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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的经验对湖北省的启示 

温如春 

（武汉工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23） 

【摘 要】湖北农村土地流转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总体上比较落后。阐述了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的做法，借鉴

浙江的经验，湖北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促进农村的土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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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的形式简介 

浙江省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得较好、农村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其农村土地流转也发展得较好。据统计，到 2007年底浙江

省土地流转面积已达 465．76万亩，占总承包耕地面积的 23．5％，涉及流出土地农户 240．78 万户，占浙江省家庭承包经营总

农户的 25．6％。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1土地反租倒包 

土地反租倒包是村集体征得农民同意后，集中土地，付租费给农民，再发包给专业户、工商业主的一种流转方式。浙江衢

州市柯城区的花园乡地处衢州城郊，二、三产业发展较快，农户大部分收入来自经商办企业，于是一些农户把土地或租或送让

亲朋好友耕种，个别的干脆抛荒。与此同时，有的农民想发展花卉业，却找不到合适的土地。针对这一情况，花园乡党委、政

府请来专业部门，对万亩花卉基地进行总体规划，采用反租倒包的方式启动基地建设：先由村经济合作社以每年 400 元／亩的

价格向农户租赁土地使用权，并签订土地租用使用权合同，再由乡农业综合服务公司跟各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使用权租用合

同，然后统一由乡农业综合服务公司同客户签订土地使用权租用合同，这样，原本一家一户的土地，通过流转集中起来进行规

模经营。德清县钟管镇沈介墩村的 328户承包户“不稼不穑”，把承包田倒包给了村委会，再由村委会统一租给种养大户经营，

原承包户每亩可得租金 550元。 

1.2土地有偿转包或转让 

转包是指承包人将自己承包地的部分或全部，以一定的条件发包给第三者，由第二份合同的承包人向第一份合同的承包人

履行，再由第一份合同的承包人向原发包人履行合同的方式。转让是指承包人自找对象，由第三者代替自己向发包人履行合同

的方式。转让的合同内容虽无改变，但是变更了承包人，终结了原承包人与发包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了受让人与发包人的

权利义务关系。转包或转让的对象，不仅可以在农户之间进行，而且可以在各类承包者之间进行。台州市路桥区工商业比较发

达，许多农民办厂经商，土地粗放耕种，而想扩大种植规模的农民又不能遂愿。该区镇、村两级政府结合第二轮土地承包，做

好调查摸底、征求意见的工作，对不愿再耕种的农户进行农田的季节性转包或转让，全镇共有 240 多户农户自愿转让耕地 1000

余亩。 

                                                           
收稿日期：2009－11－18 



 

 2 

1.3土地投资入股 

土地投资入股是由集体经济组织、有经济实力的大户或投资于实业的工商企业发起，农户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按照自

愿原则组成利益共享、分险共担的股份合作制农业企业。企业统一经营农民的土地，农民既可按股分红，又可在企业工作、按

劳取酬的一种流转方式。在股份的构成上，农民主要以土地使用权入股，也可以资金、技术、设备入股。在用人机制上，企业

与农民实行双向选择，企业原则上优先招收土地股民。绍兴县柯桥镇新风村离县城只有数公里之遥，全村 296户，894个农业人

口，男女劳动力 478个，水田面积 352．8亩，人均 0．4亩。农民人均收入中，来自二、三产业的比重已达 76％。2001年，新

风村组建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全村土地 100％实现流转，结构调整面积达 60％。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股份设置分农户承包权股、

村集体所有权股、现金股。农户承包权股，根据农户入股申请和土地承包权证的承包面积（即每人 0．4 亩），依照上年人均之

征农补贴水平，每 100元（即 0．4亩）为一股，计 88200元，合 882股；村集体所有权股，参照本地土地征用补偿办法，为农

户土地承包权的两倍，计 176400 元，合 1764 股；现金股以现金投入计股，按照农田基础设施现有水平和追加投资预测，尚需

投入资金 73．54万元，其中，村集体投入 13．54万元，浙江新风热电有限公司（原村办企业）投入 60万元，每 100元一股，

合 7354股。经过改造，农民由一块土地的部分占有（指承包权）者，变成了自己股份的所有者，由一个被捆在土地上的人，变

成了自由之身的股东。 

1．4土地信托服务 

土地信托服务是指土地信托服务组织接受土地承包者的委托，按照市场化运作规程，将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

依法、有偿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原承包者每年领取股金的流转方式，农民俗称“土地银行”。土地信托组织就像银行吸储一

样，接收农户申请托管的土地，再通过登报招租、网上招租等形式，把农田转包出去。绍兴县在柯桥镇的新风、先锋、丰富和

路南等村开展土地信托试点。在坚持“确保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坚持“依法、自愿、有偿”，不搞强迫流转，

不搞行政定价，坚持“不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确保耕地复耕能力”三原则，防止在耕地上擅自搞固定建筑，但允许农民在耕

地上搭建大棚和温室的前提下，由县农办牵头，联合农业、土管、林业等部门在县里设立“土地信托服务中心”，镇一级设立土

地信托服务中转站，村一级由村经济合作社具体接受农民土地信托事务。农户把自己不愿或无力耕种的土地委托给村，由村经

济合作社登记下来，送到镇，镇再汇总到县，县再把土地使用权有偿流转给有能力者承包经营。在全县建立起县、镇、村三级

信托服务体系，全县 20 个乡镇全部建立了土地信托服务站，774 个村的土地信托服务由村经济合作社承担。土地信托服务内容

主要有三项：一是土地流转前的土地使用权供求登记和信息发布。登记、汇聚可流转土地的数量、区位、类别等情况，接受土

地供求双方的咨询，多渠道、多形式向辖区内外及时发布土地贮备和可开发土地资源的信息，推荐可开发项目。二是土地流转

中的中介协调和指导鉴证。协调流转双方提出的有关事宜，在平等协商并取得一致的基础上，落实契约关系，办理合同鉴证手

续。三是土地流转后的跟踪服务和纠纷调处。帮助土地经营者进行开发项目的可行性认证，在信贷、技术、物质等方面开展横

向联系，并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协调土地经营中引起的纠纷，维护土地所有者、承包者、经营者三方的合法权益。土地信托业

务的开展，既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又突破了原来土地使用权仅限于村内流转的界限，使得分散的土地资源在更大的范

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2 湖北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湖北农村土地流转也逐渐地发展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 2008年，湖北大冶大箕铺镇农民侯

安杰租种大冶、阳新 2 个市县 8 个乡镇 33 个村 1．8 万农户的流转农田 1．96 万亩，创下全国农民种田面积第一，被称为“湖

北粮王”。但总的来讲，在湖北农村土地流转并不兴旺，甚至有点低迷。原因如下： 

2.1认识上有偏差 

对于土地流转经营问题，有的地方比较关注，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扶持土地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但从全湖北来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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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地方重视不够，对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缺乏正确的认识。乡村干部认为，承包到户，三十年不变，怎么种是农民自己的权

利，流转不流转是农户自己的事，与集体没有多大的关系，该讲的政策没向群众讲明白，该做的服务工作没有做到位，以致土

地流转呈自发、放任状态，随意性大。部分群众对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定义不清楚，把流转与“失地”相混同，担心土地流转了，

今后无着落，宁可抛荒，不愿转让。这些思想认识上的顾虑，给土地的合理流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困扰。 

2.2流转不规范 

土地流转处于自发状态，大多是农户间私下转让，很少经过村组集体；大多是口头协商，很少签定文字协议。大多双方协

商约定租期、租金，没有一定之规，缺乏应有的基本参照。大多是经营户与村委会签约，农民有的作附签，有的连附签也没有，

签约主体与流转主体不一致；大多仅有租金、年限等关乎眼前利益的约定，忽视对长期可能出现纠纷的防范，留下矛盾隐患。

襄樊市襄阳区在 2004-2006年共排查近 6000起土地纠纷，其中 50％以上是因为土地流转不规范引起的。 

2.3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农民仍然是“农业户口”，各项社会保障还没有建立健全起来，外出务工农民尽管居住在城镇，但“根”还在农

村。对广大农民来说，外出务工是出路，回家种地是退路，“宁可抛荒，不可失地”成为外出农民的普遍心态。由于担心土地给

别人种了以后收不回来，多数农民宁可不要租金交给亲戚朋友代种甚至抛荒，也不愿与种田户签订长期转包合同。荆门市掇刀

区一农民在电视上看到关于土地规模经营的报道后，以为会影响政策导向，于是专门给温总理写信，要求媒体不要做这方面的

宣传。由于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导致承包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培肥土壤方面也不敢过多地投入，影响到规模经营的长期稳定

发展。 

2.4土地集中难连片 

由于在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田地不断零分细划，特别是有的农户在心理上与承包大户对立等原因，导致流转

不连片，农户分散经营土地插花其间，除了承包山场、水体的大户，以及城郊建设小区的规模经营外，不少经营大户的土地是

不连片的，给规模经营户的防虫治病、机械操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以致规模经营只是简单的累加，达不到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的应有效果。监利县网市镇三官村 11组闻传海种了 27亩地，分散在 9处，有 13块，最大的 2亩，最小的 3分，有 8亩地收

割机下不去，只得用人工，收割成本增加一倍以上。云梦县伍洛镇藜蒿板块基地中，就有个别农户插花种植的棉花，使用的农

药大多是蔬菜上不能用的，造成藜蒿品质下降，市场受到严重影响。 

2.5行政管理滞后 

现阶段，我国对土地流转虽然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操作性不强，甚至有矛盾的地方，相应地使基层管理机构在管理土地

流转时不好把握，只好观望等待。如对涉及土地流转纠纷的仲裁，由于调查取证工作量大，处理过程环节复杂，处理结果法律

效力弱，管理者费力不讨好，呈“无人管”、“无人干”的状况。对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引发的一些行政管理上的新问题，管理

者多从现有政策规定中寻找解决的办法，与发展要求不适应。如襄樊市襄阳区乾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长年从事农业生产，但电

力部门按规定每年 5－8月对其执行农业电价，其他时段执行非农业电价，电价上涨 53％；大冶市农民候安杰的经营面积已近 2

万亩，相当于几个村的面积，但在申请国家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时，因其是民营承包，始终列不上户头。类似的跨区域、

跨体制的行政管理问题，还有待从政策和管理体制上加以突破。 

2.6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 

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既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大力扶持，也需要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与之匹配，而目前这种社会化的服务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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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首先是基础性公益服务欠缺。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农村技术性公益服务得到了加强，农民群众深受其益，但基础性公

益服务仍然薄弱，“行路难、用水难、通电难、存储难”等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经营大户在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生产时，这

些困难显得更为突出。其次是农业工人缺。近年来，外出务工的青壮年较多，在家务农的多以老年小孩为主，连年轻妇女也少

有在家的，虽然规模经营业主拥有一些机械，主要环节都是机械作业，但还有一部分农活需要请工，工人难找，且费用高。第

三是技术缺。特别是在重大的动植物疫病发生期间，防控稍有不当或不及时，对规模经营业主而言，是灭顶之灾。仙桃市走访

调查 57户经营业主，90％以上的认为缺乏专门为其服务的专业技术队伍和组织。 

3 促进湖北农村土地流转的措施 

借鉴浙江经验，湖北要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3．1保证土地流转的效益 

农民进行土地流转时，必须让农民得到实惠，否则，农民不愿意进行土地流转。有人对江苏省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农户

进行调查，分析得出，农户每流入 1 亩土地，人均年收入和人均年消费将分别增加 583 元，、139 元；农户每流出 1 亩土地，人

均年收入和人均年消费将分别增加 360 元和 344 元。同时，农地流转行为也能改善家庭就业结构，农户每流入 1 亩土地，非农

就业率就降低 0．79％；农户每流出 1亩土地，非农就业率就提高 5．84％，也就是说，农民进行土地流转，其福利水平得到了

提高。农民也是“经济人”，得不到实惠的事情，他们是不愿意干的。现在，农业税已经取消，种田的还有补贴。如果土地流转

不能体现这些增值利益，农民就更不愿意进行土地流转了。 

3．2大力提高非农就业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土地流转需要具备一些前提条件，如农村经济中的非农活动收入在 75％以上，农村劳动力人口中从事非农劳动的数量

大于 50％，也就是说，要想办法让农民离开土地，剩下的土地自然就会被流转，为此，就必须为农民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

提高非农就业率。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扩大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

改变农民的“恋土”观念，讲清政策内涵，鼓励农民进城经商务工。发展农民劳务输出业，减少直接从事农业的农民数量，增

加农民的收入。改革农村和城镇户籍制度，打破农民身份限制，让农民走得出、留得下，创造有利于农民离土离乡的政策环境，

从而促进土地流转。 

3．3完善土地流转制度，规范土地流转行为 

依法流转土地，继续做好农地“确权确地”工作，使农民有经营自主权。使用标准合同文本规范土地流转行为，避免自发、

私下的土地流转行为，加强农地流转程序管理，逐步推动并普及强制性农村土地流转登记和合同管理制度，为农民建立土地承

包流转档案。要积极推行多种土地流转方式，鼓励流转形式的创新。建立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仲裁机构，配合司法部门协调处

理和仲裁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纠纷，保护土地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 

3．4发展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和配套服务 

由于势单力薄，农民单个从事土地流转，往往花费的成本较高，且效益低，如所需时间比较长，不易寻找转包对象，与转

包对象谈判、履约成本高等，因此，应建立相应的中介组织，如村经济合作社、村服务中心，直至乡、县一级的相应机构等，

来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由中介组织出面，交易成本小，有公信力，较容易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这些组织可帮助农民整理土

地，以集中连片；可以组织协调，让有意见的农民也参与土地流转；可出面进行招商引资，吸引广大工商企业和经营大户来进

行投资；可进行监测管理，保证双方按照土地流转合同进行操作，保证出让方与接收方的双方利益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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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 

在湖北，许多农民把土地当做生活最后的保障，因此，应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有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

离乡离土也不怕，即使丧失了劳动力，也不担心，从而真正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上解脱出来。社会保障是促使农民离开土地的

基础条件，从而能促进土地流转。应加强农民就业培训、看病就医报销、养老保障等工作，让农民能放心地离开土地。同时要

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强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在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为农民提供资金、技术、农产品加

工及销售等配套服务，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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