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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主产区农地流转及其经济影响

产业经济研究室 侯建昀 霍学喜

一、苹果主产区农地流转特征

苹果专业化生产对于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增强农业竞争力具有

重要意义。因而，在中观产业层次，决策部门相继出台了各类农产

品优势区域布局规划，旨在引导苹果生产向优势区集中，形成产业

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在微观组织层次，则注重农业微观经营组

织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建设，形成专业化农户规模化生产的新型经营

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农地流转市场的功能和角色至关重要。特别

是在坚持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发挥农地流转市场的要

素再配置功能，提高专业化农户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被视为可

行的政策选择。

围绕推进专业化苹果种植户生产和规模化经营的政策目标，苹

果主产省政府及地方政府均出台政策方案鼓励农地流转。因此本报

告以环渤海湾和黄土高原两大苹果专业化产区覆盖的陕西、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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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河南四省农地流转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和问卷调

查方法，共搜集 1086 个专业化苹果种植户样本，其中有效样本 1079

个。

基于样本数据的统计结果表明，样本区的农地流转契约形式包

括固定租佃制和赠予两种。其中，赠予的案例主要发生在亲友之间，

租出户不向租入户收取现金或实物租金；而固定租佃制的发生案例

在样本中所占比例更高，即租入户和租出户事先约定一定数额和形

式的租金，具体的租金形式包括现金、实物以及两者的混合。从契

约周期来看，由于苹果属于多年生经济作物，具有生产周期长、资

产专用程度高等特点，专业化苹果种植户的农地流转周期普遍比较

长，契约稳定程度高。一般而言，地权不稳定来自三方面，土地权

力约束不充分或缺乏关键性权利，土地持有期限较短，以及地权和

土地持有期限不确定，而农地承包权的流转合约周期将决定转入户

的土地持有期限，合约周期越长意味着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越好。

从调查数据的统计结果来看，21.31%的样本农户参与了农地流转，

其中固定租金流转占 19.74，赠予流转的占 1.57%。

从流转结果来看，苹果主产区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专业

化生产的深化和规模经营。流转之前，两种契约形式下流转目标地

块是耕地（荒地）比例分别为 30.98%和 52.94%，苹果园的比例为

69.02％和 47.06%；流转后，种植粮食的耕地（荒地）比例分别下降

到了 4.69％和 17.64％，种植苹果的比例提高到了 95.31%和 82.36%。

由此可见，土地流转使苹果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趋势加速。

农地流转的地缘、亲缘和友缘特征明显。基于亲缘、友缘、地

缘关系的非人格化交易特征突出，村域内部的农户对彼此之间的信

任、声誉和土地状况更加了解，信息对称性较强，更加容易达成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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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干预提高了农地流转的不确定性。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重要

原则之一是尊重农民的自身意愿，但实践中，基层政府或村集体不

尊重农民意愿而强行推行土地流转的案例仍然有相当的发生频率。

部分地区的基层政府或村委会由于发展经济的需求、官员个人利益

的驱动等，在乡村经济建设、农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过程中，往

往主动、强力介入，以各种借口、动用各种行政权力和手段，强行

推动农地流转，提高了农地流转的不确定性。

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合约纠纷应当引起重视。随着农地流转市场

化程度提高，苹果主产区农地流转合约纠纷的发生概率已接近 10%，

这可能会威胁到农村社会稳定。从法经济学角度看，农地流转合约

纠纷属于农户是否有效履行农地承包合同，流入方、流出方是否依

法依规流转农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流入方、流出方是否恪守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合约方面，既属于利益冲突又源自政府规制虚化。但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引发的合约纠纷值得关注，因为这不仅启示着

当前及未来深化农村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和政策举措，而且影响未来

农业生产专业化、经营规模化发展。

二、苹果种植户农地流转的经济影响

从收入的角度来看，苹果种植户流入农地显著地提高了人均收

入和消费水平，对于推动专业化农户增收、提高农户福利水平具有

积极意义。同时，这一结论对于现阶段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具有

重要的启示。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生产

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一定规模的土地集聚有利于

发展现代农业，因而，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

必然选择，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和农民

增收，本研究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从土地生产效率的角度来看，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对所有样本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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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平均处理效应为-0.13，在 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参

与农地流转样本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为-0.11，但不显著。出现这一

结果的原因在于农户作为最基本的微观经营组织，在追去规模化经

营的过程中势必面临劳动生产率与土地产出率如何均衡的问题：即

如果土地规模太小，单位面积土地产出率将提高，但单位劳动生产

率将下降，制约了农民增收；如果土地规模进一步扩大，结果将向

相反的方向发展。就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视阈而言，以提高农业质量

效益和竞争力作为农业发展的目标和着眼点，继续推进农地流转，

引导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生产方式，仍然是优先的现实选择。

农地流入促进了专业化苹果种植户的新增机械投资，这一处理

效应无论是对于全部样本还是处理组样本都是显著的。这表明，随

着农业转型加速，农户专业化迅速发展。以苹果种植为例，苹果种

植户生产规模扩大，为了满足替代劳动的需要，出现了高性能机械

（如大型迷雾机、旋耕机），为了提高高性能机械和设施的利用效率，

反过来又需要通过承包、租赁等手段扩大种植面积和种植密度，呈

现出阶梯式的发展路径。在中国维持现行土地制度和经营制度不变

的前提下，在有限的劳动力（家庭劳动力）约束下，农户唯有通过

农地流转来增加土地投入量，使生产要素的结合比以前更有效，从

而提高产量。从固定资产不可分性的角度来看，为了达到最低单位

成本，不可分的农业机械常常需要农户耕种更大的面积，所以农业

机械大型化的革新，是发达国家农户平均耕地面积扩大的基本原因。

总之，不可分资源是说明农业经营中面积大小的关键性经济因素，

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他因素。

三、基本结论与建议

苹果主产区的微观调查数据表明，追求规模经济是诱导农户流

入农地的主要动力，而获得信贷支持以及劳动力节约型生产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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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工具的引入将提高农户流入农地的概率。基于反事实框架的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现实。流入农地的行为提高了农户的人均苹果园

经营收入，但对于全部样本而言，降低了单位面积产出。

基于供给侧改革的现实背景，在专业化苹果产区继续积极引导

农地流转，有利于生产专业化的深化和农民增收，因而仍然是当前

的主要政策选择。因而，应进一步注重对农户的要素平衡性供给，

即如果政策的落脚点是引导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推动农业

增效和农民增收，那么决策者的一个重要选择是针对信贷市场和技

术市场的失灵问题，完善信贷、保险和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平衡性供

给。此外，着力推进农地确权和农地权益保护的法制化建设，推动

系统、配套的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特别是政府职能转变及管理层

面的改革创新，正确定位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监管与规制功能。政府

的主要职责应该聚焦培育有效的农地产权市场，着重依法解决农地

流转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问题、有效规制外部性问题，重视搭建农地

流转平台，营造有效的农地产权市场环境，提高农地流转效率。针

对各地农地市场发育水平和农业发展差异，按照中央改革部署和相

关法规，建立农地产权及其流转纠纷调解、仲裁机制，依法依规规

制农地流转市场，谨防农地流转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及剥夺基于

农地经营投资的专用性准租行为，有效解决农地流转过程中的法治

失灵问题。

报送：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

发送：各苹果主产省农业厅、各功能研究岗位专家、综合试验站站长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成员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2016 年 8月 23 日印发


	苹果主产区农地流转及其经济影响
	一、苹果主产区农地流转特征
	二、苹果种植户农地流转的经济影响
	三、基本结论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