意流转手中土地的农户,有些地方政府直接出

动当地的派出所,甚至纵容社会黑恶力量相威胁,以
权力或暴力迫使农民流转手中的土地。显然,有些

地方政府的这一系列行为选择并非以农民利益作为

考量标准,甚至是严重违背了农民意愿,侵害了农民

的合法权益。但进一步来看,一些基层政府在土地

流转中之所以如此积极和妄为,主要基于3个方面

原因。一是政绩考核的冲动。河南省是中原经济区

建设的重要力量,河南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又是中原

经济区建设的前提条件、首要原则和重要促进力量。
但在农村土地流转的具体实践中,基层政府是政策

的直接执行者,土地流转作为上级政府制定的重要

考核指标,自然成为基层政府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土

地流转的直接动因。二是经济效益的考量。涉农企

业入驻能够促进当地农业规模化生产,同时也有利

于引入大量资金,进一步促进农业进行深度开发,促
进辖区经济的长足发展。但同时,在追求地方经济

增长的过程中,由于中央政策和基层政权的利益目

标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则会造成基层政府在政策执

行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偏好和较大的弹性。例如,

L市基层政府就是以贯彻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法》的
名义来行政主导农村土地流转。三是企业的利益引

诱。当前,涉农企业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研
发、服务等活动,能够得到各种国家政策性补贴和优

惠待遇,这成为涉农企业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重要

诱因。因为大多涉农企业原本就并非是单一型的农

业企业,往往在涉农领域外还从事其他生产性的经

营活动,一旦争取土地流转后则能够借助国家政策

或补贴资金为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机遇和便利。

2.资本下乡———工商资本显本性

同样是S企业,我们通过与销售经理 W访谈得

知,S企业的实际种植面积并不足273.33hm2,但
是每年获得国家补贴的种植面积约为实际种植面积

的4倍。同时,企业为降低经营成本或慢慢改变土

地用途,往往打着土地轮耕保持土壤肥力的幌子将

流转的土地直接抛荒或者种上小麦。在这方面,除
了S企业还存在诸多类似的做法,许多从事非农生

产的企业也开始涉足农村土地的规模流转,其出发

点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如L市的某餐饮公司花费

大量资金流转获得200hm2 土地,但没有利用流转

的土地进行农业生产,而是直接抛荒,后因遭村民举

报才勉强种上树苗来应付。此外,S企业在土地流

转前一概承诺村民可以直接进入本企业工作,但土

地流转一旦完成,又因为担心企业员工中本村村民

过多则容易联合起来给企业制造麻烦,所以仅仅招

收村委会干部及其亲属进入企业,同时大量招聘云、
贵、川等地区的妇女来此务工,而只有在农业生产旺

季急需劳力的时候才会临时招用附近的普通村民,
但也没有按照合同规定按期发放租金和这部分员工

工资。
从实践中的这些做法看来,伴随资本下乡,目前

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契机所大力推进的农地规模流

转,导致乡村社会中更容易形成工商资本和基层权

力的利益链。实现资本和土地的有效结合,会积极

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但资本一旦与权力合谋

灰色运作,则资本的劣根性展露无遗,将最终严重损

害农民利益。通过调研得知,L市涉农企业的资本

下乡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注重经

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涉农企业通过土地流入来

扩大生产规模并促进经济效益的同时,却与土地流

出的农户和农民的利益分离,忽视企业社会责任的

担当,比如帮助带动当地农民实现就地就业,适时适

度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等。无疑,这种片面追求短期

经济效益、忽视农民利益甚至与农争利的企业行为,
显然与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初衷背道而驰。其二,
盲目扩大规模,轻视集约化管理。由于目前粮食定

价机制的缺陷,粮食的价值在价格中并没有反映出

来,加之近年各级政府出台多项措施鼓励社会资本

进入蔬菜生产领域,种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经济

效益明显高于粮食。而这都促进全国蔬菜产量大幅

增长,导致涉农企业盲目扩大蔬菜种植的规模,而忽

视对土地的精细化、集约化管理,依然是高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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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同时,规模化种植受自然天气的影响更大,一
旦遭遇极寒低温、风沙、暴雨等极端天气则会遭受巨

大损失,从而迫使农民面临工商资本的经营风险和

道德风险的双重挤压。其三,进行非农生产,搞资本

化运作。当前涉农企业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契机,通
过大面积、大规模租用农地,推行“土地大集中、资本

大投入、装备高科技、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齐全、
多样性经营、企业式管理”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
但其中不乏一些企业却是以发展现代农业之名行圈

占土地之实,实际上大搞非农、非粮产业,比如发展

私人农庄、开发旅游等,更有一些公司暗箱进行资本

运作,将低价流转到手中的土地转手出租给其他涉

农公司或种植大户,以获取高额利润,从而更严重地

侵害了农民的财富保障安全和财富增值权益。

3.土地流转———农民权益遭侵害

K村地处L市西南部,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全村有360余户,1400余人,8个生产小组,约

133.33hm2 土地。2009年,K村村委会与 H 企业

签订合同,H企业以450kg/667m2 小麦的市场价

租种K村耕地53.33hm2,期限17年。对此,大多

数村民认为租期长,租金低,且部分村民具有较强的

土地情节,担心养老、生活来源等问题,于是拒绝和

村委会达成土地流转协议。此后,H企业为了尽快

投入生产,擅自雇人拔掉36户村民的超过12.67
hm2 的麦子,从而引发几十余村民先后多次到县公

安局、市政府、郑州、北京上访。为此,县政府下达具

体处理意见,强调尊重村民在土地流转中的自愿原

则,要求H企业每667m2 赔偿1200元,并与K村

农民签订H企业与村民耕种互不干涉的协议,从而

最终平息此事件。
通过与上访村民访谈得知,当前农民在土地流

转中主要存在这样一些顾忌和忧虑:第一,土地租金

低。涉农企业支付租金虽然比农民通过耕种获得的

货币收入要高,但是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后,则需要

通过货币购买所需要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其生活

成本的增加会导致农民经济压力较此之前大大增

强,部分农户的生活水平甚至会明显下降。比如,K
村土地租金为450kg/667m2 小麦的市场价,折合

现金约1000元,且在租种期限内没有涨幅。相比

之下,K 村 周 边 有 的 村 庄 土 地 租 金 虽 然 是 900
元/667m2,但每5年上涨10%。即使以这样的幅

度上涨,也还是低于目前物价逐年上涨的速度。正

是基于生存的担忧,农民不愿意失去对土地远期收

益的控制,否则难以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导致后期利

益受损。第二,外出就业难。土地流转后,仅依靠租

金收益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村民必须通过打工来

获得更多收入。但涉农企业吸收劳动力十分有限,
而村民缺乏相关职业技能又导致外出务工难,因而

土地流转出去的相当多数农民处于失业状态。第

三,生活预期低。农民将视为“命根子”的土地流转

出去后,生存空间十分狭窄,特别是中青年农民如果

未能及时务工就业,又尚未达到享受社保的年龄,则
会陷入“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状
况,这很容易使他们失去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加大他

们对未来的担忧和恐惧,从而极易引发村庄上访甚

至动荡。第四,土地争议多。一方面,流转程序不公

开透明,农民参与程度低。特别是,一些涉农企业圈

地目的明显,经常是采用不正当手段侵占农民耕地。
而一些基层组织或干部仅为一己私利就代为农户签

订流转合同,违背农民的真实意愿,致使农民在不清

楚合同内容甚至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看着自己的土

地“被”流转,从而引发强烈不满甚至群体性事件。
另一方面,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没有专门的农村社会

组织或机构代表农民与当地政府、涉农企业、村委会

进行沟通、谈判、博弈,从而使农民始终处于集体失

声或缺位的弱势边缘地位,进而陷入土地争议矛盾

累积叠加的恶性循环。

  三、机制保障:现代农业过程中的农
地流转与农民权益

  土地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资源,土地的规模流

转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趋势,是生产要素的合理

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客观要求。从总体上来看,
我国以涉农企业为租种对象的土地流转还处于试点

和观察的初级阶段,还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通
过搞土地集中,而盲目地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来发展

现代农业的做法,必然会引发很多农村土地问题。
然而,农村土地问题的核心和实质是农村土地权益

问题,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农村

土地权益[18]。从根本上来看,农民权益受损关键是

体制机制的缺失,为此,在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过程

中,加快建构农民权益保护机制迫在眉睫。

1.以科学发展观为前提,形成农民利益保护的

长效机制

(1)坚持以农民为本,真正让农民成为土地流转

的主体。坚持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核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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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弄清楚“为谁发展”的问题。土地流转的基本

逻辑在于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将土地承包经营权

尽可能完整地界定给农民。因此,必须尊重和突出

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明确在土地流转过

程中主体是农户而不是集体经济组织和政府,土地

经营权流转必须是农民在依法、自愿的前提下做出

的,而且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地流转的形式。严

禁行政推动,坚决纠正任何以土地流转为名收回、调
整农户承包地的行为,在充分落实农民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基础上调动农民群众参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

积极性。
(2)坚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

租赁农户承包耕地的准入制度。由于农村土地资源

的不可再生性,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坚持可持续原

则,对耕地实行严格的保护制度。对准备进入农村

的企业组织专人进行审查,重点关注企业的社会信

誉、农业经营能力、流转价格的支付能力等等,建立

健全涉农企业的登记备案、合同管理、纠纷调节和动

态监测制度。对具备从事综合农业生产资本的工商

资本,要防止土地“非粮化”、禁止土地“非农化”,坚
持农地农用。对以圈地名义搞资本运作以及对违背

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土地权益、改变土地所有权、改
变土地用途的工商企业要坚决加以制止,以降低对

农业和农民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3)坚持统筹城乡,营造农地流转的外部环境。

土地是农民生产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更重要的是

它承担着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因此,要加快农地

流转必须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让农民以土地的权

益参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并从

中获得更大的实惠。特别是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
城乡均衡等方面推进城乡统筹,让农民享受到现代

化的成果。同时加快制定农民外出就业、户籍等配

套政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有效流动,
真正形成“农民失地不失业”。

2.以社会化服务为基础,形成支持农村土地流

转的制度机制

(1)加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一方面,加快

建立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农民颁发具有法律

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实现农村土地流转

和农民权益保障的前提。当前,中央政府应加快对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明确

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期限和权能,保障农民刚性的土

地权利。另一方面,积极发挥地方政府的规范引导

功能。地方政府应努力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创造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序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为此,
要因地制宜地建立一套规范、具体、可操作性的土地

流转程序。同时,要积极引导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向

不同产业转移,引导农村土地要素与农业企业、合作

社等有效联结,保证农民土地收益的公平实现。
(2)要以信息化为契机,创新土地流转信息的综

合应用。首先,建立土地流转信息库。以相应规模

的土地为基础,对所在区域的土地流转和土地需求

信息要及时收集、归类和整理,全面掌握土地流转服

务信息,同时,认真审查流转的土地是否存在着土地

纠纷,对符合规定的土地才准许进入流转市场,对不

具备流转条件的土地给予解释说明。其次,建立土

地流转综合管理信息化平台和服务网络。通过发布

土地流转信息,为种植大户、涉农企业、农业专业合

作社和跨区域的土地供求双方提供服务,实现双向

互动,进而形成上下贯通、分工明确的县、乡、村三级

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的网络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管理,
以规范化的土地流转程序减少土地纠纷,保障农民

的土地权益。最后,完善土地流转纠纷调处机制。以

调解为中心,及时有效地化解流转过程中的矛盾纠

纷,全方位确保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3.以基层民主为主导,形成维护农民利益的保

障机制

(1)建立农民维权组织机制,保障农民话语权

利。一方面,积极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完善

村民自治,发扬基层民主,在与现有法律法规不相冲

突的前提下建立农民维权组织,通过提高组织化程

度来改变农民维权的被动地位。另一方面,积极健

全相关法律法规,努力引导农村维权组织的发展,实
现政府与维权组织的沟通,保证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

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更好地表达农民诉求。
(2)建立土地流转租金标准,优化收益分配机

制。缺乏科学合理的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往往

造成农民心理上的不平衡。因此,各地政府应以市

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多方求证、掌握实价、创新机

制,破解土地流转租金结算的难题。同时,努力健全

土地的优化分配机制,保证利益分配结果公平。应

根据流转的用途及预期收益,让失地农民参与土地

的要素分配,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获得长期稳定的

收入来源,解决农民生活的后顾之忧。
(3)加强土地流转监管机制,保障农民合法权

益。不断拓展农民的监督渠道,进一步健全以村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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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民主评议和村民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为主要

内容的民主监督制度,实现农民群众对土地流转的

过程和结果的有效监督。同时,完善土地流转评估

机制,构筑农民、涉农企业与基层政府之间有效沟通

的平台。积极发挥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监管,通过

监督、评估、反馈等方式实施对涉农企业、合作经济

组织等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考核,切实保

障农民的监督权利和土地权益。

参 考 文 献

[1] 刘涛.小农改造、土地流转与农业的现代化之路———基于乡村

土地流转类型的考察[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4):

108-113.
[2] 刘玲.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对农民权益的保护研究述评[J].安徽

农业科学,2011,39(2):955-957.
[3] 李嵩誉,陈伟昌,曾学刚,等.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116-117.
[4] 华彦玲,施国庆,刘爱文.发达国家土地流转概况[J].新农村,

2007(2):28.
[5] 伊媛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农民权益的保护[J].社会主义

研究,2007(4):87-89.
[6] 左小兵,冯长春.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保障[J].中

国土地,2010(5):41-43.

[7] 王延强,陈利根.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宅基地权益分析———从

不同流转模式对农户集中居住影响的角度[J].农村经济,2008
(3):6-10.

[8] 李长健,孙婧.新农村社区发展中的农民权益保护制度研究

[J].长白学刊,2008(1)79-83.
[9] 史云贵,赵海燕.统筹城乡进程中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论析

[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107-113.
[10]柴振国,潘静.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中农民权益保护研究[J].

河北法学,2009,27(9):40-47.
[11]徐元明.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创新———江苏省农村

土地流转的调查[J].现代经济探讨,2008(1):34-38.
[12]胡乐明,杨静.保障农民权益:理论依据、保护原则与路径选择

[J].山东社会科学,2009(9):61-64.
[13]罗丹,陈洁.域外经验、当下状况与中国特色农业组织体系建构

[J].改革,2013(3):91-102.
[14]李昌平.土地流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J].农村财政与财务,

2010(4):36-37.
[15]李长健.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以利益与利益机制为视

角[J].中国法学,2005(3):120-134.
[16][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

1989:266-277.
[17]徐勇.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农民权益维护[J].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1-3.
[18]刘继红,金文成.建立维护农民土地权益长效机制促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J].农村经营管理,2006(5):19-33.

FarmerLandRightsSecurityMechanismBuidinginthe
AgricultureModernizationProcess

———SurveyonAgriculture-relatedEnterpriseParticipateinFarmland
TransferinLCityintheMiddleofHenan

CHENRong-zhuo,CHENPeng
(InstituteforPoliticalScience,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9)

Abstract Thecombinationbetweenlandandcapitalisunavoidableintheprogressof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whichisaninevitablehistoricalprocess.Recently,farmlandtransferisthefocusofcon-
tradictionsaswellasthekeywhenvariousregionsimprovethemodernfarmingbyagriculture-related
enterprise.Withtheinflowsofcapital,it’seasytoforminterestchainbetweencapitalandbasiclevel
powerinruralsociety,andthenbothentrepreneursandpublicofficialsgetwhattheyneedsoastoharm
theprotectionsecurityandvalue-addedinterestoffarmers’wealthseriously.Fundamentally,themain
reasonforaboveproblemistheshortofprotectionmechanism.Therefore,it’snecessarytoformlong-
termprotectionmechanismforfarmers’interestonthepromiseof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

toshapeinstitutionalmechanismtosupportfarmlandtransferonthebaseofsocializedservices,andto
buildsafeguardmechanismforfarmers’interestundertheguideofgrassrootsleveldemocracy.

Keywords 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agriculturallandtransfer;capitaltothecountryside;agri-
culture-relatedenterprise;farmers’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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