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财政

实施土地资本经营  

加速脱贫脱补步伐

石 发

泰来县是黑龙江省最早实施土地

资本经营的县份。这种经营模式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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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宜农荒原，对外竞价发包，收取租金，

纳入财政收入，通过提高土地的经营效

益，实现增粮、富民、兴财的多重目标。
1995年，泰来县抓住国家整治二龙涛河

流域的有利契机，采取土地资本经营模

式，将洪泛区内长期闲置的 5.4 万亩荒

原开发为耕地。1996 年，一期工程开发

的 2万亩耕地就使县财政增加收入 280

万元。实施土地资本经营，使泰来县的

财政经济逐步进入了良性循环轨道。

——土地资本经营加快了脱贫脱

补步伐。泰来县是全国 592个贫困县、

全省 23 个财政补贴县之一，担负着到

本世纪末实现群众脱贫、财政脱补的双

重任务。县委、县政府在客观剖析县情

的基础上，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以农业

为主的县份，在县办工业整体效益不

高、非国有经济还比较弱小的情况下，

实现“两脱”的希望在农业，潜力在农

业、出路也在农业。特别是全县有 40

万亩宜农荒地，充分利用这些闲置资

源，可以 开辟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但是，由于大部分群众刚刚解决温饱、

一部分农民尚未脱贫，采取拍卖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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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多数农民无力承担较高的开发费

用，只能望“荒”兴叹！而 且分散 、零星

的开发不利于国有资源的管理，也影响

资源整体效益的发挥。经过深入调查

和研究，泰来县决定走土地资本经营的

路 子。这样可以有效地解决资源开发

过程中几个较为关键性的问题：一是明

确了土地的权属。土地资本经营模式

的程序是先立项后开发，立项后的首要

工作是履行土地的确权手续，这样使各

级政府明确了所开发土地的所有权，避

免了在权属上的纷争。二是解决了投

入的问题。资源长期闲置的主要原因

是投入不够、无力开发。实施土地资本

经营，政府可调度辖区内的资金、技术、

人力、机械等一切力量，集中连片开发，

使开发工作一步到位，当年开发、当年

见效。三是提高了资源开发的综合效

益。由于是政府投资开发，农民只要承

担较低的承包费就可拥有对土地的使

用权。因此，可以把大部分资金和主要

精力用于生产经营上，加快增收脱贫步

伐；财政通过收取租金纳入预算收入，

可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并培植一

块有稳定收入的新财源，加快财政脱补

步伐；耕地面积的扩大，可以大幅度增

加粮食总产，加快向产粮大县和农业强

县的跨越。1996年末，全县实施土地资

本经营模式开发的国土资源已达 13.3

万亩；计划到 1997 年末达到 20万亩，其

中县级开发 5.4 万亩，县乡联合开发 5

万亩，乡级开发 9.6 万亩，全县农业人

口人均增加耕地 1 亩。到 1998 年，20

万亩资本经营的土地可增产粮食 1 亿

斤，为县乡两级财政贡献收入 1 000 万

元，农业人口人均可增加收入 500 元。
这样，到 1998 年泰来县的财政收入就

可达到 7 500万元，农村人均收入 2 500

元。粮食总产登上 10 亿斤台阶，提前

两年实现脱贫、脱补目标。
——土地资本经营推动了农业现

代化进程。土地资本经营的特点，决定

了它必须以提高效益为中心。财政投

入开发资金，希望得到较高的回报率；

农民租地经营，希望得到较高的收益；

政府开发土地，希望提高县域经济的实

力。这一 切都客观地决定 了在 土地资

本经营过程中所从事的必须是效益型

农业。从泰来县两年来的实践看，实施

土地资本经营，有利于加速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的转变，具体可概括为五个方

面：一是有利于提 高农业基础建 设水

平。由于土地资本经营是政府行为，规

划合理，投入集中，机械化作业程度高，

因此开发中土地翻耙平整，灌排设备和

田间工程配套，田间道路畅通，并且是

高标准一步到位，大大地提高了抗御自

然灾害的综合能力，使开发区建设伊始

就可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生产基

地。二是有利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开发、建设过程是在政府的统一

组织下进行的，可以全面地调度政府各

职能部门，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项

服务，相应地建立农机、水利、农技、农

资、加工、销售各种服务体系，大大地提

高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程度。三是有利

于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开发区生产的

一个显著特点是连片集中，并且有健全

的科技服务体系，有利于良种的推广，

先进适用技术的示范、实验和普及，科

技人员便于指导，利益的导向作用使农

户易于接受新科技，从而全面提高科学

种田水平。四是有利于优化农业内部

结构。开发区内由于水土条件基本相

同，栽植的品种差异不大，有利于突出

主栽品种，优化种植业内部结构，突出

发展水稻、大豆等效益较高、适销对路

的当家品种，提高种植业的整体效益。
五是有利于扩大农业规模经营。从总

体上看，集中连片开发、集中连片种植，

可以使主栽品种扩大种植面积，形成有

一定的生产规模、有规模优势的主导品

种，靠规模经营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使开发区成为产业化体系中的特色

产品生产基地；从个体上看，由于是竞

价发包，辖区内外有实力的单位和个人

都可大面积承包土地，有利于扩大个人

经营规模，使土地适当地向有实力、有

经验、有技术的单位和个人集中，有利

于发挥土地的综合效益。因此，在实施

土地资本经营过程中，只要搞好引导、

指挥、服务等项工作，就可以有效地推

动农业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

变，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土地资本经营为城镇下岗职

工 、农村无地户找到 了出路，维护 了社

会稳定。目前，城镇下岗职工、待业人

员的安置问题，农村无地户和生态环境

恶劣地区贫困户的生产生活问题，如果

不能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将成为影

响社会稳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在实

施土地资本经营过程中，通过政策倾

斜，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人的生活出

路问题，同时也维护了社会安定。一是

结合实施“再就业工程”，鼓励危困企业

职工和已经下岗的职工以及城镇待业

人员承包土地，并与农户承包实行同一

政策，享受农户开发土地的一切优惠待

遇，支持他们向农业生产转移，自力更

生解决自身生活困难，也为危困企业改

革和发展创造条件。二是结合土地二

轮承包，在新开发土地中重点解决农村

无地户问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发包

给农村无地户，解决他们种地、吃饭、致

富的问题，使脱贫工作均衡发展。三是

通过迁户建场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恶

劣村屯的致富问题。由于历史和自然

等多方面原因，部分村屯的生态环境十

分恶劣，连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有较

大的困难，年年靠救济度日，脱贫致富

的外部条件基本不具备。对此，在实施

土地资本经营过程中，采取迁户建场的

办法，由政府投资建学校、卫生院、架设

供电线路等公益设施，并对迁入的开发

户建房给予适当的补贴，引导生态环境

恶劣地区的农户抛弃“故土难离”的思

想，迁入农场搞开发，在新的起点上开

拓脱贫致富的路子、建设新的家园。这

样，既解决了扶贫攻坚的一大难题，又

缓解了社会救济的压力，也加快了共同

富裕的步伐。
土地资本经营虽刚刚起步，但已显

示出它独有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前景诱人，意义深远。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泰来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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