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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意义和模式探析 

——以安徽省土地流转试点县太和县为样本
1
 

王宇，徐功学，贾成礼，汪克宇 

(中共太和县委党校，安徽 阜阳 236604) 

【摘 要】阜阳市作为皖北地区典型的农业大市，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经释放出了巨大活力，稳步推进

的土地流转政策为农民エ群体解除了后顾之忧，更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目前在乡村

振兴战略背景下，阜阳又紧跟国家战略布局，以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土地作为解决三农问题最

核心的关键部分，自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也必将是目前这ー战略的重要支点之一，因此

土地流转倍受群众广泛关注。本文就以曾是安徽省 5个农村土地流转试点县之ー的太和县为样本，就阜阳土地流转

问题作了调研和探析，通过分析土地流转的意义和几种典型模式，对稳妥推进土地流转提出了几点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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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2018 年 2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公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阜阳市紧跟国家战略布局，及时出台《关于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确定了阜阳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步走”路线图。但是面对人多地少、土地细碎化现状严重

的阜阳实际，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要么在小农户的基础上探索出路，要么通过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方式来

实现，笔者以为，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将是目前这ー战略的重要支点之一。本文就以全省农村土地流转试点县阜阳市太和

县为样本，就阜阳土地流转模式作一些调研和探析。 

1 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意义 

1.1 土地流转有利于促进农业规模经营 

农业规模经营是根据耕地资源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物质技术装备条件及政治历史条件的状况，确定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

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的ー种农业经营形式。阜阳作为劳务输出大市，外出务工人员多，农村

留守人员大都是老人、孩子等弱势群体，要想实现农业现代化，靠这些群体肯定不行，发展方向就必须是开展适度规模经营，

这需要流转土地作为保障，二者也是互相促进的。以太和县为例，太和是ー个农业大县，是国家商品粮、油、肉等重要生产基

地，对于安徽省乃至全国的粮食生产都很重要。目前全县有 175万亩耕地，土地流转面积达 101万苗，仅 2017年一年就新增土

地流转面积仏万亩，其中互换、代耕代种面积达 28.8万亩，转包、转让、出租面积达 72.2万亩，流转率达 58%。规模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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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迅速，2018年发展到 2184家、经营率达 38.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到 7096家，有“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全国粮

食增产模式攻关试点县”等美誉，2018 年，紫山农业药用辅料、有机良庄鱼菜生态循环系统在全国性大赛上摘金夺银，这些荣

誉的取得，都离不开土地流转的有力支撑。 

1.2土地流转有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土地流转可以让农民的土地变成资本。一部分年老体弱无カ耕种的农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解决“有田无人种”

的土地抛荒问题，一部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同时，土地集中起来也能提高利用率。通过整合这些闲置的

土地资源，可以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也有利于部分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分离出来，从事其

他行业，促使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既解决了农村闲置劳カ就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和智慧农业发展，又能加快城市化步

伐，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1.3土地流转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目前全省各地都在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土地流

转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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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也必然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乡村振兴最终要靠产业带动，产业兴旺才是根本，才能让

群众吃上产业饭，走上小康路，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着力发展现代农业，这些最终都要建立在土地

流转机制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同吋，土地流转机制的盘活、规范的建立，又将进一步增强农业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

此形成良性循环，共同促进“三农”发展迈上新台阶。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面临着多种机遇叠加，也将迎来重大利好。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节点，随着扶贫攻坚的推进

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土地流转的广度和深度也会迎来新的转变，各地通过土地流转发展产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许多

贫困人ロ也得到了 土地流转收益。 

2 土地流转的几种典型模式分析 

2.1订单式规模生产 

订单式规模生产是以村或其他经济组织为单位，统ー签订规模生产订单，按照订单面积统ー落实地块，分户安排，进行连

片规模种植。按照合同约定由下单方负责统ー培训生产技术，统一供给种子，统ー防病治虫、统一生产标准、统ー价格收购产

品，收获时则是分户收获、分户核算、按订单出售的运行机制。这种模式有很强的优势，一是“以销定产”，风险小，适合于“各

类经营主体+基地+农户”生产。二是订单生产不需要流转土地，只要做到“统一”两个字就行，因此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太

和县恒进种业就属于这种模式。 

2.2农场式规模生产 

这种形式是指登记在册的家庭农场或种养大户组织的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全国种粮大户、全国劳动模

范徐淙祥的“淙祥家庭农场”就是典型。他通过租赁经营土地，坚持科学种田，总结整理了谚语栽培法，小麦超高产连年刷新

纪录，2016 年小麦超高产攻关田亩产达 760.9 公斤，创安徽省小麦单产最高记录。该农场还投资兴建了专家大院和仓库，添置

了大型联合收割机、农用拖拉机、运输车辆、喷灌机，建立了固定实验田和良繁基地，用现代经营理念和方式经营和管理农业，

解决了家庭经营决策分散、土地经营规模小、产品品种杂而数量小、销售运输半径小、抗风险能力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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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托管式规模生产 

这种模式是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要组织形式，开展受托耕种，从事规模经营。农民自愿将土地托管给种粮大户、家庭

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接受托管的经营主体收取一定费用，各取所需，互惠互利。太和县苗老集镇集喜养殖专业

合作社就采取这种模式。托管机制虽然存在ー些问题，托管与规模能否统ー还有待于实践检验，但是托管式规模生产有利于分

散经营风险，也能有效缓解现行金融制度下面临的信贷约束；对农民来说，这种方式能够绕开合作社的融资瓶颈，分散农业经

营风险，因此符合当前解决“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兼业化”的需要，应当予以鼓励和引导。 

2.4合作式规模生产 

这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要组织形式，统ー组织规模生产。合作式规模生产主要开展统ー规模经营、统ー采购农业生产

资料、统ー农产品销售以及农产品直供直销、成员内部资金互助，实施农产品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商品化的生产与加工，

收益分配按成员出资份额，进行利润返还和二次分配。截至 2015 年，太和县注册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 1640 家，2017 年又新增

省市级示范合作社 13家，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推动了适度规模经营，全县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流转土地占全县规模经营面

积 25%以上，ー些合作社生产的香椿、苔干、桔梗进入苏果、华联、大润发、沃尔玛等大型超市。 

2.5园区式规模生产 

这是以农业科技示范园、农业示范区为载体的规模经营模式。业主直接租赁农民土地，通过园区把先进的生产技木、エ厂

化的管理办法和创新性的结构调整“做给农民看，引导农民干”。农民则以土地出粗、劳务输出等方式获得收入。2011年 9月创

建的太和县现代农业示范区就是典型。随着园区规模和数量的壮大，园区的基础设施、机械化程度、农业科技含量都高于一般

农户，示范效应显着。目前，示范区覆盖旧县、高庙等 4 个乡镇，核心区有高产高效种植示范区、精准农业示范区、规模养殖

示范区、农业综合服务区、农产品加工示范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区六大功能区，人驻核心区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 30多

家。 

随着土地流转的稳步推迸，太和县各种新型经营主体竞相进发，截止到 2017 年底，发展到 5000 多家，新增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位 8家。2018年又发展到 7096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エ企业 179家，各种新型经营主体已呈集群发展态势。 

3 对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建议 

3.1制定政策，确保流转主体的权益 

这是必要的政策保证。例如 2012年阜阳市政府出台《鼓励支持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暂行办法》规定，对当年全市新增土

地流转面积 100 亩以上的种植大户，每亩补贴 60 元，市、县按 1 ： 1 承担。受政策影响，市辖各地区都提高了补贴标准，太

和县对 500 亩以上的规模经营每亩补贴 50 元。安徽省 2017 年土地流转新政策出台后，实施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

运行规范（试行）》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土地流转政策，保护了双方的利益，更是规范了土地流转。通过“真金白银”的支持，尤

其是推进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后，土地承包权进ー步稳定，农民转出土地更安心、规模经营主体转入土地更放心，双方权益

都得到了保证。 

3.2加强监督，全面规范土地流转行为 

原则上讲，土地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应由承包农户自主决定。政府则在制定政策、有效引导基础上，

加强监督，全面规范土地流转行为。要继续完善县、乡、村三级服务和管理网络，加快培育土地流转市场，搭建农村产权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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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服务平台，积极为农民流转土地提供信息服务与指导。同时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禁将耕地“非农化”，严禁“以

租代征”搞违法违规非农建设，切实加大全程动态监管力度，确保全过程监控，实时制止和打击改变土地用途的违规违法行为，

确保农地农用，全面规范土地流转行为。 

3.3加强风险防范，探索农业保险新机制 

土地流转过程中，也会出现经营主体面临经营亏损，从而导致农田撂荒、退地或负责人“跑路”的现象。如何规避这些风

险，江苏省海门市悦来镇就通过为流转的土地办理土地流转保险，成为江苏省第一単，这样土地流转租金得到保障，解决了经

营主体“跑路”租金无法兑现的问题。为避免经营主体的损失，阜阳市 2007年开展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2009年 6个品种实

现五县三区全覆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规模经营大户的灾害损失。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实施以及经营主体的变化，

新型经营主体需要更高层次的保险服务。因此，要探索农业保险的新机制，寻找好操作、易推广、能接受的保险路径，从而为

流转双方系上保险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