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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论文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

分析，并对此进行探讨研究，从农村人民群众思想动态、流

转保障体系、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上提出解决方案，保障农

村人民群众基本利益，并为中国土地流转开展提供支持帮助。

2�数据模型

将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分析，将问卷数据引入

/RJLVWLF回归模型分析得到数据结果。/RJLVWLF模型采用最大

似然估计的迭代方法，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其

基本思想是先建立似然函数，再将建立的似然函数等号两侧

取对数，然后求使得似然函数达到最大的参数估计值。

模型表达式：

根据论文研究的流转意愿因素来看，其中 �L为愿意的概

率；���L为不愿意发生违约的概率；待估计的系数 Lβ 表示自

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 Lχ 是年龄、学历等自变量； Lµ 是

随机误差项。

3�中国象山县农地流转调查呈现的问题

3.1�农户流转面积较小且零散

此次的农村土地流转调查中发现，选区内农户所拥

有的农地面积不大，平均流转面积仅为 ����亩（�亩 ≈�

�������P�），且有 ���家庭余留土地用于自耕或闲置，结

果就是可用于流转的土地地块较为分散，造成土地流转的总

体规模较小，无法成规模的进行流转，土地规模化经营较大，

大大增加了农户土地租赁或企业等承包土地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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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土地流转政策宣传不到位

在实际调查中，共 ���户农户户主了解不多或从未看过

土地流转政策，分别占 ������和 ������，接近 ���的农户

户主都不了解中国土地流转政策，只有 ���的人听说或了解

过中国土地流转政策。通过回归分析实验结果，我们可以看

出了解了土地流转政策对于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度是不了解

土地流转政策的 �倍左右。这说明了许多人在不了解中国土

地流转政策时，对于土地流转会产生抗拒，这就对城市化及

土地流转造成阻碍。

3.3�农村户籍群众流转意愿低

从数据调查结果上看，一共有 ��人不愿意在后续参与

土地流转，占比 ������，而目前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仅占

比 ������。

由于农村户籍群众学历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对于农村土

地流转制度及相应法律法规不熟悉不知道，且对有意愿租赁

闲置农用地的企业、公司或农村集体合作社表示抗拒，担心

上当受骗，导致自我利益受到损失。而农村土地流转价格的

不同，对于知识薄弱，学历水平不高的农村户籍群众而言，

并不清楚不同的土地所产生的不同的生产价值，导致土地价

格的不同，从而在与他人商谈价格中找到落差并放弃流转，

而已经参与流转的农户也会因为土地流转费不高，对家庭收

入影响并不大，从而并不愿意再参与土地流转 >��。

4�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4.1�研究结论

重视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举措，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

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

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

在农村土地流转现状下，存在着许多现实问题，制约着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且对农民的实际利益有了影响，

这将成为制约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拦路石”。

论文以中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大战略作为研

究背景，通过对象山县两个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研究来

深入分析如今在中国较发达区域不同发展状况农村土地流转

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和深层次的原因。通过论文研究，总结

如下：

象山县农村土地流转整体规模不错，����年土地流转面

积达到 ���������亩，但部分区域仍处于规模小，进程慢的

状态，在城镇化率的缓慢增长上就可见一斑，至 ����年，城

镇化率仅仅为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影响农户做出土

地流转的关键因素有家庭学历水平、家庭从事职业及家庭年

收入还有所在村庄的区域与环境。

站在农户的角度分析时，我们可以发现，农户户主为低

学历进行土地流转的占比为 ������，户主为高学历进行土地

流转的占比为 ���，农户家庭收入为低收入进行土地流转的

占比为 ������，农户家庭收入为高收入进行土地流转的占比

为 ������。

学历水平越高的户主，对于低学历土里流转的参与流的

占比相对低了近 ������，实地调查问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高

学历水平农户考虑的因素反而不再是土地流转的制度保障及

土地流转政策，更多的是考虑土地流转费用是否符合自己的

预期。从家庭年收入角度分析，家庭收入高于平均水准的，

在农地流转意愿上反而呈现降低趋势，而家庭收入低，且不

再从事农事劳作的，土地流转意愿更高。

从研究上看，由于户均拥有的农地及宅基地面积并不大，

且土地流转费用平均仅为 ����院，而年收入 �万元以上家庭

共 ��户，占比为 ����，因此土地流转费用收入相对家庭收

入并不高。农村土地流转程度的增加对于长江三角洲这块经

济较发达区域而言，对农村户籍群众的收入影响不明显，未

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与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在经济收入上并

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论文是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这种国家层面的大

战略的背景下研究象山县农村土地流转，在国家战略的大背

景下把握发展机遇、应对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土地流转

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重点还能够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

有利于将多种发展要素综合考虑，实现体制更完善和健全

的目标 >��。在协调发展过程中，农村土地流转价格的变动、

劳动力的流动和生态环境的建设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选择参与土地流转，能够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进

程下，获得最大化的家庭利益，但是具体的转移方式要根

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根据家庭的不同情况做出决定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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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4.2�对策建议

综合以上研究结论，论文对于浙江省象山县农村土地流

转提出如下几个对策建议：

①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应从实际

情况出发，我们要发现并正视农村土地流转所存在的问题与

缺陷，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方法来应对城镇化进程缓慢、部

分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停滞、用途单一等问题。

②政府部门要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不断调整自身职

责。在深入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土地流转政策的同时，还要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兼顾土地流转双方利益，出台相应的、更

具针对性的政策 >��。象山县应结合自身情况，将某些乡镇整

合土地资源及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成功经验进行借鉴及推广。

③加强土地流转相关制度和政策的宣传，可以通过电视、

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也可以通过微信、微博、自媒体等

现代媒体来实现。通过宣传，进一步提高农民对土地流转的

了解，进一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进程。然而，任何一种宣传

的影响方式都是由外而内的，这种影响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

提高农民的认知能力才是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根本。因此，相

关地区政府部门应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增强农民对土地流

转的认知能力，实现土地流转在促进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发

展中的效益。

④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监管工作，规范土地流转各方的行

为。监督土地流转双方签订合同的情况，指导土地流转双方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书面合同，并报有关部门备案，

严禁通过口头协议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积极参与土地流转

纠纷的协调工作，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了解纠纷产生的原因，

积极解决纠纷，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监督土地流转中介组

织的行为，审查相关中介组织的资质，严惩隐瞒信息、恶意

扭曲地价等侵害权益的中介组织，从而净化土地流转市场。

⑤必须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在政府相关

部门的指导下，建立统一的信息交流平台，减少信息贫乏对

当地土地流转的负面影响。建立合理的地价形成机制，通过

咨询相关有资质的中介机构或专家，根据土地的位置、产出、

基础设施条件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对各类土地做出合理

的估价；明确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服务站的职责，明确对相

关人员的奖惩，提高工作积极性 >��。

5�结语

必须增加农民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转移。通过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全面提高农民的总体素

质，为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和生产经营能力提供必要的支持。

目前，教育水平低已成为影响当地农民参与土地流通的一个

重要因素。因此，在积极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我们必

须重视和肯定农业职业培训，帮助农民朋友掌握农业和非农

业生产技术，最终完成增产、增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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