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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甘肃省新农村建设 6 个科技示范点中 240 个农户家庭土地流转相关情况的抽样调查, 分析

了甘肃省土地流转的基本现状和影响因子。结果表明:第一, 甘肃省土地流转呈现出流转规模小、约定方式不规

范和流转方式单一等特点;第二, 影响甘肃省土地流转的因素有人均耕地面积、户主个性特征、农业劳动力转移、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规模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促进农户土地流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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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推

进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村土地改革也需要与时俱

进,不断完善。30 年的改革, 农村经济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而土地瓶颈也逐渐显现出来。大量的

农民开始脱离土地, 出现了土地撂荒或闲置。通过

规模经营、农业技术的推广,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

益,对土地的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土地市场化的发展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推进我国农村市场化的发

展,提高土地效率和土地利用率, 增加农民收入, 中

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

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

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农用土地使用权的流

转是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要求, 是农户

人口的变动和劳动力增减的要求,也是规模经营的

要求[ 1]。

甘肃省的农地资源十分紧缺, 2007年底, 甘肃

省耕地面积为 344. 9万公顷,人均 0. 13公顷, 不到

世界平均水平的 41. 2%。而在农地资源十分稀缺

的情况下,各地被荒置的土地随处可见。因此,要优

化农村土地资源,提高农村土地规模效益、节约要素

费用、减少市场费用, 就应该创造土地流转的条件,

使农户土地流转成为必然。

为了深入分析甘肃省土地流转的基本特点和存

在的问题,选取了甘肃省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点进

行入户问卷调查,对河西、陇东、陇中共 6个示范点

的 240户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 225

份,回收率 94%。在对样本进行系统的统计和分析

的基础上,分析了甘肃省土地流转的基本现状、影响

因素和农民流转土地的动因, 提出了促进甘肃省土

地流转向成熟转变的政策建议。

  一、甘肃省农户土地流转现状

1.农户土地流转规模较小

表 1的 6个示范村 227户农户中, 有 47户发生

了土地流转,占总农户的 20. 7% ;总耕地面积 148. 3

公顷,发生流转的土地面积 18. 7公顷,占总耕地面

积的 12. 6%。对于大部分农民而言, 土地的流入和

流出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对其收入的增加起不到

关键的作用,导致流转的意愿降低。由于调查区属

于新农村建设的科技示范村, 参加科技种植的农户

的流转意愿明显强于普通农户。在政府的引导和扶

持下,调整种植业结构、引进新品种、发展特色农业

的示范户由于订单农业的促使, 规模化经营成为这

些农户的强烈需求, 流入土地的热情异常高涨,但这

样的农户在项目实施初期仅占到总农户的 10%左

右,显然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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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示范点土地流转规模情况

地区 调查户数(户) 耕地面积(公顷) 流转面积(公顷)
流入土地

户数(户) 面积(公顷)

流出土地

户数(户) 面积(公顷)

流转户数

占总户数( % )

流转面积占

总耕地面积( % )

河堡村 32 8. 5 2. 5 8 1. 2 5 1. 3 40 29. 4

马莲村 35 12. 8 2. 7 7 1. 8 3 0. 9 28. 6 20. 0

冯家沟村 40 23. 3 1. 2 3 0. 8 1 0. 4 10 5. 2

康家崖村 40 9. 5 0. 4 2 0. 2 4 0. 2 15 4. 2

道口村 40 72. 8 10. 5 2 2. 8 5 7. 7 17. 5 14. 4

新胜村 40 21. 5 1. 4 4 1 3 0. 4 17. 5 6. 5

  农户土地不愿流出的原因(见表 2) , 主要集中

在/土地是生活保障0和/价格太低0上, 分别占到

34. 44%和 46. 11%。土地对农民特别是欠发达地

区的农民来说, 具有生存保障功能,从满足农民的衣

食住行、婚丧嫁娶到承担子女教育等费用,土地承担

了几乎所有的保障功能, 在没有比较可靠的非农业

收入之前,农民不会轻放弃土地,不会轻易出让其最

后的保障权利[ 2]。很多农民存在浓重的恋土情结,

他们不愿意离开生活多年的土地;多数农民一直把

土地当作生存重要保障, 不愿意放弃这最后一道屏

障。

表 2 不愿出让土地原因

原因 收益太低 生活保障 恋土情节 其他

户数(户) 62 83 23 12

比例( % ) 34. 44 46. 11 12. 79 6. 66

  2.农户转让农地的约定形式不规范

农户转让土地的约定形式既反映了农户转入土

地行为的约束方式,也反映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契

约化程度。据调查,甘肃省农民进行土地流转大多

数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只是口头协议, 随意性较大。

47户流转土地的农户中, 有 44户是口头协议的流

转方式, 流转面积 17. 7 公顷, 占到总流转面积的

98. 7%(见表 3) , 而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的口头约

定流转方式占到大部分。流转手续不完备, 流转保

障体系不完善, 将使流转双方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

障,影响了土地流转工作的顺利进行,为以后土地纠

纷埋下了隐患。

表 3  农户土地流转约定形式

合同形式
流转农户

户数(户) 比例( % )

流转面积

面积(公顷) 比例( % )

口头协议 44 93. 6 18. 5 98. 7

书面协议 3 6. 4 0. 25 1. 3

  古浪县新胜村的王永胜介绍,今年为了响应政

府推广的优质高产栽培模式, 租用了本村王连勤的

地 0. 17公顷。按他的说法: /没有必要填什么合同,

一个村子的,那样反而影响两家的和气。再说,年底

会按土地的收成给他多于约定的报酬, 两家都高

兴。0农民法律和维权意识的淡薄是造成土地流转不

规范的主要原因,随着土地流转市场发展,这种混乱

和无序的状态必然造成土地流转纠纷。

3.农户转让农地的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形式主要有转包、转让、

互换、出租和入股等形式。据调查, 6个村的土地流

转类型主要有出租和代耕两种。发生土地流转的

47户农户,出租、代耕方式占到 80%以上,转包入股

和其他等方式占 20%。就出租这种形式而言, 除了

农户之间发生的出租外, 还有村集体集中起来出租

给以集约经营为目的的企业的。代耕现象在农户土

地流转中也是比较普遍的形式, 平凉市崆峒区马莲

村的土地流转,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集中统一流转的

方式实现的;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利的河堡村以及

城关镇等,更多的是以分散的方式,在户与户间进行

流转。

  二、甘肃省土地流转的影响因子分

析

  1.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是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的

需要

对于农户来说,人均耕地面积的多少反映了农

户土地资源是否充足。甘肃省新农村科技示范点,

通过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以发展特色种植业和实

施农业、特色养殖业等现代农业模式为主,规模经营

的要求比较高。而传统的以田埂为分界的土地早已

经不适应规模经济的发展。6个试点平均人均耕地

面积为 0. 16公顷, 而且地块比较分散,难以达到规

模化、机械化发展。因此,土地流转可以解决因人均

耕地面积不足以发展规模化生产的困难, 为土地流

转的实现创造了客观的条件。

2.农户个人特征是土地流转决策的重要因素

( 1)农户户主年龄。在农村发生土地流转的过

程中,户主年龄是影响农地流转决策的重要因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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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本次调查的样本农户户主,按其年龄进行了

不同年龄段的统计与分析, 发现年龄分布总体上呈

/中间高、两端低0的对称分布。样本户主在 30~ 50

岁的比较多,占了样本农户的 90%。多数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户主, 不愿意出租自己承包的农地, 也不愿

冒险租入别人的农地,但是打工的年轻人,除了留一

些老人或妇女有能力耕种的土地,多余的土地愿意

在合理的价格中租出或租入。

( 2)农户户主文化程度。农户的文化程度对土

地流转有着重要的影响, 文化程度越高就意味着有

能力出外打工或希望谋取收益更高的职业, 客观上

促进了土地流转。调查区小学教育已基本普及, 中

学教育程度有很大提高, 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农

户户主已达到 55%以上。这部分人是农村土地流

转的主要发起者,他们出去打工或者是留在家中从

事农业,接受新兴事物的思想比较开放, 对土地的

流转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可以加速农村土地的

流转。

3.农业劳动力转移是推动土地流转的内在动力

近年来,甘肃省农业劳动力转移发展迅速,有些

地方已经发展成一种产业, 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

径。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得农业人力资本

要素处于边际生产状态的农户放弃土地[ 3]。据调

查,在这些转移的劳动力中,部分农户已不能或不愿

耕种土地,但是他们为了将土地留作今后的生活来

源的退路而又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从经济学上来

讲,这些土地产权主体仍然存在将土地转让以获得

适当收益的内在愿望, 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与完善

则可以使得这一问题得以解决。基于此, 转移的劳

动力将土地出让给他人使用, 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

了想扩大生产规模农户的需要。

4.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及农业规模经营是促进土

地流转的效率原因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主要有区域布局、品种结构

和品质结构。区域布局结构调整重点是加快建设一

批规模化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积极发展/一村一

品0, 促进优势产品、优势产业向优势区域聚集,在全

省尽快形成特色鲜明、市场竞争力强的一批优势产

业带。根据调查区的情况可知, 甘肃省每个村通过

资源禀赋的差异,结合利于本村发展的区域优势, 依

托政府引导和科技支撑,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了

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见表 4)。然

而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还面临着一个如何有效

解决农地细碎化、提高农地经营规模的问题。要解

决这些问题,如果依据通过行政手段实施土地调整,

不仅会促使农民采取短期行为, 并降低他们投资土

地的积极性,而且,还会带来很高的谈判成本
[ 4]
。所

以,从实现农村土地资源持续利用和降低土地资源

/重组0成本的角度来看, 农村土地流转的产生和发

展有其必然性。

表 4  调查区特色农业发展目标和规模

地区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特色产业 发展规模

河堡村 2 850 近郊塬区现代农业 果蔬花卉基地 46. 7 hm2 以上

马莲村 2 890 果树标准化栽培技术 果树改优和新发展 36 hm2

冯家沟村 5 250
近郊特色优质果蔬新品种引进

和标准化栽培

无公害标准化蔬菜生产基地 133 hm2;油桃温室 1. 3 hm2 ,

杏 0. 3 hm2 ,李 0. 3 hm2

康家崖村 2 325 近郊河谷无公害蔬菜技术
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 13. 3 hm2 ,马铃薯推广建立示范基

地 133 hm2

道口村 1 685
肉牛繁育、舍饲养殖、地膜种植、

优质牧草种植

引进肉牛 150头,示范推广小杂粮新品种 8个, 牧草新品
种 3个

新胜村 2 290 中远郊平原区蔬菜产业
建成日光温室 712座,建成育苗温室大棚 12座,发展规模
养殖户 180户

  三、促进农户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1.切实把握政策,加强土地政策的宣传

在调查过程中,有不少示范点的基层干部和群

众对土地流转政策处于一知半解状态, 因此必须加

大政策宣传力度,既要防止出现违法流转农户耕地

行为,又要注意引导农民消除流转的顾虑,为农户放

心流转土地奠定政策保障。

2.制定土地流转操作程序,规范流转合同

针对土地流转中存在不规范问题, 要制定相应

的规范操作程序,规范合同管理。建议在甘肃县、乡

一级成立土地流转管理中心, 规范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管理工作,同时还将建立健全解决农村土地承包

纠纷的调处机制,妥善处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引

发的纠纷问题,为土地流转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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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点带面,推广符合当地实际的典型经验

先进典型是最好的教材。要积极开展试点, 及

时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 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导

作用。可以学习甘肃庆阳宁县农民,以具有法人资

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将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转变

为现代农业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经营的成功经

验,为试点村发展土地流转提供借鉴
[ 5]
。

4.加大项目扶持力度,驱动经营主体动力

甘肃省大多数新农村示范点, 农业比较效益仍

然偏低,需要在政策导上加大引导土地流转力度, 特

别是对专业大户、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等规模经营

主体,在资金上强化扶持力度,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和新技术引进, 增加信贷规模。支持种养大户发

展生产,鼓励大户承租土地。同时,加快发展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和农业龙头企业, 发展土地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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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A sample sur vey has been made on land2t ransfer ring from 240 households in 6 technology

demonst rat ion areas of the new rural const ruct ion in Gansu Province, and its r esult show that the basic

situat ion of land2tr ansferring in Gansu Province reveal features as fol lows: 1. T he land transferring is

small2scaled, with non2standard agreements and follows the same flowing pat tern; 2.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land2t ransferring include per capita arable land area, farmers ' personality, agr icultural labor2

tr ansferring and the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str ucture and product ion scale. On the basis of survey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give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romot ion of farmland transfer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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