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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观音垱镇土地流转现状、问题及对策
*1

郭真

（长江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 要】:农村土地实行有序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关键。通过对荆州市观音垱镇进行实地调研，发现观音垱镇土地流转规模在扩大，速度在加快，流转形式也灵活

多样，但也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流转机制不健全、期限过短以及观念保守等问题。根据上述问题提出了促进荆州

市观音垱镇土地流转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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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而通过土地流转发展

适度规模经营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

快，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农村土地流转就已经开始出现，到目前，土地流转现象愈发普遍，其流转规模愈发加大。荆州市观音

垱镇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土地流转速度在加快，规模也在加大，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制约土地流转的瓶颈。为此，通

过对观音垱镇的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厘清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及其内在原因，以期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来鼓

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开流转，从而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推进观音垱镇农业的提质增效。

1 荆州市观音垱镇土地流转现状

1.1 土地流转规模逐步加大

荆州市观音垱镇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70% 以上地区属于平原。全镇总人口为 47354 人，耕地面积为 3731.73hm
2
，其中农

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约为 0.12hm
2
。调查发现，观音垱镇池塘面积约为 371.27hm

2
，发生流转的土地约有 166.67hm

2
，其中流转养

殖池塘 66.67 hm
2
（46.67hm

2
养虾，20hm

2
养鲶鱼），流转莲藕池塘 100hm

2
。相比较前几年，流转规模逐步加大。经营面积在 3.33hm

2

以上的专业大户已经超过 87 户，其中家庭农场约为 30 个。

1.2 土地流转对象逐步多样化

观音垱镇土地流转主要用于种植莲藕、养殖鲶鱼以及虾稻共养。但流转的对象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调研发现，观音垱镇土

地转入农户的面积约为总流转面积的 40%，转入合作社的约为 29%，流转入企业的约为 17%，剩下 14% 主要是流转向其它主体。

流转入企业的土地面积在迅速增加，2015 年荆香缘生态农业公司投资 5000 万元，在天星观村、宜阳村流转 233.33hm
2
土地，

用来发展“稻虾种养”等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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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土地流转形式逐步灵活

随着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纷纷参与到农村土地流转当中来，土地流转形式也逐

步向多元化、灵活化方向发展，不再仅仅以出租、转包和互换等传统形式进行流转，而是以互换、出租以及入股经营等多种形

式共存。其中，转包形式占 52% 的比例，转让形式约为 4%，出租约为 25%，入股约为 2%。

2 荆州市观音垱镇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荆州市观音垱镇土地流转不断向市场化和规模化迈进，土地流转形式不断丰富，但是，在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过

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严重制约了荆州市观音垱镇土地流转的进程。

2.1 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

现阶段，由于受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荆州市观音垱镇农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一方面，部分农村道路泥泞不堪，池塘周

边大多未用水泥硬化，极不利于进行整体劳作以及产品包装与运输。另一方面，该镇缺乏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靠天吃饭”

现象十分严重。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就难以吸引企业、合作社等主体进行投资，难以实行规模种养，因此，部分农户继续实

行传统的农业经营，其收益较低，在扣除种子、化肥、农药、机械作业和劳动力成本后，人均耕地种粮收入不到 1000 元。

2.2 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

首先，观音垱镇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土地流转平台，农户主要是通过邻里四周的口传打听消息进行土地承包、出租，而外地

工商资本缺乏有效的租赁土地渠道，主要是联系当地政府或请熟人帮忙才能找到合适的土地，这大大降低了工商资本在本地进

行农业开发经营的积极性；其次，该镇监督制约机制尚未形成，农户间自发进行土地流转的时候法律公证意识淡薄，大多没有

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即使签订了合同，但从合同签订到合同执行的整个过程中基本上处于事前无人指导、事后无人监督的状态，

从而在进行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因合同不规范引发纠纷的情况；最后，该镇缺乏土地评估中介机构，造成土地流转价格

缺乏科学依据，加上土地流转风险防范机制缺失，一旦出现价格纠纷，无法仲裁。

2.3 土地流转期限相对较短

荆州市观音垱镇流转期限相对较短，一般约为 1 ～ 3 年。在转出的农户中，有将近 50% 的农户转出土地没有约定期限，

30% 的农户每年约定一次口头协议。大多数承包户缺乏承包流程、目标与后期事宜的具体规划，基本上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状态，

因此“摸着石头过河”、害怕收益甚微的心理导致土地流转期限过短。“有恒产者有恒心”，由于流转土地期限过短，农户缺

乏对流转土地进行投入的信心，担心将流转的土地通过机械化作业集中连片和土地整理后，土地被随时收回，从而承担巨大的

投资的风险。甚至忽略了周边农田灌溉的修复建设，严重制约了该镇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2.4 土地流转观念比较保守

一是该镇干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把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以战略性的眼

光来认识，在工作中只顾眼前利益，放任土地自行流转。二是该镇农民“守地”思想根深蒂固，念土情结较为严重，宁愿抛荒

耕地也不愿意参加土地流转，更多情况只是请人代耕代种。三是地方政府和农民市场意识不强，部分农民小农意识较重，秉承

小富即安，在投资兴业的时候怕担风险，不敢投资也不愿投资。

3 加快荆州市观音垱镇土地流转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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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推进荆州市观音垱镇土地流转工作、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结合该镇实际情况，现提出如下建议。

3.1 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适当加大资金投入，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完善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该镇的

水利设施建设，为土地流转进行规模化的养殖业和种植业创造有利的条件，从而充分利用该镇优越的地理条件正常进行灌溉，

为土地流转起到保驾护航作用。二是农村经济服务设施建设，改变农村道路崎岖不平的现状，提高种植和养殖产品包装与运输

的效率，此外，还需加强农村信息化和农村电力电网的建设。

3.2 健全土地流转机制

首先，成立土地流转管理中心，进一步建立完整的土地流转平台，发挥土地新政策的作用，逐步加大土地招商引资力度，

合理引导土地入股、合作农场等新型的土地流转模式，实现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统一经营、分户管理，从而建立示范基地与项目，

推进土地不断向市场化、示范化流转。其次，要形成地方政府领导亲自监督、分管领导亲自抓的形势，完善该镇监督制约机制，

引导农户间有序进行土地流转，加强农户法律公证意识，落实层层抓的土地流转工作机制，防止因合同不规范引发纠纷。最后，

建立和完善该镇中介土地评估机构，将土地流转工作提到重要工作日程，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服务中心与服务体

系，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员会，规范实现土地有序流转。

3.3 适当加大土地流转规模与延长流转期限

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农民入股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引导该镇流转面积与流转规模不断扩大，通过农户间互换集中连片耕地，

将 0.07 ～ 0.67hm
2
的小型耕地进行集中化、规模化流转，从而适当提高经济效益。再者，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不断流转土地，

合理规划该镇承包户的承包流程、目标与后期具体事宜，调整心理状态，秉承“摸着石头过河”模式适当延长土地流转期限，

才能加快该镇土地流转的进程。

3.4 规范土地流转程序

首先，强化组织领导，规范土地流转前交易形式，科学规划与合理利用土地，从而查清该镇承包关系、流转位置、承包面

积与流转时间等；其次，加大对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的管理，清晰土地利用与总体规划，完善土地流转合同条款与签订，明确

双方权利义务，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最后，落实登记备案土地流转后的责任，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切

实解决面积不详、位置不准、登记不完整等问题，实现土地流转经营“一站式”服务管理的方式，提高土地流转后的科学管理

水平。

3.5 加强改进当地政府与农民观念

当地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改进干部和农民观念。一方面，增强土地流转意识，引导农民充分认识到土地流转对于自身

经济和镇村利益的重要性，从而通过政策宣传引导该镇土地有序进行流转；另一方面，加强中介服务和政府机构的参与度，稳

定土地流转关系，协调农户与市场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农民与集体组织的信息交换的机会。与此同时，加强该镇干部对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重要性认识，以战略性的眼光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改变农民“守地”思想与

念土情结，加强该镇农民的投资意识，逐渐将土地流转出去、实现规模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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