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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保障，在“人口-资
源-环境-发展”这一复合系统中，土地资源处于基础地位[1]。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空间迅速扩展，

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日益增长，大量耕地被征用而转为开发

建设用地，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据统计，全国 33 %的
群众上访事件和土地问题有关，其中 60 %左右直接由征地
引起 [2]，主要原因是我国目前的农用地征用价格不合理，被
征地农民得到的补偿过低，不能保证其维持原有的生活水

平，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征地补偿进行深入研究，为合

理确定土地征用价格寻求科学的测算方法。

1 我国现行土地征用价格的形成依据及标准

征地价格是实行按价征地时征地补偿标准的泛称，即

被征地方由于失去土地而获得的土地价格，其实质是国家

向农民征用集体所有制土地的价格。土地征用价格的形成

在总体上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

如第 47条：“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
偿。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

耕地被征用前 3年平均年产值的 6~10倍。征用耕地的安
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一个需要安

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 3年
平均年产值的 4耀6倍”。其他条款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
补助费标准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 3年平均年产值
的 30倍；被征用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具
有省级权限的地方自行规定。依据《土地管理法》，各地在征

地时形成了各自土地征用的实际价格，其高低主要取决于

被征用土地的种植结构和农业产值。

2 我国现行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征地补偿标准低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标准进

行征地补偿时，按传统的粮经作物比测定前 3年的农业产

值，这在很大程度上只将农用土地作为生产生活资料而非

资产来看待，只考虑了土地的自然生产力差异，没有或较少

顾及到土地的区位差异及生态价值。当前城郊农业已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集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

农业为一体的现代都市型农业，土地的产出绝非普通的粮

食或果蔬价值可比。因此，当前形成的农用土地征用价格未

能反映被征用耕地本身的产出价值，是失真的价格。

2.2 征地价格的确定不符合市场供求规律 土地是一种

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资源配置要按照市场

规律办事[3]，而目前我国土地征用价格基本不受土地市场供
求关系的影响，土地征用单位都是套用国家法律和政策规

定的内容和标准来确定土地征用价格，这是因为我国现阶

段的征地主要是政府行为，征地补偿也就不是完全的市场

价格。此外，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城市建设对

农用地需求强度不同，各地的人均耕地数量有差异，耕地的

稀缺程度也不同，在此情况下，采用相同的土地征用价格标

准显然不合理，不能体现耕地的稀缺价值，不利于保护耕地

和城市建设集约用地，农民权益也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2.3 被征地农民安置难，缺乏社会保障 随着经济体制的

转型和就业市场化的发展，目前普遍采用货币安置农民的

办法，即把征地补偿费用中的安置补助费一次性发给失地

农民，让他们自谋出路。由于安置费较少，加之大多数失地

农民文化水平低，缺乏专业技能，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

自谋职业者仅占该群体总数的 10 %左右[4]。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

保障、就业机会、土地继承权等。土地被征用后，农民在失去

土地的同时，也丧失了土地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权利。在我国

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下，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不

到位，多数地区的失地农民不被纳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

失地农民的生活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2.4 土地需求增大，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 偏低的土地征

用价格不能有效控制过高的土地需求，助长了“圈地热潮”，

不少地区出现用地指标严重透支与征而不用、多征少用、待

农民权益保障与土地征用价格确定———以威海市环翠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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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而沽的现象，导致大量耕地抛荒，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

费，城市的发展后劲和国家利益也受到严重影响。资料显

示，我国沿海地区 14个省市目前实际占用耕地都突破了规
划指标，有的地方甚至 2010年的建设用地指标都已基本用
完[5]。由于盲目外延发展，我国的城市容积率仅为 0.3，近 10 %
的土地处于闲置状态。

3 研究区概况

威海市环翠区地处山东半岛东北端，3面濒临黄海，东
南与荣成市接壤，南和西南与文登市毗连，北与大连相对，

东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距韩国陆地 94海里，是威海市唯
一的市辖区。全区总面积 731 km2。环翠区为低山丘陵区，地
势起伏和缓，除少数山峰海拔在 500 m 以上外，大部分为
200耀300 m的波状丘陵。山体多岩石裸露，土层覆盖较薄；
平原多为滨海平原和山前倾斜平原；河网密布，地表排水良

好。环翠区地处中纬度，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温年较

差较小，雨水适中但分布不均，旱、涝、风、雹、低温、霜冻等

气象灾害时有发生。历年平均气温 11.5益，历年平均降水量
778.4 mm，历年平均日照 2 569.4 h。环翠区土壤类型有棕
壤、潮土、盐土、风沙土、褐土、水稻土、山地草甸土 7个土
类，棕壤分布最广，占土壤总面积的 83.5 %，全区耕地总面
积 19 023.41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 24.74 %。
4 土地征用价格的测算方法

4.1 测算依据 导致农民权益受损、土地资源浪费的问题

关键在于土地征用价格过低，因此，必须确定合理的征地价

格测算方法。可以借鉴国外通行的办法，把土地征用价格分

为土地征用费和土地赔偿款两部分，土地征用费即农用地

价格，相当于土地价值，这部分的计算必须引进市场机制，

综合考虑土地区位、产值、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耕地水

平等因素进行地价评估，确立适当的土地补偿标准，按照征

用土地的市场价格给足补偿。土地赔偿款是对土地权利人

因土地征用而造成的经济以及其他损失的补偿，这一部分

主要是为了让农民在今后的生活中享受到医疗、养老保险、

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

4.2 农用地价格计算 主要根据被征用农用地本身的质

量条件进行确定，可通过调查农用地投入产出资料，采用收

益还原法进行估算，也可以通过调查市场交易资料（如承

包、转包、出租等），将交易价格修正为农用地价格。

（1）采用收益还原法估算农用地价格。农用地收益还原
法是以土地收益价格为理论依据的，该理论认为，土地价

格是土地收益即地租的资本化。采用收益还原法估算农用

地价格公式为：

v= a
r [1- 1

（1+r）n ]
式中，v 为农用地价格；a为农用地年纯收益；r为土地还原
率；n为农用地可利用年限。由于征地是土地所有权的转
移，所以，当 n寅肄时，有 v=a /r。
（2）采用市场交易资料估算农用地价格。农用地在经营

过程中常以承包、转包、出租等形式出现，经营年限少则几

年，多则 30年，可以利用这些市场交易资料，将不同年期的
样本交易价格修正为农用地价格。计算公式为：

v=vm1/[1-1/（1+r）m1]
式中：v 为修正后的农用地价格；m1为样本交易价格的实际

年期；vm1为样本交易价格；r为土地还原利率。
以威海市环翠区耕地所有权价格计算为例，通过调查

2002~2004年耕地的投入产出，得出该区耕地的年均纯收
益平均在 7 200元/hm2左右。土地还原利率采用安全利率
加风险调整值来确定，此处将其设为 5 %。采用收益还原法
和市场交易资料修正法相结合，估算威海市环翠区耕地所

有权价格平均为 14.4万元/hm2。
4.3 农用地社会保障价格计算 农用地社会保障价格是

指农民失去土地后，为获得基本生活保障、接受教育、再就

业培训等应得到的补偿，主要按照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

障标准，采取趸缴养老保险金的计算方式计算补偿标准。

农用地社会保障作用价值量的大小与农民的人均耕地

面积和耕地的生产力水平有直接关系。人均耕地面积越大，

单位面积的耕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作用越小，其社会保障

价值量也越小。在人均耕地面积一定的前提下，耕地的生产

力水平越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越高，单位面积耕

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作用越大。

（1）计算人均社会保障价格。根据中保人寿保险公司的
个人养老金保障费率规定，可按下式计算每人保险费趸交

金额：

Y a=（Y 男伊b+Y 女伊c）伊Mi /M0
式中，Y a为平均年龄为 a时保险费趸交金额；Y 男为 a年龄
男性公民保险费趸交金额基数；Y 女为 a年龄女性公民保险
费趸交金额基数；b 为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c 为女性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Mi为月保险费领取标准；M0为月保
险费基数（取 100）。

根据对环翠区农村人口生活水平和人口结构状况的调

查，人均基本生活费用为 150元/月，男女人口比例约为 1颐1，
平均年龄 30岁，则每人保险费趸交金额为 52 698元。
（2）计算单位面积农用地社会保障价格。其公式为：
Pa=Y /A a

式中，Pa为单位面积农用地社会保障价格；Y 为人均社会保
障价格；A a为人均耕地面积。

2004年环翠区人均耕地面积 0.077 hm2，计算在此耕地
水平下的单位面积农用地社会保障价格为 684 390元/hm2。
4.4 农用地征用价格计算 农用地征用价格即为农用地

价格与农用地社会保障价格之和。经计算得知：威海市环翠

区耕地征用价格平均为 82.8万元/hm2。
5 讨论

以上计算的环翠区耕地征用价格不包括对青苗及地上

附着物的补偿，只是纯粹的征地价格。将该征地价格与按照

目前《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标准计算的征地补偿费用相比相

差较大。《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

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前 2项的补
偿标准分别为该耕地前 3年平均产值的 6~10和 4~6倍，同
时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

征用前 3年平均年产值的 30倍。按环翠区耕地平均年产值
15 000 元/hm2 及最高补偿标准（30 倍）计算，只有 45 万
元/hm2，青苗补偿费基本在 15 000元/hm2左右，在目前的物
价水平下，这样的补偿标准只够农民维持 4~5年的基本消
费，根本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的长期、稳定的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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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确定征用价格时引进市场机制和社会保障机

制，由此得到的价格标准相对较高，更能体现耕地的价值，

并能有效保障失地农民今后的生活、生产及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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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建立可追溯系统，减少食品安全信息的不对称性 食

品安全的可追溯系统应该由三部分组成：支持体系即企业

追溯管理系统、核心体系即追溯监管平台和终端服务查询

平台，三者相互衔接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网络系统。借鉴

国外发达国家在食品追溯方面的研究以及山东省食品安全

追溯体系的建立，笔者认为,食品安全追溯系统是以食品加
工企业、政府机关、第三方机构以及交易市场等作为追溯体

系的主体来提供一些基础的数据，形成一个基本信息库，进

而对基础信息进行专业化收集、整合和处理，构成监管平台

的核心内容，最终以终端查询机、网络、电话以及短信等多

种方式为企业、政府、公众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服务（图2）。

3.4.1 支持体系。该体系主要是提供追溯系统的信息及相

关数据，包括食品加工企业、各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第三方机构（包括检验机构、食品安全实验室等）以及外在

的食品交易市场。

3.4.2 核心部分。通过支持系统提供的各项信息来建立一

套食品安全可追溯的信息平台。这种信息平台的搭建有 3
个基本要求：淤在信息平台中登记的企业资料均真实可靠，
进入该平台的食品加工企业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资质审

批，企业在平台上录入的数据需要经过第三方机构的审核

才有效，主要包括企业自身提供的食品相关数据、企业基本

信息、政府的监管信息以及其他信息；于信息平台以食品加
工企业为核心，包含了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过程的全

部信息，然后通过网络、电话等查询方式向社会公开食品的

追溯信息；盂食品追溯信息平台在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时，还
为消费者开通了信息反馈渠道，并且可以为食品加工企业

提供一个专门的咨询服务板块，以便提高信息的对称性。透

过该网络系统来传递最新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各项预警

信息、国内外先进的食品检测技术等。

3.4.3 终端服务查询平台。信息平台主要是为了使消费者

便于对食品安全问题、企业的信用资料、政府的政策措施等

相关信息的查询和反馈，同时也方便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

管，企业间的学习与交流。浙江省部分县市已经开始采取了

有关的标识溯源系统。根据农业部第 67号令，按照省、市畜
牧兽医局的统一部署，温州瓯海区于 2006年 5月开始实施
动物防疫标识与溯源信息系统[4]。该系统的实施，将有效控
制重大动物疫病，提升动物产品安全监管水平，可大幅度提

高动物防疫工作和动物产品安全监管效率。动物防疫标识

与溯源信息系统由二维码防疫耳标、网络结构、数据库、移

动智能识读器等 4个部分组成。并规定 2008年 1月 1日
起，所有牲畜都要按规定加施新型牲畜二维码防疫耳标，并

凭此进入流通等环节。消费者根据商品包装上的标签，通过

追溯系统提供的查询窗口（网络、手机、移动智能识读设备）

查询动物从出生到屠宰，从饲养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安全

监管信息，实现畜禽产品的食品安全可追溯，方便了食品安

全问题的查找以及技术上的改进。

4 结语

笔者在分析浙江省中小企业食品安全现状的基础上，

借鉴了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方面的措施，吸收了国内一些地

区的先进做法，提出以预防为主、科学高效和动态的浙江省

食品安全监管新办法，重点从 3个方面着手解决：广泛应用
风险分析原则；完善食品不安全因素的预警机制；建立可追

溯系统，减少食品安全信息的不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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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的基本流程
Fig. 2 Basic process of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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