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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巴山片区多山的地形和农村分散的居住方式决定了该区的新农村建设以移民

搬迁和易地安置为主，新农村建设虽然改善了农民的居住环境，但缺乏与之相对应的土地利

用措施，造成了农村地区人地分离的局面。以十堰市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秦巴山片区

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二者协同发展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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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关于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土地利用的研究成果很多，而对于二者结合的研究极少，与之相关的

研究成果中，有少部分研究侧重新农村建设与农地整理协同发展，但缺少新农村建设与土地利用协同

发展的研究。而事实上，新农村建设和土地利用无论是客观条件或者是现实的背景、机遇都存在协同

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秦巴山片区人多地少，农村土地有限，加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部分地区出

现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局面，因此仅靠现有的土地和利用方式很难实现农民收入的突破，我们期

望借助新农村建设的机遇将新农村建设与土地利用协同发展，探索秦巴山片区农村发展新模式，早日

实现脱贫致富。

2 秦巴山片区新农村建设土地利用现状

秦巴山片区多山的地形加上长期以来农村地区交通阻塞，经济发展滞后，使得在新农村建设以前

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大多数居民住地无法实现公路到户，这些因素导致了该区的新农村建设以集中安

置为主，环境恶劣的山区还涉及到易地搬迁。这种新农村建设方式也造成了秦巴山片区迁出地与迁人

地两种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

2.1 居民原有土地利用情况

秦巴山片区多高山，土地坡度大，单一土地面积狭小，缺少集中连片的大面积耕地。虽然在迁出



地土地耕种有诸多因素的限制，但是相当一部分农户并没有放弃对原居住地土地的耕种，即使有农户

选择荒废土地，但继续耕种原土地的意愿极高，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被迫放弃耕种。总体看来迁出地土

地利用效率不髙，原有的利用方式没有改变，在考虑到农民的人力和资本的投人上，.土地产出效益较

搬迁之前是下降的。

2.2 迁入地土地利用情况

集中安置和易地搬迁改善了农民的居住环境，提升了农民生活幸福感。但现实中存在迁人地土地

面积过小的问题，这里主要表现为土地总面积有限，人均可用耕地面积有限。根据新农村建设的政策

指导，在迁人地房屋建设和公共设施用地由政府统一安排，部分地区政府还会购买少部分土地用于农

民生活用地，除此之外农民没有更多的土地用于就近耕作和发展生产。农民想要在迁人地获取更多的

土地就需要自付租金，自行租用。

在迁入地土地资源是稀缺的，现有的可用于发展生产的土地更加有限。新农村建设以前，农村分

散的居住格局虽然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但人均可用耕地面积是充足的，能满足农户发展生产的需

要；新农村建设后，集中安置使得大量的人集中于少部分土地上，造成区域性人多地少的局面。

3 十堰市新农村建设与土地利用协同发展调查分析

为了解秦巴山片区新农村建设与土地利用协同发展现状，选取十堰市为样本，发放 500 份问卷进

行实证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3.1 项目分析

为了测量问卷项目的切适度或可靠度，同时也为确保后续数据分析真实可靠，我们在正式分析问

卷之前根据测验的数据进行了问卷的项目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我们发现题项“新农村建设完成后您

仍然耕种原来的土地”与参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为 0.012,相关度较低，P=0.789>0.05,未达到显著水

平，因而这一题项在后续分析中考虑删除。

3.2 信度分析

根据项目分析的结果，我们删除了原始问卷不恰当的题项，然后发放并回收了 437 份有效问卷，

并用 SPSS 统计软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了信度检验，Cronbach'sAlpha 的信度系数为 0.707,大于

0.5,问卷具有较高可信度。因此，该问卷调查的数据是可信的，基于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是可信的。

3.3 描述性分析

以下分析了参与新农村建设居民原有土地（迁出地土地）利用情况和现有土地（迁入地土地）利



用现状，并且分析了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效益，以及农民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下对新农村建设的认可度。

3.3.1 十堰市新农村建设迁出地土地利用分析。在实证分析十堰市新农村建设居民原有土地利用情

况时，我们设置了问题“新农村建成后您家以前的土地荒废了”，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有 61.8%的居民的

原有土地处在利用状态，24.8%的农民选择荒废迁出地土地，结合实地走访及农民反应的情况发现在继

续利用原有土地的农民中很少有土地出租的情况。新农村建设集中安置点距离居民原有土地较远，搬

迁后的居民返回迁出地继续耕种显得尤为不便，迁出地大部分都是较为偏僻的山地，并不适合长时间

大面积种植，但是实际情况是有超过 50%的居民仍然选择继续耕种原有土地，这个问题也初步说明了新

农村建设并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3.3.2 十堰新农村建设迁人地土地利用分析。在迁人地，我们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土地利用情况，其

中有 59.5%的居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后并没有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超过一半居民否定了新农村建设后由

政府统一配给土地的说法。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在迁人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新农村建设后

缺乏与房屋建设相一致的土地政策，农民虽然改善了居住环境，但是却面临居住地周围无地可用的困

境，一方面政府帮助农民解决了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另一方面又为农民带来了新的难题。

3.3.3 新农村建设后农民拥有土地规模分析。考虑到新农村建设后有大量农民租用耕地，所以在本

次调查中农民在易地安置或移民搬迁后租人的土地均列人自身拥有的土地范畴。根据分析结果有 48.3%

的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后拥有的土地规模增加了，40.3%的农民否定了这一说法，农民在新农村建设后

租入的土地也被划入到自身拥有的土地，所以实际上认为土地规模增加的比率可能更低。

3.3.4 新农村建设经济效益分析。秦巴山片区的新农村建设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不管是移民搬迁还

是易地安置都必须考虑到建设后的经济效益，但是对于农村地区经济效益产出的恒量缺乏显著的、鲜

明的参考指标，新农村建设后各农户的经济状况也没有现有的统计数据，尤其我们只考虑农村地区的

产出，剔除了本地人外出务工人员的收人。为了深入了解十堰市建设后农户经济状况，我们分别从农

户的家庭收人、负债和个人主观贫困感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有 30.7%的农民认为自己的家庭收人显著

增加了，有 19.2%的农民感觉新农村建设前后自身的收人没有太大变化。在家庭负债方面，有 51.7%的

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后自身的家庭负债增加了，调查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新农村建设后家庭负债增加主

要是由于新建家庭住宅花费了农民为数不多的储蓄，负债主要发生在是装修阶段的借款，迁人土地租

人两方面。

3.3.5 农村居民对新农村建设认可度分析。新农村建设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也事关国家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可度也直接影响着农村政策的实施，虽然新农村建设与

农村土地利用相分离，但是这一问题并没有影响农民对于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

现有 68.4%的居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后居住环境更好了，有 65.9%的居民认为新农村建设提升了生活的幸

福感，72.31%的居民支持新农村建设。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的主要结论

根据 SPSS 分析的结果，秦巴山片区的新农村建设与土地利用的协同发展存在以下问题：

4.1.1 新农村建设和土地利用没有做到协同发展。新农村的迁人地面临人多地少的困局，而迁出地

却出现一定程度的土地闲置。农民在集中安置后严重缺乏可就近利用的耕地资源，相当一部分农户不

得不选择继续耕种迁出地的土地 4.1.2 秦巴山片区农村土地商品化程度低。调查中我们发现有 24.8%

的农民选择荒废迁出地的土地，极少数的农民将土地出租出去，大部分农民仍然耕种自己的土地。新

农村建设后农民耕种迁出地的土地显得尤为不便，加上秦巴山片区的土地经营以超小规模为主，基本

上停留在人均几亩地的水平，没有规模，很难有效益。

4.1.3 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效益低。有超过 50%的农民主观上感觉新农村建设后自身的贫困问题没有

得到解决，新农村建设后由于建房和租人土地，大部分农民花掉了多年积攒的储蓄资金，由于农村产

业发展比较滞后，短时间内农民无法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或者家庭养殖来弥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巨

额支出，再加上农业生产和家庭养殖的规模较小，经济效益低，农民的贫困问题短期内表现为较新农

村建设前加剧的现象。

4.1.4 农民对于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很高。超过 70%的农民支持新农村建设。虽然在新农村建设过

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但农民对这一惠民政策还是十分看好。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

展，但却和城市经济的差距越拉越大，长久以来农民渴望增产增收，发家致富，改善生活环境，提高

生活质量。如今，新农村建设为农村发展带来了契机，激发了农民建设的积极性。

4.2 相关建议

4.2.1 制定合理的农村土地利用规划，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土地利用协同发展。新农村建设不只是盖

新房、修公路，在引导农民集中安置，住进楼房之后政府更要关注农民的后续发展。对此，政府可以

适当引进迁出地居民土地退出机制，将迁出地耕作不便或质 fi 不高的土地实施退耕还林，在农民集中

的区域新开发耕地，一是补偿迁出地土地的退出，二是为农民土地生产提供便利，提高经济效益。

4.2.2 推进农村土地商品化，提高农民收人水平。秦巴山片区土地利用成本高，经济效益低，考虑

到农民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进行土地整合开展大规模经营，政府应该引进企业进入农村，—方面借助

企业资金整合农村土地，另一方面鼓励企业租用农民土地开展规模经营，农民将土地租用可以获得比

自己耕种更多的收益，增加收入。

4.2.3 因地制宜的发展农村经济，提高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效益。针对秦巴山片区土地面积过小的现

状，政府可以有计划的开辟新的耕种地，尽可能的形成规模化、集中化的连片耕地资源，为开展土地

的机械化种植和形成土地规模经济创造条件。同时，面对秦巴山片区丰富的林地资源，政府应推广适

合农村地区的林地经济模式，结合当地土地现状因地制宜发展经济。



4.2.4 制定符合农村发展实际的发展规划，多了解农民心声。农济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农民，发展

的好与坏也直接关系到所以政府在制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的时候要多倾听民意，体察民情，每一项举

措都要立足于农村发展的实际，站在农民 W 角度与立场上谋划农村的发展，只有这样才不会挫伤农民

发展的积极性。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农村土地利用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探索秦巴山片区

农村土地利用与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的路径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对当前该片区攻坚脱贫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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