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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县农地流转意愿特征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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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苍山县228户农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当地农户的农地转入及转出意愿特征。结果发

现:当地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不强,转入意愿明显高于转出意愿;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户主多为40~59岁、知识

水平相对较低但法律意识相对较强的农民;农户更愿意转入地块面积大、可长时间转入的农地,且外界环境对农

户转入农地的意愿影响显著;农户愿意转出农地方式以私人出租为主,农户愿意转出农地面积占原耕种面积的

比例较大;农地的社会保障作用依然较强。并提出了推进农地合理顺畅流转的简短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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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
中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
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

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农地的顺畅

流转不仅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发展农村经济[1],还
能优化农业资源的配置[2]。因此,如何保证农地的

顺畅流转成为现阶段的重要课题,现有研究大多根

据农户的基本信息和外部环境对阻碍农地流转的因

素进行探究,但是农民作为一个个体,其行为受其主

观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只有明确现阶段农户进行农

地流转的真实意愿,才能有针对性地推进农地顺畅

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本文在对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3个乡镇7个村

庄的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探究苍山县

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有针对性地推进当地农地合理流转的建

议,以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一、研究区域介绍及数据分析

1.研究区域介绍

2010年2月初对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的矿坑

乡、三合乡以及向城镇3个乡镇7个村庄进行了有

关农地流转的随机入户走访调查。
苍山县位于山东省最南部,地处沂蒙山区属临

沂市管辖,耕地面积9.33多万hm2,南部是平原,北

部是山区。素有“山东南菜园”和“鲁南的粮仓”之称

的苍山县,蔬菜种植面积达到6.67多万hm2,全县

从事蔬菜种植的农民占了总人口的63%,农民70%
的收入来自于蔬菜。调查选取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

的矿坑乡、以生产设施蔬菜为主的向城镇和以种植

大蒜为主的三合乡共3个乡镇7个村庄的228户农

户进行随机入户走访调查。调查范围基本涵盖了当

地的不同作物种植结构区域,研究结果对当地的农

地流转状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数据分析

土地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

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
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本研究仅涉及农用地内部

的土地流转问题。调查问卷中设计了家庭成员情

况、家庭收支情况、家庭土地情况及农地流转意愿4
个方面的调查,另外设计了期望能够增加或减少农

地的面积、方式、等级、期限、费用、合同选择及原因

等方面的问题。在受访的228户农户中,共53户转

入了农地,占问卷总数的23.25%,27户(11.84%)转
出了 农 地,同 时 存 在 农 地 转 入 及 转 出 的 有9户

(3.95%)。在受调查区域农地转入要明显多于转出,
这与部分农户将自家农用地转给多户村民不无关系。

在接受调查的228户农户中,表示愿意转入更

多农地的共89户,占受调查农户总数的39.04%,
不愿意转入更多的共139户(60.96%);明确表示愿

意减少农地的共11户(4.82%),而95.18%的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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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不愿意减少现有农地面积。乐章[3]对全国10
省份1032户农民问卷调查发现当前农民的农地流

转意愿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不愿意流出和流入农

地的农民的比例分别为61.9%和80.2%。本文的

调查结果与其基本一致,这说明受调查区域的基本

情况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基本一致。

  二、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意愿分析

1.农户愿意转入农地情况

在228份问卷中,在表示愿意转入更多的土地

的89户(39.04%)中有31户已经存在农地转入情

况,占存在农地转入农户的58.49%;13户已经存在

农地转出情况,占存在农地转出农户的48.15%。
存在农地转入情况的农户愿意转入更多的农地以扩

大生产规模,以期获得规模效益;而存在农地转出情

况的农户大都是因为现有农地规模过小,难以满足

种植需要而将其转出进而从事非农产业,但是如果

能够获得足够的农地,这一部分农户将期望转入农

地,继续进行农业生产。
在愿意转入农地的89户农户中,户主年龄平均

为48.82岁,20~39岁10人,40~59岁70人

(78.65%),60岁以上9人。户主受教育程度从文

盲到高中皆有,其中文盲31人(34.83%),小学文化

28人(31.46%),初中文化24人(26.97%),高中文

化 6 人 (6.74%)。在 89 位 户 主 中,有 49 人

(55.06%)务农;28人(31.46%)务农并打工;6人

(6.74%)务农兼个体经营;3人(3.37%)常年在外

打工。因此,在受调查区域,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为

年龄40~59岁的知识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这也将

会是当地农地流转管理工作的主要对象,只有做好

这一部分农民的工作,才能切实保障农地的顺畅

流转。
(1)农户愿意转入农地的规模和流转费用。受

调查农户愿意转入农地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农户愿意转入农地的规模

转入面积/
hm2

0.06~
0.39

0.4~
0.67

0.68~
1.33

1.34~
3.33

3.34~
20

频数 34 42 5 3 5
比例/% 38.20 47.19 5.62 3.37 5.62

  由表1可知,农户愿意转入农地的面积0.06~
20hm2 不等,平均为1.08hm2。在89户愿意转入

农地的农户中,有81户要求转入的农地等级为一

等,即91.01%的农户期望耕种质量较高的土地;有

7户农户认为转入二等地即可,即7.87%的农户希

望能转入更多质量中等的土地;仅有1户农户期望

转入三等地,即质量最差的土地。在89户愿意转入

农地的农户中,有68户(76.4%)希望转入的土地用

于种植经济作物,21户(23.6%)期望转入的农地用

于种植粮食作物。
在转入农地的费用方面,89户愿意转入农地的

农户 关 于 流 转 费 用 的 期 望 介 于 750~11994
元/(hm2·年)之间,平均为3913.19元/(hm2·年),
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农户愿意支付流转费的比例

流转费/[元/(hm2·年)] 750~1484 1485~2970 2971~4483 4484~5982 5983~7481 7482以上

频数 3 27 17 21 11 10
比例/% 3.37 30.34 19.10 23.60 12.36 11.24

  表2中 农 户 愿 意 支 付 流 转 费 用 大 部 分 为

1485~5982元/(hm2·年),而当地的实际农地承

包费用为1485 ~8996元/(hm2·年),平均为

4316.94元/(hm2·年),略高于农户的期望水平。
较高的流转费用可能限制当地农户的农地转入,因
此合理制定农地的承包及租赁费用标准对于农户转

入农地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2)农地转入期限。农户期望转入农地的期限

在1~30年之间,平均为12.36年,具体情况如表3
所示。

表3 农户愿意转入农地期限的认知

转入期限/年 1~5 5 6~10 10 11~30
频数/户 10 16 1 34 28
比例/% 11.23 17.98 1.12 38.20 31.46

  在表3中可以看出,期望转入期限在10年以上

的占到69.66%,占愿意转入农地农户的大部分。
虽然国家规定农地长久不变动,但在受调查区域的

农地仍存在较为频繁的变动,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农户对农地的投入,进而影响农户的农业收益,降
低其转入农地的积极性。因此切实贯彻执行国家的

土地政策,坚持农地的长久不变动将会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当地的农地流转状况。
(3)农地转入途径的选择。在89户农户中有

75户(84.3%)更愿意经政府转入农地。而仅有14
户(15.7%)认为经私人转入土地更为方便,这说明

在受调查区域,农户对政府农地流转工作及其职能

的认可,当地政府应该在此基础上加强农地流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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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协调工作。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

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

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但在实际流转过程中仍存在

许多口头合同甚至是无合同情况,因此在调查问卷

中有关合同选择设计了六种方式,即:只有从政府承

包土地才需要合同(设为1)、与私人之间才需要合

同(设为2)、没有必要(可有可无)签订书面合同(设
为3)、有口头合同即可(设为4)、不需要合同(态度

坚决)(设为5)、都需要合同(设为6),以下是89户

农户的合同方式选择统计。
表4 农户愿意转入农地的合同选择统计表

合同选择 1 2 3 4 5 6

频数 22 3 11 9 4 40
比例/% 24.72 3.37 12.36 4.49 4.49 44.94

  在受调查区域44.94%的农户则认为必须要签

订合同,这说明当地农户的维权意识较为强烈,这对

于农地合理合法流转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另外,值
得关注的是,认为只有从政府承包土地才需要合同

的比例远高于认为在私人之间流转才需合同的比

例,这说明当地农户更愿意相信个人而不是政府,这
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政府应加强与当地群众的

交流,提高群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此基础上才能

做好后续的工作。
(4)农地转入的原因。89户愿意转入农地的农

户 认 为 其 愿 意 转 入 农 地 的 原 因 为:增 加 收 入

(85户);便于使用大型机械(9户);家庭劳动力剩余

(8户);特殊作物种植需要(13户),这主要是因为设

施蔬菜大棚占地较多而转入农地。调查结果显示,
绝大多数农户转入农地是为了获得规模效益,增加

收入,这对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139户不愿意转入农地的农户认为其不

愿转入的原因为:家庭劳动力不足(107户);难以获

得土地流转信息(39户);认为种地不赚钱(27户);
倾向于非农产业(12户);仅有3户是因为“没有充

足的资金投入”而放弃转入农地。对于家庭劳动力

不足导致的农地转入意愿受阻可以从另一侧面反映

出传统的小农经营的局限性,而“流转信息难以获

得”令农户放弃转入农地则反映出当地政府工作及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缺陷,为进一步做好农地流转

的管理工作找到了突破口。
(5)外界条件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除

了农户自身的因素对其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外界

条件也会对农户的决策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问卷

中设计了9个假设条件来观察当地农户的流转意愿

受外界环境影响的大小(如表5所示)。设计让农户

选择在假设条件成立时,是否会增加其农地的转入

或无影响,如果农户选择“愿意”那么此假设条件即

对受调查者的农地转入决策有正影响,否则此假设

条件对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无影响。
表5 外界环境对农户农地转入的影响

假设条件 愿意 无影响 假设条件 愿意 无影响

国家提供农机
补助和技术支持

频数 163 65
比例/% 71.49 28.51

土地私有化
频数 157 71

比例/% 68.86 31.14

成立专业的农地
流转中介组织

频数 106 122
比例/% 46.49 55.51

农地坚持长久不变动
频数 153 75

比例/% 67.11 32.89

国家承担70岁
以上老人医疗费

频数 141 87
比例/% 61.84 38.16

国家提高农业补助
频数 191 37

比例/% 83.77 16.23

国家大幅度减少
非义务教育费用

频数 80 148
比例/% 35.09 64.91

政府提供标准流转合同
频数 67 161

比例/% 29.39 70.61

政府提供
农地流转信息

频数 90 138
比例/% 39.47 60.53

  在表5中可以看出,当地居民对于国家提高农

业补助、提供农机补助和技术支持、土地私有化及农

地长久不变动以及国家承担70岁以上老人医疗费

的呼声相对较高,而认为农地流转中介组织、流转信

息和合同提供对于其是否进行农地流转影响不大。
因此,只有先做好外部环境的改善,即提高农业补

助、增加农机补助及技术支持、坚持农地长久不变动

并促进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

地流转水平。

2.农户转出意愿情况

在228份问卷中,仅有11户(4.82%)农户明确

表示愿意减少现有耕种面积,而95.18%的农户表

示不愿意减少现有的农地面积,愿意减少耕种面积

的农户为少数,这可能是因为受调查区域农业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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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农业生产能获得较可观的收入而使得大部分

农民不愿意放弃农业生产;另外受调查的农民年龄

普遍较大,更倾向于农业生产,导致愿意转出农地的

比例偏少。在愿意转出农地的11户农户中有1户

已转入农地,占存在农地转入的农户总数(53户)的

1.89%,占愿意转出农地的农户总数的9.09%;5户

已转出农地且已经将全部土地转出,占存在农地转

出农户(27户)的18.52%,占愿意转出农地的农户

总数的45.45%;另外5户(45.45%)愿意转出农地

的农户未参与农地流转。
在愿意转出农地的农户中,户主年龄平均为

50.45岁,20~39岁1人;40~59岁8人;70岁以上

2人。在愿意转出农地的问卷中40~59岁的户主

占72.73%,而这一部分农民也恰恰是农村从事农

业生产的主体[4],他们将土地转出的原因为:主要从

事非农产业、认为种地不赚钱以及现有土地太少,难
以获得规模效益。愿意转出农地的户主的受教育程

度 从 文 盲 到 高 中 以 上 皆 有,其 中 文 盲 4 人

(36.36%);小学文化3人(27.27%);初中文化2人

(18.18%);高中文化1人(1.89%);高中以上文化

1人(1.89%);在愿意转出土地的11位户主中,有4
人的职业为务农,占愿意转出农户的36.36%;务农

并打工的3人(27.27%);2人(18.18%)常年在外

打工,另有2人有稳定工作。以下将对农户愿意转

出农地的基本情况进行详述。
(1)农户愿意转出农地的规模及期望收益。农

户愿意转出土地的面积在0.66~0.53hm2 之间,
平均为0.21hm2,且占原耕种面积的比例较大,在

11户愿意转出农地的农户中有8户愿意转出农地

面积占其现耕种面积的100%,另外3户的转出比

例分别为41.67%、22.22%和11.90%,农户愿意转

出农地面积比例平均高达79.62%。这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当地的农户并没有倾向选择兼业,而是在农

业和非农业之间进行了二选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当地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并不是太强,这说明

当地农地流转有着较好的条件。
存在农地转出意愿的11户农户对于其农地转出

的期望收益介于0~11994元/(hm2·年)之间,平
均为3165.07元/(hm2·年),其中期望收益为0的

农户共有3户,占所有愿意转出农地的农户总数的

27.27%;期望收益为1500~3000元/(hm2·年)共

4户 (36.36%);期 望 收 益 为 3000~5000
元/(hm2·年)的 共3户(27.27%);期 望 收 益 为

11994元/(hm2·年)的仅1户(1.89%)。受调查区

域的农地转出费用介于2250~9000元/(hm2·年)
之间,平均为4923.68元/(hm2·年)。值得关注的

是,农户的转出农地期望收益大大低于实际的水平,
似乎是不合常理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调查中期

望转出农地的农户大多是因为主要从事非农职业或

认为种地不赚钱而将农地转出,因此其主要收入不在

于农业收入,为尽快转出农地而降低价格是合情合

理的。
(2)农户愿意转出农地的期限。调查中11户愿

意转出农地的农户仅有8户填写了意愿转出期限,
农户愿意转出农地期限从1年到10年都有,其中2
户(25%)农户期望转出期限为1~2年;4户(50%)
农户期望转出期限为8~10年;另有2户(25%)农
户明确表示要永久转出全部现有土地。

(3)农户愿意转出农地的途径。在11户愿意转

出农地的农户中有2户(18.18%)选择了免费交给

亲朋耕种;2户(18.18%)选择由政府转包给他人;
其余7户(63.64%)的农户选择出租给其他人。绝

大多数的农户选择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给他人,并有

一部分农户选择免费交给亲朋耕种,而仅有18.18%
的农户选择经政府转包,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当地政府在农地流转工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4)农户愿意转出农地的合同选择。在11户愿

意转出农地的农户中除1户没有进行选择外,有3
户(30%)选择都需要合同;4户(40%)选择不需要

合同;2户(20%)的农户选择有口头合同就行;仅有

1户选择与私人之间更需要书面合同。40%的农户

选择不需要合同,这与农地转入时的情形有着较大

的反差,由于存在转出意愿的农户数量较少,所以出

现信息偏差的可能性较大。综合愿意转入与愿意转

出农户中认为不需要签订合同共19户,占愿意流转

农地的农户总数的19%,这反应出当地农民的法律

意识较强。
(5)农户愿意转出农地的原因。11户愿意转出

农地的农户选择的其愿意转出的原因为:家庭劳动

力不足(3户);主要从事非农职业(4户);认为种地

不赚钱(7户);另有1户认为其转出农地的原因是

现有农地太少,难以获得规模效益。认为促使自己

将农地转出的原因是从事非农职业及认为种地不赚

钱的农户占绝大多数,因此,如何增加农民的农业收

入成为促进农地合理流转的工作重点之一。
此外,在接受调查的228户农户中有217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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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表示不愿意将农地转出,其不愿转出农地的原因

为:认为种地可以获得保障性收入(184户);难以获

得土地需求信息(10户);恋地情节(6户);自己不

种,留给家里老人耕种(3户);可以获得较高收入

(13户);种植作物自己吃(43户)。因此,在受调查

区域,农地的保障性作用依然显著,正如赵淑芹[4]所

言“农民真正地把土地作为生存保障”。因此,如何

解决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也成为促进农地流转工

作的重点之一。

  三、结论及建议

受调查区域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的特征可总结

为:(1)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不是很强烈,转入意愿

明显高于转出意愿;(2)愿意参与流转的多为40~
59岁的知识水平相对较低但法律意识相对较强的

农民;(3)农户愿意转入农地面积大,时间长,外界环

境对其影响显著;(4)农户愿意转出农地方式以私人

出租为主,愿意转出农地面积占原耕种面积的比例

较大;(5)农地的社会保障作用依然较强。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提出推进农地合理顺畅流

转的几点建议:(1)加强农地流转相关知识的宣传教

育;(2)改善农地流转的外部环境,提高农业补助、提
供农机补助和技术支持、坚持农地承包经营权长久

不变动;(3)完善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和失业

保险为核心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5];(4)有针对

性地鼓励特殊群体农户进行农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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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rveyonWillingnessofFarmLandTransfer
inCangshanCounty:FeaturesandInfluencingFactors

WANGZhi-xiao,ZHAOKai,XUEOu,CHENYan-rui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 Basedonthesurveyof228householdsinCangshancounty,ShandongProvince,thispaper
analysedandsummarizedthecharacteristicsofthewillingnessoffarmers’farmlandtransferinand
transferout.Theresultsshowedthatfarmers’willningesswasnotverystrong,andthewillingnessto
transferin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totransferout;theheadsofthehouseholdswillingto
transferfarmlandwerefarmersbetween40-59yearsold,relativelypoorinknowledgebuthavestrong
legalawareness;thefarmerswouldrathertransfertothelargefarmlandandtheycouldstaytherefora
longtime.Thewillingnesstotransferinwassignificantlyaffectedbyenvironment;farmerstendto
transfermostoftheirfarmlandoutbythewayofprivaterentalandtheroleofsocialprotectionofagri-
culturallandremainsstrong.Thispaperfinallyputsforwardseveralbriefsuggestionsonhowtopush
forwardreasonableandsmoothtransferoffarmland.

Keywords farmlandtransfer;willingnesstotransferin;willingnesstotransferout;Cangsh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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