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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基于土地政策视角 

李凤
1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 昆明 650201） 

【摘 要】：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的关键年，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实现乡村振

兴是我国当前发展的重中之重。土地政策是搭起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桥梁，是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抓

手，保障土地政策的有效推进是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分析四川省土地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形成土地流转体系；建立农地使用权有偿退出机制，保障农民权益；推进“三块地”政

策改革创新等对策，以促进农民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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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而农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要素之一，土地又作为农民

的“命根子”，与农村、农业、农民的相关问题都围绕土地进行，因此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创新有利于全面脱贫攻坚，推进乡

村振兴发展。 

1 土地政策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分析 

乡村振兴主要包括产业、文化、生态、组织四个方面的振兴发展。土地政策是实现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文明、生活富裕的重要保障。土地政策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分析如图 1 所示。产业兴旺方面，因地制宜利用土地

政策，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运用，形成农业产业体系，让第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断发展，促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进而带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方面，通过异地搬迁政策对贫困地居民的安置点进行合理布局，对宅基地进行合

理流转清算，为乡村振兴阶段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村庄整体搬迁提供用地保障以及相关建设用地，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乡风文明方面，土地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的采取相关措施，把握各地域差异，注重保护历史文化和自然风貌，从而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生活富裕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矛盾突出，为了实现全面小康的“最后一公里”

就必须在农民的“命根子”上进行改革。通过土地入股分红，承包转让等方式，让农民手中的土地资源变成资产，增加农民收

入。 

2 四川省土地政策运用现状 

2.1土地流转政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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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省土地流转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底，四川省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达 131.35万 hm2。如图 2所示，并且全省

流转总面积还在平稳增加。 

 

图 1土地政策对乡村振兴的机理分析 

 

图 2 2011-2016年四川省农地流转比率 

通过土地政策因地制宜实施，形成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其中转包方式占 31.61%、转让方式占 49.65%、互换方式占 2.53%、

出租方式占 3.11%、股份合作方式占 7.15%。 

2.2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现状 

四川农村大量宅基地闲置，“空心村”等现象出现，居民点布局不合理，地质灾害频发导致大量的房屋坍塌以及大量批而

未用的闲置土地的存在，造成土地资源浪费严重。为了促进城乡用地的合理化，四川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据相关

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四川共批试点项目 1300多个，彻底解决了近 200万贫困地区人民的住房问题。 

3 土地政策在衔接脱贫与乡村振兴遇到的问题 

3.1土地政策执行不规范 

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低，导致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对土地流转、土地产权的认知不到位，直接影响土地流转的效益，而

且农民往往法律意识薄弱，特别是当农村土地流转发生于集体内部时，土地流转就很少签订正式土地流转合同，大多由口头协

议所取代，而且未确定具体流转年限。据相关数据表明，四川省正式合同签订比 59.49%，低于全国 68.23%的水平。 

3.2土地流转信息不畅，流转成本增加 

四川土地流转合作社的流转中介服务制度优势不明显。根据调查，四川省农户愿意转入到耕地劳作的人数占调查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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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愿意转出耕地的比例占调查人口数的 18.1%，需求和供给之比为 2.24:1，需求高于供给。需求方不知道农村农户转出土

地的实际情况，不能及时的获得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土地，在供给方的农民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不能主动找寻承租者，供求之间

差异，双方之间流转信息不畅通，使得人力成本、物力成本等增加，使得流转效率下降，流转成本却不断上升。 

3.3土地政策束缚新业态的发展 

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休闲农业、休闲旅游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在农村不断涌现。简单的城乡二元要素市场已经无法满足乡

村振兴战略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四川作为旅游大省，旅游业给当地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现有的土地政策框架下，未能精准划分

新业态用地范围，一定程度制约乡村振兴发展。 

4 土地政策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4.1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形成土地流转体系 

当土地资源进入市场形成土地资本时就容易违法交易、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因此，一方面，必须对流转进入市场的农村土

地进行规范和监督，及时更新并提供土地流转信息，流转双方必须签订正式合同来确保交易双方利益得到合法保护，同时并对

进入土地流转中的社会资本进行严格审查，在确保资金合法性的同时保障农村农业用地良性开发，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土地政

策实施中的信息交流机制，各区域建立相关的土地政策信息服务中心。 

4.2建立农地使用权有偿退出机制，保障农民权益 

为了使农民离开土地后得到必要的生存保障，必须保证农村土地流转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机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如，当

农户自愿申请退出时，必须具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固定自由产权居住地，购买相应的养老保险金。除此之外，迁出者将承包土

地的使用权退还给农村集体时，必须对农民给予相应的政策补贴，保障农民相关利益。 

4.3推进“三块地”政策改革创新 

“三块地”指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土地征收方面，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耕文明社会，恋土

情节严重，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农村土地征收以及房屋拆迁改造，比在城市国有土地上进行房屋征收更困难。因此，既要创

新住房安置保障，由原来的政府统一选地，统一建设，统一安置向农民自主选择安置方式转变；又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四川

省留在农地耕作的绝大多数为老人，所以提高农村养老保险水平覆盖面意义重大，不仅可以推动土地政策的高效实施，还可以

保持农村安全稳定，促进农村和谐发展。因此，应该根据国家划分的养老年龄进行每月发放养老金，未到年龄的群体购买养老

保险，到年龄后再按月发放；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方面，建设用地与农用地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要确保 18亿耕地红线

不突破、粮食安全不受威胁、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对所有权属于集体的经营性建设用地进行挂牌入市，并对入市主体、

入市范围、入市途径合理划分等具体规定，使其具有法律效应；宅基地方面，盘活宅基地利用方式的多样化不仅可以巩固脱贫

攻坚，还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大量后备土地资源需求。一方面，可以出售或租赁，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给集体组织，另一方面，

对农民退出的宅基地或者毁坏的宅基地进行复垦开发利用。 

5 结语 

在不断接近实现全面小康的当前，既要防止返贫现象出现，打好脱贫攻坚大战，又要继续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就必须进

一步落实土地政策的实施，保护好农民的“命根子”。在宏观土地政策的背景下四川省土地政策的落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

遇到了一些问题。因此，把土地政策落到实处，因地制宜处理建设用地，农用地等的利用，争取使土地政策成为脱贫攻坚战略



 

 4 

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武器，使农民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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