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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大量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和速度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对农地流转的
发展状况、动因、限制因素及效果等问题的实证研究进行综述 ,并指出进一步实证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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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Prospect of the Rural Land Transfer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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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ed and scale of rural land transfer is accelerati ng in China with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to no-farm
work .The empirical study onthe development ,motivation,restriction and effect of rural land transfer was summarized inthis paper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empirical research was also pointed 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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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土地流转实质上是指农户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在

我国农村, 农户仅拥有土地的使用权, 而没有土地的所有权 ,

因此, 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买卖市场并不存在。近年来, 随着

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迅速增加, 土地流转已被国家法律和政策

承认并得到鼓励发展。但是, 目前我国农地流转仍然处于初

级阶段。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现象及机理进行实证性研究, 对

实践上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具有指导意义。

1  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状况

自20 世纪80 年代初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以

来,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农地流转状况进行了大量研究。张

红宇认为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 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发生

率一直偏低[ 1] 。据农业部1993 年的抽样调查结果 ,1992 年全

国有473 .3 万承包农户转包、转让农地77 .4 万hm2 , 分别占承

包土地农户总数的2 .3 % 和承包土地总面积的2 .9 % 。James

根据1995 年的农业调查结果指出, 尽管全国有75 .0 % 的乡村

进行了农地流转, 但是农地流转率仅为3 .0 % , 即使是在非农

产业发展较快的地区, 土地流转率也没有达到8 .0 % [ 2] 。

20 世纪90 年代末以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 许多农村劳动

力转向非农产业, 农地流转也日益活跃。据农业部1999 年对

浙江、河北等6 个省的农地流转调查数据显示, 有24 .5 % 的

农户在1998 年从事了农地流转, 土地流转率平均为14 .3 % 。

在土地流转率较高的浙江省, 流转农地的农户占33 .3 % , 土

地流转率为35 .0 % 。陈和午等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

村部2002 年对福建、黑龙江省的抽样调查显示, 将近25 .0 %

的农户参与了土地租赁市场, 土地流转率平均为21 .8 % [ 3] 。

据统计, 到2003 年底, 全国农村耕地流转和集中的面积占全

国耕地总面积的7 .0 % ～10 .0 % , 是1992 年农地流转水平的2

～3 倍 , 且流转速度和规模呈不断上升趋势[ 4] 。

2  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及限制因素

众多研究者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

析, 可归纳为两类: 农地流转的动因和农地流转的限制因素。

2 .1 农地流转的动因

( 1) 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很多研究者利用村级调查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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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发现: 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是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

主要驱动力[ 5 - 8] 。转移出劳动力的农户, 有的无力耕种 , 有

的因非农收入已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而不愿耕种土地 ,

土地对农民生产和收入的作用减弱, 从而增加了农地流转市

场的供给。但是, 由于受非农就业机会的限制, 大部分农户

不得不依靠农业、特别是土地来维持生存和寻求发展, 这又

从需求方面为土地流转奠定了基础。

James 通过农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 移民非农就业

增加了农户转出土地的可能性, 但对农户土地转入的需求有

明显的负面影响。因为 , 家庭中青年劳动力如果参与了移民

非农就业, 则此农户可利用的农业劳动力就减少, 从而降低

了对农地的转入需求。并指出, 农户对农地租赁的需求取决

于农户非农就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转移[ 2] 。

( 2) 国家法律和政策是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另一重要

驱动力。1998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和2003 年3 月1 日正

式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都强调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

稳定, 并对土地调整做了严格的限定。田传浩等通过对苏、

浙、鲁地区的调查进行实证分析 , 结果显示: 农户对地权稳定

性的预期显著地影响其租入农地行为, 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

预期越高, 租入农地的可能性越大 , 租入农地的面积也越

大[ 9] 。有些学者利用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农地承包经营权

证书的发放对农户参与土地租赁市场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

现: 农户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其出租农地有着显著的

正面影响, 即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明显地增加了农户出

租其农地的可能性[ 6] 。

另外,2001 年7 月国务院公布了基本内容为取消农民的

粮食订购任务、放开粮价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

改革的意见》。粮食订购任务的取消会怎样影响农户的土地

流转行为, 虽然对此所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 但是很多实证

研究表明 : 粮食订购任务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市场有显著的

负面影响[8 ,10 - 11] 。因为粮食订购任务一方面减少了耕种转入

土地的收益, 从而减少了农户土地转入的需求; 另一方面减少

了农户的非农工作时间, 从而减少了土地流转市场的供给。

( 3) 农户自身资源禀赋差异的内在因素。金松青等利用

2001 年对贵州、湖南、云南省110 个乡村的1 001 个农户及国

家统计局农调队住户调查数据, 对农户参与土地租赁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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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 结果显示: 人均土地面积较高、教

育水平较高、具有非农就业的经历以及非农业资产比重较高

的农户出租其农地的可能性较大; 与之相反, 人均土地面积

较少、有过租赁经验及农业资产比重较高的农户则租入土地

的可能性较大[ 5] 。

刘克春等通过对江西7 个县205 个农户的农地租入、租

出面积进行了实证分析 , 结果显示: 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越

多, 收入来源以农业为主的农户租入农地面积越大; 而农户

家庭农业劳动力越少, 收入来源以非农业为主的农户租出农

地的面积越大[ 12] 。

姚洋通过浙江省3 个县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显示 : 家庭

平均年龄在定义人力资本异质性上是比平均教育年数更好

的一个指标。并用计量方法证实了下面的理论推测: 一个村

中更加异质的人力资本分布及更加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会促

进土地租赁市场的繁荣[ 13] 。

2 .2 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限制因素

( 1) 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非农就业的限制是制约农地流转

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力的转移是农地流转的前提, 农户的农

地流转行为与经济发展水平及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有些

学者通过对农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发现 : 第二、三产业比

重越大的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水平越高的地区, 农地流

转的规模也越大[ 14 - 15] 。姚洋认为一个经济发达地区, 农民

会因非农收入的不同而对土地的估价不同, 从而使土地交易

成为可能, 会涌现出经营上百亩土地的大户, 而在一个经济

较落后的地区, 由于缺少农业外部的就业机会 , 加之从事农

业的边际收入效用相对较高, 因而每个农户都想得到更多的

土地, 从而抑制了土地市场的发育[ 16] 。

(2) 农村土地调整严重限制了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很

多关于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显示 : 农村定期、不定

期的土地调整( 包括频率、范围) 与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呈反

向关系 , 土地调整严重限制了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 7 - 8 ,11] 。

这种限制作用主要通过以下3 条渠道来体现: 第一, 农地调

整将使农地从人均土地较多的农户转向人均土地较少的农

户, 减轻了农村土地- 劳动不相匹配的程度, 从而替代了部

分农地流转市场的功能 ; 第二, 农户转出土地有可能被村领

导当成是农地低效配置的信号, 从而在下一次土地调整中 ,

转出的土地有可能被收回, 或者将比较劣质的土地分配给转

出土地的农户。由于转出土地存在被收回, 或者是分配给劣

质土地的可能性, 从而减少了土地流转市场的供给。第三 ,

由于存在着土地调整, 没有农户愿意转入有可能被集体重新

调整的土地, 因此降低了农户对转入土地的需求。

( 3)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中介服务组织发育滞后也抑

制了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

体是农户, 但由于受地域和阶层的限制 , 承包经营权转入、转

出的信息都不能广泛传播, 造成流通的信息极为不对称, 使

得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并且流通行

为也只限于短期行为。一个完备的市场中介组织能够打破

区域和阶层的局限 , 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然而, 市

场中介组织的缺位, 限制了承包经营权的大范围、长期的流

转[ 17] 。因此, 很多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调查研究表明, 我国

目前农户土地租赁行为有以下明显特征: 农户土地租赁范围

主要在村组内部的亲戚、邻居或朋友家 ; 仍然有超过一半的

农户的土地租赁期限较短( 1 a) 或不确定[ 3 ,14 ,18] 。这些特征

可以被看作是转出农户为减少交易成本, 避免土地流转过程

中发生纠纷而做出的被迫选择。

3  农村土地流转的效果

多数研究者关于农村土地流转效果的实证分析表明: 土

地流转市场对农业生产率及农户收入的提高都有显著的正

面影响[ 6 ,19 - 20] : 第一, 土地流转市场可使不同土地 - 劳动禀

赋比率的农户的土地边际生产率均等化, 从而提高了配置效

率和农业生产率; 第二, 土地流转市场可使农业生产有优势

的农户扩大生产规模、进行专业化生产而增加农业收入, 同

时, 又可使有非农就业机会的农户安心地从事非农生产并获

得土地租金, 从而增加其总收入 ; 第三 , 土地流转市场可以提

高农户土地投资的积极性, 因为农户如果转出土地, 他们的

土地投资可以通过更高的地租来收回[ 21] 。

也有学者认为, 农地流转并不能带来农业绩效的提高。

贺振华通过对湖南省永兴县2000 年土地流转的实证分析, 提

出了相反的观点: 土地流转并不会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 除

非流转后增加了新的生产要素或者原有的生产要素发生了

质的提高[ 22] 。Li Guo 等利用1997 年对河北、辽宁省664 户农

户调查数据, 对农户是否享有农地流转权与土地产出率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 结果表明: 农户享有土地流转权与

否对土地产出率并无显著影响[ 23] 。还有些研究者实证分析

了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地土壤肥力和土地产出率的影响, 结

果表明: 稳定的土地产权有助于改善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 ,

但对土地产出率无明显的正面效应[ 18] 。

4  小结与展望

(1)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土地使用权流转已

是一个普遍现象。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经

济的快速发展, 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 农村土地

流转的速度和规模呈加速发展的趋势。

(2) 在农地流转的动因研究中 , 众多研究者主要从非农

就业、国家法律和政策、农户自身禀赋及特征这3 个角度对

中国的农村土地流转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 有关农业税的

减免,《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对农地流转、农业投资的影

响如何 , 目前经验研究还没有, 有待进一步实证分析。在农

地流转的限制因素中, 研究者主要从非农就业限制、土地调

整及中介服务组织缺乏这3 个方面对农地流转进行了实证

分析, 虽然理论界普遍认为, 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缺位 , 农地实

质上承担着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 , 从而制约了农村土地流转

市场的发展。但是必须看到,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会随着农

民非农收入的提高而减弱。目前农地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着

这种社会保障功能, 农地的这种功能对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

影响程度又是如何,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相关的实证分析, 有

待进一步研究。

(3) 农地流转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不同的研究者根据不

同的样本数据得出了两种相反的结论,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观

点。随着我国农地流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 农地流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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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消费水平调查 , 包括人口收入、人口数量、人口结构、消费

倾向[ 2] 。③市场宣传。美国创造的花旗参品牌, 对中国人的

消费观念造成巨大冲击, 带动了中国人对人参的消费热潮。

1 .7  政策优势 政策优势指所规划区域在发展经济方面享

受哪些国家优惠政策, 诸如产业政策、投融资政策、财政税收

政策、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等。如国家在西部大开发中对企

业实行减免、免征企业所得税的特殊优惠政策 , 国家为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较民营企业享受的优

势政策等。

2  对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瓶颈的调查

在制定区域经济规划之前, 除了要进行区域优势调查之

外, 还要找到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

2 .1 资源问题  资源一般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口、劳动力资

源。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之前, 必须搞清楚究竟是哪方

面的原因制约了该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有些地方人口密度

很大, 但缺少经营人才、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应对症下药 ,

或筑巢引凤, 或加大培养人才的力度。

2 .2  产业问题 首先研究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关系是否合

理, 是否建立起健全的产业链条。如重庆从20 世纪80 、90 年

代起开始打造汽车、摩托车产业 , 带动了汽车摩托车配件、发

动机、维修、钢材、橡胶、交通、高校相关科研人才培养等一系

列行业的发展。二是研究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农业

社会的产业结构是“一二三”的顺序, 工业经济时期的产业结

构为“二三一”的顺序, 而知识经济时代, 产业结构变为“三二

一”的顺序[ 3] 。三是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选择。主导产业

指在国民经济系统中发展速度较快, 对地区的整体经济起引

导和推动作用的先导性产业, 至少应具备五个条件: 有较高

的区位商( q ≥2) , 其产业主要是为外区服务, 是出口导向的

产业; 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占有很大比重; 有较高的需求收

入弹性和价格弹性; 生产率增长较快, 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和对原材料的吸纳力; 产业关联度大的产业, 有较强的连锁

反应[ 4] 。在区域产业结构中还有一类所谓地区经济的支柱

产业。一般讲, 支柱产业大都是区域的优势产业 , 生产名、

优、特产品 , 在区域产业结构中其产出所占比重较大 , 是区域

的利润大户 , 对稳定和扩展区域经济总量发挥着重要作用 ,

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区域经济特色[ 5] 。

2 .3  市场问题 主要包括调查产品的市场需求及产品的市

场适应能力。市场需求包括购买力大小、购买动机和潜在需

要。产品适应市场的能力包括企业开拓市场能力、扩大再生

产能力、新产品研发能力[ 2] 。

2 .4  区域经济的增长点问题 调查规划区域有没有新的经

济增长点, 应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促进现有产业的增长; 二是

现在没有的 , 就要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 ; 三是都是一些传统

的产业 , 要想办法寻找新的增长点。

2 .5 政策问题 一是用足、用够现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 二

是向上级争取对自己有利并有可能争取到的政策 ; 三是打政

策的擦边球 , 但前提是不违背国家的法律、方针、政策, 并对

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利。

通过上述统计分析、归类, 找到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并

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 , 进一步明确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及瓶

颈所在, 继而分清主次矛盾, 找到制约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 ,

以此作为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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