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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地区农户耕地流转现状及对策

!!!以武威市凉州区为例

李 薇!陈秉谱
#甘肃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9)''9'

$

摘要!从河西地区农地流转这一视角出发!以武威凉州区
)&

个乡镇"

!'!

个农村土地流转示范点为主要调研样本点!

在深入调研及广泛收集"整理相关调研资料和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归纳和总结了凉州区

农地流转的发展现状!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凉州区农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凉州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对策#

关键词!农地流转$流转形式$流转主体$流转期限$流转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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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区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东部"是以种养业

为主的农业大区"全区辖
)&

个乡镇"

""&

个行政村"

)9##

个村民小组"农业总人口
9#8(

万"耕地面积

!"#

万亩#约合
(9))<=

$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推动下"该区农地流转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随

着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推进"农村现有生产力水平

较低"农户风险意识差&市场观念淡薄"对农地流转

认识相对缺乏"导致凉州区农地流转工作进展缓慢"

农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农村人地矛盾等问题日益突

出"成为阻碍凉州区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增收的巨大

障碍%如何对凉州区农地流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解决凉州区农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凉州区

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

!

凉州区农地流转现状分析

由凉州区农业局的统计数据可知"

$'!$

年凉州

区流转农地
!'8"

万亩#约合
'8#(

万
<=

$

$"占二轮

承包面积'

!)#8#

万亩#约合
(8!

万
<=

$

$(的
98#>

"涉

及农户
)8"

万户"占农户总数的
!&8)>

%以互换形式

流转农地
)89!

万亩#约合
'8$?

万
<=

$

$"以出租形式

流转农地
"8("

万亩#约合
'8)$(

万
<=

$

$"以转包形

式流转农地
'8((

万亩#约合
'8'##

万
<=

$

$"以其它

形式流转农地
'89#

万亩#约合
'8'?!

万
<=

$

$%

!8!

农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
!

近年来"随着农

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农业产业化和新农村建设的

推进"凉州区农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扩大速度有所

加快%据实地调研资料显示"凉州区农地流转面积

$''9

年为
'8?!

万亩#约合
'8')"

万
<=

$

$"截止到

$'!$

年
?

月已增加至
!'8"

万亩#约合
'8#(

万

<=

$

$%农地流转户数
$''9

年为
'8$9

万户"截止到

$'!$

年
?

月已增加至
)8"

万户#图
!

$%

!8"

农地流转形式多样!以出租和互换为主

!

实地调研资料显示"

$''9

年凉州区农地流转方式

以互换和转包为主"互换和转包占所有农地流转方

图
!

!

"##$%"#!"

年凉州区农地流转面积和

流转户数分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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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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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凉州区农牧局%图
$

同%

46@A

)

-<ABC@CD6EFGAHD0HCI

J

K<6E,

J

FHGE7@EFACIB,IH=C7

LEDMCIBF

N

OEFACE8-<ADC=AHI:H

J

8$8

"

收稿日期)

$'!$;!';!#

!!

接受日期)

$'!$;!!;!)

基金项目)甘肃省
$'!'

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农业专业化趋势下河西绿洲农地规模化流转的经济性倾向与生态化导向问题研究+,

甘肃农业大学盛彤笙科技创新基金项目*河西地区农户耕地流转现状及其绩效分析+#

P1,/;1-1;!$'!

$

作者简介)李薇#

!(&!;

$"女"甘肃庆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学%

3;=CH7

)

7HQ

"J

DCE8ABE8GI

通信作者)陈秉谱#

!(#?;

$"男"甘肃环县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学%

3;=CH7

)

!??)#""!)

"RR

8G6=



'(

!

$'!)

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式的
#$8"9>

"其中"互换所占比重达
)?8$(>

"转包

所占比重达
$98"?>

%

$''&%$'!'

年凉州区农地流

转方式以互换和出租为主"其中互换所占比重由

$''&

年的
&)>

上升到
$'!'

年的
(!8#!>

"出租所

占比重由
$''&

年的
!$8$?>

下降到
$'!'

年的

&8)(>

%

$'!!%$'!$

年凉州区农地流转方式以出

租和互换为主"其中出租所占比重由
$'!!

年的

"(8?'>

下降到
$'!$

年的
"98?'>

"互换所占比重

由
$'!!

年的
"!8?#>

下降到
$'!$

年的
)?8#9>

#图

$

$%从相关数据变化可看出"凉州区农地流转形式

比较丰富"出租和互换是目前流转的主要形式"出租

流转方式代表了未来凉州区农地流转的发展方向%

!8=

农地流转用途合理!以经济作物种植为

主
!

实地调研资料显示"凉州区农地流转用途主要

用于日光温室&养殖暖棚&特色经济林和经济作物
"

个方面%截止到
$'!$

年
?

月"凉州区农地流转用于

日光温室面积
?))!8'!

亩#约合
)??8"<=

$

$"用于

养殖暖棚面积
9)#'8!?

亩#约合
"('8#&<=

$

$"用于

特色经济林面积
$#"$$89!

亩#约合
!9#!8?!"

<=

$

$"用于经济作物面积
#')($8?"

亩 #约合

"'$#8!#(<=

$

$"分别占凉州区农地流转总面积的

?8!$>

&

98'9>

&

$?8)(>

和
?&8')>

#图
)

$%

!8>

农地流转主体多元!以流入农户为主
!

实

地调研资料显示"凉州区农地主要流转给农户&合作

社&企业等对象"这些经营主体流转面积大"资金投

入较多%其中"农户承包农地流转面积
9!'9!8)

亩

#约合
"9)&8!<=

$

$"合作社承包农地流转面积

?&??

亩#约合
)('8)<=

$

$"企业承包农地流转面积

#&''89!

亩#约合
"?)8"<=

$

$"其他主体承包农地

流转面积
$')")8"

亩#约合
!)?#8$<=

$

$"分别占

凉州区农地流转总面积的
#&8$(>

&

?8#)>

&

#8?)>

和
!(8??>

#图
"

$%从调研数据看"农户依然是凉州

图
"

!

"#!"

年凉州区农地流转形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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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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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凉州区农地流转用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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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凉州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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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地流转的主要对象%

!8@

农地流转期限长短不等!以短期流转为

主
!

凉州区农地流转示范点共计
!'!

个"流转期限

基本分布在
!

#

)'

年"流转期限为
!

年的流转农地

面积达
!&)#"8&

亩#约合
!$$"8)$<=

$

$"

$

#

?

年的

达
#9")

亩#约合
""(8?<=

$

$"

#

#

!'

年的
$#!(89?

亩#约合
!9"8#?<=

$

$"

!!

#

$'

年的
)!!"8'!

亩#约

合
$'98#<=

$

$"

$!

年以上的
)"'

亩#约合
$$89

<=

$

$"分别占所有示范点流转总面积的
?&8('>

&

$!8#$>

&

&8"'>

&

(8((>

和
!8'(>

#图
?

$%

!

年和

$

#

?

年为主要流转期限"占所有示范点流转总面积

的
&'8?$>

%由此可见"凉州区农地流转的期限以

短期流转为主%

!8A

农地流转价格不等!乡镇间流转价格差

异较大
!

截止到
$'!$

年
?

月"农地流转价格在

$''

元#包括
$''

元$以下的流转农地面积为
!!'

亩

#约合
98)<=

$

$"价格在
$'!

#

?''

元的流转面积为

!?'?$8?

亩#约合
!'')8?<=

$

$"价格在
?'!

#

&''

元的流转农地为
!$(((8&!

亩#约合
&##8#?"<=

$

$"

价格在
&'!

#

!'''

元的流转农地为
$'("

亩#约合

!)(8#<=

$

$"价格在
!''!

#

!$''

元的流转农地为

?$

亩#约合
)8?<=

$

$"分别占所有示范点流转农地

总面积的
'8)#>

&

"(8##>

&

"$8&(>

&

#8(!>

和

'89!>

#图
#

$%可以看出"凉州区土地流转的价格

主要集中在
$'!

#

?''

元和
?'!

#

&''

元两个价位

段"占所有示范点农地流转总面积的
($8?#>

%但

各乡镇之间价格不等"凉州区怀安乡驿城平均流转

价格最高"每亩达
!$''

元"而丰乐镇怀西村七组平

均流转价格最低"每亩仅
$''

元"其余各乡镇每亩流

转价格基本介于
$''

#

!$''

元%

"

!

凉州区农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8!

农户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政策认识不到

位
!

受小农思想影响"农户自给自足"缺乏合作互

助意识'

?

(

"小富即安&风险意识差&市场观念淡薄"这

在凉州区农村特别突出%部分农户经营观念是自家

经营自家地"不愿改现有的经营模式"长期单独经

图
>

!

"#!"

年凉州区农地流转主体分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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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3

C

,68.456'+617-8'4/455-+27-/0'/9'-/

(

:;41<'.8+'68'/"#!"

图
@

!

"#!"

年凉州区农地流转期限分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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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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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

"#!"

年凉州区农地流转价格分布

&'

(

)A

!

E+'6,456'+617-8'4/455-+27-/0'/9'-/

(

:;41<'.8+'68'/"#!"

营"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田园变生活"阻碍了农地流转

的发展%尽管我国
$''#

年取消了农业税"并且还实

行了许多惠农政策"但依然有部分农户不愿流转%

虽然外出务工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在人均纯收入中的

比重逐年上升"但仍有一部分农户存在怕政策变化

和*小富即安+的心理%实地调研发现"

()>

的农户

认为自己有能力耕种不需要流转"*恋土+情结严

重"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凉

州区农地的顺利流转%另外"相关政策&法规宣传不

到位"致使农户对土地流转认识不足%实地调研数

据显示"凉州区有近
#'>

的农户对国家倡导农地流

转的具体政策并不了解"

$?>

的农户有一定的认识"

但自身的行为却没有变化"仅
!?>

的农户对相关政

策有所了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凉州区农地

流转的发展%

"8"

农地流转程序不规范
!

凉州区部分地区农

地流转程序不规范"有
)98'9>

的农户通过口头协

议流转农地"未纳入合同的管理%实地调研资料显

示"截止到
$'!$

年
?

月"凉州区签订合同的农地流

转面积达
#?"("8)#

亩#约合
")##8)<=

$

$"占凉州

区农地流转农地总面积的
#$8()>

"其中"互换签订

合同流转农地面积为
!$$!#8?!

亩#约合
&!"8")"

<=

$

$"出租签订合同流转农地总面积为
"9?)?8)?

亩#约合
)!#(8'<=

$

$"转包签订合同流转农地面积

为
"###8$

亩#约合
)!!8'&<=

$

$"其他签订合同流

转农地面积为
!'9#8)

亩#约合
9!89?<=

$

$"分别占

签订合同总农地面积的
!&8#?>

&

9$8?&>

&

98!$>

和
!8#">

#图
9

$%

图
$

!

"#!"

年凉州区农地流转合同签订分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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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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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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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通过口头协议流转土地"未登记手续"也未

报合同主管部门备案"加上部分乡镇承包地的调整&

成员的变动&户主的变更以及农户家庭的分立"凉州

区农地流转出现了*人&证&地不符+的情况%农地流

转盲目性&随意性和自发性较大"容易引发很多问

题"具体体现为
)

个方面)

!

$土地正常流转受到限

制%农地流转的主要目的是让土地在市场经济中发

挥巨大的资源配置作用"让土地能够根据当地的气

候&地理位置等因素流转"使农村经济产业化&集约

化%如果农地流转双方不登记"利益就很难得到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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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在这样的情况下"农地使用方即使得到土地"也

会无视对土地的投资"农地流转的效用不能得到很

好的发挥"非常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

$容易产

生纠纷%凉州区农地包产到户后"为了处理彼此的

乡邻关系"方便彼此的生活"部分农户在自愿协商的

基础上以口头协议达成农地流转"且未到相关部门

登记%一旦双方关系恶化或农地价值上涨时"双方

便开始反悔%实地调研资料显示"截止到
$'!$

年
?

月"凉州区农地承包纠纷共计
(#

件"其中"农地承包

纠纷
)&

件"农地流转纠纷
?9

件"农户之间产生的农

地流转纠纷
?#

件"农户与其他主体之间产生的纠纷

!

件"其他纠纷
!

件"分别占农地承包纠纷的

)(8?&>

&

?(8)&>

&

?&8))>

&

!8'">

和
!8'">

%从

常见纠纷解决方式的调研结果来看"当出现农地流

转纠纷后"

")8!#>

的农户选择乡镇调解的方式"

?#8&">

的农户选择村民委员会调解的方式%这表

明"虽然农地流转程序的不规范会引发很多矛盾和

纠纷"但解决的过程中"村级行政单位的参与度比较

高%

)

$容易使土地撂荒%实地调研发现"凉州区存

在部分农户放弃土地"长期不进行耕种的现象"造成

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由于流转农地发

生纠纷"双方互不相让"不准对方耕种"造成土地撂

荒,第二"部分农户在外务工"甚至迁入城市"造成土

地撂荒%

"8=

农村人地矛盾突出
!

目前"凉州区人均耕地

!8(

亩#约合
'8!)<=

$

$"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为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中央于
!((&

年出台了土地承包

期再延长
)'

年不变的政策"并普遍实行了*增人不

增地"减人不减地+的作法"这一持续稳定的农地承

包政策"为稳定土地经营制度"促进凉州区农村经济

社会的全面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出现了部分

农户新增人口没有承包地的现象"造成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内部成员土地占有不均衡的问题"并随着时

间的推移问题日益突出%有的农户人口较多"但承

包地较少"生活十分困难"而有的农户人口较少"承

包地却较多"无力耕种造成撂荒%这些问题都会影

响凉州区农地的正常流转%

"8>

农地流转期限较短!集约化经营受限
!

凉

州区农户对土地依赖性很强"大部分倾向于农地的

短期流转"对于中长期农地流转心存顾虑%相当一

部分农地流转是因外出打工无人耕种或劳动力缺乏

形成的暂时性流转"流转后的农地多以经营农业为

主%因为农业经营过程的高风险性&未来收益的不

确定性以及比较收益的低效性"转入主体对投资农

业开发极为慎重"对农地的短期经营行为较为普遍"

从而导致农地没有确定的流转期限或流转期限较

短%尽管凉州区农地流转期限
!

#

)'

年不等"但主

要集中在
!

#

?

年"其中流转期限为
!

年的居多%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特点导致凉州区集中的农地较

少"农地零星分散"大规模农地流转难以成功"农地

集中规模经营难以实现"很难形成集约化经营%

"8@

农地使用权价格缺乏计量和考核标准!

农户权益很难保障
!

凉州区农地流转尚未形成

统一的价格参照体系"缺乏相应的价格评估机构"农

户常常将往年一般性收入作为自己土地流转价格的

主要参考依据%部分农户甚至通过双方协商来自主

确定价格"农地流转价格确定偶然行为比较普遍"并

且随着国家取消粮食征购任务&减免农业税等优惠

政策的出台"农地大幅增值"土地承包权益方面潜伏

的矛盾日益凸现"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

会稳定的极大隐患%凉州区农地流转价格每亩

$''

#

!$''

元#

)'''

#

!&'''

元-

<=

%$

$不等"这

种价格确定方式让农户在土地流转中很难得到应有

的收益%而农户的土地利益和土地紧密捆绑在一

起"减免税&各种补贴&土地征用补偿等都以农户仅

有的耕地为对象"这也成为农户仅有的财产支配权

力"因此"农户利益很难得到保障"影响农地的顺利

流转%农地流转机制的种种缺陷以及社会保障体系

的不完善"让进城农户转让土地非常困难"农户进城

后即便找到稳定的工作"也必须要兼顾农地"这样不

但造成对农地的粗放经营"弱化了人口城市化的农

村基础"而且也让这部分农户成为奔波于农村和城

市的*两栖人口+"无法成为真正市民%

=

!

促进凉州区农地流转对策

=8!

加大政策法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对农

地流转的认识
!

凉州区应继续加强对农地流转

的正确引导"通过宣传资料&新闻媒体&宣传栏&座谈

会&培训班&日常咨询等多种形式宣传与农地流转相

关的政策和法规"转变农户的*恋土+情结"树立正确

的农地流转观念"提高农户对土地流转作用和意义

的认识"让农户意识到土地流转与土地承包权的长

期稳定并不矛盾"它是增加收入&提高土地经营规模

的有效手段'

9

(

%而凉州区在加大对农户政策法规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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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力度的同时还应意识到农地在流转过程中不应只

限于流转数量的增加"更应注重流转质量的提高%

政府"特别是基层行政部门应在充分掌握农户对土

地流转各方面的实际需求之后"通过召开大会的方

式了解农户真实想法"以确保农户是在充分了解相

关政策的情况下自愿进行土地流转"同时也可以通

过转包经营的典型"让农户看到土地流转的前景和

积极作用%

=8"

不断规范农地流转程序!健全农地流转

服务体系
!

凉州区应建立健全农地流转的资格审

查&法律咨询&合同签订鉴证和登记备案等制度"通

过及时指导和督促促使农地流转双方签订合同"避

免私下流转&口头协议等问题的出现"不断规范农地

流转程序"健全农地流转机制"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

服务体系"拓展土地流转的服务平台'

&

(

%通过区农

地流转管理办公室实现对农地流转政策法规的研究

和咨询&供求信息收集发布&土地流转规划以及方案

的设计"乡镇则以经管站为依托"通过农地流转服务

中心实现对农地流转政策的咨询和业务的指导"并

定期对农地流转进行登记备案%全区应根据农地流

转的实际情况"对不耕种的农户给予训诫&罚款等处

罚"引导农户依法&规范&有序&合理地流转农地承包

经营权"对未纳入合同的流转农地进行补充"对转移

农地和变更农地的农户及时进行登记和更新"进一

步深化和推进农地流转工作"实行农地流转动态监

测制度"继续加强对农地流转过程和行为的监督&管

理"及时掌握农地流转的情况%

=8=

完善农地流转纠纷调处机制!加强纠纷

处理
!

凉州区应建立健全乡村调解&区仲裁的土地

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继续完善农地流转纠

纷调处机制"配合司法部门协调处理和仲裁农地流

转矛盾和纠纷"保护参与方的合法权益%对农地仲

裁给予经费支持"使各乡镇仲裁庭能正常运行"维护

农地承包关系"促进农地流转的顺利开展%依照.农

村土地承包法/等有关法规政策"制定目前解决农地

承包纠纷的具体措施"按照*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

原则"及时化解矛盾"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在继

续做好农户土地承包信访工作的同时"选择群众基

础比较好"乡镇政府有积极性"土地承包纠纷较多的

地方开展农户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试点"探索依

法维护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保障机制和有效途

径%选择若干严重侵害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典

型案件进行公开处理"配合有关方面依法追究有关

人员的责任%

=8>

制定优惠扶持政策!促进农地流转
!

凉州

区应通过技术服务指导&农业项目优先政策倾斜&财

政奖补&信贷支持等措施为农地流转创造良好的政

策环境%加强对农地流转服务的支持力度"提高农

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对有一定经营规模&从事

农业生产的经营户和实施产业化经营的种养大户在

农地流转方面给予资金和政策的扶持%鼓励种养大

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通过租赁农户土地

的方式实现规模化经营,按照农业产业化布局规划"

对引导农户土地流转规模较大&增收效果明显的村&

乡镇给予奖励%对从事特色产业的种植业"且流转

面积达到一定规模的经营者"应从技术指导&税收政

策&资金扶持等方面予以倾斜"并给予适当补助%支

持并鼓励各类农业服务组织开展代管&代种&代耕等

多种形式的服务"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提高

来推进农地的季节性流转"对运作规范&服务面积达

到一定规模且成绩明显的服务组织予以奖励"积极

采用各种扶持政策促进农地的流转%

=8@

规范农地流转价格!保障农户收益
!

凉州

区应以有偿流转的方式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农地使

用权流转价格体系'

#

(

"由专业评估机构根据区域资

源条件和发展环境"在充分考虑各种影响土地价格

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符合凉州区发展特点的农

地流转价格模型和农地价格评估指标体系"科学评

估土地价格"分级确定农地的基准价格"并依据影响

农地流转的各项变动因素来确定相应的价格修正系

数%发生农地流转时"可根据不同情况"通过基准价

格和修正系数来估算流转价格"以此作为农地流转

的交易价格%

=8A

围绕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开展农地流转

试点
!

根据凉州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紧

紧围绕日光温室&养殖暖棚&玉米&制种&马铃薯&蔬

菜&经济作物等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积极开展农地

流转试点工作%在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的基

础上"将农地流转基础较好"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龙头企业&经营大户&种养能手的乡镇作为农地

流转示范点%各乡镇也可以选择在农户参与土地流

转积极性程度高的村组成立乡镇土地流转试点"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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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农户积极采用出租&互换&转包&股份合作等多种

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尝试建立农村土地专业

合作社"促进农地向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

业&经营大户&种养能手集中"开展多种形式的规模

化经营%通过典型农地流转试点的示范引导"以点

带面"促进凉州区农地流转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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