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事

报

告

38

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无法真正建成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加

快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 ,培育有效率的专业农户 ,可以让留

下来的农民专心当好农民 ,转移出去的农民安心当好非农民。

土地流转势在必行

□  李成贵

不久前 , 重庆市出台政策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入股 ,

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 在有条件的地方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

伙企业。这一变革 , 是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

重要改革探索 , 有媒体将其誉为“第三次土地革命”, 话虽显得夸张 ,

但重庆市试图从农村土地入手 , 确实抓住了“三农”问题要害和统筹

城乡发展的突破口。

近 30 年来 , 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 但土地规模经

营的推进却甚为缓慢 , 农民人均耕地不仅没有增长 , 反而有所下降。

这就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得到明显提高,农民增收空间非常有限,

同时也给控制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和市场风险带来严重挑战。

改革之前 , 我们曾经“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 , 估计

不够”( 这是朱德同志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复讲述的一个观点 )。“估

计不够”的结果是搞激进的集体化 , 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现在 , 我们

对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和落后性 , 同样估计不够 , 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政

策加以改造。

从国际上看 ,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统计资料 , 目前 , 日本

农民的人均土地规模已经是我国的 7 倍 , 韩国是我国的 4 倍。日本土

地法律的一再调整以及我国台湾之所以实行“第二次土地改革”, 其

重要目的就是要克服小农经济的局限性 ,推进规模经营。

改造小农经济 , 实现农村的全面发展 , 核心是“减少农民 ,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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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而实现这一目标 , 离不开土地制度的合理设置 , 客观上需要土

地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只有如此 , 才能促进农户的规模经营 , 培

育有效率的专业农户 , 让留下来的农民专心当好农民 ; 同时 , 也让转

移出去的农民安心当好非农民。

最近 , 笔者到黑龙江调研 , 发现农垦系统的农业生产效率要显著

高于地方农村。1980 年到 2006 年 , 全省 ( 包括农垦在内 ) 粮食生产从

300 亿斤增加到 700 亿斤 , 翻了一番 , 而农垦区的粮食总产从 50 亿斤

增加到 200 亿斤 , 翻了两番。在相同的土地资源和同样的气候、土壤

条件下 , 垦区种植的小麦、大豆、玉米和水稻 , 要比地方农户平均亩

产分别高出 100 斤、200 斤、

300 斤和 400 斤 , 并节约成本

20% 以上。垦区农工人均收

入比地方农民的人均收入高

出 1 倍 , 达 8000 元左右。一

样种地 , 两样结果 , 其主要

原因就在于农垦系统实现了

土地规模经营 , 为机械化作

业、模式化栽培、社会化服

务和产业化经营奠定了基础。

但目前全国土地的流转

和规模化经营仍处于十分薄

弱的状态。浙江学者的实地调查发现 ,2001 年绍兴市土地流转率为

25%; 湖州市流转率为 19%; 衢州市流转率为 11.3%。2004 年 8 月

广东省农业部门的调查结果显示 , 全省 ( 深圳市除外 ) 土地流转率为

14.4%（浙江、广东是土地流转率较高的省份）。据此估算 , 当前全国

农村平均土地流转率不会超过 10%, 促进土地流转的任务十分艰巨。

目前，土地流转主要有转包、转让、出租、入股等多种形式 ,重庆“股

田制”的做法只是其中的一种。只要有利于农村土地流转 , 有利于现

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做法 ,都应给予肯定和推广。

(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

朱江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