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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长治市为例， 对贫困地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进行了研究， 农村土地单位产值是影响农民土地流转
意愿的决定性因素。 立足提高土地产值、 改善农民生活， 分别从提高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和转入意愿两方面出发，
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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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贫困地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及对策探析
杨文歆， 赵玉倩， 李亚茹， 师 建， 邱 星， 杨莹莹
（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 山西 长治 046000）

在我国现有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下， 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 承载着直接
经济效用、 社会保障效用和就业保障效用。 近年
来，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农村空心化、 老龄化问
题出现， 土地合理利用成为重要问题， 土地流转
已经成为时代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 关于土地流
转的现状、 流转方式等， 学者们主要围绕土地

“为什么要流转， 农民是否愿意流转， 怎样流转，
流转中存在哪些问题” 这 4 个方面进行调查分
析［1 - 15］。 现有研究认为， 土地流转主要是为了实
现土地的规模经营， 提高土地使用率， 解放农村
剩余劳动力和减少农村土地抛荒的现状。 关于“农
民是否愿意流转土地”这一问题， 多数学者从农户
主体因素、 流转客体因素、 外部因素 3 个维度分
别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进行分析， 得出了多个影
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 如农户的年龄、 家
庭劳动力、 社会保障、 土地规模、 兼业程度、 收
益大小等。 而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现象增多， 类型
多样， 土地流转政策也在不断完善、 土地流转机
构不断增多， 农民对土地流转的态度也表现的不
尽相同。 在此背景下， 我们通过对长治市贫困地
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研究， 分析了土地流转中
可能存在的问题， 并立足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从土地流转主体的角度来分析当前贫困地区在土
地流转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及影响因素， 并尝
试提出解决对策， 希望能够对贫困地区土地流转
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有所帮助。
1���研究区概况及调查方法

选择山西长治市为调研点。 长治市总面积

13 896 km2， 其中山地占 51%， 丘陵占 33%， 盆地
占 16%。 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多以访谈形
式进行， 对平顺县的北甘泉村、 广武村、 东五马
村， 长子县的宋村， 壶关县集店乡东长井村和五
龙山乡五龙头村、 欢掌底村、 迎乐村， 长治县的
南董村以及潞城市翟店镇翟店村进行了实地调查。
并从 4 个县各选出 1 个村进行租金对农户土地流
转意愿影响程度的数据统计， 共访问 133 位村民，
其中男 80人， 女 53人。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影响农民土地转出的因素
2.1.1 租金是影响农民转出土地的关键因素 在
访谈的 133 人中， 当租金为 7 500 元/hm2 以下时，
7 人有转出土地的意愿， 占样本总数的 5%， 4 人
有转入土地的意愿， 占样本总数的 3%； 当租金是
7 500~12 000 元/hm2 时， 25 人有转出土地的意愿，
占样本总数的 19%， 4 人有转入土地的意愿， 占样
本总数的 3%； 当租金为 12 000~15 000 元/hm2 时，
61 人有转出土地的意愿， 占样本总数的 46%， 没
有人有转入土地的意愿； 当租金在 15 000 元/hm2

以上时， 88 人有转出意愿， 占样本总数的 66%，
没有人愿意转入； 无论在什么价位都不愿意流转
土地的人有 37 人， 占样本总数的 28%（图1）。 由
图 1 可知， 随着租金的增加， 愿意转出土地的人
数量明显增多， 尤其是要求最低租金在 12 000~
15 000 元/hm2 时愿意转出土的村民数量剧增， 这
是由于在调研的山区， 土地的产值在 7 500 ~
12 000元/hm2， 而当租金高于产值时， 农户愿意把
地转出。 愿意转入土地的农户很少， 是因为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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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转入土地后收益低， 风险高。 农户找不
到产值更高的农作物， 即便有更符合当地土质的
农作物， 因缺乏技术支持和市场销路， 也不敢付
诸实施， 难以提高土地产值和收益。

2.1.2 流转程序不规范制约农民进一步转出土地
有亲身流转经验的村民， 只要租金接近产值， 能
够按时发下租金， 并且租出方不把耕地用作非农
生产， 即愿意流转。 以壶关集店村和长子宋村方
兴生态园为例。 集店村几年前招商引资， 通过村
委租地 26.7 hm2 建了不锈钢厂和化工厂， 村委与
厂家签订了 30 年合同， 但两个工厂不到 10 年就
纷纷倒闭。 由于被水泥硬化后的土地不能再耕种，
村民对此甚为不满。 长子的方兴生态园通过村委
强制农民转让土地， 尽管土地流转后实现了产值
和收益的提高， 转出方因为租金低且无法收回土
地， 对土地流转行为产生抵触。 土地流转过程的
不规范和土地的非农用， 造成土地的无效流转，
也损害了村民的利益。
2.2 影响农民土地转入的关键因素

大规模转入土地进行规模种植的一般可分为
政策扶持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和私人投资的种植大
户。
2.2.1 政策扶持是影响农业合作社转入土地的关
键因素 以壶关县迎乐村和五龙头村为例。 壶关
县迎乐村地势高、 缺水， 但是在当地政府扶贫政
策的支持下， 大棚种植效益很好。 迎乐村前些年
在政府扶贫项目政策扶持下， 村民把土地租给村
委， 由村委建成大棚， 然后交由村民自己管理。
在村委指导下， 所有种大棚的村民经协商建立了
农业合作社， 选举有管理和销售能力的人担任社
长。 社长主要负责寻找销路， 指导每年当地作物
种植类型和规模。 在该模式下， 迎乐村近两年来
农业效益良好， 村民因此获利， 转入土地种植大
棚的意愿随之加强。 五龙头村与迎乐村毗邻， 由
于没有政策扶持， 只能按传统惯例种植玉米， 玉

米产量仅 5 250 kg/hm2， 因此转入土地的意愿较
低。
2.2.2 土地禀赋和市场是影响私人转入土地的关
键因素 私人转入土地更看重纯利润， 成本高、
市场小的地方很难吸引到外资， 村民个人也没有
转入土地的热情。 以长子县宋村和壶关县五龙头
村为例。 长子县宋村交通便利， 工商业都发展得
较好， 商店分布众多， 客流量大， 为当地的方兴
生态园提供了大量客源， 使其成为当地远近闻名
的生态旅游观光之地， 因为供小于求， 当地的农
产品价格也比其他村子高， 因此， 很多周边农户
也来此承包大棚进行蔬菜种植。 五龙头村地势高、
气候寒冷、 缺水、 交通不便， 土地禀赋不好， 吸
引不到外资。 农作物以种植玉米为主， 因为玉米
产量过低（5 250 kg/hm2）， 当地农户有的想改种小
米等产值比较高的作物， 但担心没有销路， 没有
付诸实施。
3���提高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对策探析
3.1 提高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对策
3.1.1 制定合理的租金价格 制定符合当地土地
产值且流转双方都能接受的租金价格， 是开展土
地流转的前提条件。 首先， 政府要根据土地质量，
帮助农民正确评估土地的产值； 其次是要帮助土
地流转双方通过协商制定合理的租金； 最后， 要
督促流转双方签订合同。 与此同时， 仅仅依靠市
场协商的价格， 对于农民来讲始终处于劣势， 政
府要出台方案指导土地流转价格， 既保护被流转
者的合法权利， 又能规范土地流转市场， 形成良
好的市场竞争格局， 保证土地流转市场有序推进。
3.1.2 规范土地流转程序 政府要在考虑土地流
转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规划， 秉持公正、 合理、
有序的理念指导土地流转。 流转双方在签订流转
合同时， 要有第三方在场进行公证保证其有效性，
为以后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提供依据； 政府应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土地流转规则和租金的标准，
并监督其实施； 村委要承担起中介的职责， 成立
专门的土地流转小组负责使流转双方达成协议；
政府要在考虑土地流转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规
划， 谨慎引导土地流转， 不破坏土地的禀赋， 使
土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3.2 提高村民土地转入意愿的对策
3.2.1 政策扶持 政府对农业生产全过程进行帮
助和指导， 是提高当地农业收益最有效率的方法。
目前， 国家出台的三农政策很多， 但在促进农业、
养殖业发展方面的政策多侧重于有抗风险能力、

图 1 不同租金下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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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增收明显的农业大户， 对待贫困山区的贫困
农户则多采取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等扶贫措施。 为
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也为农民自身提供可持续发
展措施， 在“输血”的同时更加注重“造血”， 为这部
分农民的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是一个有
效的方式。 首先， 政府对农户大规模转入土地进
行补贴的政策以及对农业合作社的补贴政策要落
到实处， 既鼓励农户进行土地流转， 又不至于造
成财政浪费。 加强对贫困地区土地流转状况的重
视， 现政策主要是补贴转入土地规模在 13.3 hm2

以上的农户， 建议不仅对大规模土地转入进行补
贴， 对规模较小的土地转入也应进行一定补贴。
其次， 降低农民申请农业贷款的门槛， 简化贷款
程序。 可以建立农民自己的信贷合作社， 帮助合
作社解决各类融资、 贷款等问题， 使信贷体系属
于农民集体所有， 由农民经营， 政府通过农业信
贷管理署予以监管。 让合作社银行作为专门向各
类农业专业合作社提供贷款的机构。 再次， 提供
技术支持。 政府为农民提供农业技能性方面的科
学性培训， 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提高土
地种植技术和管理技术。 通过互联网平台帮助分
散的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 普通农户等直接对接
市场。 让贫困地区的农民也能够掌握“互联网+”
技术， 了解市场对农产品种类、 标准的要求。 同
时， 基层政府要加强对当地土质、 气候条件的考
察， 指导农民种植适合当地自然环境又满足市场
需求的产品， 尽量将农产品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
险降到最低。
3.2.2 改善土地禀赋， 因地制宜 加大对贫困地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破除发展制约瓶颈， 可
以通过宣传集体化的优点， 动员村民一起参加道
路交通和水利设施建设。 改善土质， 采取措施整
合小块土地。 注重对土地生产能力的保护， 例如
采取定时休耕的方法， 鼓励农民在自愿的前提下
采取互换并地方式解决承包地细碎化问题。 各地
要依据自然经济条件、 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农
业机械化水平等因素， 研究确定当地土地规模经
营的适宜标准。 地块小、 土质差、 面积小、 地势
不平的地方， 不适合引进外资和规模经营， 可以
建立农业合作社， 种植业和养殖业共同发展， 种
植适合当地土质的特色作物。
4���结语

调研发现， 在贫困地区， 租金是影响农民转
出意愿的最关键因素， 政策扶持、 土地禀赋和市
场是影响农民土地转入意愿的关键因素。 贫困地

区多山地， 少农业大户， 多是人均耕地 666.7 m2

左右的小农， 要提高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 通过
土地流转来改善农民生活， 就需要采取对策来解
决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要谨慎推进
土地流转， 加强监督， 打击非法流转， 减少无效
流转和在流转中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 其次要切
实让农民意识到土地流转的好处， 享受到土地流
转红利， 真正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土地流转方式很多， 因地制宜地采取恰当的方式
进行土地流转， 辅之以技术支持， 处理好供销关
系， 能够提高土地产值， 增加农民受益。 土地流
转给合作社可以在实现科学化、 规模化的同时，
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致流失和非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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