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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小!严重影响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发挥%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借助农地流转这一途径来实现% 然而如今土地流转过程中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因素!遇

到了发展过程中的瓶颈期% 通过调查问卷和农户访谈的方法!了解河北省)市的土地流转现状!建立*+,-./-0模型分

析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运用121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分别确定每一个相关因素对于土地流转的影

响方向和影响大小% 并针对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这对于推进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保障民生!构建和谐农

村和稳定社会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土地流转#农民意愿#*+,-./-0模型#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第 !"卷第 #期

!$%&年 %$月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 /012),+ 3+045*6078 (. /105+15 9 :+;0+55*0+; </(10,- /105+156 :=070(+>

?(-@A" B(@#

C17@A$%&

收稿日期!"%!(3%43"&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5%$4&

作者简介!蔡鹭斌'!'&6!&!男!湖南长沙人!研究方向(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段建南)!'76!&!男!山西晋城人!教授!研究方向(土地8土壤资源利用与信息技术应用%

网络出版时间!"%!(3%'3%" 网络出版地址!9//:;88<<<#0=>-#=?/8>0@.8A?/B-C87!#!464#D#"%!(%'%"#!%7!#%%7#9/@C

一%引 言

农地资源#主要为耕地资源#是农户生产生活的重

要保障性资源$耕地资源作为农业生态系统的载体#发

挥着供给功能%调节功能%支持功能%文化功能$我国在

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由原来的集

体所有%集体共同使用的体制转变成了集体所有%农户

承包的体制#这很大程度地动了农户的积极性#提高了

农业生产效率#土地流转开始活跃起来D%EFG

$但是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改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呈现出了一些弊端# 土地所有权

主体的虚位%土地产权束的不完善%土地粗放利用%规

模化程度低% 农民市场主体性表现不明显等问题随着

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现$另一方面#我国进入城乡一体化

的关键时期之后# 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可避免地

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D#EHG

$

借助土地流转#一方面#部分农户将家庭小规模土

地转给种植大户或农业企业# 农户家庭从这部分土地

获得土地流转费用而加收入的同时# 家庭中劳动力可

以从事非农劳动# 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另一方

面#流转的土地集中到种植大户或农业企业#促使土地

生产经营条件提高#有利于扩大土地生产经营规模#有

利于先进农业生产手段% 生产技术和农业组织管理手

段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农地利用水平DIEJG

$因此#一方面#

土地流转有利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另一方面#土地

流转有利于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推

行农业标准化生产#扩大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

产经济效益$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对农村经济

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已成为必然D%$G

$

虽然我国土地流转发展十分迅速# 土地流转市场

在日趋完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

相比#土地流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伴随着改革深

入% 农地流转的推广# 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也随之产

生# 如耕地进一步减少和人口不断增长造成的人均占

有量不断下降%无法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等问题$这些问

题值得思考如何改进现行的土地流转状况和政策$ 对

!"



于土地流转的合理发展! 首先要弄清楚土地流转中的

基本问题和基本出发点" 其中!我国农民到底对于现

阶段国家的土地政策了解多少#农户是否愿意将土地

流入或者流出#影响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哪些

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分析和解决土地流转问题的

基础!""#"$%

" 在流转的过程中主要的问题包括$在思想观

念上农民对土地流转顾虑重重% 土地流转缺乏保障机

制%土地流转不规范%土地流转有弱化家庭经营主体地

位的趋势等等"

二!因素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土地流转因素及其农户意愿界定

农户主体因素是指农户自身的观念#就业能力等"

自身观念与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相关%其他农户流

转的盈利#效果对处于&处于观望态度'的农户起促进

或者抑制作用!这些因素包括经营规模!承包户的收入

等!可归为客体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指的是土地流转市

场的因素!与农户直接相关的主要有土地流转年限#方

式及期望的收入等% 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法律和社会保

障机制的完善程度!农户的养老方式与二者相关"

"&农民主体因素

(")农户户主年龄" 农户户主年龄应该与土地流转

的意愿呈现负相关" 我国曾经是一个封建大国!农民对

于土地的依恋性是十分强烈的"现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并且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农民对土地的保

护意识和主人翁意识还远远不够!没有建立耕地的可持

续利用和有效利用意识!单纯地把土地当作基本生活和

生存的基础" 相比年轻人能够更快地接受新事物!思想

活#弹性大!而农户户主年龄越大!其对于土地的固有思

想与根深蒂固!就越依赖土地!流转的意愿就不强烈"

(')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土地依赖

会有弱化的功效! 能够更好地站在大局以及长远角度

看待土地流转!因此!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将会更

有利于土地流转的开展"

(()农户的就业技能" 土地流转!就意味着有一部

分转出土地的农民将成为失地农民" 现行的土地流转

模式基本是货币交易!而且是一次性交易!这很大程度

上阻碍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以后的发展" 与城镇居民相

比!失地农民就业技能缺乏有效的竞争力!所以转出土

地以后农民就失地失业!没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劳动

力如何转移!农民的技能!是影响土地流转的重要主观

因素!很大程度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

'&流转客体因素!")#"*%

(")土地承包户家庭规模" 农户家庭规模越大!人

口越多!吸纳和可以分配照顾土地的劳动力就越多!需

要的家庭收入也越多!对于土地流转的需求就越大!对

于土地流入的渴求就会大于家庭规模小的农户! 二者

应该呈现正相关"

(')土地承包户家庭收入"土地承包户家庭收入对

土地流转具有激励和模范带头作用! 土地承包户通过

承包土地获得的收入越多! 对于土地流转的示范效应

就会越大!同时一个家庭的收入越高!对于土地的依赖

程度越小!流出土地的意愿也相对要强烈"

(()种植业收入比重"种植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

比重越大!农民对土地的重视程度就越高!对土地的依

赖程度也越高! 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土地流转大规模

地展开"

($)土地转入(转出)情况"土地流转频繁与否对于

地区土地流转的难易程度以及现状有着很强的相关

性!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流转情况好将会带动下一轮的

流转!给尚未流转的土地带来示范效应!推动规模化的

形成"

(&外部因素!"+%

(")土地转入(转出)期望方式"土地流转方式越接

近农民的期望方式!农民的流转意愿就越强烈!越能促

成土地流转的实现"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民打了预

防针!能够让流转更加有效率"

(')土地转入(转出)期望年限"土地流转的年限和

土地的转出呈现负相关!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和需求!

导致其租出年限越短越放心的局面!因此呈现负相关"

但是转入的农户则刚好相反!时间越长成本越低!集中

效益越高!流转意愿越强烈"

(()土地流转手续时间"流转的手续简单#方便#效

率高#耗时短!能够增加土地流转的效率!促进土地流

转的形成!由于农民的文化素质有限!手续简单化能够

降低其心理的流转负面影响!进一步促成流转"

($)土地流转期望合同形式"

$&其他因素

(")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在我国虽然有土地

方面的法律法规! 但是很多具体的权力和义务等对实

际操作有很大影响的细节并没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特别是在流转的使用范围#途径#环境#流转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监督!以及相关部门的管理#法律责任等!都

应该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明确的规定" 在加强立

法的同时!也应该注意执法的力度和监督"

(')土地流转市场和管理机构#中介组织的发育"

土地的顺畅流转需要流转市场#管理机构#中介组织等

技术支持!但这在我国的发育并不完善"农村集体土地

',



解释变量 变量含义

!"土地流转主体因素

农户年龄!#

!

"

$% 岁以下&!#$!!'( 岁&)#'*!*% 岁&$#

*! 岁以上&'

农户受教育程度!#

)

" 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以上&'

农户主要职业!#

$

" 务农&!#非务农&%

)"土地流转客体因素

土地承包户家庭规模!#

'

" 家庭人口数

土地承包户家庭收入!#

(

"

) 万以下&!#)"!!' 万&)#'"!!!% 万&$#

!% 万以上&'

种植业收入比重!#

*

"

%!)(+&!#)(+!(%+&)#(%+!,(+&$#

,(+!!%%+&'

土地转入!转出"情况!#

,

" 是&!#否&%

$"土地流转外部因素

土地转入!转出"期望方式!#

-

" 农户之间自由转包&!#其他&%

土地转入!转出"期望年限!#

.

" ( 年以下&!#(!!% 年&)#!% 年以上&$

土地流转手续时间!#

!%

"

( 天以内&!#) 个星期&)#! 个月&$#$

个月&'#$ 个月以上&(

土地流转期望合同形式!#

!!

" 口头&!#书面&)#无所谓&$

'"土地流转其他因素

土地转让相关法律!#

!)

"

较深入地了解&!#比较了解&)#一般&$#

略有听闻&'#完全不了解&(

土地流转中介组织!#

!$

"

较深入地了解&!#比较了解&)#一般&$#

略有听闻&'#完全不了解&(

养老方式!#

!'

"

子女养老&!#土地养老保障&)#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

使用权流转应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方向一致$ 通过市

场机制有序进行$这必须要求有力的第三方支持$因此

相关的中介组织建立是必不可少的技术条件%

!$"农民的养老方式%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赖以

生存的基础$是最后的保障生活和养老方式$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土地流转$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进行

转移之后也不愿意将土地流转$造成很多的撂荒和抛荒

现象% 农民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在社保制度不完善的

情况下$权益得不到保障$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也会被排

斥在城市的社保体系之外$安全感严重缺失$农民死守

土地的行为也就容易理解$但这样的影响不仅不利于流

转$也很难根据土地进行规模经营% 农业的发展要求对

土地进行合理配置% 但是$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和

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完善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二"模型构建和变量选择

!"模型选择/!-0)%1

作为研究对象的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和行为$可

以分为有或没有发生耕地流转$ 因此其是一个定性二

分变量% 根据这一特点$本文选用 23456758模型为基础

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进行回归分析%

23456758模型是逻辑概率分布函数$又称为增长函

数$在统计学中常用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分析$是分

析个体决策行为的理想模型$基本形式为&

!&

"#$!%"

!9"#$!&"

公式!!"

式中$:是变量 #

!

$#

)

$'(#5的线性组合&

%&;

%

<;

=

#

=

<;

)

#

)

<(<;

>

#

>

&;

%

<!;

5

#

5

公式!)"

在数据统计分析过程中$ 把农户有流转土地意愿

的概率设为 ? !@&!"$ 没有土地流转意愿的概率 !A?

!@&%"% 进行 23456758 回归分析时$ 通常要进行 ? 的

23457变换$即&

'()*+!&=>!

!

!A!

" 公式!$"

经过 23457变换后$得到概率的函数与自变量之间

的线性表达式&

'()*+!&=>B

!

!A!

C&;

%

<

,

* & !

!

-

*

.

*

公式!'"

在分析过程中$ 借助 D?DD软件中的 23456758回归

分析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和建模%

)"变量选择

以河北 E市为例$ 根据 E 市农户土地流转的现

状和特点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 /)!1分为土

地流转主体因素) 土地流转客体因素) 土地外部因

素)土地流转其他因素等四大类$共 !' 个解释变量

!见表 !"*

三#土地流转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区概况

E市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燕山山脉南部$北部的长

城$西谷$南津唐$东通辽沉$京津唐承秦腹地$总面积

!()!FG

)

$人口约 ,%万* 全市 !$个镇$.个乡$民族乡$

*'-个行政村*

)"数据来源

通过走访 E市农村$对农民进行访谈*在对农户土

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基本状况有基本了解的基础

上$把一些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形成调查问卷* 通过发

放调查问卷$进一步地对相应因素进行总结*

问卷调查过程于 )%!$年 )+$月在河北省 E市马

兰裕镇,建明镇)东陵乡)苏家洼镇)崔家庄乡等 (个乡

镇 !)个村进行- 其中崔家庄乡位于 E市东部$马兰裕

镇)建明镇和东陵乡位于 E市中部$苏家洼镇位于 E市

西部% 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 )%%份$收回有效问卷 !-*

份$问卷有效率为 .$H$被调查农户土地流转基本情况

见表 )%

被调查户主年龄集中在 '*.*% 岁$占整体样本的

''"(+$其次是 $!.'( 岁$占整体样本的 $)"'+#被调

表 ! 变量选取及取值说明

$%



系数 ! "#$%检验值 &'( )*+

,

-

./'01/22 3'4-5 /'//1 /'//6

,

0

./'/07 /'/87 /'/8/ /'/83

,

8

/'/40 /'/03 /'007 /'-03

,

3

/'0112 --'-33 /'0// /'/16

,

5

./'/8-22 /'/5- /'--8 /'/35

,

4

/'-14222 8'1-0 /'-0- /'//8

,

7

/'508222 5'-73 /'08- /'//0

,

6

/'/53222 /'/83 /'/0- /'//4

,

1

-'457222 1'//4 /'-10 /'//7

,

-/

./'0-6 8'/66 /'-83 /'080

,

--

-'/74 -/'55 /'-71 /'803

,

-0

./'-70 /'311 /'-80 /'457

,

-8

./'/71 /'/16 /'038 /'067

,

-3

/'-0- /'1/1 /'-67 /'-61

9:;<=#;= -'5172 0'54- /'743 /'/10

表 0 被调查农户土地流转情况

流转类型 数量>户 所占比重>?

转入 13 5/'53

转出 48 88'67

未流转 04 -8'16

即转入又转出 8 -'4-

合计 -64 -//

查农户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学与初中! 分别占样本总

数的 80'30?!35'85?"

!二"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为细深入分析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 将农户分为

土地转入与土地转出两种类别!并分别进行分析!通过

运用 &@&& -4'/ 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 A:+*<=*B 二

元回归处理!见表 8和表 3#

-'主体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户主年龄& 从土地流转的主体因素角度分析!

年龄对于流转意愿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从转入意愿看!

其系数为./'01-!在 -?的水平上显著!因此通过检验!

并且二者相关!这说明农户的年龄越大!转入土地的意

愿越弱!因为年龄越大的农民越难继续经营农业!所以

也就更不会转入土地'从转出意愿看!其系数为 /'887!

年龄变量系数为正!<*+值为 /'//8! 在 -?的水平上显

著!表明农户年龄越大!转出土地的意愿越强!表明年

龄大的农户可能已经无法经营农业! 所以只好将土地

转出!并获得收益&可见!年龄越大的农户!转入土地的

意愿越薄弱!转出土地的意愿越强烈&和之前的预期分

析是相吻合的&

$0% 户主的受教育程度& 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来

看!转入和转出系数分别为./'/07 和 /'8-1!转入系数

为负!转出系数为正!说明受教育高的农户其非农就业

的技能较强! 可以离开土地从而创造更高的劳动价值

来取得收益!因此愿意转出自己的土地& 但是就 <*+的

值来看!转入时 <*+为 /'/83!证明转出意愿和农户受教

育程度是在 5?水平上显著相关的'但是从流出土地来

看 <*+的值为 /'/6-!在 -/?的水平上显著&

$8%农户的就业技能& 从土地转入的情况来看!非

务农的农户与务农的农户相比!更愿意转出土地!参与

非农生产来获得生存所需的收益&但是!这无论是转入

还是转出的 <*+值$分别为#/'-03和 /'--6%均大于 /'/5!

说明农户的主要职业对于土地流转的影响效果! 并不

是十分明显&

0'客体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土地承包户家庭规模&土地承包户的家庭规模

对土地流入和流出的分析结果中!<*+分别为 /'/16 和

/'/1/! 说明家庭规模对于土地流转并影响并不显著!

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中! 家庭规模应该和其他因素一起

考虑!比如说家庭的务农人数等等!单一的家庭规模对

土地流转影响不显著&和之前与流入是正相关!流出是

负相关的定性分析不一致&

表 8 农户土地转入意愿的 A:+*<=*B 模型估计结果

注明 C ! 0 A:+ $*DE$*F::% G 758'78/H I:J " &;E$$ K

)LMNOE G /'-/8H P#+E$DEODE K &LM#OE G /'-48H

<*+'G /'///H其中 2!22!222分别表示在 -/?!5?!-?水

平上统计显著"

表 3 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 A:+*<=*B 模型估计结果

系数 Q "N$%检验值 &'R &*+

,

-

/'887222 8'687 /'//7 /'//8

,

0

/'8-12 0'176 /'/07 /'/67

,

8

./'306 /'16 /'-71 /'--6

,

3

/'-832 -'8-4 /'-7/ /'/1/

,

5

/'84022 3'-0 /'-83 /'/07

,

4

./'018222 5'046 /'/14 /'//3

,

7

0'65/222 4-'116 /'08- /'//4

,

6

-'446222 0/'313 /'/18 /'//6

,

1

.-'477222 00'577 /'-0/ /'//1

,

-/

./'-16 -'/14 /'017 /'008

,

--

/'806 /'503 /'/16 /'881

,

-0

./'8/7 /'1 /'-01 /'178

,

-8

./'560 0'736 /'016 /'-68

,

-3

/'/74 /'0/7 /'--1 /'063

I:;<=N;= .0'-03222 -1'040 /'456 /'//3

注明 C ! 0 A:+ $*DE$*F::% G 187'470HI:J " &;E$$ K

&LMNOE G/'0//H PN+E$DEODE K &LMNOE G/'070H

<*+'G/'//H其中 2!22!222分别表示在 -/?!5?!-?水平
上统计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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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包户其他收入# 从 "#$值上边看$%&%'()

%&%($土地承包家庭收入对土地流入的影响是显著的$

同时$其系数为*%&%+,$符号为负说明土地承包户其他

收入越高流入土地的意愿就越差# 从流出来看$"-$.

%&%/0$说明流出与其关系也显著$同时由于系数为正

值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其他收入越高$对于土地的依

赖程度越小$流出土地的意愿也相对要强烈#和之前的

定性分析一致#

!+"种植业收入比重# 从流入来看$"-$为 %&%+$其

影响是显著的$种植业收入比重越大$其流入的意愿就

越强烈$意愿的增长幅度也会成倍的扩大$这从其系数

为 %&,12就可以看出# 而对于土地流出意愿出来说$情

况刚好相反$其影响也显著!"-$为 %&%%3"$但其收入增

长流出的意愿就会减弱$这表现在其系数为*%&/1+$符

号为负数#

!'"土地转入!转出"情况#对于土地的转入和转出

而言$ 地区土地流转的情况对实际的流转都有着显著

的影响$其系数流出为 /&4(%$流入为 %&(/+$表明虽然

对于土地流入的影响小于土地流出的$ 但是地区的示

范效应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究其原因是土地流频繁

与否对于地区土地流转的难易程度以及现状是一个良

性的循环$流转情况好将会带动下一轮的流转$给尚未

流转的土地带来示范效应$推动规模化的形成#

+&外部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土地转入!转出"期望方式#从 "-$%&%%2!土地流

入"和 "-$%&%%4!土地流出"来看$土地流转方式越接近

农民的期望方式$农民的流转意愿就越强烈$越能促成

土地流转的实现$其影响是显著的$特别是对于土地转

出而言$其系数能够达到 ,&224#

!/"土地转入!转出"期望年限#对于土地的流入而

言$%&%%0)%&%,$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期望年限影

响是显著的$ 而且系数为 ,&2(0说明年限的增加对于

期望的增长是成倍的$效用很大%对于土地流出来看$

其影响也是显著的$但是和流入正好相反$期望年限的

增长会导致土地流出意愿的弱化$并且弱化程度很大$

表现在其系数的符号为负值上#

!+"土地流转手续时间# 从 "-$值中可以看土地流

转手续的时间对无论是土地的流入还是流出都是显著

的$同时是呈现负相关关系的$从系数*%&/,4!流入"

和*%&,14就能够分析出来$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应该严

格的控制土地流转手续的持续时间#

!'"土地流转期望合同形式#我国农民土地流转的

自我保护意识和规范意识尚且缺乏$ 从期望合同形式

的 "-$值可以看出$ 流入的 %&+/'和流出的 %&+/+均未

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于土地流转的影响并不显著#

'&其他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因素的影响

!,"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我国对于土地流转

的法律尚且不完善$农民的素质和眼见具有局限性$对

于自己的权力维护不明晰$目光多数停留在现实层面$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看到定量的实际分析和定性

分析的出入相当大$ 法律的完善与否对于农民流入土

地和流出土地的影响是不显著的$"-$%&10+ !流出"和

"-$%&2(0$均大于 %&,6其影响不显著#

!/"土地流转市场和管理机构&中介组织的发育#

和法律相关程度的调查结果相同$ 流入和流出的分析

结果中 "-$分为 %&/40和 %&,4+$ 对于农民土地流转的

意愿影响并不强烈$也不显著#

!+"农民的养老方式# 虽然养老方式相比较法律和

中介机构等对农民的影响要大一些$特别是土地流出的

农户来说$他们不得不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农民

知识和眼见的缺失$在实际情况中$农民多数是只看到

眼前的利益而未想到长久的生活方式$所以在定量分析

中$养老方式的影响也不显著$分别为 %&,41和%&/4'#

四!结 论

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受到农户的年龄& 种植业收

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农户预期土地流转的年限&

以及农户参与过土地流转的经验等因素影响# 其中是

否曾经参与土地流转的经验对土地流转意愿有正相关

影响$ 其他另外三个主要因素对土地流转意愿则因为

转入和转出的方向不用而不同#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的

主要影响因素以外$ 影响土地转入意愿因素还有家庭

的人口总数&土地流转手续的办理时间&土地流转合同

的形式等% 影响土地转入意愿因素还有农户的受教育

程度&家庭的总收入&土地流转方式&对土地流转相关

法律的中介组织的认识程度#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的发展$ 土地流转不

仅仅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国家的基

本农村政策# 因此$基于本文的相关分析和研究结论$

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我国曾经是一个封建大国$农民固守土地的

思想根深蒂固$ 所以$ 为了有效地促进土地的合理流

转$ 应积极宣传关于土地流转和社会养老保险等基本

国家政策$ 从思想上引导农民充分地认识新形势和新

政策$为土地流转的开展铺垫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提高土地流转市场的交易主体$即农民的文

化与技术素质是加快土地流转速度& 扩大土地流转规

模的关键所在# 我国应该全面大力推进农村的教育体

+/



制改革!提高农村人口平均文化素质!实现农业劳动力

的合理转移"

第三!我国应该大力完善#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

系! 分阶段# 分步骤地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

系!以减少农民失地后的后顾之忧"比如在最低生活保

障体系!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上!为农民生存和发展提

供基本的保障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最后! 完善的土地流转中介组织体系有着重要的

作用"土地流转市场和管理机构#中介组织的发育可以

为土地流转提供技术支持" 通过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可

以加强土地市场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 进一步为土地

的流转创造更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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