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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地流转中市场发育情况的研究可以较好地判断未来农地利用可能发生的风险，以济南市农地流转中的市

场发育程度评价指标为例，研究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程度，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完善农地流转制度。 运用特尔

菲法确定市场发育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利用线性加权法计

算市场发育综合评价值，采用正态分布“３σ”方法确定市场发育程度阈值。 在统计年限内，济南市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０ 年

土地流转市场处于过冷区间，２０１１ 年偏冷，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 年正常，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 年过热，说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较

快，但滞后于流转量的变化。 所选取的评价指体系能够较好的反映济南市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情况，市场发育程度

阈值计算比较科学合理。 在当前农地流转市场的培育阶段，当流转量开始下降的时候，需要采取措施以防止流转

量的继续下滑，以避免对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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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发展迅猛，步入城乡统筹

的新阶段。 大量农民离开农村定居于城市，更有超

过 ２．５ 亿农民工流动于城乡之间。 与此同时，自改

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但远没有发挥土地的经济

和社会保障功能。 究其原因在于作为土地承包经营

权客体的土地，没有充分进入市场，其经济和社会价

值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对于促进农村经济较快发展

没有充分的动力支撑。 在此情况下，党的十七届、十
八届三中全会先后提出，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并提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三权分置”，为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了产权和制度

保障，农地加快流转将成为新趋势，农地流转步入

“新常态”。 目前关于农地流转的成因［１－３］、流转存

在的问题［４－７］、 流转的模式［８，９］、 流转的收益分

配［１０－１２］、权利内涵界定［１３］、流转保障机制［１４，１５］ 等方

面的研究较多。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不断发展，不少学者开始

从不同角度研究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情况。 方鹏［１６］

运用“蛛网模型”对农村土地市场运行典型状态进

行理论分析，探索解决农村土地市场发育运行中的

问题。 张月娥等［１７］ 提出了农村土地市场成熟度内

涵，将其概括为土地市场供需均衡度、土地资源市场

化配置度、土地流转驱动模式市场化度、土地市场配

套机制完善度 ４ 个方面，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并
以重庆市为例进行了评价。 陈清明等［１８］ 基于重庆

市土地流转做了问卷调研，就其农村土地交易市场

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交易绩效进行评价。 唐高

光［１９］构建了广东省农地内部流转市场发育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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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并以广东省为例对市场发育度进行了评价。
在这些研究中，尚未形成公认的评价方法和体系，评
价指标的选取较少考虑与同期流转量的时差关系；
指标赋值一般采用主观赋权，影响了评价结果的客

观性。 因此，该文在考虑评价指标对同期流转量影

响的基础上，旨在构建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评价体系，
并且采用较客观的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并以农地

流转比较发达的济南市为例开展农地流转市场发育

度评价，科学判断其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以期为

制定切实可行的农地流转制度和决策提供参考。

１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１．１　 研究思路

为判断房地产市场景气情况，一般采用商品房

销售量作为自变量，以受其影响的社会经济因素为

因变量，通过研究销售量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

系以反映当前市场的景气状况和供需平衡状

态［２０，２１］。 借鉴房地产市场景气研究方法，该文以农

地流转中“流转量”为自变量，以受流转量影响的社

会经济因素为因变量，构建市场发育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每年的综合值作为市场发育

值，然后采用正态分布“３σ”方法确定市场发育程度

阈值，得到各年流转量指标的发育程度，判断市场的

发育情况和影响因素。

１．２　 市场发育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认为农地流转中流

转量的变化可能会在“土地规模化、农村经济发展、
耕地保护和新型经营主体”等方面带来较大的影

响；运用德尔菲法，进行专家讨论，按照数据获取的

可能性及完整性，初步确定农地流转中市场发育程

度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并以济南市为例在实证分

析中进一步验证。
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依据

如下：农地流转促使土地规模化经营，方便大型农业

机械的使用，农田灌溉设施的投资也会增加，因此选

取农业机械总动力（Ｙ１）和农田有效灌溉面积（Ｙ２）；
农地流转的主要目标就是发挥农地的经济和社会保

障功能，农地流转后可以促使农业产值增加，增加农

民收入，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村医保功能，加大对

农村基础医疗设施投资，考虑数据获取的可行性，选
取第一产业增加值（Ｙ３）、农民人均纯收入（Ｙ４）、农

产品生产价格指数（Ｙ５） 和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Ｙ６）；农地流转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使得农地价

值得以体现，客观上会促进耕地保护，因此选取耕地

面积（Ｙ７）和耕地单位面积产量（Ｙ８）；农地流转会促

进新型经营主体的形成，因此选取农业合作社增加

量（Ｙ９）和农业龙头企业增加数（Ｙ１０）。
表 １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子目标 指标层 指标代码

农 地 流 转

市 场 发 育

评 价 指 标

体系

土地规模经营

农村经济发展

耕地保护状况

新型经营主体

农业机械总动力 Ｙ１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Ｙ２

第一产业增加值 Ｙ３

农民人均纯收入 Ｙ４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Ｙ５

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Ｙ６

耕地面积 Ｙ７

耕地单位面积产量 Ｙ８

农民专业合作社增加量 Ｙ９

农业龙头企业增加数 Ｙ１０

１．３　 市场发育程度综合值确定

１．３．１　 权重的确定

由于流转量对评价指标体系各结果变量影响程

度不同，因此需要赋予各变量以不同的权重，才能得

到较准确的结果。 在信息论中，可以通过计算熵值

来表示指标权重，熵值法计算权重的主要步骤包括：
①数据标准化处理，该文采用极差标准化；②计算第

ｊ 项指标下的第 ｉ 个样本值的比重；③计算第 ｊ 项指

标的信息熵；④计算 ｊ 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⑤定义

ｊ 项指标的权重。
１．３．２　 市场发育程度综合值的确定

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评价指标体系中的

各结果变量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将计算得到的综合

评价值作为市场发育程度值。
１．３．３　 市场发育程度的确定

为判断不同年份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情况，根据

概率论中小概率事件原理，研究对象数值处于距均

值 μ±１ 倍标准差 σ 之内的数值范围概率超过 ６８％，
研究对象数值处于距均值 μ±２ 倍标准差 σ 之内的

数值范围的概率大于 ９５％，研究对象数值处于距均

值 μ±３ 倍标准差 σ 之内的数值范围的概率超过

９９％。 因此，可以根据偏离均值的标准差倍数来反

映市场发育程度。 利用正态分布“３σ”方法，计算市

场的发育情况阈值，偏离均值 １ 倍标准差的区间为

发育正常区间，即（μ－σ，μ＋σ］；偏离均值 １～ ２ 倍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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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差的区间为正常发育偏冷和偏热区间，即（μ －
２σ，μ－σ］和（μ＋σ，μ＋２σ］；偏离均值 ２ 倍标准差以

上的区间为过冷和过热区间，即（ －∞ ，μ－２σ］和（μ
＋２σ，＋∞ ）。

２　 实证研究

２．１　 济南市农地流转概述

济南市农用地面积占辖区面积的 ７０％以上，农
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按照 ２００８ 年《中共济南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济南市土

地流转先在城市郊区和发达的县市起步，如历城区、
章丘市各乡镇，继而在全市逐步发展并取得较大成

效。 济南市土地流转一是产生于二三产业发达的地

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农民自发将承包

地流转给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这一类型是经济带

动型；二是许多高科技农业企业通过招商引资落户

本地，使得农业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农业生产空间

大大扩宽，从而带动了土地流转，这一类型是引领、
引办型。 农地流转的实施可以弥补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制度缺陷，发挥规模效应，实现了农地的集约

利用，提高用地效率，使农地创造更大的效益，从而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２．２　 数据来源及假设

该文选取济南市农地流转中每年的流转面积为

自变量，以表 １ 中各指标层构建市场发育程度评价

指标体系。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的流转面积由济南市农

业局和济南市农地流转信息服务平台调查所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指标数据来自于当年的济南统计年

鉴。 同时，借鉴房地产市场和地票交易市场的评价

结果［２２，２３］，该文假设市场发育程度评价指标与同期

的流转面积相关程度最高。

２．３　 数据标准化

由于所选取的各种指标量纲和单位不同，该文

采用极差标准化进行数据处理。 标准化后的市场发

育程度评价指标和流转量指标表详见 ２ 和表 ３。
表 ２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评价指标原始值及标准化值

指标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农业机械总动力 标准化 ０ ０．２３９２ ０．４１８２ ０．５３２０ ０．６６７４ ０．８１８５ １
Ｙ１（１０４ｋＷｈ） 原始值 ４８６ ５０９．６８ ５２７．３９ ５３８．６６ ５５２．０６ ５６７．０２ ５８４．９８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标准化 ０ ０．６１４３ ０．６６７９ ０．９２１４ ０．８１４３ ０．９６０７ １
Ｙ２（１０４ｈｍ２） 原始值 ２２．８１ ２４．５３ ２４．６８ ２５．３９ ２５．０９ ２５．５ ２５．６１

第一产业增加值 标准化 ０ ０．２１９７ ０．３９７０ ０．５１４８ ０．７６３２ ０．８７５９ １
Ｙ３（１０８ 元） 原始值 １８７．０７ ２１５．１７ ２３７．８６ ２５２．９２ ２８４．７ ２９９．１１ ３１４．９９

农民人均纯收入 标准化 ０ ０．１５８６ ０．３７６７ ０．５７５２ ０．７８６４ １ ０．９２８６
Ｙ４（元） 原始值 ７８０５ ８９０３ １０４１２ １１７８６ １３２４８ １４７２６ １４２３２

农产品价格指数 标准化 ０ １ ０．４０５９ ０．４６１９ ０．７１４３ ０．３１９８ ０．４３８６
Ｙ５（％） 原始值 ９３．３９ １０８．３７ ９９．４７ １００．３１ １０４．０９ ９８．１８ ９９．９６

千人拥有病床数 标准化 ０ ０．０９６０ ０．０３９５ ０．７１７５ ０．７７４０ ０．９４３５ １
Ｙ６（张） 原始值 ５．１３ ５．３ ５．２ ６．４ ６．５ ６．８ ６．９
耕地面积 标准化 １ ０．７６５８ ０．３７５５ ０．３１２３ ０．５８３６ ０ ０．７６５８

Ｙ７（１０３ｈｍ２） 原始值 ３６２．９３ ３６２．３ ３６１．２５ ３６１．０８ ３６１．８１ ３６０．２４ ３６２．３
耕地单位面积产量 标准化 ０．７８４４ ０．６１５６ １ ０．９０６２ ０ ０．３５６２ ０．３８１２

Ｙ８（ｔ ／ ｈｍ
２） 原始值 ６．２４６ ６．１９２ ６．３１５ ６．２８５ ５．９９５ ６．１０９ ６．１１７

农业合作社增加量 标准化 ０ ０．０６５３ ０．４８５３ ０．４３４７ ０．５７８７ １ ０．８７４７
Ｙ９（个） 原始值 ２５６ ３０５ ６２０ ５８２ ６９０ １００６ ９１２

农业龙头企业增加数 标准化 ０ ０．１４５８ ０．１０４２ ０．３１２５ ０．５２０８ ０．８７５０ １
Ｙ１０（个） 原始值 ３５ ４２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７ ８３

表 ３　 农地流转量原始值及标准化值

指标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农地流转量 Ｘ（ｈｍ２）
标准化 ０ ０．０５０５ ０．１０３０ ０．３０５２ ０．５００６ １ ０．６２５２
原始值 ６７５０ ９２７０ １１８８７．５ ２１９７１．６ ３１７１９ ５６６２８ ３７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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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流转面积和市场发育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相

关性验证

从表 ４ 可以看出，农业机械总动力 Ｙ１ 和农田有

效灌溉面积 Ｙ２ 与农地流转量 Ｘ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８５６ 和 ０．７１１，说明农地流转后土地集中连片，有利

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投入。
第一产业增加值 Ｙ３、农民人均纯收入 Ｙ４、千人拥有

医院床位数 Ｙ６ 与 Ｘ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８８４、０．９３４
和 ０．８９０，说明农地流转量的变化对农村经济的发展

和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的改善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其
结果通过 ０．０１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农业合作社

增加量 Ｙ９ 和农业龙头企业增加数 Ｙ１０与流转量的

相关系数为 ０．９２２、０．９１７，即随着农地流转的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呈现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 耕地面积 Ｙ７、耕地单位面积产量 Ｙ８

与农地流转量的相关系数为－０．６２４ 和－０．６３１，在当

前快速城镇化时期，尽管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但耕地数量减少的情况依然难以有效缓解。 耕

地单位面积产量与流转量呈负相关，究其原因，可能

是流转初期只重视耕地数量的流转，而较少关注质

量的提升。 由于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对流转量的相

关性只有－０．０７１，因此在评价指标体系中予以剔除，
以保证所选取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

反映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

２．５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综合值的确定

为评价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评价指标对农地流转

的影响程度，采用熵值法计算权重，每项指标的权重

见表 ５。 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标准化和相关性

分析后的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得到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的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综合值（表 ６）。

表 ４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评价指标与流转量的相关性分析

Ｘ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Ｙ５ Ｙ６ Ｙ７ Ｙ８ Ｙ９ Ｙ１０

Ｘ １ ０．８５６ ０．７１１ ０．８８４ ０．９３４ －０．０７１ ０．８９０ －０．６２４ －０．６３１ ０．９２２ ０．９１７

表 ５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评价指标的权重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Ｙ６ Ｙ７ Ｙ８ Ｙ９ Ｙ１０

权重 ０．０９４ ０．０６６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９ ０．１７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７ ０．１２６ ０．１５９

表 ６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综合值

年份 综合值

２００９ ０．１５６７
２０１０ ０．２７１４
２０１１ ０．３６９１
２０１２ ０．５５８１
２０１３ ０．６１７８
２０１４ ０．７９４０
２０１５ ０．９０１８

２．６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阈值的确定

由于实证研究中采用济南市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的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评价指标，统计时间较短，不能很

好地进行正态分布的分析，为更好的估计均值和标

准差，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抽样法将数据样本点放大，其
中抽样次数设定为 １００ 次，计算得均值 μ ＝ ０．５２４１，
σ＝ ０．０９７６。 采用正态分布“３σ”方法，计算市场发

育程度阈值区间。 由综合值计算出来的市场发育程

度阈值区间见表 ７，将综合值带入该数值区间，得到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度情况，详见表 ８。
从表 ８ 可以看出，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０ 年农地流转市场发

育处于过冷区间，２０１１ 年为偏冷区间，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
年为正常区间，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发展到过热区间。
总体来看，农地流转市场由过冷到偏冷到正常再发

展到过热，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统计年限较短的缘

故，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 的过热其实是统计时期内的一种

相对过热，如果将该数值放置于较长时间的统计年

限内，其市场发育程度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 同时，
结合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与流转量（表 ３）来看，
两者变化趋势并不一致，２０１４ 年的农地流转量形成

一个峰值，但市场发育程度并未随之下降，说明市场

发育变化滞后于农地流转量变化，如果深入研究找

到市场发育程度的拐点，探寻农地流转量与市场发

育程度的临界值，则需要长期的时间序列来验证。
同时，当前国家鼓励农地流转，土地流转步入“新常

态”，要特别关注农地流转量与农地市场发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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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以保证农地流转市场的平稳运行和良性发

展。
表 ７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阈值区间

发育度 数值区间

过冷（－∞ ，μ－２σ］ （－∞ ，０．３２８９］
偏冷（μ－２σ，μ－σ］ （０．３２８９，０．４２６５］
正常（μ－σ，μ＋σ］ （０．４２６５，０．６２１７］
偏热（μ＋σ，μ＋２σ］ （０．６２１７，０．７１９３］
过热（μ＋２σ，＋∞ ） （０．７１９３，＋∞ ）

表 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综合值 ０．１５６７ ０．２７１４ ０．３６９１ ０．５５８１ ０．６１７８ ０．７９４０ ０．９０１８
发育程度 过冷 过冷 偏冷 正常 正常 过热 过热

３　 结论与讨论

该文借鉴房地产市场景气研究方法，以农地流

转量市场发育程度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农地流转市

场发育评价指标体系，以济南市为例进行实证验算，
结论如下：

（１）选取了 １０ 个评价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

的指标，９ 个指标的相关性超过 ０．６，相关程度较大，
农产品价格指数相关度较小，已剔除。 选取的指标

能够较好地反映济南市农地流转量的变化情况，但
在不同研究区域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

（２）利用熵值法计算评价指标权重，采用多因

素综合评价法计算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综合值；
考虑到统计时间较短，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抽样法和正态

分布“３σ”方法，得到较合理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而

计算市场的发育程度阈值区间，所用计算方法更具

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３）济南市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较快，但市场发

育滞后于流转量的变化，在当前农地流转市场的培

育阶段，当流转量开始下降的时候，需要采取措施以

防止流转量的继续下滑，以避免对农地流转市场的

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
（４）考虑到农地流转量变化的原因，政策的刺

激无疑是一个主要因素。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鼓励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

了制度保障，农地流转市场持续升温，尤其随着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

权“三权分置”后，农地流转市场加快发展。 济南市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农用地流转量上升幅度较大，但 ２０１５
年有所回落。 由此可见，政策因素对农用地流转市

场的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农地承包经

营的收益相对较低，农产品交易信息不透明，农产品

相对过剩，农地流转量在受制度刺激上升后，逐渐回

归理性，流转量开始萎缩。 因此，下一步需要继续优

化农地结构，完善农地流转保障机制，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农地流转的长效机制。
（５）研究的时间序列相对较短，统计年限内土

地市场的发育程度仅仅是一个相对发育情况，土地

市场发育程度的变化滞后于农地流转量也是较短时

间内的结果，要想准确把握济南市农地流转的市场

发育情况，需要开展长时间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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