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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调查研究
1
 

贺雪娇 

（重庆市渝北区农业信息中心，重庆 401120） 

【摘 要】历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始终把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资本下乡支持农业发展，土地流转成为了炎手可热的话题。但随

着土地流转的需求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如何建立健全土地流转体制机制、保障各方合法权益、推动现代农业

健康发展等问题显得愈加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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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积极稳妥地引导农户开展土地流转，在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适度

规模经营、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重庆市渝北区位于重庆主城北大门，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渝北区农村土

地流转也在迅速增长。 

1 渝北区农村土地流转现状 

渝北区幅员面积 1452km
2
,辖 11 个镇 19 个街道（含两江新区直管街道 8 个），耕地面积 4 余万 hm

2
,森林面积 4.67 万 hm

2
,常

住人口 160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36.08 万人。近年来，渝北区依托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及种养大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

的原则，采取公司租赁、合作社入股、农户自发流转等形式，2017年全区农村土地流转 1.52万 hm
2
,土地流转率达 38%。从流转

形式看，主要以租赁、转包为主，占农村土地流转总量的 87%；从土地流向看，主要流向为农业企业和专业大户，占农村土地流

转总量的 70%;从流转用途看，休闲农业占 50%，水果、蔬菜种植占 45%，其他占 5%。 

2 农村土地流转特点 

2.1流转速度受政策影响大 

从 2007年开始，各级政府相继制定出台土地流转、产业发展相关政策，主要对规模化种养殖给予资金、税收、土地租金等

方面的支持，企业、专业合作社、产业大户等围绕补助政策开展土地流转，流转速度大幅增加。2009 年全区农村土地流转面积

为 0.74万 hm
2
,到 2017年的 1.52 万 hm

2
,增长达 105%。 

2.2流转形式多样化 

流转形式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其中主要以出租为主。渝北区大力实施项目带动、龙头拉动战略，培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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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产业大户等土地流转主体，积极推广业主带动、大户联营、专业组织合作、农村集体经济、委

托代耕代管和自愿认购认种等流转模式，着力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截止 2017 年，全区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85 家、

农民合作社 274个、家庭农场 192家，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集中度已达 50%。 

2.3规模流转占比高 

按照一镇一特色、集中连片原则，引导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等开展土地规模流转。先后引进阿兴记、毛哥、天友、四

花、沐丰园、望梅等企业实体，如阿兴记在统景镇流转土地 40 余 hm
2
修建种兔场暨观光休闲农业基地，隆生集团在石船镇租地

33.33 余 hm
2
建设循环农业，玉峰山风情葡萄沟 11个业主流转土地 400余 hm

2
。通过规模流转，成功打造了万亩杨梅、万亩葡萄、

万亩梨园、万亩歪嘴李、万亩红枫、万亩高山草场、十里荷花长廊、十万亩柑橘、二十里高山设施蔬菜走廊等 9 大万亩特色农

产品基地、6大都市休闲农业基地。目前，渝北区 3.33hm
2
以上规模经营业主已达 200多家，占流转面积的 50%以上。 

3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1地形制约流转土地难 

重庆市地形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农村土地坡度陡，地块分散、凌乱，特别是还有不少的“鸡窝地”、“巴掌田”，加之

人均耕地面积少、农村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不适宜规模经营。特别是偏远地区农民流转土地意愿虽然强烈，但要引进业主规

模流转、连片发展产业十分困难。 

3.2流转企业长期经营难 

多数经营主体属于跨界经营，对农业产业化发展认识不足、思路不明、缺乏新意，项目同质化竞争严重，加之农业投入大、

周期长、回报慢，不少经营主体利润不如预期，甚至出现亏损。特别是近两年受宏观经济下滑影响，城市下乡企业的“老本行”

获利不再丰盈，投资的农业项目发展“活水”注入越来越少，企业长期经营面临较大困境。 

3.3流转双方权益保障难 

从农民角度看，企业入驻前多数情况下没有交纳风险保证金或交纳足够的风险保证金。一旦经营上出现失误，无法履约“跑

路”，就只能让农民“兜底”。从企业角度看，其发展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必然需要建设相应的经营管理和休闲接待等附属设

施。但按照当前相关规定，审批程序复杂而又无相关权证，无法进行担保抵押融资，致使其扩大再生产资金压力大，市场抗风

险能力弱。 

3.4流转企业退出难 

不少农业项目启动建设后，都会改变原有土地地形地貌和四至界限，一旦企业亏损想退出，无法将流转土地按原貌返还农

民，且农民也拒绝接受，让、企业处于“想退不能退”的尴尬境地，解除合同、招商再流转、还原到户等面临难题。如重庆香

樟林经贸有限公司在渝北区大湾镇流转了 8hm
2
土地，近年因经营管理不善、企业盈利困难，想与农户协商解除租地合同，但因

发展休闲农业而进行了土地平整，导致原有地形和四至界限完全改变，致使多数农户不同意企业退出。 

3.5严格履行合同权责难 

从实际情况看，在履行合同权责义务过程中，部分农户和企业法律意识淡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签订土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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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合同通常一、两年后，少数农民就会以土地租金过低为由单方面终止履行合同，扰乱或阻止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使企业前期

投入“打水漂”；另一方面，部分企业不按合同约定履行职责，故意拖欠农民土地租金、务工收入等，引发矛盾纠纷。 

4对策建议 

4.1搭建土地流转服务平台 

集合供求信息发布、产业发展指导、信用征信查询等服务功能。一方面，供求信息发布。提供各类农村土地流转需求信息，

如流转面积、流转价格、流转期限等情况，为土地供求双方对接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产业发展指导。及时发布全市农业现代产

业发展相关情况，并定期更新信息，指导企业合理发展产业，避免同质化竞争。再次，信用征信查询。公布违约企业“黑名单”，

并以处罚金额递增方式对违约企业进行处罚，加大企业违约成本；对单方面违约、严重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农户在本集体经济

组织内进行公示，禁止在 3年内流转土地。 

4.2规范土地流转程序 

出台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资质审查、项目准入、土地流转保证金、分级备案管理、项目退出等土地流转程序。出台全市

土地流转合同规范样本，完善流转合同要素设置，进一步明确流转双方权责和义务。引导流转双方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并按流

转规模分级向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管理机构申请合同鉴证备案。 

4.3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规范有序引导承包农户土地向家庭农场、种养专业大户等家庭经营类主体流转，重点支持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面积 10—15

倍的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适度规模经营户发展现代特色效益农业和乡村旅游，并鼓励其多元化发展。对各地引进城市工

商资本下乡发展特色鲜明、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带动性强的现代农业企业，可适当放宽流转规模，并积极引导其与承包

农户联动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4.4强化政府购买服务支持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鼓励有条件和资质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在粮食、蔬菜等保供产业和现代农业主导产业方面开展农机、

农技等社会化服务试点，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同时，各级政府设立土地流转风险防控专项资金，用于聘请

专业律师团队、第三方仲裁机构加大土地流转法律法规普及宣传，引导双方自觉守法履约，并先期介入协调解决土地流转合同

纠纷，力争实现“司法外”和解，保障流转双方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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