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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

——基于宿州市三个村实践的比较分析
*1

唐超 罗明忠 罗琦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广州 510642)

【摘 要】:通过对宿州市夏刘寨、沈圩、付湖三个典型村庄实践经验的总结，基于集体介入农地流转程度的视角

探讨农地流转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研究发现，农地流转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主要有

集体统一经营土地、集体辅助经营土地以及集体联合经营土地三种模式，三种模式分别适用于集体经济组织健全的

村庄、一般性村庄以及存在未分配集体土地的村庄。集体统一经营土地具有资本原始积累快、交易成本低以及保护

农民利益的优势，但面临经营风险大、治理水平要求高、集体经济组织健全三方面约束;集体辅助经营土地具有集

体风险小、招商引资快以及整体经营效率高的优势，但面临集体收益低、交易成本高、易损害农民利益三方面约束;

集体联合经营土地具有利益联结紧密、整体经营风险低以及便于利用外来资金的优势，但要面对条件特殊、乡村治

理体系有效两方面约束。应综合考虑三种模式的特点、优势和约束，探索农地流转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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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和主抓手，振兴农村集体经济则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路径和必然选择。一方面，产业兴才有乡村旺，乡村振兴需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且凡是农村集体经济发

达的地方，农村发展就繁荣兴盛，村庄治理总体表现为心齐劲足，乡村振兴就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对农

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进程及其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在人民公社解体后，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农村集体经济，迄今

没有任何载体代替人民公社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农村集体经济新的有效实现形式呼之欲出。
［1］

农

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新格局的形成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新时期农村土地

制度变化形势下将更加紧密。
［2］

从已有实践经验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跟土地直接相关，如“南海模式”、“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等，但这些模式都是以土地非农化为基础，多集中在城中村、城郊村、经济发达村以及沿海发达地区，对大部分

普通农村地区并不适用。在一般的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因为农地主要是用于农业生产的，保持集体所有制尤其是充分发挥村社

集体层级在农业生产上的“统的功能”就十分重要。
［3］

如何进一步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的实现，成为新时期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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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综述:农地流转与农村集体经济实现

农户依法享有对承包的集体土地的排他性占有、使用、收益以及处分处置的权利。农地流转本质上是农户对所拥有的集体

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交易。农业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没有土地流转和适度集体经营，农业规模化经营就发展不起来;没有

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业产业化就发展不起来，集体经济也就难以发展壮大。
［4］

土地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历来

跟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密切相关，在人多地少的国情下，农地流转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促进农地规模经营，更在于发展农村集

体经济。然而，现有文献对此研究尚不是很充分。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已有研究大体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研究

当前，集体产权改革是集体经济实现的重要抓手，从带动主体看，主要有产业带动型、集体带头型以及政府主导型三种;
［5］

从土地经营方式看，具体实现形式主要包括集体自营式、社区股份合作式、发包式、业主负责式、外租式、参股式以及拍卖式

等多种。
［6］［7］［8］［9］［10］

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既需要能人带动、产权改革、利益分配以及农民自愿等内

部条件，也需要政府引导和支持等外部条件，
［11］［12］［13］

面临着资源分配、权利归属、集体土地所有权被流转等方面的问题，应

以村民小组为边界确定土地等资源的所有权主体。在市场发挥作用越来越大的背景下，集体如何与市场对接是其完成自我转型

与创新实现形式的主体方向。
［14］

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建设蕴含着保护农民利益的政治逻辑和发展农民利益的市场逻辑，以有

限性、阶段性和调适性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市场化发展策略，对稳定农村产权安排和有效保护农民利益具有调控作用，对保障农

民利益具有推动作用。
［15］

中国农地集体所有权是本土性物权，它是农民集体对于农地所享有的所有权，其权能依照情势选择性

地休眠或者激活，在现阶段可以采用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模式。
［16］

可见，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也要与时俱进，

在当前农地流转的新形势下，更应该探索新的集体经济实现形式。

(二)农村集体组织与农地流转关系研究

一方面，已有研究肯定了村集体在农地流转中的关键作用。村集体决策对于农民流转意愿有决定性影响，村级流转管制可

以抑制农地流转的发生，且管制的流转效应是“恒定”的。
［17］［18］

当前农地流转中存在着强行政色彩、弱市场因素等共性问题，

阻碍了农村土地的有效流转，应在农地确权后设立“农地流转服务中心”，以促进农村土地实现科学、规范、有序流转。
［19］

另

一方面，也有学者初步探讨了农地流转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农地流转可实现土地的相对集中，有利于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形成，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信用来源。
［20］

总之，已有文献更多聚焦于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

现形式以及村集体对农地流转影响的研究，而关于农地流转对集体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相对不足。事实上，农地流转是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的重要途径，对于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和发挥工商资本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均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有必要

对农地流转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探讨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

二、农地流转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宿州的实践

安徽省宿州市是全国著名的产粮大市，在农地流转和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方面均走在全国的前列。截止 2017 年底，全市流转

土地 413．2 万亩，农地流转率为 46．6%，探索了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农地流转信托等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带动了农村集体经

济的快速发展。
①2
宿州市属于不发达的平原地区，其农地流转和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对于不发达地区有更强的借鉴意义，而这些地

区恰恰是当前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重点地区。基于此，笔者以宿州市夏刘寨、沈圩、付湖三个典型村庄为例，
②3
基于村集体参与

农地流转程度的视角，探讨农地流转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三种类型。

(一)集体统一经营土地模式:夏刘寨村的实践

2 ①资料来源: 杨军市长在 2018 年宿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3 ②三个村的资料来自实地调查，由村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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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庄概况。夏刘寨村是宿州市北部的一个小山村，南临顺河乡，西接符离镇，距市区 30 公里，耕地面积 344 公顷，全

村有 650 户，四面环山，农地细碎化严重，人均土地面积 2．2 亩左右，发展基础薄弱。1998 年以前全村人均收入不足千元，是

远近闻名的贫困村。1999 年，夏刘寨村民在书记王化东的带领下，通过“返租倒包”在全村范围内推进农地流转，实现了农村

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村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2．主要做法。一是成立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成立星源农业科技开发公司，村民按照自愿原则租地给村办企业，流转土地

税费全部由村办企业承担，村委会与上级政府沟通后跟流转土地的村民签合同、摁手印、办公证，村民自留地的种子等生产资

料由村办企业免费提供。对于“四荒地”，利用国家退耕还林政策，村集体提供种苗，免费供村民栽种，按照“谁栽谁有，谁

管谁收”原则，每栽活一亩补助 210 元，村民用山林入股，山林全部由集体合作社统一管理销售。2000 年左右，全村的土地就

已经全部流转给村集体，并且带动了周围村庄的农地流转。二是创新土地经营模式。村集体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经营

全村土地，运用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通过与多家科研单位合作发展良种培育业，由卖粮食向卖种子转变，提高了全村的种

植效益。同时，开发荒山万余亩，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式，合作社负责山林的生产管理，公司负责销售，村民

用山林入股，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为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三是加快非农产业发展。集体统一经营土地提高了

生产效率，衍生出了对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需求。为了适应农地流转的需要，提高经营效益，夏刘寨村集体创办了鲜玉米、

面粉等各类加工厂，还引进华瑞有机食品深加工项目。同时，利用夏刘寨村客运站和化东商贸物流园，大力发展农产品物流运

输、电子商务物流等服务业，以此推动全村产业融合发展。全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又进一步刺激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为

解决分散运营企业的协调和管理问题，夏刘寨对村集体企业进行了重组，成立宿州市化东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总公司，实行

公司集团化运营，集体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提升。

3．主要启示。夏刘寨模式的成功得益于村集体统一经营流转土地。通过集体统一经营土地，夏刘寨村迅速完成了集体经济

的原始积累，为发展集体经济奠定了基础。在农村，虽然土地对个人而言非常重要，但小规模或者小块的土地经营并不利于其

发展，这种不利除了表现在生产资料费用更高外，同时导致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农地流转可以促进集体经济向规模化和产

业化转变，推动非农产业的发展。夏刘寨村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农地流转形成的规模化，通过农地规模化经营，推动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整体提高了集体经济的经营效益。

(二)集体辅助经营土地模式:沈圩村的实践

1．村庄概况。沈圩村位于宿州城北 10 公里处，符离镇西南部，全村辖 15 个自然村 23 个村民组，农业总户数 1700 户，人

口 6788 人，耕地 1．2 万亩。辖区内旅游观光点———十里桃花长廊，是城北郊市民休闲采摘娱乐中心。为了进一步发展村集

体经济，沈圩村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条件，借助宿州市美好乡村建设示范村的契机大力推进农地流转，于 2010 年秋引进多家苗

木花卉企业，在全村范围内推进农地流转，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2017 年全村经济总收入约为 7000 万元，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120．9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9700 元。

2．主要做法。一是以招商引资推动农地流转。按照村民自愿的原则，由村集体出面引进企业承包土地，重点发展苗木花卉

产业。村集体发挥组织协调和中介作用，把多数农户的农地流转给花卉企业，实行土地二次承包，合同期为 20 年。按照 1000

元/每亩的标准支付租金，村集体在花卉产业上产生效益后，每亩收取 100 元的服务管理费。目前，沈圩村有苗木花卉企业及合

作组织达 32 家，招商引资总额达 1．2亿元，流转土地面积 1000 多亩，亿海农庄、民得利园林、隆丰科技、凤凰汇林等企业已

入驻，苗木花卉基地初具规模。二是以园区建设做大主导产业。沈圩村紧紧围绕“上规模、创品牌、强产业”的总体思路，依

托宿州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为引领和支撑，把发展大棚蔬菜、水果当作主攻方向，做成产业，把沈圩村打造成为现代生态农

业园区。现有规模种植户 120 余户，设施棚 800 棚，现代农业面积达 3500 亩，是城郊重要蔬菜生产基地;水果以鲜桃和梨为主，

其中鲜桃生产面积约 1000 亩，年产量 180 万公斤，产值 700 万元，占据宿城市场的三分之一。

3．主要启示。与夏刘寨村不同的是，沈圩村集体并不统一经营土地，只是辅助经营土地，村集体通过帮助企业流转土地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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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应的中介费，通过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等途径，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收取基础设施维护费，并提升农地流转的租

金收入。通过以农地流转为基础的招商引资来获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以此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另外，土地

流转使得部分农民从传统农业中解放出来，推动他们转向非农产业经营，寻求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新动

力。

(三)集体联合经营土地模式:付湖村的实践

1．村庄概况。付湖村位于宿州市埇桥区东北部，灰古镇南端，新汴河北岸，距 206 国道 10 公里，地理位置优越，处在国

家现代农业核心示范区中心地带。全村有 13个自然村，人口 4002 人，耕地面积 10500 亩。农地流转面积 6000 亩，农民专业合

作社 4 个，家庭农场 13家，企业 7家。付湖村的农地流转是先整治后流转模式，即先以“人地挂钩”进行土地整治，然后进行

农地流转，该模式既促进了新农村建设，又增加了村集体土地，强化了村集体地位。

2．主要做法。一是以“人地挂钩”加快土地整治。通过市国土资源局与宿州中国现代制鞋产业城联系，将全村 7个自然村

集中搬迁安置，腾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供鞋城使用，并为其输出剩余劳动力;鞋城为新村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协议签订后，灰古

镇于 2013 年开始分两期对 7 个自然村进行拆迁，按照美丽乡村建设要求，统一规划，集中安置。截至 2015 年底，被拆迁的所

有农户全部乔迁新居，户均节约用地近 1．5亩，为鞋城提供建设用地指标 806 亩，拆除并复垦 5个自然村，整治面积 560 亩，

新增集体耕地 420 亩。二是以集体入股联合经营土地。土地整治后，全村土地得到增加，尤其是村集体新增耕地 420 亩，为集

体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村集体积极加快推进农地流转，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全村现已流转土

地 8700 多亩，农地流转率达 80%以上。村集体跟淮河粮食产业联合体进行合作，利用 420 亩村集体新增耕地、632 亩农民新增

耕地入股淮河粮食产业联合体，村集体收入年新增 17．4万元，入股农民人均年增收 346．68 元，有效破解了农民“增收难”，

实现“农民变股民”的目标。流转的土地采用“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的联合体运作模式，通过规模种植，统一品种、统一

物资供应、统一技术标准、统一产品认证、统一技术服务、统一销售的“六统一”得以落实，先进的机具和技术可以快速推广，

批量采购和标准化生产，实现了农业投入品价格下降和粮食收购价格提高，进而提高了全村的土地经营效率。三是以招商引资

发展集体经济。土地整治和农地流转为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付湖村已入驻工业企业 7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3 家，年

生产总值 0．98 亿元，300 名村民就近就业，年平均工资 3．6 万元。村集体经济通过入股淮海畜牧、协成金属两家公司，年分

红 30 万元以上。付湖村紧抓“两区”建设契机、营造优良投资环境，区农展馆、光伏发电厂、广东温氏集团、安徽农业大学皖

北试验站等项目陆续入驻，村庄集体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3．主要启示。付湖模式的成功得益于土地整治以及村集体入股农业联合体。一方面，土地整治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

和土地;另一方面，村集体入股联合体，二者进行联合经营，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提高了土地的整体经营效率。对于大

部分普通地区村庄来说，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是集体积累不足，村庄的公共服务主要依靠政府的转移支付，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土地整治增加集体土地是集体积累的有效方式。集体积累了一定的土地就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招商引资，促进集体经济的

发展。

三、农地流转背景下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比较分析

结合宿州市农地流转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经验，基于上述三个典型案例，本文从模式特点以及优劣势两个方面比较分

析三种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异同(见表 1)。

表 1 农地流转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三种有效实现形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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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集体经济来源

介入农地

流转

程度

经营主体 产权结构 适用条件

集体统一经营土地 经营土地 高
村集体经济

组织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归集体 集体经济组织健全的村庄

集体辅助经营土地
中介费用以及社

会化服务
低

其他经济组

织

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村民，经营

权

归其他经济组织

一般村庄

集体联合经营土地 入股获得分红 中

村集体、其他

经济组织

所有权归集体，未分配的土地承包权

归集体，已分配的土地承包权归村民，

经营权归其他经济组织

集体未分配土地较多的村

庄

(一)集体统一经营土地模式

1．模式简介。在该模式下，村集体成为农地的转入方，土地由村集体统一经营。具体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如村办企业、

合作社等统一经营，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农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不断壮大自身实力，进而带动集体经济的发展。该

模式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民以土地入股集体经济组织，最后获得分红，跟集体共担经营风险;另一种是农民把土地转租

给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租金，不承担经营风险。

2．模式特点。一是从产权结构看，该模式一般实行的是所有权、经营权和承包权均归于村集体，村民获得租金和分红，在

实践中一般体现为村企合一、村社合一等经营形式。二是从集体经济来源看，主要是从经营土地及相关农产品加工业获得收入。

三是从介入土地流转程度看，该模式的介入程度最高，土地流转、经营以及分配都由集体统一安排。四是从农地流转经营主体

看，主要为村办企业、村办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五是从适用条件看，该模式比较适用于集体经济组织健全的村庄，如村办

企业、合作社发展较好的村庄。

3．模式优势。一是由村集体统一经营土地可以快速完成集体经济发展的积累，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力和

规模效益。同时，农地流转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信用来源。集体统一经营土地使得村集体获得了连片成规模的土地的

经营权，有利于降低土地经营成本，进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为集体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农地流转获

得比较收益，必然激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流入土地的意愿，进而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即农地流转规模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可能的获益就更多，发展得就更快。二是村集体统一经营土地可以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有效应对市场、自然等风险。村集

体本身在农地流转中就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土地的所有权主体，相比于其它流转主体，村集体在协调流转农户方面具有天然

的优势，集体统一经营可以提高农业基础设施资金使用效率，方便获取市场信息，降低经营成本。三是村集体统一经营土地有

利于土地价值充分体现，确保农民的利益较大化，同时有效地进行农村劳动力转移。即农户通过流转获取收益，实现土地增值、

收入增加。同时，土地流转有利于改变部分农民“亦工亦农、亦商亦农”的兼业状态，化解土地束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

产业转移，寻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新增长点，继而整体提升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四是农地流转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

的信用支持。虽然土地对农民个人而言非常重要，但小规模或者小块的土地经营并不利于其发展，这种不利除了表现在生产资

料费用更高外，同时导致农村经济发展中信用支撑的缺乏。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农村经营向规模化和产业化转变，推动规模经济

的形成。而规模经济则可有效促进农村融资信用度的增加，使农村集体经济融资信用基础得以提高。

4．模式约束。首先，集体统一经营风险较大。虽然相对于单个农户，集体统一经营增加了抵抗风险的能力，但农业本身具

有的自然、市场、社会以及技术风险全部转嫁给了集体，增加了村集体的整体经营风险。其次，集体经营对村庄治理水平要求

较高。村集体作为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为一体的组织，本身面临的治理环境就比较复杂，集体经营土地更加需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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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的提高，否则很容易出现侵占农民利益，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导致集体统一经营无法推行下去。最后，该模式需要村集

体经济组织比较健全，而对于大部分村庄来说，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缓慢，村委会等行政组织本身并不善于市场化条件下的土

地经营，也就无法保证农民租金获得的稳定性，最终也就无法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土地。

(二)辅助经营土地模式

1．模式简介。在该模式下，村集体只是担任农地流转的中介组织，并不直接参与土地经营，土地的流转主体主要是其他经

济组织(如合作社、公司等)，在参与农地流转的过程中，村集体可以通过担任中介组织间接获利，促进自身的发展，如通过租

金收入、分红收入、衍生农地流转收益、服务性收入等获得收益。通过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等途径，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

件，水电路沟渠配套，收取基础设施维护费，并提升农地流转的租金收入。村级集体经济也可以积极创办服务性实体，发展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为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借此获得收益。

2．模式特点。一是从产权结构看，该模式实行的是三权分置的产权结构，即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承包权归村民，经营权

归其他经济组织，村民获得租金。二是从集体经济来源看，主要是担任农地流转中介组织获得的费用以及为流转主体提供社会

化服务获得的收入。三是从介入农地流转程度看，该模式的介入程度较低，村集体只担任农地流转的中介组织或者提供一些社

会化服务，起到辅助经营的作用。四是从农地流转经营主体看，主要是其他经济组织，如农业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五

是从适用条件看，这种方式是大部分村庄农地流转采用的经营方式，适用于一般村庄的农地流转。

3．模式优势。一是土地经过流转，可实现相对集中，有利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形成，更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招

商引资。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村集体可以引进外部投资，给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来重要发展机会。二是村集体经营风险

较小，集体只是辅助其他经济组织经营土地，大部分的经营风险由土地的流入方承担。三是其他经济组织是经过市场竞争产生

的，它们在对接市场方面比村集体更有优势，土地的经营管理更符合市场规则，整体经营效率较高。

4．模式约束。首先，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快速积累，由于村集体只是辅助经营土地，大部分土地经营收益是由流转主体获得，

集体只能获得小部分收益，制约了集体经济的积累。其次，该模式的交易成本较高，农地流转过程中需要跟多个农户进行谈判

和交易，其交易费用必然较高。最后，该模式很容易损害农民的利益，其他经济组织一般是靠政策吸引才流转土地，而政策支

持不具有持续性，加之农业经营风险较大，可能对农民土地租金的获得产生不利影响，反过来又会制约该模式的顺利进行。

(三)联合经营模式

1．模式简介。联合经营模式主要是村集体用集体土地入股其他经济组织，二者联合经营土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通过

股份合作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不断壮大自身实力，进而带动集体经济的发展。该模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集体有一部分土

地未分配(如土地整治增加的土地、人口变化增加的土地)，以这部分土地入股其他经济组织参与土地经营，分享经营收益，以

此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另一种是农民把自家的承包地和集体未分配土地一起入股经济组织，以此分享经营收益。

2．模式特点。一是从产权结构看，该模式一般实行的是所有权归集体，未分配的土地承包权归集体，已分配的土地承包权

归村民，经营权归其他经济组织，村民获得租金和分红。二是从集体经济来源看，主要是联合经营土地及相关产业获得的分红。

三是从介入农地流转程度看，该模式的介入程度适中，土地的流转、经营以及分配村集体都有参与。四是从农地流转经营主体

看，主要为其他经济组织，如农业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五是从适用条件看，该模式比较适用于集体未分配土地较多的

村庄。

3．模式优势。一是农民、集体、其他经济组织三方的利益联结机制更紧密，相比于其他经营模式，该模式更能有效地发挥

各方优势。二是整体经营风险降低，经营稳定性得到增强。联合经营土地的模式具有风险共担的特点，对于农民、集体、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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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组织来说，各自的经营风险都有所降低，整体经营的稳定性得到增强。三是便于利用外来资金，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联

合经营土地的模式降低了企业的流转成本，更容易吸引企业进行投资，方便集体利用外资，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

4．模式约束。首先，条件特殊，即联合经营一般要求集体仍然有一部分成规模的未分配土地，以此形成联合经营土地的基

础。其次，需要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然很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的机会主义及“搭便车”行为，进而陷入“集体行动的公共

主义困境”。

四、结论与启示

文章通过对宿州市三个典型村庄的比较分析，探讨了农地流转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研究发现，农地流转

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主要包括集体统一经营土地、集体辅助经营土地以及集体联合经营土地三种模式。集体统一

经营土地适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健全的村庄，集体辅助经营土地适合一般村庄，集体联合经营土地适合存在未分配集体土地的

村庄。三个典型案例揭示，集体统一经营土地具有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快、交易成本低以及保护农民利益的优势，但存在经营风

险大、治理水平要求高、集体经济组织健全三个方面约束;集体辅助经营土地具有集体风险小、招商引资快以及整体经营效率高

的优势，但存在集体收益低、交易成本高、易损害农民利益三个方面的约束;集体联合经营土地具有利益联结紧密、整体经营风

险低以及便于利用外来资金的优势，但要面对条件特殊、乡村治理体系有效两个方面的约束。

可见，在农地流转的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也要创新，才能更好地适应新情况。首先，基层组织应综合考

虑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三种模式的特点、优势和约束，探索适用于自身实际的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其次，农村

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应该与村庄自身条件相适应，要因地制宜，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健全的村庄可以选择集体统一经营土

地模式，对于一般村庄可以选择集体辅助经营土地模式，对于存在集体未分配土地的村庄可以选择集体联合经营土地模式。最

后，农地流转背景下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应该以农民自愿为基本原则，并构建有针对性的乡村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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