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年】“有恒产者才能有恒心”。产权清晰是市
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农村土地承包以来，国家允许农民
流转土地，但由于没有严格进行确权登记颁证，承包地
块的权属界限不清、合同面积不准，农民权益受到侵
害。按照要求，全国要在5年内全面完成确权登记工
作。目前，已有1611个县（市、区）、15.3万个村开
展了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

借着冬日暖阳的大好时光，江西省永丰县七都乡园
下村农民王志亮正招呼亲朋搭建蔬菜大棚。王志亮在浙
江帮人种植大棚蔬菜已有 10 多年，积累了不少经验，
他一直想着能回家发展。土地确权之前，当地农民对土
地流转顾虑重重，得不到想要的连片土地的现实阻碍了

王志亮回家的脚步。今年，县里出台土地确权方案后，
他马上回到家乡，流转到了 50 多亩耕地，搭建起 60 个
蔬菜大棚，建立起了自己的蔬菜基地。

“现在好了，地块在哪儿、面积是多少，一目了
然。”一直眷恋土地的陶唐乡邱坊村村民饶传发感慨万
千。“分田到户”之时，邱坊村不少农田是产量低且只
能种一季的“望天丘”，这类土地按收成方法估算土地
面积。与此同时，不是“望天丘”的耕地，因田块不规
整，采取的是近似取整的方法。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农
民能说得清楚自家承包土地的准确面积。饶传发也承包
到了一片这样的“望天丘”，按劳作时间和收成算，他
总觉得这些田的面积应大于承包合同上写的数字。

土地确权开展后，他一有时间就跟着测绘队跑。

“现在设备很先进，测出来的面积十分精确”。已测绘出
的数据表明，饶传发承包经营土地 13 块，总面积 9.53
亩，转包经营面积 12.56 亩，分别比原来的数据多出了
8.24%和 12.37%。“明年得多给亲戚一点租金，这么多
年都不知道占了他们这么多的便宜。”饶传发说。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以已签
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为基础，查清地块面积等情况。农业
税取消前，因种田收益低，农户间无手续随意互换转让
土地的情况很常见。而现在免除农业税，每年种地还有
补贴，农民对土地看得重。但是，因人口增减、子女继
承等原因，即使同村农户之间的家庭承包土地实际经营
面积也很不平衡，这也成为土地确权登记时农民反映最
多的问题。

11 月 24 日，坑田镇塘下村坑口村小组的刘景生因
家庭人口增加原因到永丰县农业局上访，要求调整承包
田。接到信访件后，经营站站长谢宗根立即带着 《土地
承包法》 等资料，同村干部一道，到刘景生家耐心解
释，消除了他的疑惑。为了让农民知晓政策，谢宗根利
用晚上时间帮村民一条条分析解释，认真梳理归类，弄
清楚哪些问题可以依法解决、哪些问题需要村民民主决
定。“土地确权之后，农民还可以利用承包经营权证进
行抵押融资；一旦承包地被征收，农民能以明晰的物权
权利获得相应补偿，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谢宗根说。

上图“俺家的耕地有了证，无论咋种它都跟俺姓。”

拿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山东高青县常家镇台李村村

民陈春秀很高兴。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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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亿万农民来说，2014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从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到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再到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改革，表面并无关联的“三箭齐

发”，显示出对农地确权赋能的力量，激发了农村“沉睡资产”的活力，为农业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细微的变化传递新的力量，广袤的农村并非只能眺望城市繁华的背影，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大门正徐徐打开。到乡村去，能够倾听到乡亲们的心声，感受

到农村改革的火热。时至年末，《经济日报》记者为您讲述一组看似平常的故事，这些故事围绕土地，扎根土地，也反映出眼下农地改革的生动景象——

【这一年】 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农村资源过多流
向城市，是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结构的突出问题。眼下，
多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条件下，赋予农村集体经营
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权利，部分农村改革试验区正
稳步开展宅基地改革试点。

虽是冬日，重庆市梁平县蟠龙镇青垭村村民王兴贵
家 4 分多的山坡地里，花椰菜、青菜头等各色蔬菜却长
得郁郁葱葱。王兴贵告诉记者，这片菜地原本是他家闲
置的宅基地，复垦后变成了菜地，还归自家种，有不错
的收益。除此之外，他还拿到了近 10万元的“地票”。

王兴贵第一次听说“地票”是在 2 年前。当时，全
家搬进了新房，如何处置老房子让他犯难：拆掉，舍不
得；不拆，闲置下去会慢慢损毁。“听说废弃的宅基地

复垦不仅可以种地，还能领到好几万块钱，这是天上掉馅
饼的好事儿。”他到镇复垦办公室办理了相关手续。国土
部门将宅基地测量测绘核实后，旧房就拆除了。经过一
段时间培肥地力，王家的小菜园今年初开张了。

以往，废弃宅基地只能在农民手中闲置或交还村集
体。重庆统筹城乡改革，探索了“地票”这一创新举
措：闲置、废弃的农村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
垦验收后变为耕地，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优先保障农村
发展，节余部分以市场化方式公开交易，形成“地
票”。重庆市规定，城市新增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使用

“地票”。“地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收益，85%归农
民，15%归村集体。“地票”制度自施行以来，累计
200 多亿元资金回流农村，改变了以往城市单向抽取农
村资金、资源的状况。

在保护耕地的同时，“地票”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
空间，使农民享受到了改革带来的红利。在每一场“地
票”拍卖会前，土地交易所都会公开发布交易信息，确
保参加交易的市场各方的信息对等。“地票”成交单价
也由首场的每亩 8 万元逐步提升，目前稳定在 20 万
元。这意味着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获得了市场定价，
成为农村“三权”抵押融资的评估参照。

“在‘地票’试行初期，关于收益的分配方案困扰
了我们很久。”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是国内第一个农
村土地交易所，也是“地票”交易的平台。该所执行总
裁童代志回忆说，最初甚至想过给复垦区、落地区都分
一部分，最后才认定了土地使用权人和所有权人在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上的收益关系。

在实践中，“地票”改革者们慢慢认识到，“地票”
是持票人的财产权利，之前有期限的“地票”可通过延
期的方式处理；层层划拨会使农民拿到款项的周期变
长，那就推行直拨。如今，农村土地交易所依托银行，
将价款直接拨付到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账户，在
拨款过程中还必须实行“三公示两审核”。

伴随“地票”产生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与产业结
构调整相结合，拓展了农业发展空间。涪陵马武镇石朝
门村 2011 年和 2012 年通过建设用地复垦，增加耕地面
积 203 亩。今年以来，全村陆续成立了 3 个农业专业合
作社，成立微型农业企业 52 户，发展蔬菜、中药材、
水稻制种，取得了较好收益。

上图 山东高青县常家镇台李村村民在公示墙下，

认真核对自家的土地信息。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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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亿元资金回流农村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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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承包耕地走向规模经营

【这一年】 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正迎来巨变。通过
“三权分置”搞活土地经营权，实现“稳制活田”，增加
农民土地流转收益；通过股份合作，使农民享受集体资
产股份分红收益。今年以来，土地加速向大户、合作
社、龙头企业等流转，全国承包耕地流转比例超过
28%。以往“长久不变就是不允许经营权流动”的错误
观点，正被实践澄清着。

记者来到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北曹各庄村吕秀娟
家里时，吕秀娟夫妇俩正在看电视。去年，她家签订了
土地流转协议，委托村里把自家的 4 亩地流转给了新西
兰项目高效设施农业园。

50 岁的吕秀娟种过梨树、西瓜，但结果都不怎么

理想。“光梨子套袋每天雇人的成本就得 100 元，自己
干又忙不过来。本来一棵树能收 10 筐，遇到自然灾害也
就只剩 1 筐。梨子价格波动又大，赚一年、平一年、亏一
年，算总账下来只赚了自家的人工钱。”种瓜也是一样，竞
争激烈不说，又接连遇到自然灾害，损失惨重。

如今，她家每亩地一年的流转收入就有 1500 元，
4 亩地旱涝保收能赚 6000 元。村里有 1800 多亩耕地，
过去亩收入在 1000 元左右。九成村民都选择把土地流
转出去，总共流转了 1200 多亩。“我们签了 18 年合
同，每 5年租金还会递增。”吕秀娟告诉记者。

土地流转能否顺畅的关键要看承租方的务农效益，
这是维持其对农民租金承诺的现实基础。承接北曹各庄
村土地的，是新西兰高科技农业示范园。在北曹各庄村

头，园区现代化的高产温室大棚已经建成。这组无土栽
培蔬菜种植温室大棚每个棚就能产 8 万斤西红柿，是普
通大棚的好几倍。园区内应用了物联网自动控制技术，
还在国内首次采用了雾化系统。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项目全面完工后将优先录用当地劳动力，预计能带动村
里 500多人实现就业。

尝到经营权流转好处的，还有 45 岁的张长春。嫁
到庞各庄镇梨花村后，她一直跟着丈夫务农。过去就靠
家里 7 亩多地过活，“天没亮就下地，天黑才回家，扣
除成本和人工，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张长春把 7 亩
地重新做了分配，流转出去 3 亩交给村里合作社统一经
营，自己种 4 亩，一年能挣 3 万元至 4 万元。她还把家
里布置布置，搞起农家乐，又多了一笔收入。

土地流转为农民股份合作打开了大门。梨花村党支
部书记张俊臣告诉记者，“村里从农户手中流转了 1700
亩土地，建立了 1000 亩出口梨基地和 500 亩设施农
业，效益挺好。村集体还统一试种了 200 亩红香酥梨，
新品种不仅外观好看，而且更耐储存，成了梨花村的新
招牌。”张俊臣计划今年和大企业合作搞农产品深加
工，“梨花酒、老北京梨汤、梨花精油，这些产品市场
前景好，村民可以入股，很快就能拿到股金分红！”

上图 甘肃高台县合黎镇七坝村三社种植户李会正

在晾晒红辣椒。今年以来，高台县共流转土地 7800 多

亩，形成 50 亩以上家庭农场 4 个、千亩以上土地流转示

范点 3个，提高了农民收入。 王 将摄

推 进 确 权

首批15.3万个村将拿到土地“大红本”

9 月 29 日，《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

见》 出台，提出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

流转的格局

12 月 1 日，《关于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

区和试验任务的批复》 下发，14 个试验项

目被纳入全国第二批试验区，涉及土地承

包 经 营 权 流 转 管 理 、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退

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改革任务

12 月 2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七次会议审议了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对宅基地制度改革

的试点条件和范围要严格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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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 数数

1611个

截至今年 8 月底，全国有 1611 个县（市、

区）开展了土地确权登记试点，已有 355 万农

户、4164万亩耕地完成了土地确权登记颁证

12.77亿亩

截至目前，我国农户承包经营耕地 12.77

亿亩，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总量达到 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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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观 点点

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是客观趋势，

但必须看到这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要因

地制宜、循序渐进，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

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

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工商资本主要是进入农户家庭和农民合

作社干不了或干不好的农业生产环节和产业

发展的薄弱环节，并注意和农户结成紧密的

利益共同体，确保以农户家庭为主体推进现

代农业发展。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