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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经营权流转双方多阶段双边匹配问题研究 

——基于浏阳市 B村的调查 

钱思霖 梁竞丹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改善是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重要建设部分。为提高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效率，

将土地经营出让方和受让方看作两个子系统，分别建立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据此可以得出交易双方对对方的满意

度评价。在此基础上，通过文献回顾并结合当地土地经营权流转现状和特点，建立适用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双方的多

阶段多对一双边匹配模型。最后，以浏阳市 B村的调查数据为例对该模型进行初步应用，求解出在长期内较为稳定

的匹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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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现阶段我国土地流转市场已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工作。当前我国土地流转成果显

著，但仍存在很多发展问题如土地流转合同不够规范、部分中介参与度不高、交易双方毁约等。 

上述问题均影响了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效率，土地经营权的高效流转有赖于平台的建设与完善。无论是政府自建的公益性土

地流转服务平台，还是其他的自营平台，如土流网、地合网等仅做了简单的资源整合，交易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的参与度并

不高，服务效率也较低，且双方只能靠自行谈判完成交易。由此本文提出了以下的研究问题：如何确立平台内在运营模式，使

得交易双方的合同关系长期有效，提高土地流转效率。为此本文引入多阶段双边匹配模型，并建立了相应的指标评价体系，以

此来确立平台内在运营模式，并通过实地调研进行初步应用。 

湖南省浏阳市，是典型的农业发达城市，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该市耕地面积广阔且农业人口占比高达 89.5%，是研究农

业问题的极佳调研地点。浏阳市作为我国土地流转政策的试点城市，土地流转规模持续扩大，土地流转成效显著。但浏阳市在

土地流转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农民利益受损严重，双方满意度不高等问题，因此本文将以浏阳市作为调研地点，对土地流转双方

的交易情况进行深入探究，为确立平台运营模式提供范式。 

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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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模型选取 

双边匹配理论是根据双方主体的不同偏好和要素，构建一个总体满意度最高的匹配体系，符合本文希望解决的问题，即提

高土地流转中交易双方满意度，实现一个长期稳定的匹配。考虑到土地流转经营权的交易一般超过 1 年，交易双方会逐渐掌握

更多有关交易对象的信息，偏好序信息会因此发生改变，呈现出阶段性的动态变化。由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双方的实际交易情况

为一个受让方可以与多个出让方进行交易，通过查阅文献，本文选择了多阶段多对一双边匹配模型对本问题进行研究。 

2.2研究思路 

通过背景分析，发现当前土地流转市场上出现的毁约等损害利益主体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不健全的产权体系、不完善的

法律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来自供需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此本文以土地流转的出让

方和受让方为研究对象，研究土地流转中交易双方的长期匹配问题。具体的研究思路如下： 

2.2.1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双方多指标评价体系。 

将土地经营出让方和受让方看作两个子系统，通过文献回顾，并结合当地土地经营权流转现状和特点，得出相关评价指标

体系。 

2.2.2计算综合偏好序信息。 

通过在调研地对土地经营权出让方和受让方发放问卷，分别得到近两年匹配双方主体对对方的多阶段多重偏好序，运用指

标权重优化模型得到评价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的相对权重。根据一级指标的相对权重，集结不同指标下的偏好序，得到广义偏

好序信息。通过调查出让方和受让方对两阶段信息的偏好程度，得到两阶段的权重分布，进而将广义偏好序信息集结为综合偏

好序信息。 

2.2.3确立双边匹配模型。 

通过匹配满意度函数将综合偏好序信息转化为满意度信息。然后建立最大化土地流转中出让方和受让方的满意度的多目标

规划模型，确立多阶段多对一双边匹配模型。 

2.2.4计算双边匹配结果。 

将实地调研获得的数据进行整理并应用多对一双边匹配模型，计算得出调研地样本数据的双边匹配结果，并将使用模型计

算得出的匹配结果与调研地现有匹配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2.3土地流转双方指标体系 

本文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有两个主体，为简化描述，下文用出让方和受让方分别指代土地经营权的出让方和受让方。其中，

出让方指拥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受让方可以分为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大户和普通农户。同时出让方和受

让方既是评价主体，又是被评价对象。 

2.3.1土地经营权出让方对受让方的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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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而言，土地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收入功能、预期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收入功能指能通过耕种土地取得收益；预期功

能指农民因拥有土地经营权而能够获得长期收益；社会保障功能指土地因其自身的自然和社会属性而衍生出来的基本生活保障

功能等。前两者可归为土地的收益属性，在流转过程中可以从受让方处得到补偿；而后者则是土地的社会属性，主要由政府部

门来负责保障。所以，农民从受让方得到的经济回报是其评价受让方的主要指标。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形式多样，不同的流转形式带来的获益方式也不同。通过分析湖南省浏阳市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情况，发

现出租和入股是主要的流转形式。对于出租这种获得固定收益的流转形式，农户一般不会考虑受让方属性，本文假设以出租形

式来流转土地的农户对于受让方的偏好是无差异的；对于入股形式，农户除了获得固定的租金外还会获得分红，由于分红与受

让方经营绩效直接相关，可以通过评价受让方经营绩效来衡量经济回报。 

2.3.2土地经营权受让方对出让方的评价指标体系 

土地受让方转入土地的目的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来获得收益，为了获得较高的利润，土地受让方需要在扩大收益的同时降

低成本。因此，土地经营权受让方对出让方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从收益和成本两个方面考虑。 

土地收益主要与土地品质相关，通过查阅文献并结合调研地自身的特点，将收益指标设为：土地产量、土地面积、土地成

片。土地成本主要由租金和分红组成。由于分红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且主要由受让方的绩效决定，不适合作为受让方评价出

让方的指标。所以，本文仅使用租金来评价土地流转成本。 

3 实证分析 

在调研期间，我们一共走访了 40 余农户。除去不符合要求的调研对象以及信息不完整的问卷后，最终得到了 26 份有效问

卷。其中有 6份为土地经营权的受让方，20份为土地经营权的出让方。符合本文设定的一对多模型特征。 

3.1综合偏好序计算 

通过问卷调研，本文分别得到了土地流转经营权出让方和受让方的二级指标数据和二级指标权重。通过标准 0-1 变换，本

文将原始的二级指标数据处理为彼此间可公度计算的数值，并进行加权求和得到了一级指标的数值。通过比较每个一级指标下

所有受让方（出让方）的数值，即可得到每个出让方（受让方）对受让方（出让方）的多重偏好序值。 

规定出让方和受让方的一级指标权重分别用 ωr(r=1,2)和 ωh(h=1,2,3)表示，根据一级指标的相对权重，集结出让方（受

让方）对受让方（出让方）的多重偏好序值，即可得到 2017 年和 2018 年出让方（受让方）对受让方（出让方）的广义偏好序

值。 

通过调研发现，由于作物产量常在短期内呈现波动，作物价格呈现稳定，因此土地流转出让方对于两个阶段的信息无偏好，

赋等权重各为 0.5。由于出让方主要变化的指标是租金，且近期租金值会影响后期租金值，故对于受让方而言，近期值的影响较

大，因此受让方两阶段权重分别为 0.4和 0.6。结合两阶段的权重分布，就可以将两阶段的广义偏好序信息集结为综合偏好序信

息。 

3.2多对一双边匹配 

假设 xij为 0-1变量，当 xij的值为 0时，μ(Xi)≠Yj，表示土地经营权出让方 Xi与土地经营权受让方 Yj不匹配，当 xij的值为

1时，μ(Xi)≠Yj，表示土地经营权出让方 Xi与土地经营权受让方 Yj匹配，以最大化匹配双方的满意度和最小化双方的差异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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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建立双边匹配模型，其中αij为土地经营权出让方 Xi对土地经营权受让方 Yj的满意度，βij为土地经营权受让方 Yj对土地

经营权出让方 Xi的满意度。 

 

为求解上述的多目标优化模型，可以采用线性加权法对目标函数 Z1,Z2,Z3进行加权，假设 w1,w2,w3 分别为目标函数 Z1,Z2,Z3

的权重，且满足 0≤w1,w2,w3≤1,w1+w2+w3=3，可将上述模型中的（1),(2),(3）式合并为一个目标函数，而约束条件不变： 

 

通过 lingo12可计算得出最终结果为 Z*=11.45，匹配结果为出让方 X6,X9,X17,X19将土地经营权出让给受让方 Y1，出让方 X7,X20

将土地经营权出让给受让方 Y2，出让方 X2将土地经营权出让给受让方 Y3，出让方 X4,X12,X13,X14,X15将土地经营权出让给受让方 Y5，

出让方 X1,X3,X5,X8,X10,X11,X16,X18将土地经营权出让给受让方 Y6。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以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出让方和受让方为研究对象，以双边匹配理论为主要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在多阶段情形下

多对一双边匹配决策方法，以实现土地经营权出让方和受让方在双边匹配过程中的长期匹配。 

本文提出的双边匹配机制，能够辅助土地流转服务平台优化双方交易决策，从而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做到科学合理

的匹配，得出较为长期稳定的匹配结果，从而提高市场运行效率。 

为了检验模型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本文只是以浏阳市为例实现了初步分析。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展开大规模的实证调

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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