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报告
对安徽省宣州区农村土地

流转的调查

汪恭礼  汪立祥

近年来，安徽 省宣城市宣州区在

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

上，积极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促进土地规模 经营。目前，全区

从 农户手中流转土地 100 亩以 上从事

水稻种植的大户有 18户、面积达 5625

亩；种植瓜、菜、茶叶 30 亩以 上的大

户有 69户，面 积 达 5774 亩；种植 烟

叶 20 亩以 上的大户有 154户、面积 达

3896 亩。通过土地依 法、自愿、有偿、

规范的流转，使全区农村土地经营更

加活跃，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促进了

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一、宣州区农村土地流转的

基本情况

宣州区是农业大区，目前，全区耕

地流转面积 4.28万亩，占全区耕地总

面积的 5.3% ，土地流转的农户数 8100

户，占全区农户数的 4.21% 。全区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主要有以 下

几 种：一是转包，承包农户将家庭土

地经营权转包给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

其他农户，自己仍保留该土地的承 包

权。土地转包后，承包农户与发包方原

签订的承包合同仍 然有效。这种方式

目前较 为普遍，主要在农户与农户之

间进行，全区累计转包土地面积 1.5万

亩，占流转总面积的 35% 。二是转让，

经发包方许可，承 包农户将家庭承包

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以一定的方式和条

件转移给他人。土地转让后，原承包

农户不再拥有转让 土地的承 包经营

权。这种流转情况主要是在过去农村

税费过重，农民种田效益低 ，农民弃耕

或抛荒的情况下流转出去的。全区累

计转 让 土地面 积 1.1万亩，占流转 面

积的 25.7% 。三是互换，农户为 方便

耕种或各自需要与集体组织内其他农

户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对各自的土

地承 包经营权进行交换。全区累计互

换土地面积 0.34万亩，占流转面积的

7.9% 。四 是出租，承 包农户将土地经

营权以一定的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

业生产经营，并与之签订相应的协议。

全区出租土地面积 0.52万亩，占流转

面积的 12.2% 。五 是入股，承 包农户

将土地经营权折成股份与他人或组织

共同经营并按股份比例享受权益、承

担 义务。全区累计入股土地面积 0.06

万亩，占流转面积的 1.3% 。六是其他

流转形式，全区累计以 其他 方式流转

的土地面积 0.76万 亩，占流转面积的

17.1% 。

按 照 农村土地规模 经营的经营

主体和组织 方式分类，主要有三种模

式：一是大户经营模式。一些熟悉农

业种植技术且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大

户通过转包和租赁土地的流转方式获

得土地的经营权，以 实现规模 经营。

如狸桥镇山湖村村民许三定以 年租金

12 万元的价格承 包了位于振兴街内涉

及 256户 550 亩的土地。二 是合作社

经营模 式。以 农民家庭经营为基础，

以 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民专业协会为

主导，集体统一组织部分生产经营环

节，发挥集体优势，形成规模经营。如

裘公蔬菜专业合作社建立大棚蔬菜基

地，带动土地规 模流转 204 亩。三是

企业经营模式。由龙头企业直接租赁

土地，雇请农民工 与农户形成利益共

同体实现规模效益。如 黄渡乡华龙乳

业转包农民耕地 1200多亩种植饲草，

并雇请被流转土地的农民完成所有田

间耕作，农户实现了获取转 包费和参

与企业用工的双重收益。

二、宣州区农村土地流转的

主要做法

宣州区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坚

持从三方面着力：

一是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

包关系。土地是农民赖以 生存的基本

保障，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实

现农村土地依 法流转的基本前提。宣

州区在 1995 年完成二 轮土地承 包工

作以 后，又于 2002 年对二轮土地承包

户发放了《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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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吃下了“定心丸”，为土地流转打下

了基础。

二 是政 策引导，培育规模 经营大

户。宣州区决定在 “十一五”期间加

快农业产业化发展，鼓励土地向经营

大户和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集中，培育规模种植示范大户。对经营

大户当年从本区农民手中流转新增耕

地面积 200 亩以 上且流转手续规范完

备的，按流转 面积每亩 50 元 给予奖

励。这一政 策的出台使得农村种田 能

手、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规

模流转土地的积极性明显增强。

三是 坚持试点先行。2008年，宣

州区承担了省农委开展的土地流转试

点工 作，出台了试点 方案，建立健全

了农村土地流转登记、备案和鉴证制

度，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指导土

地流转双方签订规范的土地流转合

同，保护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建立

农村土地流转台账和信息平台，开展

土地流转供求登记、信息发布、土地

评估和政策咨询工作，试点乡镇在各

村均有一名土地流转信息员，收集本

村土地流转信息，每月在乡镇政务公

开栏发布一次土地流转信息，为流转

双 方牵线搭桥，做好服务工作。

三、宣州区农村土地流转存

在的问题

宣州区农村土地流转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农民思想认识有待提 高。由

于对土地流转政 策的 宣传 还 不 够深

入，部分农民对土地流转的认识还存

在误区，怕土地流转出去后，自己丧失

了土地承包权，没有了最低生活“保障

线”，因此宁愿将土地交给亲戚朋友代

耕，也 不愿意签订长期流转合同对土

地经营权 进行 流转。同时，中央惠农

政 策不断得到加 强，农民依 附土地得

到实惠越来越多，也是现阶段农民对

土地流转积极性 不高的原因之一。

二 是土地集中连片流转难，承 包

大户开发难成规模。由于土地分户经

营，承 包大户在实施土地流转、实行

规模 经营时，往 往 因为一户或几户不

愿流转土地，使 土地规模化流转难以

完成，从 而导致土地比较分散，制约

了规模经济的发展。

三是流转手续不规 范。如部分农

户土地 流转仍 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

或者书面合同内容 不规范，条款、标

的不明确，不具有法律效 力，有的甚

至与现行 法规相冲突等。由于土地流

转手续不规范引起的纠纷，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

四 是 土地流转服务体 系不健全。

由于土地流转还 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

体 系，缺乏一个连接流转双 方的中介

机 构，致使 土地供 求双方的信息受

阻，延缓了土地流转进程。同时，出现

流转纠纷时，也缺乏有效的仲裁机构

进行调解、仲裁。

四、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流

转的建议

针对以 上问题，应从以 下几 方面

进行改进：

一是加 大 宣传引导力度。加 快农

村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是新形

势下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现代农业的

客观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加 强对农村

土地流转和发展规模 经营的正 确引

导，加 大宣传力度，提高基层干部和

农民群众对加快土地流转、发展规模

经营意义和作用的认识，消除他们的

顾虑，树立正 确的观念，形成推进农

村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的共识和

内在动力。

二是加 快培育龙头企业。要采取

多种措施 加 快培育和发展一批 具市

场竞争力和带动力的农业 龙头企业，

为农村土地规模 化流 转建立可靠的

支点。首先，巩 固并发展龙头企业产

业 基地。就 宣州区而言，就是要在巩

固粮食生产的同时，加 快培育和发展

烤烟、蘑菇、宣木瓜、太子参以 及茶

叶、蔬 菜等优势农产品 生产基地，努

力扩大特色产业规模。其次，完善户

企 利益 联 结 机制。以 龙 头企 业 为依

托，将零星的、分散的土地集中起 来

统一向龙头企业流转，使 土地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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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中发挥最大的价值，使企业与农

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

同体，确保 生产经营的稳定。再次，

加 大财政扶持力度。各级 政府应在

每年财政预 算中安排一定额 度的资

金用于鼓 励 流转农村土地、壮 大规

模经营主体，培育重点产业和发展龙

头企业。

三 是规 范土地流 转监管。首先，

要建立土地流转监管指导体系。农村

土地流转工 作涉及 土地政策的宣传、

培训、指导、流转手续的规范、合同

的鉴证登记等工作，必 须建立健全强

有力的监管体系。其次，要规 范土地

流转手续。流转双方应先向村集体提

出流转申请，村集体在充分征求双方

的意愿后，明确土地流转的形式、补

偿、期限，依 法签订相应的流转合同，

并做 好 流转合同的鉴证和登记 备案

工作。再次，要加 强土地流转的协调

工作。村集体要加 强服务指导，做好

群众的思想动员、宣传解释等工作，并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农民权益不

受损害的前提下，让农民自愿将承包的

土地流转出来，同时为承租者创造良

好的创业环境。

四 是尽快完善服务体系。首先，

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土地经营权流转的

中介服务组织。可以乡镇农业综合服

务中心为依 托，组建土地流转中心 ，

也可引导有一定实力的公 司、企业或

个人组建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加 强土

地流转中介服务，明确其在中介服务

中应承担的职责，加 强对中介组织的

监督和管理，充分发挥中介组织在土

地经营权 流转中的引导、组织、服务

和协调作用，尽力减少交易成本和履

约成本，规范出租 方和接包方的行为，

保 障双方利益。其次，建立相应的土

地流转服务系统，使土地从随意无序

流转向有序规范流转转变。推动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走向市场，逐步

使土地向专业 大户、经营能手等经营

者集中。同时，要引导更多的农村闲置

土地转向股份 制经营，实现承包权和

经营权的适度分离，提高土地流转的

综合效益。

五是完善社会保障措施。要积极

探索建立有效的农村养老、医疗等社

会保障机制。对迁入城镇定居、有稳

定职业和固定住所的农民，政府应给

予政策扶持，鼓励农民以 土地承包权

换城镇社会保障、以 农村宅基地使用

权 及其房屋产权置换城镇社区住房，

促进农村规模经营发展和农村人口向

城镇有序转移。

（作者单位 ：安徽 省宣城市宣州

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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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湖北英山：启动“家电下乡”活动

近日，湖北省英山县“家电下乡”活 动

正 式启动，两个小时之 内，即销售财政补

贴 范围内家电产品 86台。

（王 峰  冯晓玲  姜向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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