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乡统筹与农村改革·
西部论坛

ＷｅｓｔＦｏｒｕｍ
第２１卷第３期　２０１１年５月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１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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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现阶段土地流转规模较小，农村土地定价理论与实践尚不完善；而农村土地流转价格与流
转行为人的意愿密切相关，因此，研究流转行为人（农户）的预期土地流转价格，对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定价理

论和推进土地流转实践具有积极意义。基于重庆市农民土地流转调查，从流转主体农户的属性出发，分析

影响农村土地流转预期价格的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土地流转预期价格与被调查者据场镇距离、被调查者家

庭人均年农作物经济收入正相关，与被调查者家庭在校学生数负相关；这些结论可以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

价格的确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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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土地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土地的价

值，我国人多地少、农业又是相对的弱质产业（葛云

伦 等，２００４）、农民属于相对弱势群体（欧阳爱权，
２００９），导致农村土地的价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但随着区域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农民在城市寻找

工作的成本降低，且城市就业收益相对于农业生产

高，这一高一低间的差值，刺激农民放弃农业生产，

将土地流转出去。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农村土地

向大户、企业等多种主体流转，对于推进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

城乡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实现农村土地流转，

可以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收入，还利

于农业生产集约化、产业化发展。

目前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

流转模式、土地流转制约因素、土地流转意愿等方

面，对影响土地流转价格因素的研究较少。党的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

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允许农民流转土

地承包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

包、出租、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

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因而现有的土地流

转模式主要有股田制、股份合作制、出租和反租倒

包、转包、转让、拍卖、互换、代耕八种形式（杨德才，

２００５）。各地区土地流转均为上述各模式的应用或
综合，基于不同的模式国内学者还进行了优劣比较

分析（石霞 等，２００３；朱新芳，２００３）。对土地流转制
约因素主要是从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和土地流转

市场等方面研究（覃美英，２００７；钱忠好，２００２），认
为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及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有

效需求不足制约了土地流转。农民的土地流转意

愿则受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乐章，２０１０；
骆东奇 等，２００９；何国俊 等，２００７）。

科学、合理地评估土地价格，有利于土地资源

优化配置，利于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亦利于促

进农村土地流转。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等虽对

土地价格定价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如因素修正

法和收益还原法分析了地租量变动、贴现率变动、

供求变动、通货膨胀率变动对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变

化的影响（喻瑶 等，２００９），但大都是以流转对
象———农村土地为研究对象，而较少考虑流转主

体———农户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主观判断能

力和自主性。虽然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较多的发

生在相关组织之间，但农户仍是流转的行为主体。

同时，我国现阶段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土地权属

相对模糊，土地流转价格难以定性理论化，这就阻

碍了土地流转的规模。本研究通过对重庆市农村

土地流转调查，分析农村土地流转主体农户对土地

流转的预期价格影响因素及作用规律，可以帮助我

们更好地认识影响土地流转价格的农户要素，指导

农村土地流转实际定价工作。

二、土地流转预期价格的影响因素

农地价格形成理论可分为农地价格市场形成

论、农地价格成本效益论、农地价格价值决定论等

（车裕斌，２００４）。农地价格的市场形成论又称为均
衡价格论，该理论认为农地的价格是市场上的供给

与需求所确定的一个均衡点上供求双方共同确认

的价格；农地价格成本效益论认为，农地的价格是

农地未来收益的资本化或地租的资本化；农地价格

的价值决定论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指出，土地价格是出租土地的资本化的收

入，是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表征为土地

资源的价格（周诚，１９９２），可以表示：
土地资源价格 ＝土地绝对价格 ＋土地极差价

格＋土地垄断价格
土地绝对价格是评估区内最劣地的价格；极差

地租是由土地自然肥力和位置以及对土地的相关

投入决定的；土地垄断价格主要在一些特殊用地地

区有限范围内存在。

现阶段我国农地使用权流转价格偏低，农地流

转价格与价值的偏离使得价格调节功能失灵，使得

农地的长期供给和短期需求不足，引致农地使用权

流转不畅，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配置，也不利于农

地流转价格的合理确定。因此以农地价格市场形

成论来确定农地使用权流转价格缺乏合理、规范的

市场环境，难以体现农地的真正价值。而农地价格

的成本效益论以农地的收益能力为价格基础，由于

土地生产力、生产成本、利用方式的差异，导致土地

纯收益的差异，即使是同块土地亦因作物种类不同

等而使生产水平有很大的差异，并且受条件限制，

收益计算很难做到精确。

而土地流转预期价格区别于土地价格，强调流

转行为人———农户在流转价格形成中的预期作用，

农户的文化、年龄及家庭结构等均会对这一预期价

３１

骆东奇，任海钰：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预期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格有所影响。借鉴马克思土地价格理论，可将影响

土地流转预期价格的因素分为三类：（１）自然环境
因素，主要包括气候、水文、土壤品质、土地区位、土

地规模、土地基础设施等方面，这些方面影响土地

的自然肥力和位置，决定了土地绝对价格及部分极

差地租；（２）经济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等，反映一定的土地供需状况；（３）流转行为人属性
因素，这一因素主要体现农地流转主体———农户自

身属性对土地流转预期价格的影响，毕竟土地流转

行为发生在农户这一行为人身上。

农村土地流转预期价格是自然环境因素、社会

经济条件、农户属性等因素不同程度量化的结果。

设自然环境因素为ｕ，社会经济因素为 ｗ，农户属性
因素为ｘ，其中各影响因子为 ｕ１、ｕ２、ｕ３…，ｗ１、ｗ２、ｗ３
…，ｘ１、ｘ２、ｘ３…，根据各因子影响权重，可建立农村
土地预期流转价格函数 ｆ（ｕ，ｗ，ｘ）。因本文仅针对

流转后用途不变的农用地，不考虑垄断价格，同时

仅从农户的相关属性这一因素出发，故剔除自然环

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建立农村土地流转预期价

格函数ｆ（ｘ），分析农户相关属性对农村土地流转预
期价格的影响。

三、研究变量与方法

一般的线性回归分析中，因变量常常以连续型

变量或分类变量形式存在。本文中土地流转预期

价格为被解释变量，是一个多分类有序变量，解释

变量依次为Ｘ１～Ｘ１１（在构建模型时，将分类变量做
虚拟化处理，各变量具体解释见表１），故而一般的
线性回归方法不能用于分析农户主体相关属性对

土地流转预期价格的影响。在此选取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张文彤，２００４）来分析土地流转预
期价格与农户主体相关属性间的相关关系。

表１　变量选取及解释

变量名 解释 赋值

Ｙ 土地流转预期价格（元／每亩）
０＝２００元以下；１＝２００～４００元；２＝４００～６００元；
３＝６００～８００元；４＝８００元以上

Ｘ１ 被调查者性别 １＝男；０＝女

Ｘ２ 被调查者年龄 —

Ｘ３ 被调查者据场镇距离 —

Ｘ４ 被调查者文化程度 ０＝文盲；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４＝高中及以上

Ｘ５ 被调查者家庭人均年经济收入
０＝１０００元以下；１＝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２＝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元；
３＝４０００～８０００元；４＝８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元；５＝２００００元以上

Ｘ６ 被调查者家庭在校学生数 —

Ｘ７ 被调查者家庭外出务工人数 —

Ｘ８ 被调查者家庭劳动力人数 —

Ｘ９ 被调查者家庭人口数 —

Ｘ１０
被调查者家庭人均年农作物经

济收入

０＝１０００元以下；１＝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２＝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
３＝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４＝５０００元以上

Ｘ１１ 被调查者家庭所在区县 ０＝重庆两翼区县；１＝重庆一圈内区县

　　注：带变量为虚拟变量，其它变量均为连续变量

　　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基本原理为：记
πｉ＝Ｐ（Ｙ＝ｉ）为每亩土地流转预期价格属于第 ｉ
级（ｉ＝０，１，２，３，４）的概率，根据调查实际情况建立
模型，其中 αｊ（ｊ＝０，１，２，３）是截距项，β（β１，

β２，…，β１１）是回归系数，Ｘ＝（Ｘ１，Ｘ２，…，Ｘ１１）为解
释变量，且 Ｘ１、Ｘ１１为无序分类变量，Ｘ４、Ｘ５、Ｘ１０为有
序分类变量，其余Ｘ２、Ｘ３、Ｘ６、Ｘ７、Ｘ８、Ｘ９为连续变量。
被解释变量（因变量）是每亩土地流转预期价格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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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ｋ级及ｋ级以下的概率与属于ｋ级以上概率之
比的自然对数。这两个概率之比称为优势比（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ＯＲ）。若ｘｊ的回归系数为 βｊ则 ＯＲ值为 ｅβｊ。
因此，以该变量级别最高的取值作为比较的基准，

回归系数 βｊ的含义是：其他条件不变，当 ｘｊ从最高
级别的取值改为另一级别的取值时，优势比（ＯＲ
值）将变为原来取值的ｅβｊ倍。

ｌｎ
π０

π１＋π２＋π３＋π４
＝α０＋Ｘβ

ｌｎ
π０＋π１

π２＋π３＋π４
＝α１＋Ｘβ

ｌｎ
π０＋π１＋π２
π３＋π４

＝α２＋Ｘβ

ｌｎ
π０＋π１＋π２＋π３

π４
＝α３＋Ｘβ

通常来看，农户主体的文化程度对其土地流转

预期价格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农户主体

文化程度越高，其从事其他行业的机会就越大，从

事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小，获取非农收入较多，

对土地的依赖性降低，在土地流转时收益期望不

大，预期价格可能会偏低；另一方面农户主体文化

程度越高，其获取信息的能力就越强，对土地价值

的认知能力越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对土地的预期

价格就越高。但哪方面因素占主导未有定论。同

样，农户居住离场镇距离的远近与其获取信息的能

力及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有关。一方面，距离场镇

近，农民易于获取市场信息，对土地价值的认知可

能较大，土地流转时预期价格可能较高；另一方面，

据场镇近，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大，对土地依

赖就相对弱，土地流转价格可能较低。一高一低的

价格预期，使得被调查者居住离场镇距离对土地流

转预期价格的影响也是由正反因素共同作用。而

农户的年龄越大，身体健康程度越低，其从事其他

行业工作的机会较小，加之年龄越大的农民恋土情

节越重，农户流转土地的意愿较弱，若要流转土地，

其预期价格将越高。此外，马克思地租理论认为，

经济发达区的土地价格较偏远地区土地价格要高。

根据上述解释及相关理论，对农户主要属性对土地

流转预期价格影响作出下述假设：

假设 １：农户年龄越大，土地流转预期价格
越高；

假设２：农户据场镇距离越近，土地流转预期价
格越高；

假设３：农户文化程度越高，土地流转预期价格
越高；

假设４：农户家庭人均年农作物经济收入越高，
土地流转预期价格越高；

假设５：处于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区县的农户
土地流转预期价格较高。

四、实证分析

本文数据源于２００７年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调
查，调查对象同一村民小组不超过２户，同村不超过
４户，调查有效问卷４８２份，问卷调查的范围涉及重
庆市２８个区县。４８２份问卷中，重庆一小时经济圈
２３个区县２９０份，占比为６０．２％；渝东北１５５份，占
比为３２．２％；渝东南３７份，占比为７．６％。

农村土地流转预期价格设５个区间，分别为每
亩２００元以下、２００～４００元、４００～６００元、６００～８００
元和８００元以上。在调查结果中，土地流转预期价
格在２００元以下的占比最高，达３２％，其次是２００～
４００元这一价格区间，占比为２１％，其它４００～６００
元、６００～８００元、８００元以上三个预期价格区间所占
比例相差不大，分别为１６％、１３％和１８％。整体来
说，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预期价格偏低，农村土地

流转市场的不健全及缺乏合理的土地定价依据可

能是造成流转价格较低的主要原因。

１．模型回归分析
本文运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数据处理。由模型拟

合信息表（略）知，在模型中未引入自变量时 －２ｌｎ
（Ｌ）为１５０１．０８１，引入自变量后减少至１４２８．１０４，
χ２（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７２．９７７，Ｐ（Ｓｉｇ．＝０．０００）＜０．０５，
表明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不为０，本模
型具有显著性意义。同时，由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知，Ｐｅａｒｓｏｎ和 Ｄｅｖｉａｎｃｅ值分别为 ０．３４９和 １，
Ｄｅｖｉａｎｃｅ值较大主要是由于自变量中年龄、被调查
者据场镇距离等连续性变量的存在致使检验值较

大，总体来看拟合优度较好。

根据表２参数估计及相应的检验结果，在５％
显著水平下与农村土地流转预期价格（Ｙ）显著相关
的有被调查者据场镇距离Ｘ３、被调查者家庭在校学
生数Ｘ６、被调查者家庭人均年农作物经济收入 Ｘ１０、
被调查者家庭所在区县Ｘ１１，而其他变量的影响显著
性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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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参数估计值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Ｗａｌｄ ｄｆ Ｓｉｇ．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ＬｏｗｅｒＢｏｕｎｄ ＵｐｐｅｒＢｏｕｎｄ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Ｙ：［每亩期望收益 ＝０］ －１．０７０ ０．９９０ １．１６８ １ ０．２８０ －３．０１０ ０．８７０

　　　　　 　［每亩期望收益 ＝１］ －０．１１４ ０．９８９ ０．０１３ １ ０．９０８ －２．０５２ １．８２４

　　　　　 　［每亩期望收益 ＝２］ ０．６４４ ０．９８９ ０．４２４ １ ０．５１５ －１．２９５ ２．５８２

　　　　　 　［每亩期望收益 ＝３］ １．４５３ ０．９９１ ２．１４８ １ ０．１４３ －０．４９０ ３．３９５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Ｘ２：年龄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１．４４８ １ ０．２２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７

Ｘ３：被调查者据场镇距离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２ １２．６０５ 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５ ０．１２３

Ｘ６：家庭在校学生数 －０．３４３ ０．１４５ ５．６０６ １ ０．０１８ －０．６２７ －０．０５９

Ｘ７：家庭外出务工人数 －０．０３９ ０．０９８ ０．１５６ １ ０．６９３ －０．２３０ ０．１５３

Ｘ８：家庭劳动力人数 －０．１４３ ０．１０４ １．９００ １ ０．１６８ －０．３４７ ０．０６０

Ｘ９：家庭人口 ０．０５４ ０．０９９ ０．２９５ １ ０．５８７ －０．１４０ ０．２４８

Ｘ１：［性别＝０］ ０．４８４ ０．２７６ ３．０６２ 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５８ １．０２６

［性别＝１］ ０ａ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Ｘ４：［文化程度＝０］ －０．９９４ ０．７０８ １．９７１ １ ０．１６０ －２．３８２ ０．３９４

［文化程度＝１］ －０．８５９ ０．５０７ ２．８６６ １ ０．０９０ －１．８５３ ０．１３５

［文化程度＝２］ －０．５６７ ０．４８８ １．３４６ １ ０．２４６ －１．５２４ ０．３９１

［文化程度＝３］ －０．１１９ ０．５３１ ０．０５０ １ ０．８２３ －１．１５９ ０．９２１

［文化程度＝４］ ０ａ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Ｘ５：［家庭人均经济收入＝０］ －０．８０２ ０．５６８ １．９９５ １ ０．１５８ －１．９１６ ０．３１１

　　　　　 　［家庭人均经济收入＝１］ －０．３９９ ０．５５５ ０．５１６ １ ０．４７２ －１．４８６ ０．６８９

　　　　　 　［家庭人均经济收入＝２］ －０．６０９ ０．５４２ １．２６０ １ ０．２６２ －１．６７１ ０．４５４

　　　　　 　［家庭人均经济收入＝３］ －０．６７８ ０．５４１ １．５６９ １ ０．２１０ －１．７３９ ０．３８３

　　　　　 　［家庭人均经济收入＝４］ －０．７３４ ０．５７９ １．６０８ １ ０．２０５ －１．８６９ ０．４００

　　　　　 　［家庭人均经济收入＝５］ ０ａ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Ｘ１０：［家庭人均农作物经济收入＝０］ １．２１５ ０．７３０ ２．７６７ １ ０．０９６ －０．２１７ ２．６４６

　　　　　 　［家庭人均农作物经济收入＝１］ ０．８８９ ０．７４６ １．４１８ １ ０．２３４ －０．５７４ ２．３５１

　　　　　 　［家庭人均农作物经济收入＝２］ １．２７３ ０．７８０ ２．６５９ １ ０．１０３ －０．２５７ ２．８０２

　　　　　 　［家庭人均农作物经济收入＝３］ ２．３４４ ０．９０４ ６．７３０ １ ０．００９ ０．５７３ ４．１１５

　　　　　 　［家庭人均农作物经济收入＝４］ ０ａ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Ｘ１１：［所在区县＝０］ －１．０８３ ０．１８８ ３３．０３５ １ ０．０００ －１．４５２ －０．７１４

　　　　　 　［所在区县＝１］ ０ａ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Ｌｉｎｋ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Ｌｏｇｉｔ．

２．农户属性对土地流转预期价格影响分析
由上述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农户在进行土地流

转时，被调查者据场镇距离 Ｘ３、被调查者家庭在校
学生数 Ｘ６、被调查者家庭人均年农作物经济收入
Ｘ１０、被调查者家庭所在区县 Ｘ１１四个属性对土地流
转预期价格的影响较大，而农户年龄 Ｘ２、文化程度
Ｘ４对土地流转预期价格的影响较弱，假设１、３也不
成立。

（１）被调查者据场镇距离 Ｘ３的偏回归系数 β３
＞０，表明农户家庭距离场镇越远，其预期的土地流
转价格越高，这与假设２相反。据场镇距离的远近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对土地依赖性的强弱，据

场镇近，其获取信息及就业机会多，对土地的依赖

性较弱。故在进行土地流转时，被调查者据场镇距

离越远，预期的土地流转价格越高。

（２）被调查者家庭在校学生数 Ｘ６的偏回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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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β６ ＜０，这表明农户家庭在校学生数越多，其预
期的土地流转价格越低。原因在于家庭在校学生

数越多，迫于较大的经济压力，在流转过程中为满

足家庭生活资金需求，不得不以较低的价格流转土

地，这就扭曲了农地的合理价格形成。

（３）被调查者家庭人均年农作物经济收入 Ｘ１０
的偏回归系数β１０ ＞０（β１０ ＝１．２１５、０．８８９、１．２７３、
２．３４４，分别对应于Ｘ１０＝０、１、２、３，Ｘ１０＝４的系数已
被模型设定为０），ＯＲ１０＝ｅβ１０＞１。这说明，随着被调
查者家庭人均年农作物经济收入的降低，土地流转

预期价格属于较低级别的概率将增大。也就是说，

土地流转预期价格与被调查者家庭人均年农作物

经济收入正相关，被调查者家庭人均年农作物经济

收入越高，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其预期的流转价格越

高，假设４成立。这也与经验相符，农户从土地上获
取农业收入较高时，在转让土地的过程中其必然要

求较高的流转价格。

（４）家庭所在区县 Ｘ１１的偏回归系数 β１１ ＜０
（β１１ ＝－１．０８３，对应于Ｘ１１＝０，Ｘ１１＝１的系数已被
模型设定为０），ＯＲ１１＝ｅβ１１ ＜１。这说明，与被调查
者处于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内相比，重庆市两翼区

县农民在进行土地流转时，土地流转预期价格处于

较低级别的概率将减小，就是说，重庆市两翼区县

农民在进行土地流转是预期的流转价格高于一小

时经济圈内的农民，这与假设５相反，同时也不符合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出现这一结论的原因主要在

于调查对象的选取上，如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内区

县的被调查对象可能处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而两翼

区县的被调查对象可能处于发展核心区的边缘地

带，这样就造成了土地流转预期价格与理论的不

符。不可否认的是，区位因素对农村土地流转预期

价格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５）其他变量与土地流转预期价格间的关系：
虽然其它变量Ｐ＞０．０５，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这
可能在由模型运用及变量设定引起），但其偏回归

系数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相关变量对土地流转

预期价格的影响。比如：男性在土地流转时其预期

价格高于女性（ＯＲ值为 ｅ０．５５１＝１．７３）；文化程度与
家庭人均年经济收入越低，预期的土地流转预期价

格越高（偏回归系数均小于０）；年龄越大、家庭人口
越多，其预期的土地流转价格越高（偏回归系数均

大于０）；而家庭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家庭劳动力人
数越多，其预期的土地流转价格越低（偏回归系数

均小于０）。

五、结语

我国现阶段土地流转规模较小，主要是受限于

土地流转市场，土地流转价格难以公平合理化。但

土地流转更多的涉及流转行为人的意愿，故如何满

足流转行为人农户的预期土地流转价格，对在农村

土地定价理论尚不完善情形下推进我国农地流转

进程意义重大。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对流转行为人

农户相关属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流转预期价

格同农户据场镇距离、家庭人均年农作物经济收入

正相关，与农户家庭在校学生数负相关。同时，位

于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内区县的土地流转预期价格

低于两翼区县的价格，这一结论与事实和理论相

反，但证实了土地流转预期价格受农户所在区位及

其他等因素影响。

同时，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须注意到以下几方

面：（１）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影响因素复杂。土地价
格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涉及经济、社会、理念等各方

面，这就要求我们从方方面面去考虑。而作为农地

流转主体的农户的相关属性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农

村土地流转价格，因此在制定土地流转价格时须将

这一因素考虑在内。（２）应充分认识到农村土地流
转价格制定工作的复杂性。农村土地流转价格与

多种因素相关，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在确定农

村土地流转价格时既要考虑到市场因素，还需要类

似城市土地基准地价等的定价依据；同时，不同的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流转主体、不同的流转客体

对土地流转价格的认知也不同。因此应认识到土

地流转价格确定的长期性、动态性、复杂性。（３）要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价格研究，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

依据和参考。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日趋完

善，但价格制定相对滞后于流转服务体系，制约了

农村土地的流转速度及规模。因而需要加大土地

流转价格研究力度，寻求土地流转价格确定的一套

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从而服务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推进农业发展。（４）应努力缩小农村土地流转价格
预期与现实的差异，这样不仅有利于维护农村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在保障农民土地合法权益的

前提下，可以提高农民保护自身土地的积极性，保

证土地数量、质量安全，维系国家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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