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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供给现状 

及问题研究 

李星林
1
 

（重庆工商大学 融智学院，重庆 401320） 

【摘 要】：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是我国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三权分置”土地政策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本文以土流网数据为依据,对重庆市 38个区县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供给情况进行研

究发现:自“三权分置”以来,农村土地市场供给数量和面积不断增加,市场规范性不断增强,但区县差距仍十分明

显,流转方式以转让为主,合作、入股等方式相对滞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需加强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管理,

完善土地流转服务机构职能,加强土地流转主体间的利益相关性等,以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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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整体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三农”问题也日益凸显。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外流;

土地撂荒和丢弃现象加重;传统农耕方式和“二权分置”的土地政策,限制了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民增收。随着农村、农业的进

一步发展,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2017

年土地承包法修订立法中对“三权分置”改革方略的确定,一方面加强和保障了农民的财产权利,进一步明晰了农民土地权益,

增强了农村土地自由化程度,加快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进程,开启了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实质进程。另一方面,该改革方略将

农村土地所有权、农村土地承包权、农村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进一步明晰了农民土地产权,尤其是独立的农村土地经营权

可以促进农村土地通过土地转包、出租、入股、信托等流转方式,对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促进传统农耕向现代化农业转变,提升

农业劳动生产率,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帮助农村脱贫,促进“三农”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目前国内外关于土地流转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农地流转问题仍然尚未解决。因此,本文将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在“三权分置”

产权划分下,进一步从供给角度来分析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供给现状、方式及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

的对策建议。 

2 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供给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 年修正)》中对农村土地进行了界定:“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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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基于该界定,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农村

土地”界定在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园地四个方面,从这四个类型所获得资料和数

据,对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供给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 

2.1重庆农村土地以山地为主 

重庆市辖 38 个区县,2017年常住人口 3075.16 万。境内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山地面积占 76%,丘陵占 22%,河谷平坝仅占

2%。重庆市农村土地占全国农村土地的 0.93%,其中耕地占全国耕地的 0.88%、林地占全国林地的 1.33%、园地占全国园地的 2.26%、

草地占全国草地的 0.18%。该数据真实反映了重庆市土地资源情况,山地居多,耕地偏少,且多为细碎化土地。 

2.2耕地流转数量多,林地流转面积大 

根据土流网数据统计汇总计算后可得,2013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月 17日期间,重庆市 38个区县农村土地市场挂牌进行流

转的土地情况如下:耕地挂牌共 340块,合计 195781.09亩;林地挂牌共 197块,合计 977688.87亩;草地挂牌 0块,合计 0亩;园地

挂牌共 188块,合计 43375.3亩。可见,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主要是耕地、林地和园地在进行流转,无草地流转。在耕地、林地和

园地流转过程中,从挂牌流转数量来看,以耕地流转最为活跃,数量最多;从挂牌流转面积来看,以林地流转面积最大;园地挂牌流

转数量和面积均排在最后。 

2.3转让为主要流转形式,其他形式为辅 

从流转形式来看,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可分为转包、合作、转让、互换、入股、出租、招拍挂等。而根据土流网数据统计汇总

计算后可得,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9年 1月 17日期间,重庆市 38个区县农村土地市场挂牌流转形式情况如下:挂牌转包流转共

69块,合计 22545.13亩;挂牌合作流转共 64块,合计 828089亩;挂牌转让流转共 356块,合计 168500.29亩;挂牌入股流转共 9块,

合计 4800亩;挂牌出租流转共 227块,合计 192910.84亩。可见,从挂牌流转形式来看,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表现为转包、合作、

转让、入股、出租 639四种流转形式,以转包、转让、出租三种形式为主。其中,转让流转形式最为活跃,是进行农村土地流转最

主要的形式;其次是出租;再次是转包和合作;而入股排在最后,出现次数最少。 

2.4区县农村土地流转差距明显 

重庆市 38个区县,细分为 26个区、8个县、4 个自治县。根据土流网数据统计汇总计算后可得,2013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01月 17日期间,重庆市 38区县农村土地流转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挂牌数量来看,从总量和平均量来看,区的农村土地挂牌流转数量均明显多于县。从耕地总量来看,26个区耕地挂牌数

量为 310 块,其中有 12 个区的耕地挂牌流转数量达 10块地以上,平均挂牌数量为 11.92 块/区;12 个县耕地挂牌数量为 30块,其

中两个县挂牌数量为 0,平均挂牌数量为 2.5 块/县。从林地总量来看,26 个区林地挂牌数量为 163 块,其中有 5 个区的林地挂牌

流转数量达 10 块地以上,平均挂牌数量为 6.23 块/区;12 个县林地挂牌数量为 34 块,其中 1 个县挂牌数量为 0,平均挂牌数量为

2.83 块/县。从园地总量来看,26 个区园地挂牌数量为 171 块,其中有 7 个区的园地挂牌流转数量达 10 块地以上,平均挂牌数量

为 6.58块/区;12个县园地挂牌流转数量为 17块,其中 7个县园地挂牌流转数量为 0,平均挂牌数量为 1.42块/县。 

二是从挂牌面积来看,从总量和平均量来看,区的农村土地挂牌流转面积均明显高于县。从耕地面积来看,26个区耕地挂牌流

转面积为 172188.09亩,平均面积为 6622.6亩/区;12个县耕地挂牌流转面积为 23593亩,平均面积为 1966.1亩/县。从林地面积

来看,26 个区林地挂牌流转面积为 900418 亩,平均面积为 34631 亩/区;12 个县林地挂牌流转面积为 77270.87 亩,平均面积为

6439.2亩/县。从园地面积来看,26个区园地挂牌流转面积为 38815.3亩,平均面积为 1492.9亩/区;12个县园地挂牌流转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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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0亩,平均面积为 380亩/县。 

三是从土地流转市场成熟度来看,区土地流转交易市场明显成熟于县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土流网交易信息显示,区的土地流

转挂牌信息大多从 2013年及之前就已存在,但县的土地流转挂牌信息主要集中在 2017、2018年,前期挂牌流转信息非常少。 

2.5“三权分置”后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和数量明显增加 

根据土流网数据显示,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挂牌规模和数量于 2018 年明显增加。一是从流转规模来看,2013-2018 年重庆市

农村土地(耕地、林地、草地、园地)挂牌流转面积分别为 42296.13 亩、22745.16 亩、18374.92 亩、45339.33 亩、1056432.42

亩。二是从流转面积来看,2013-2018 年重庆市农村土地(耕地、林地、草地、园地)挂牌流转数量分别为 35 块、81 块、69 块、

51块、152块、310块。可见,在 2017年明晰“三权分置”产权划分后,2018年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市场化明显增强,“三

权分置”的产权划分促进了土地流转市场的供给增加,也带动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扩大发展。 

2.6“三权分置”后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规范性增强 

根据土流网数据资料可知,自“三权分置”确定后,土流网于 2017 年 11 月后新增了很多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信息、方式、

程序、注意事项以及纠纷解决办法等信息,供参与土地流转市场的供给方、需求方以及其他主体查阅,这些文件明确说明了土地

流转环节供给方和需求方需完成的手续,以及需了解的政策法律知识,促进了土地流转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化。 

3 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供给现存问题 

3.1单笔土地流转规模不稳定,差异大 

根据土流网数据可知,2013-2018重庆市 38区县农村土地流转(耕地、林地、草地、园地)中单笔流转面积小至 0.06亩(耕地),

大至 100500亩(林地),由此可见,单笔土地流转规模不稳定,差异非常明显。该种现象的出现也符合重庆市自身地理地势属性,耕

地面积均以小型碎片化土地为主,多为小农经营,面积较小;而林地、山地偏多,面积大,种植属性弱,多为荒山或森林覆盖地,故流

转面积以林地面积较大。 

3.2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不均衡 

从现状数据信息可知,重庆市 38区县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中区县差距明显,供给数量和面积差距过大。26个区中主城区和主城

周边区的土地流转市场非常活跃,供给数量多且频繁,但 12 个县尤其是 4 个自治县的土地流转市场供给数量少且面积小,表明其

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可见,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并不均衡,呈现向 26个区倾斜的状态。12个县农村土地流转市

场相对滞后,主要在于其发展受制于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土地收益相对较小等因素。 

3.3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倾向明显,利益互关性偏弱 

从流转方式可知,目前重庆市 38 个区县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中,挂牌流转土地多以转让、出租方式进行流转,入股形式相对较

少,互换形式无,可见主要倾向于转让和出租形式进行土地流转。而从长远发展来看,既要保护农户和村集体利益,又要稳定土地

需求方利益,则目前的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对土地供给方、土地需求方和村集体三者间利益相关性不够强,流转方式的纽带性偏弱,

从进一步提升土地流转后的效率和收益目的来看,其带动性不够强。 

4 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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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加强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管理,促进规模经济效益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推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集合碎片化土地,形成规模经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土地收益,带动“三

农”发展。但就目前重庆市农村土地市场供给现状来看,单笔土地供给规模不稳定且差异大,会约束农业规模经济发展。因此,为

了进一步改善土地供给规模,建议从土地价格、土地面积等方面加强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管理。同时在有农村土地挂牌流转区域,

政府、村集体公共部门应加强农村土地流转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宣传,强化土地流转双方意愿,保障既有较多土地供给到土地流转

市场,也能更好地吸引土地需求方进行投资。 

4.2完善土地流转服务机构职能,促进土流市场发展 

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机构、网上服务平台、纠纷仲裁委员会等服务机构不断涌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就目前

现状来看,大城市、区城等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土地流转服务机构相对成熟,而县镇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并不健全,制约着这些地方

的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政府部门应加大引导力度(尤其是在经济相对滞后和区

位偏远地区),加强土地流转宣传和监管,给予土地流转服务机构扶持,健全土地流转服务机构,普及相关政策、法律知识,推动土

地流转市场更好地发展,为土地流转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4.3加强土地流转主体间的利益相关性,培养共赢意识 

农村土地流转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必须加强土地流转主体间的利益相关性,将土地流转后期发展问题与多方主体自身利益关

联起来,才能促进共同发展,提高土地效益,实现多方主体间的共赢。而目前农村土地的主要流转方式,在利益相关性方面偏弱,不

利于共同发展。因此,为了促进土地流转后能够实现经济效益,则需从流转前端(流转方式)和流转后端(流转后土地发展方向)同

时思考改进方向。从前端来看,应鼓励合作、入股等流转方式,一方面能够吸引企业注入资金进行土地发展,另一方面土地经营的

好坏也直接与农户利益相关,让企业、农户和村集体意识到土流后仍需一起重视土地后期发展,才能互赢互利。从后端来看,应加

大政府支持力度,从技术、专业知识培训、信息、政策保障、法律咨询等方面给予土地流转主体多方支持,保障土地流转后能够

得到真正发展,让农户放心、企业安心,促进土地既能流得出去,也能稳得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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