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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 7 省 32 个县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数据探讨土地流转平台的发展趋

势及其驱动力。实证研究表明，虽然有些地区的乡镇在 10 年前已建立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平

台，但是从 2014 年开始得到快速发展; 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地方政府的政策驱动弥补了土

地流转的市场失灵问题; 同时，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非农就业工资水平上升对土地流转平台

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本文最后讨论了结合土地流转平台的主要功能相关政策和需进一步

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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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农地经营规模与生产效率的关系上存在争论。在 Chayanov( 1926) 首次提出

“规模小效益高”的观点之后，Lipton( 1993) 、Dyer( 1996) 和 Deininger 等( 2012) 在不同国家做的实证

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近年来，不少研究表明，小规模农户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

挑战，小农户不但较难把握市场发展机遇，而且还较难保障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同时他们应对

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以及气候变化等诸多风险的能力也较低( Hazell，2005; Huang 等，2008) 。另外，

Otsuka 等人( 2016) 研究还指出，小农主导的亚洲农业可能会因劳动工资的上涨，丧失其原先的比较

优势，进而成为大量进口粮食的主要地区。为此，不少国际组织认为，要帮助小农只有两个主要途径，

要么帮助他们适当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要么帮助他们离开农业从事非农就业( FAO，2015; IFPＲI，
2015) 。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农村户均耕地面积不足 1 公顷，小农数量占全球小规模农户( 耕地面积低于

2 公顷农户) 达 38%，同样也面临以上问题的各种挑战。Huang 等( 2016) 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户均

耕地面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0. 73 公顷下降到了 2003 年的 0. 57 公顷，不过随着土地流转的加

快，之后户均耕地经营规模开始上升，并出现了不少农地规模较大的农户。据农业部的数据，我国承

包耕地流转面积从 2007 年的 0. 64 亿亩快速增加到 2016 年的 4. 79 亿亩，流转面积超过承包耕地总

面积的 1 /3( 农业部，2017) 。Huang 等( 2016) 认为，土地流转加快有 4 个主要因素: 劳动工资的上涨、
地方政府对耕地经营大户的政策支持、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发展和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的兴起。其中，

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作为一项农地市场的制度创新，得到了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Huang 等(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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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和华北地区的调查中发现，截至 2013 年约有 20%的乡镇建立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同样，

据农业部的数据，截至 2015 年，已有 1231 个县( 约 43%的县) 和 17826 个乡镇( 约 45%的乡镇) 成立

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或平台①。
虽然我国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 以下简称土地流转平台或流转平台) 的发展很快* ，但学术界少

有人专门对其做深入研究。目前的研究要么是结合当前土地制度改革和促进农地流转问题，提出土

地流转平台的作用，特别是如何通过此类流转平台来实现土地流转市场的有序发展( 王志章，2010;

方志权，2010; 刘卫柏等，2011; 王颜齐等，2011; 毛飞等，2012; 罗玉辉等，2016) ; 要么是针对某些地区

成立的土地流转平台而开展具体的案例研究，分析其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改进

建议( 钟涨宝等，2005; 杜朝晖，2010; 任勤等，2010; 黄祖辉等，2012; 卢新海，2014) ，而案例研究中的土

地流转平台多为早些年政府开展的试点( 江苏、浙江和重庆等地) 。要理清全国土地流转平台的总体

发展趋势、地区间差异和此类平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或影响因素，还需要做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土地流转平台的发展趋势、区域差异及其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为达到此研究

目的，笔者在代表不同地区的 7 省 32 个县开展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平台发展现状与趋势，并对其发展的影响因素做了定量分析。

二、数据来源和调查方案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China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Policy，简写

CCAP，下同) 于 2017 年 2 月开展的实地调查。调查是在 CCAP 前期两个项目的基础上开展: 一是“农

村土地和劳动力”长期跟踪调查点，这个项目包括 7 个省份，本研究在调查时从中抽取了浙江、广东、
湖北、陕西和四川 5 个省; 二是“华北地区农地流转”研究调查点，包括山东和河南。

虽然以上 7 个调查的样本省份来自 CCAP 的两个项目点，但所采用的分层随机抽样原则基本相

似。“农村土地和劳动力”长期跟踪调查点的抽样办法如下: 在每个省，按经济发展水平把所有县从

高到低分为 5 组，从每组中随机抽取 1 个县; 在每个样本县中，按经济发展水平把所有乡镇分成中上

和中下两个收入组，从每组中随机抽取 1 个乡镇。这样，抽取的 5 个省共有 25 个样本县和 50 个样本

乡镇。“华北地区农地流转研究”的山东和河南两省调查点的抽样办法如下: 首先，将每个省所有的

县按照人均耕地面积进行排序，划分为高、中、低 3 类; 然后，分别在每类的县中随机抽取一个县; 在每

个样本县中，按人均耕地把所有乡镇分成中上和中下两组，从每组中随机抽取 1 个乡镇。这样，山东

省和河南省各包括 3 个样本县和 6 个样本乡镇。
把以上两个项目的调查点整合起来，样本包括了基本能代表我国东中西部的 7 个省份。它们是:

东部地区的广东省、浙江省和山东省( 共有 26 个样本乡镇) ; 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和河南省( 共有 16 个

样本乡镇) ; 西部地区的陕西省和四川省( 共有 20 个样本乡镇) 。具体见表 1。

三、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发展现状与趋势

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建立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主要分布在县城和乡镇政府所在地。县一

级的土地流转平台在人员配置、拥有设备和功能作用等方面一般要比乡镇级平台更加健全和完善，不

但服务于县城所在地的土地流转活动，也常常为本县所辖的乡镇土地流转提供一些服务。根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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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底，已经有 61%的样本县在县城成立了相关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而乡镇一级的土地

流转平台，主要是为本乡镇管辖范围内的土地流转提供服务。因为本项研究的调查是以乡镇为基本

的调查对象，没有对县城所在地的情况做专门调查，为此本文的研究集中在样本乡镇的土地流转平

台上。

表 1 2008—2016 年有土地流转平台的乡镇在样本乡镇中所占的比例 ( %)

年份 总样本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8 3 0 13 0
2009 8 12 13 0
2010 11 15 13 5
2011 11 15 13 5
2012 11 15 13 5
2013 11 15 13 5
2014 18 19 19 15
2015 23 19 25 25
2016 32 35 25 35

注: 实地调查包括 7 个省 31 个县的 62 个乡镇; 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广东省、浙江省及山东省在内的 13 个县和 26

个乡镇; 中部地区包括湖北省及河南省在内的 8 个县和 16 个乡镇; 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省及四川省在内的 10 个县和 20

个乡镇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 一) 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成立情况

表 1 汇总了所调查的样本乡镇中拥有土地流转平台的乡镇所占的比例，具体有如下 2 个主要

结果:

第一，2008 年以来乡镇土地流转平台稳步发展，2013 年之后得到更快的发展。在样本中，2008
年只有 3%的乡镇建立了土地流转平台，之后平均每年以接近 4 个百分点的幅度增长，8 年增长了 29
个百分点。

第二，乡镇土地流转平台地区间差异较明显。在调查的样本中，虽然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超过

10%的乡镇在早年间都成立了土地流转平台，但是从其发展的速度上可以明显看到东部地区快于其

他两个地区。不过，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近两年平台成立的速度明显加快，东中西地区之间的差异正

在逐渐缩小。
实地访谈和调研中发现，乡镇土地流转平台发展速度同地方政府政策支持紧密相关。许多国家

农地流转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农地不但承载许多功能，而且农地流转或交易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农地

交易普遍存在市场失灵问题。我国近期农地流转速度加快部分原因是政府出面搭建了农地流转平台

( 干锦清等，2012; Huang 等，2016) ，降低了农地的交易成本。调查中也发现，虽然各地乡镇政府有搭

建土地流转平台的积极性，但更主要的动机是完成省 /县上级政府下达的组建土地流转平台相关

任务。
笔者调查的数据也表明，在调查的样本乡镇中，上级政府相关文件出台情况( 见表 2) 与乡镇土地

流转平台发展趋势( 见表 1) 一致。例如，2008—2012 年，在总样本中，有收到上级政府下达的建立土

地流转平台相关文件的乡镇相对较少，到 2012 年也只有 8% ( 见表 2) 。自 2013 年开始，政府开始更

加重视土地流转平台建设，整个样本中收到相关文件的乡镇数量显著增加，2016 年达到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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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虽然区域间起初存在较大差异，但近年来各地对发展土地流转平台的重视程度出现趋同趋

势。在 2013 年之前，乡镇政府收到上级相关文件的比例主要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但近些年各地政府

加快下发土地流转平台相关文件，西部地区逐渐赶上并超越了中部地区。截至 2016 年，东中西地区

乡镇间收到上级文件的比例基本一致，地区间的差异逐渐缩小。

表 2 2008—2016 年收到上级政府土地流转平台相关文件的乡镇所占的比例 ( %)

年份 所有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8 3 0 13 0
2009 6 8 13 0
2010 8 12 13 0
2011 8 12 13 0
2012 8 12 13 0
2013 10 12 13 5
2014 15 15 19 10
2015 21 19 25 20
2016 29 31 25 30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进一步分析表明，上级政府发布相关文件的时间与土地流转平台的成立时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

系。整体来看，平台成立的时间要稍晚于政府文件出台的时间。具体来讲，有 93%的乡镇土地流转

平台是在收到上级相关文件的当年成立。
( 二) 土地流转平台的主要服务功能

据调查发现，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平台所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 1) 信息服务，主要包

括农地流转的信息搜集与发布、帮助转入户联系转出户、帮助转出户联系转入户、法律咨询和交易双

方资格审查等服务; ( 2) 流转合同服务，主要包括农地质量评估、交易合同鉴证、农地租金指导、交易

合同范本、合同续约和交易地块的信息核查等服务; ( 3) 流转纠纷服务，主要包括流转期间的纠纷处

理和协调工作等服务。
在样本乡镇中，目前大多数的乡镇土地流转平台均提供了上述部分服务。从整体看，除农地质量

评估和交易地块的信息核查两项服务提供情况较少外，提供其余类别服务的乡镇土地流转平台占比

均超过 50%。同时，就各项服务功能具体提供情况来看，信息搜集服务是目前土地流转平台提供最

多的服务内容，平均占比达到 82%。另外，超过 70%的乡镇土地流转平台还提供了诸如信息发布、交
易合同范本和处理流转纠纷等服务。

同时，调研中还发现目前土地流转平台提供的服务在地区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土地流转平台

服务功能东部地区整体上好于中、西部地区，各类服务功能较全面。中部地区虽然在整体服务功能上

不如东部地区，但是在联系转出( 入) 户、合同续约和处理流转纠纷这几个方面显著好于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服务功能提供情况则相对较差，这可能与平台自身起步晚和地方政府财力有关。

四、乡镇土地流转平台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前文描述了乡镇土地流转平台的发展情况，并简要介绍了目前这些流转平台所提供的主要服务

情况。这部分进一步分析乡镇土地流转平台发展的驱动力或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本文特别关注乡

镇土地流转平台的建立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上级政府政策的影响，同时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市场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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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
在市场驱动方面，本文关注如下 3 个方面影响因素: ( 1) 本地资源禀赋条件，如人均耕地面积情

况，它对当地的土地流转平台的需求可能有不同的影响。例如，人均耕地越少，土地出租的潜在数量

也会越少; 但另一方面，人均耕地越少的地方，因为小规模生产农户难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基本保障，土

地流转的可能也会越大，最终的综合影响需要做实证分析。( 2) 经济发展状况，如农民收入、就业结

构和非农就业工资等，因为农民收入越高，特别是非农就业收入越高，农户出租土地的意愿和当地农

地规模经营的需求可能也越大，从而刺激当地政府提供土地流转服务。( 3) 当地土地流转信息可获

得性，因为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如果土地流转信息不畅通，当地乡镇政府可能出于政绩的考虑，

会刺激其建立土地流转平台服务的动机和积极性。
( 一) 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讨论，为揭示乡镇土地流转平台成立的影响因素，建立了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Yit = α0 + βi Pi( t －1) + γi Lit + ρi Iit + λ i Dit + εit

其中，被解释变量Yit为第 i 个乡镇在 t 年是否有土地流转平台，它是虚拟变量( 如果有土地流转平台

Y 值为 1，否则为 0) 。在解释变量中，Pi( t－1) 代表第 i 个乡镇在上年( t－1) 是否已经收到上级下达的建

立土地流转平台相关的政策文件，如果已经收到，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L 代表本乡镇的人均耕地

面积; I 代表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这里分别采用如下两组变量来衡量并检验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定

性: ( a) 本乡镇农民的平均人均纯收入( 代表经济发展水平) 、非农就业比例和外出打工的平均工资;

( b) 因为人均纯收入同非农就业和工资可能存在相关关系，为此另外一种选择是去掉本乡镇的人均

纯收入这个变量，模型估计时只包括非农就业比例和外出打工的平均工资。D 代表乡镇当地内部土

地流转信息可获得性，要准确衡量这一指标相对困难，这里采用本乡镇内部交通便利状况来间接衡量

土地流转的信息畅通程度，因为乡镇内部交通越便利，农民间的农地流转的交流机会和获得的信息也

会越多; 为了定量测定这个指标，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了两个村，用这两个村离最近乡级公路的平均

距离来表示。模型中的所有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 3。

表 3 模型中所用变量的统计值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是否有土地流转平台( 1=有; 0=无) 0. 114 0. 318
自变量

是否收到上级相关文件( 1=是; 0=否) 0. 094 0. 292
人均耕地面积( 亩) 1. 021 0. 616
人均纯收入( 千元 /年) 5. 799 3. 866
非农就业比例( %) 52. 554 18. 525
外出打工工资( 千元 /月) 4. 181 1. 172
村离最近乡级公路距离( 公里) 1. 777 1. 850

注: 为扣除物价变动的影响，人均纯收入和外出打工工资都分别除以各省的农村消费物价指数( 以 2016 年价格

指数为 1)

( 二) 模型估计和结果

在计量估计模型时，采用了两种估计方法。首先，因为因变量是 0 ～ 1 变量，所以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来估计乡镇是否有土地流转平台的模型，结果见表 4 的第 1 和第 2 列; 其次，为了控制乡镇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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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素( 如固有的不随时间而变化的因素) 的影响，也采用了 Logit 固定效应( Logit－FE) 的估计方法，

结果见表 4 的第 3 和第 4 列。从总体上看，两个模型采用两种估计方法的结果，在估计的主要变量的

系数方面都比较稳定，特别是本文所关注的地方政府对土地流转平台的影响，不同模型得出的结论相

当一致，这表明实证研究结果是比较稳健的。基于模型的估计结果( 见表 4) ，得出如下几个主要

结论。

表 4 乡镇土地流转平台发展模型的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Logit 模型 Logit－FE 模型

( 1) ( 2) ( 3) ( 4)

收到上级政府文件 0. 313＊＊＊ 0. 310＊＊＊ 0. 322＊＊＊ 0. 321＊＊＊

( 0. 034) ( 0. 034) ( 0. 032) ( 0. 032)

人均耕地面积 －0. 017 －0. 020 －0. 027 －0. 025
( 0. 019) ( 0. 019) ( 0. 020) ( 0. 020)

人均纯收入 0. 006＊＊＊ － 0. 005* －
( 0. 002) － ( 0. 003) －

非农就业比例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外出打工工资 0. 015＊＊ 0. 018＊＊ 0. 025＊＊＊ 0. 029＊＊＊

( 0. 007) ( 0. 007) ( 0. 009) ( 0. 009)

离最近乡级公路距离 0. 017＊＊＊ 0. 013＊＊＊ 0. 020＊＊＊ 0. 019＊＊＊

( 0. 004) ( 0. 004) ( 0. 005) ( 0. 005)

Pseudo Ｒ2 0. 5052 0. 4504 0. 5107 0. 4640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模型中的参数均为标

准化的边际效应; 为节省空间，略去常数项及省级虚拟变量; 观测值为 682

首先，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对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的成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估计

的“收到上级政府文件”变量的系数值在不同模型中都在 0. 31 和 0. 32 左右，而且显著性水平都达到

1%( 见表 1) 。这个结果表明，在其他情况一样的情况下，如果上级政府出台了同土地流转平台相关

的政策文件，则当地乡镇成立土地流转平台的概率会增加 31%或 32%。在样本中，到 2016 年有 29%
的乡镇收到了上级的相关文件，其对乡镇政府成立土地流转平台概率的影响约为 9% ( 0. 31×29%) ;

而 2016 年有土地流转平台的乡镇比例为 32% ( 见表 1) ，这表明: 在 2016 年有土地流转平台的乡镇

中，政府下发文件这一影响因素就解析了其中约 30%的原因( 即 9 /32) 。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也显著影响乡镇政府成立土地流转平台的决策。在 Logit 模型中，人均纯收

入的系数为 0. 006，该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当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人均纯收入每提高

1000 元，则土地流转平台成立的概率会提高 0. 6%。在样本中，人均纯收入在 2008—2016 年增加了

4000 多元，收入增长对成立乡镇土地流转平台概率的影响为 2. 5%左右。采用 Logit－FE 模型估计的

结果也基本相似，虽然估计的系数显著性有所下降，但系数大小基本相当。
第三，外出打工工资上升对土地流转平台的成立起到促进作用。在 Logit 模型和 Logit－FE 模型

中分别达到 5%和 1%的显著水平，估计的外出打工工资系数为正。这是因为随着非农工资增长，一

方面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出租土地外出打工( 提高土地出租的供给) ，另一方面务农的机会成本上升，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希望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和机械化来提升劳动生产力( 提高土地租入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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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方面的原因都会促进地方乡镇政府发展农村的土地流转平台。在去掉人均纯收入后，模型估计

的系数有所提高。在 Logit 模型中，外出打工工资的系数从 0. 015 提高到 0. 018; 而在 Logit－FE 模型

中，该系数也从 0. 025 提高到 0. 029。这是因为收入中的部分影响来自非农收入。这里以表 4 最后一

列估计的系数为例讨论非农工资上涨的影响: 估计的系数为 0. 029，即外出打工工资每提高 1000 元，

乡镇政府建立土地流转平台的概率就会提高 2. 9%; 在样本中，从 2008 年到 2016 年非农工资提高了

3538 元，对成立土地流转平台概率的影响约为 10% ( 3. 538×2. 9%) 。这个影响基本同上面讨论的政

策影响( 9%) 相当，在 2016 年有土地流转平台的乡镇中，工资上升解析了其变化的 1 /3 ［10 / ( 32－
3) ］。

第四，乡镇内部交通便利情况也影响乡镇成立土地流转平台的决策。当地交通条件的系数在

0. 013～0. 02 之间，各种模型估计结果的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估计的这些系数表明，在控制其

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离最近乡级公路的平均距离每增加 1 公里，当地成立土地流转平台的概率则会

增加 1. 3%到 2%。这表明，乡镇内部的交通条件越差或农民间的农地流转的交流机会和获得的信息

越难，当地乡镇政府为农户土地流转提供信息服务的积极性越高( 即有更多需求) 。

五、结论和启示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可以说是中国在土地制度方面的又一个创新，中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市

场在过去 10 几年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乡镇土地流转平台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 Huang 等，

2016)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促进中国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发展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政府的促进作

用。地方政府越重视，土地流转平台成立的可能性越大; 这种作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土地要素的市场

失灵问题。中国土地流转平台这一制度创新对其他国家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同时农村土地流转平台的发展也受市场需求的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外出打工工资水平越高、当

地交易信息成本越高，当地乡镇政府成立土地流转平台的意愿也越高，出现这种流转平台的可能性也

越大。随着收入增长和劳动工资的提高，未来农村土地流转还将会得到稳定发展。
虽然土地流转平台在发展初期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但近期不同区域间的发展开始趋向平衡。

目前有 2 /3 的乡镇还未建立土地流转平台，同时已建立的平台所提供的服务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未

来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更好地为农民土地经营权流转提供信息和各种相关服务，不少地区的地方

政府还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
本文重点研究了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发展及其驱动力，虽然也初步分析了这些平台的

功能或提供的服务，但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做更深入的实证分析。例如，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究竟在

土地流转市场上产生多大影响? 各自服务功能发展的作用如何? 这些平台主要服务的对象有哪些?

对农地适度经营规模及新型经营主体( 如家庭农场等) 产生如何影响? 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对完善土

地流转平台和促进土地市场流转有重要的政策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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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nd and Driving Forces of Farmland Operational Ｒight
Transfer Centers in China

ZHEN Jiang，HUANG Jikun

Abstract: To promote the transfer of the farmland，China has set up an innovated institution，

called Farmland Operational Ｒight Transfer Center ( FOＲTC) that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growth
recently. This paper aims to document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major driving forces of the
FOＲTC. Based on a dataset from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survey of 32 counties from 7 prov-
inces，the results show that，although some FOＲTCs were established in some towns a decade ago，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FOＲTC has occurred mainly after 2014. Both descriptive and econometric
analyse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ＲTC is mainly driven by the supportive policies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that effectively correct for the market failure of farmland transfer. Other
factors that have also facilitated the set of the FOＲTC ar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ise
of off-farm employment wage.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and the discussions of the main service
functions of FOＲTCs，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issues for the further study．

Keywords: Ｒural farmland; Land operational right transfer center; Development trend; Major
driving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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