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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区域农地流转特征研究 

——以舒城县为例 

许琪琪 冯雪晴 霍顺理
1
 

（安徽大学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首先从流转租金、用途、年限三个方面对舒城县近 20年（1998-2018年）土地流转特征进行了探讨。

结果表明：（1）近 20 年间，舒城县土地流转租金呈现出上升、下降、再上升的发展趋势，土地流转市场需要进一

步地改善。（2）土地流转后仍主要用于种植作物。（3）农户倾向于进行中短期流转，且流转年限稳定在 5年。然后

在流转租金、年限的基础上，从土地流转市场、土地规模经营两个角度提出改进建议，以期促进舒城县土地流转的

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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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为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物资供应的作用，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农业发展逐渐衰弱，建设

用地扩张，乡村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耕地减少、耕种效率低甚至撂荒，土地收益低，破碎化严重，难以集约化生产。近年来基

于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推动，农村的发展得到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近几年，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来促进土地的高效利用。

200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明确了关于“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的规定；

2014年，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正式提出“三权分置”

政策，强调土地流转的发展。土地流转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王宇、徐功学提出土地流转能够促进

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可见土地流转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对土地流转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集长时间序列网络数据，探析舒城县近 20

年土地流转的特征，并从中分析目前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为未来区域大规模土地流转推动和管理，乡村

振兴相关政策的制定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2 舒城县土地流转现状与数据来源 

2.1舒城县土地流转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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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位于安徽省中部、江淮之间、巢湖之滨，总面积 2100平方千米，下辖 15个镇、6个乡，另设有一个开发区。土地流

转在舒城县开始的较早，截至 2019年 3月底，全县共流转土地 34.3万亩，占土地确权面积 41.4%，由此可见，舒城县土地流转

发展已取得较大进展。此外，舒城县土地流转的程序及监督体系严格规范，均有流转合同，同时在县、乡、村三级监管之下，

全县无“毁约弃耕”现象。因此，对舒城县土地流转特征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及重大现实意义。 

2.2数据来源 

文章对舒城县 1998-2018年土地流转时间演变进行分析，共涉及舒城县辖区内的 22个乡镇，使用的数据为土地流转的租金、

用途比例以及年限，数据主要来源于舒城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shucheng.gov.cn/）和舒城县各年份统计公报及各年

份土地流转基本情况统计表。其中，土地流转租金及用途比例部分年份数据缺失。 

3 时间演变分析 

3.1土地流转租金的时间演变分析 

土地流转租金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个阶段（如图 1所示）。土地流转发展早期，一方面由于农民对土地十分重视，

认为没有土地将难以生存，另一方面土地流转还没有作出相关规定，合法性、合理性较为欠缺，进行土地流转的难度较大，一

段时期内，土地流转价格上升。2003-2014年是土地流转政策处于不断探索的艰难时期，这个阶段内土地流转政策虽在不断完善，

但仍存在诸多漏洞，如产权不明，信息不对称等，再加上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懂得维护自身权益，致使土地流转市场发

育的不够健康，从而流转价格下降。现阶段，由于流转政策的进一步健全完善，土地流转的合法性、合理性得到确认，农民的

权益得到保护，同时社会经济发展取得较大进步，土地流转价格有所回升。由此来看，土地流转的租金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其

中政策、土地流转市场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同时也与流转的土地自身条件相关。 

 

图 1 2001-2018年舒城县土地流转租金价格变化 

3.2土地流转用途的时间演变分析 

将舒城县土地流转用途分为粮食作物用地、经济作物用地、园林用地、养殖用地及综合用地五类，选取 2000-2018 年舒城

县土地流转类型数据，其中 2002、2004及 2013年数据缺失，进行分析得到舒城县土地流转各类用地比例（图 2）。近 20年来，

舒城县土地流转后用于养殖和综合使用用途的较少。2000年土地流转后用作园林用地和种植经济作物，且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

2003 年、2005 年以及 2007 年，流转后的土地主要用作园林用地。总体来说，土地流转后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用途占比较大，

尤其是 2008-2017 年，用途比例虽有变化，但始终高于 50%。但在 2018 年，经济作物用途再一次占据主导。综上所述，舒城县

土地进行流转后仍主要用于种植作物，但种植作物类型则取决于当地土地条件及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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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8-2018年舒城县土地流转年限变化 

3.3土地流转年限的时间演变分析 

将舒城县 1998-2018年土地流转年限数据作整理，得到土地流转年限变化（图 2），其中 1999年、2002年 2004年数据缺失。

1998-2005 年间舒城县土地流转年限波动较大，且均在 10 年以上，农户倾向于对土地进行中长期流转。土地流转大多是农户自

愿流入或是流出，普通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规模较小，2005 年以后流转年限整体呈下降趋势，2008-2010 年流转年限减少幅度

较大。2012 年起至今流转年限大致稳定在 5 年左右，农户倾向于将农地进行短中期流转，舒城县农户的土地流转规模也趋于稳

定。 

3.4小结 

通过对舒城县近 20年土地流转租金、用途、年限的变化分析得出：舒城县土地流转租金的制定更加科学、合理；舒城县土

地流转后用途较为单一，以种植作物为主；流转年限稳定在 5年左右。 

舒城县土地流转严格按照国家土地流转政策制定的方向方法发展，因此其不同时间段的发展状况对应着我国不同时间段的

土地流转政策。1998 年至今，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村发展、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国家在土地流转方面一步步探索，由

最开始不够全面的流转体系到现在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较为完善的体系，对应表现为：舒城县早期土地流转发展变化较大，无规

律到目前的发展稳定、有规律、有成效。土地流转虽已取得成效，极大程度的改善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但在租金、规模

经营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亟待解决。 

4 建议 

4.1规范土地流转市场 

土地流转市场直接涉及到土地流转中两大重要元素：土地流转的流入、流出方和土地。市场偏向流出方，流入方便会减少，

反之则会导致流出方流转意愿下降，即市场的不均衡会阻碍土地流转的整体进程，因此要注重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首先要保

证土地流转市场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目前已有专门服务于土地流转的网络平台，使土地流转突破地域限制，提高土

地流转效率，网络平台上面的信息更应该准确可靠。其次是市场对于租金的制定，由于土地自身条件千差万别，再加上区域差

异等多个因素影响，租金的确定较为复杂，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对各个土地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再根据各地政策进行定价，

尽可能做到科学定价，建立符合地方实际的土地流转交易价格机制。最后是对市场的监督，政府要承担起严格监督土地流转市

场的责任，严厉打击土地流转市场中出现的不规范行为，同时还应让公众参与进来，及时发现、举报不规范的行为。 

4.2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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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让农村土地由碎片化走向集约化，进行规模经营，适度的规模经营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生产力。乡镇应对农

户进行持续的观察，按照同一个标准对每年农户流转土地、流转后用途、流转年限、流转收益等进行详细的数据统计，并对数

据进行细致地分析，总结出本地区的适度经营规模及对应的流转年限。部分农户无法正确判断出流转的规模、年限，这样一来，

既可以保障农户的权益，降低农户经营土地的风险，又可以促进乡镇整体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经营亦是土地流转中一个重

要的步骤，应当引进专业的人才对规模经营的主体进行指导培训，让规模经营主体对“种什么”、“怎么种”有较为专业科学

的认知，不再是单单依靠种植经验。 

政府应强化其监督引导作用，严格把控土地流转程序，加强与农民的交流，对土地流转政策进行详细化、简单化解读，让

农民懂政策、响应政策。同时还要继续加大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力度，找出农民最为担心的问题并给出解决策略，减少农民对土

地的依赖性，减轻农民的就医、就业、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压力，让农民无后顾之忧地将土地进行流转。总的来说，建立完善

的土地流转体系、程序、政策，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再通过政府的监督引导和农民的积极响应，土地流转才能够高效有序地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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