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建立农村土地集约经营机制 促进土地经营形成规模效益 

文/章洁倩 

  “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五个统筹中明确提出
要“统筹城乡发展”，本届政府尤其重视“三农”问题，把“三农”问题放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作
为头等大事来抓，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减
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对良种补贴，对购置大型农机具补贴等等，加上其它各项支农支
出政策的继续深化和实施，农村社会经济得到初步的发展，特别是农民的收入得到直接的提高。但
是，这种对三农的“直接输血”只是解决目前的一些实际问题，体现的是短期效益，并不能建立三
农的内在增长发展长效机制，而要促进三农“内部造血”，除了继续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三农的一系
列方针政策外，应该改变目前包产到户的体制，通过相应的配套改革，建立农业土地的规模经营机
制，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 
   但是，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存在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制约因素：客观上，包产到户以后所形
成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土地使用权长期签约给个体农户，而国家实行包产到户制度时承诺制度50
年不变也使得改变制度困难重重，而且目前也没有一个畅通有效的措施来组织这些原本零散的土地
经营权，从而要在农村实行大规模经营十分困难；主观上，虽然城市改革的成功给了农民进城打工
的机会，使得大量农民工得于转移到城市就业，但是随着部分城市出台许多歧视农民工的政策以及
就业环境的竞争与恶化，许多农民工感觉到在城市打工存在风险，不看好前景，做好随时准备回家
种田的心理准备。因此，很多农民大都把土地无偿地临时分给亲戚们耕种或者让留守在家的老人、
妇女照料，由于这些劳动力比较弱，这些土地的产出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产出效益非常低。大多数
农民宁愿接受低的产出也不愿意完全出让土地，把土地作为自己的最后一道保障线。以上两个方面
的原因使得土地难于进行流转，土地效益产出低下，从而使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难于实现。 
   为了促使土地的有效流转，产生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可探索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成立农业土地银行，专门从事农业耕地的存贷业务。即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可将土地存入
农业土地银行，并从银行领取一定的土地利息，农业土地银行将存入的土地贷给有意进行规模种植
的农民，收取一定的土地租金。同时土地的存贷实行“高存低贷”，即高价存入，低价贷出，存贷
倒挂利差由国家财政补贴给农业土地银行。这样一方面可以鼓励进城打工的农民把土地存入银行取
得一定的收入，而不至于抛荒，另一方面也为有经验的种田能手通过从银行贷出土地多种地实现致
富。而国家补贴土地存贷倒挂利差，是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而支付的成本，只要能够达
到目的，形成良性循环，国家也是何乐而不为之事。 
   二是国家设立农业土地开荒改良基金，由农业土地银行负责管理，一方面对确实在耕种过程
中改善土地使用条件、改良土地提高土地耕种质量的农民进行补贴，以防止从农业土地银行贷出土
地者过度耕种，从而降低耕地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对把荒地、荒山、劣质而无人种植的土地开辟
成可耕种土地的农民进行奖励，以扩大可耕种土地存量，从而使粮食生产安全在更大范围、更高程
度上得到保证。 
   三是采取和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城市化建设及大规模农民培训等配套政策和措施，实行农
业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实行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有一个前提就是使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其他行业
和领域，农业劳动力不进行有效转移而固守在耕地上，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将是一句空话。因此，必
须采取一些配套的政策措施： 
   第一，推进大规模农业产业化建设。推进农业产业化，实行农业现代化，是提高农业生产率
的重要途径，更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当前，可以围绕环保农业、生
态农业、绿色农业等为主题，多方位、多渠道地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建设，促使传统的农业生产转向
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在为社会提供更多健康、绿色的食品、为工业产业提供更多清洁、自然的原材
料的同时，促使过去的小生产农民转变为现代化的农业工人，从而大规模地消化、吸收农村剩余劳
动力。让一部分农民在家门口打工，改变目前农民只有去发达城市打工就业的现状，拓宽农民就业
的渠道，减轻城市吸纳外来民工的压力。 
   第二，推动城市化建设进程，优化农民的城市就业环境。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发
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而
优越的城市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一定需要服务业的支撑，从而必然会创造大量的低收入就业岗
位，这里所指“低收入”是针对城市就业者来说的，而对农民来说，却远远高于耕种土地收入，因
此必然会吸引农民转移到城市就业。同时，城市管理者应该从“工业返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

 



政治高度，改善农民的城市就业环境，妥善解决农民工的居住、社保、子女教育等等问题，让他们
在城市化建设中有自豪感、归属感、稳定感。 
   通过以上几项配套措施的实施，实行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在提高这部分农民收入的同
时，也切实减少农业土地上的耕作农民，从而为农业土地实行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作者单位：南
昌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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