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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化的土地流转 : 虚拟确权与农村土地
集体所有权的激活

陈义媛

(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通过对皖南阳春县“确权确股不确地”的虚拟确权模式进行分析，讨论了两个问题 : 一是农地

的“虚拟确权”有哪些实践特征，它如何强化了集体土地所有权 ; 二是在虚拟确权基础上的组织化土

地流转是以怎样的机制运转的。对组织化的土地流转的讨论，是基于与另外两种常见的土地流转模

式———行政化的和市场化的土地流转———相对比而展开的。在虚拟确权模式下，农户拥有的不再是

具体地块，而是量化的股权。在确权方案的制定中，村民自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村民自治与土地

集体所有权相辅相成，土地集体所有权在此过程中也得到了强化。在虚拟确权的基础上，阳春县实

行了组织化的土地流转。这种土地流转有两个重要的实践机制 : 一是通过“化零为整”的方式实现了

对土地的整合，二是通过村民动员的方式实现了对小农户的组织。无论在土地流转价格的协商中，

还是在土地流转风险的控制上，小农户都被组织起来与大户进行谈判，这不仅使小农户拥有了更多

议价权，也使他们探索出“土地保证金”制度，降低了大户毁约弃耕的风险。在阳春县的虚拟确权和

土地流转实践中，集体土地所有权得到了激活，这种激活也有利于保护小农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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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以来，中央政策开始强调要

统筹兼顾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对小农户的扶持。在今天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农业生

产的确需要实现规模化，因此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在全国各地广泛发生。同时，小规模

的兼业农户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会占农业经营者的大多数［1］，这也是中国当下的国情。在土地流

转中如何保护小农户的利益，也是讨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问题时需要考虑的议题。
与农户土地权益直接相关的是近年来在全国推行的土地确权工作。在确权方式上，从中央

政策的导向来看，确权确户逐步被确认为主要的确权登记方式。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 :

“可以确权确地，也可以确权确股不确地。”2014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开始强调土地确权

登记“原则上确权到地到户，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也可以确权确股不确地”。2015 年中央

一号文件则明确强调: “总体上要确地到户，从严掌握确权确股不确地的范围”。不过，在土地

所有权问题上，习近平主席曾在 2016 年谈农村改革底线时强调: “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

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2］，这可以看作是土地确权等一系列改革的总体原则。关于土地确权

问题的争论近年来也十分引人关注。
一是关于土地确权本身的争论，争论双方讨论的主要是产权问题。一方主张明确产权，进

一步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以推动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3］。中国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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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被认为是“产权怪胎”［4］，农村土地产权的模糊造成了土地流转的制度障碍，主张赋予农民土

地私有权，实现土地市场的自由交易［5－6］。另一方则强调集体的“统”的功能，主张在保障农民

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灵活安排土地使用权，例如可以采取“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方式，将细碎、
分散的承包地小块并大块，以适应农业机械化的发展［7］。二是关于土地确权对土地流转影响的

争论。2011 年初农业部发布的《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

出，土地确权的目标是“确认和保障农民的土地物权，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形成产权清

晰、权能明确、权益保障、流转顺畅、分配合理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8］。然而，土地确权是

否推动了土地流转，研究者之间还没有形成共识。有研究认为，稳定、清晰的产权有助于土地流

转［9－10］。也有研究者基于对广东佛山和东莞的问卷调查发现，土地确权后，62．8%的农户认为

流转土地的难度会增加，土地确权在强化农户产权的同时，也可能抑制农地经营权的流转［11］。
还有研究者基于对江苏省 2000—2012 年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指出，土地确权对土地流转的影

响并不显著［12］。
除此之外，一些基于实地调研的研究也发现，各地的土地确权都有一些灵活的 实 践 形 式。

例如，有研究发现，在安徽某县，村、组集体以土地确权为契机，采取“互换并块”的方式，实现了

对农户细碎承包地的整合，基本实现了“一户一块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13］。也有研究指

出，农村内部土地调整的要求与土地确权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一些村庄可以在土地调整

后进行土地集中流转，能够实现规模经营，既能确保公平，又能保证效率［14］。还有一些研究发

现，土地确权激活了农村长久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各种土地权属纠纷浮出水面，容易引发矛

盾，在矛盾多的地方应尝试探索“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模式［15］。这些灵活的实践形式既有助于

实现土地的成片流转，提高效率，也体现了集体组织成员对内部公平的追求。
既有研究对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的探讨展现了中国农地问题的复杂性。在有关土地产权

问题的争论中，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争论焦点。本文认为，在中共中央不断强调要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的背景下，在土地确权中，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不应该被虚化，而应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

的基础。在土地确权实践中，不同地区都出现了一些自下而上的探索，使土地确权能更好地推

动土地流转，这些探索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的关系，以及土地流转的灵活

形式。本文基于笔者 2013 年以来分别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上海市松江区和安徽省南部的村

庄调研，尤其是 2019 年 5 月在安徽省南部阳春县① 10 余天的实地调研展开分析。阳春县地处

丘陵地区，既有地势相对平坦的圩区，又有地势起伏较大的山区，在种植结构上，阳春县长期以

来形成的一年两季———一季小麦加一季水稻———的种植结构②。
在对不同土地流转实践模式进行概括的基础上，本文重点以阳春县自下而上探索出的“虚

拟确权”实践为案例，试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 第一，农地的“虚拟确权”有哪些实践特征，它如何

确保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不被虚化 ; 第二，在农地“虚拟确权”的基础上，当地践行的组织化土

地流转以怎样的机制运行。

二、土地流转的不同模式及其困境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的

需求也不断凸显。事实上，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民间自发的土地流转就已经开始出现，在

2000 年前，土地流转的比例都不高。根据统计，2000 年前，全国土地流转比例未超过 10%，不

过，到 2008 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 17．1%［16］。自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农民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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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文中所有人名、地名皆已经过匿名化处理。
2015 年前后，由于秸秆禁烧政策的严格执行，当地农户因为无法处理小麦秸秆，开始大量放弃小麦种植。此后，当地

的种植作物以水稻为主，小麦面积已极少 ; 此外，也有一些农户开始尝试种植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



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来，土地流转速度进一步加快，

根据农业部公布的数据，到 2016 年底，全国土地流转比例已达 35%［17］。
有关土地流转的不同模式，现有研究已有不少总结，例如有学者将现有土地流转模式概括

为以“两田制”为特征的平度模式、以“股份合作制”为特征的南海模式、以“流转信托”为特征的

浏阳模式以及以“双放弃”和“两股一改”为特征的温江模式，这些模式被称为“土地流转的中国

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和集体在土地流转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18］。不过，从实

践来看，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在土地流转中发挥的作用有较大差别，且除了政府和集体的协调外，

工商资本也会自发地进行土地流转。以下将以笔者在各地的调研经验为基础，讨论实践中常见

的两种土地流转模式，以及这两种流转模式的困境。
( 一) 市场化的土地流转: 资本主导的土地流转

在城市工商资本过剩的背景下，近年来农业逐渐成为一个新的投资领域。尽管在资本下乡

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地方政府的扶持和协助，但地方政府对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的协助往往集中

在资本下乡的初期，当资本力图进一步扩大土地规模时，通常是靠资本自身的力量。这种土地

流转的特征是，企业直接与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对接，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协

议也由企业直接与小农户签订。
在资本主导的土地流转中，最常见的障碍就是“插花田”问题。由于农户承包地的细碎、分

散，想要成片流转土地往往需要与众多小农户打交道，其中一部分农户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但

也有部分农户不愿意流转，这就容易导致土地的不连片。从不同地区的调研来看，资本解决“插

花田”问题的策略通常有以下几种。一是公司在流转土地时，除了流转将来计划耕种的土地，也

流转村庄中其他地区的土地，尤其是离村民居住区较近的土地。这些土地即便与公司规划的种

植区域不连片，公司也愿意流转过来，不为耕种，只为能置换“插花田”。在湖南南部流转土地

的一家企业负责人说，有些不同意流转土地的农户会更愿意耕种离家近的土地，因此公司可以

用这些土地来置换，尽可能减少“插花田”。二是公司在“插花田”面积较小的情况下坚持耕种，

尽管企业耕作不便，但被“围困”在其中的“插花田”承包户耕作也不便。这家在湖南南部流转

土地的公司就以该方式耕种了一两年，此后，农户因为耕种不便，选择了将土地流转给该公司，

因此该公司获得了成片的土地。三是公司借助村内权威人物或村干部的帮助，使之帮助做村民

的思想工作，以便流转土地。一家在广东北部山区流转土地的企业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不过，

这种策略需要一些条件，例如需要企业负责人与村庄精英建立良好的关系，并支付一定的费用。
这种流转策略也仅适用于所需土地规模不大的企业。

在以资本为主导的土地流转中，上述策略比较常见，但这种流转模式也面临着 一 些 困 境。
一方面，这种市场化的土地流转对企业来说，人力和物力成本都较高。在湖南南部流转土地的

这家企业，在扩大流转面积的几年时间内，每年冬季 ( 农闲季节 ) 都会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公

司的 20 多名员工派到村庄中，以“地毯式”搜索的方式，一家一户地做工作，与农户签订土地流

转协议，流转的人力和物力成本都较高。另一方面，在这种土地流转过程中，村集体较少介入，

即便介入，往往也只是作为公证人参与土地流转合同的签订，在这个意义上，村集体的土地所有

权是虚化的。此外，尽管企业能够采取上述策略解决“插花田”问题，但也埋下了与当地农户之

间的矛盾隐患。那些因被“围困”、耕作不便而退出的农户，以及碍于村干部或村内权威人物的

面子而流 转 土 地 的 农 户，对 企 业 的 不 满 并 未 消 除，他 们 往 往 成 为 资 本 下 乡 经 营 的“社 会 障

碍”［19］。
( 二) 行政化的土地流转: 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

在土地流转中，政府的力量常常或隐或现，本文所指的“行政化的土地流转”，主要指因为政

府的直接介入而推动的土地流转。其突出的特征是，土地流转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性目标，企

业或大户在流转土地时较少遇到阻碍，土地流转费通常也是参照当地的平均市场价格。
在湖南南部一个水稻种植大县，县政府在 2009 年前后积极介入土地流转中。该县有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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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季稻种植历史，但由于近年来农资成本不断提高，加上水利设施破旧，当地农户在 2004 年

前后大量从双季稻种植转向单季稻种植。当地双季稻的平均亩产量仅 1600 ～ 1800 斤，而单季

稻的平均亩产为 1100 ～ 1200 斤，由于双季稻的生产成本几乎是单季稻的两倍，但产量的增加并

不与成本的增加成比例，因此普通农户往往不愿意种植双季稻。然而，该县为了争取“产粮大

县”的荣誉，采取了各种方式动员农户种植双季稻，但收效甚微。适逢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

提出鼓励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县政府开始转向与一家农资企业合作，为之提供大量的补贴和扶

持，鼓励该企业流转土地种植双季稻。该企业在农资市场的激烈竞争压力下，也有意尝试流转

土地，延长产业链，因此与县政府达成了一致。
为了协助该企业流转土地，县政府划定了沿该县主干道两边的一片土地作为双季稻种植示

范区，并规定该区域内只能种植双季稻。如果有农户不愿意种植，可以将土地流转给该企业或

其他大户。由于县政府的主导和乡、村两级基层组织的配合，该企业很快流转到了大片土地，并

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周边扩展，以企业自身的力量流转更多的土地。在这一案例中，地方政府在

土地流转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府本身有调整产业结构的职能，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导向下，政

府动用行政手段划定了双季稻种植示范区，推动了土地流转。政府的介入主要服务于争取“产

粮大县”荣誉称号的政治目标，使这一土地流转具有很强的行政化特征。
这种行政化的土地流转模式存在两大困境 : 一方面，政府的介入尽管可能会提高土地流转

的效率，但形成了对小农户土地承包权的挤压，使拥有承包权的小农户无法自主决定种植品种 ;

另一方面，这种行政化的土地流转方式使地方政府面临较高的风险。一旦企业毁约弃耕，地方

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往往不得不出面兜底，代替企业向农户支付土地流转费［20］。
在上述土地流转模式之外，本文以皖南阳春县的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实践为例，讨论另一

种土地流转模式。与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不同，这种土地流转是以土地所有权主体———村

组集体———推动的，本文将之概括为“组织化的土地流转”。

三、“虚拟确权”下的组织化土地流转

“虚拟确权”是 皖 南 阳 春 县 自 创 的 概 念，在 政 府 文 件 中，虚 拟 确 权 指 的 是“确 权 确 股 不 确

地”。安徽省 2016 年初发布了《农村承包地确权确股不确地方式操作流程》，允许以“确权确股

不确地”的模式进行确权。这对于阳春县的虚拟确权实践也是一种认可。在官方界定中，“确

权确股不确地”是指在村或组范围内，农民不再拥有数量确切、四至清楚的承包土地，而是获得

由承包地资源等量化计算出的股份，通过拥有的股份获得相应收益［21］。同时，在上述文件中也

明确规定，实行“确权确股不确地”要符合以下四方面条件 : 人均承包地面积较少 ; 地貌发生改

变，原承包地块已四至不清 ; 实施土地整治或连片土地流转 ; 已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根据阳春

县一位负责农业工作的负责人解释，全县虚拟确权比例达 40%以上①。
( 一) 虚拟确权的实践特征

在阳春县，虚拟确权实践是自下而上探索出来的，直接原因是当地自 2006 年开始实施农田

整治项目。按照“田成方、树成行、路成网、沟相通、渠相连”的标准，阳春县所有实施了该项目

的地区，原来的田埂都被打破，并根据改造后的田块重新修建了田间机耕道和渠道，更重要的

是，农田整治项目尽可能地将高低不平的地块进行了平整。尽管从长远来看，这种平整有利于

机械作业，但从短期来看，这样的土地平整却对耕作层造成了破坏，耕作层的恢复至少需要两三

年时间。在进行了农田整治项目的村庄，大多数村民短期内不愿意种地，要求将土地流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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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过，按照实际农田改造的面积计算，可能全县虚拟确权的面积在 50%以上。全县的耕地面积大约为 20 万亩左右，

其中，实施了农田改造项目的面积大约为 10 万亩左右。根据在当地的访谈来看，凡是实施了农田改造项目的村庄，基本都进

行了虚拟确权。



由于皖南地区靠近苏南，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因此大部分村民对农业收益的依赖度很低，这也强

化了村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和村两委必须回应村民诉求，解决土地流

转问题。这种确权实践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在虚拟确权模式下，只有村民小组这一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土地边界“四至”明晰，而农

户承包地的“四至”并不明确，农户拥有的不再是具体地块，而是量化的股权。正因为这种确权

模式与“确权确地”模式不同，所以当地人将之概括为“虚拟确权”。农田改造打破了农户承包

地之间原有的地界，而大部分村民又都有意愿将土地流转出去，因此当地的虚拟确权与土地流

转直接关联起来。不确定承包地的具体位置并不影响土地流转，村民只需按照承包地面积收取

流转费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承包者的小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土地不再是

小农户的生产资料，而成为他们的财产性收益来源，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从“使用权”变成“财产

权”。对于有意愿继续种植的农户，也可以由集体统一划出一片土地———通常是水源、交通条件

最好的地———交给他们耕种 ; 剩余的土地再行流转。这种确权模式客观上强化了集体的土地权

利，尤其体现在集体对土地的发包权上。
第二，虚拟确权方案是在村民自治基础上，在村、组两级组织召开各类会议、广泛动员村民

参与的情况下，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形成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8 条规定，

村民委员会的职能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通过村民自治的

机制来管理农村土地，本身也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体现。有学者指出，“只有由集体成员通

过民主程序来行使所有权，才能体现集体财产的公有性”［22］。村民自治原则的实践与土地集体

所有权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也早被不同研究者强调［23－24］。因此，这种确权实践本身也是对土

地集体所有权的强化。
在最初探索出虚拟确权模式的沙镇南头村，村支书召开了数次村民代表会、党员会、村两委

会，每当遇到难以达成一致的问题，村支书即通过组织会议的方式来共同协商。南头村在土地

改造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各村民小组承包地总面积的减少，这让很多村民无法接受。由于农

田改造过程中重建并扩宽了原有的田间道路，因此很多村民小组的承包地总面积有所减少。村

两委讨论的解决方案是“同增同减”，即农田改造后，如果总承包地面积有所增加，则所有农户

的承包地面积同比例增加，反之亦然。
南头村村支书说，在村庄中，任何一项决议基本都会形成三分之一的村民同意、三分之一的

村民中立、三分之一的村民反对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村两委首先动员各村民组长在组

内开会，因为组长事先已经摸过底，对村民意见比较熟悉，这一阶段的会议主要由同意“同增同

减”方案的村民参加，以进一步统一思想。第二阶段，召集持中立立场的村民开会。在村两委进

一步进行政策宣传后，90%持中立立场的人也同意了。第三阶段，给持反对意见的村民开 会。
在开这个会之前，村两委也找了一些在村庄内部有威望、有公心的人去给他们做工作。这部分

人中，大约 30% ～ 40%的人会碍于情面而同意。到了这一阶段，持同意意见的村民已经占了大

多数。因此，南头村最后的决定就是采取“同增同减”，所有村民的承包地面积在确权时共同缩

减一部分，缩减比例大多在 10%以内。事实上，不仅是在南头村，在阳春县的大多数村庄，土地

确权方案的确定都进行了广泛的村民动员，由于确权事宜与村民利益息息相关，因此村民也很

有参与的积极性。村民的广泛参与，加上村两委的动员策略，使村庄内部能够形成少数服从多

数的决议，而没有出现多数人被少数“钉子户”挟制的局面。
第三，虚拟确权方案强化了集体成员对集体财产的共同收益权和共同支配权，这一点尤其

体现在集体内部对未来征地问题的处理方案上。在虚拟确权方案中，村民提出的最具争议性的

问题是，假如不确定各户承包地的四至，将来遇到征地问题时如何解决。在沙镇南头村，有村民

提出，假如将来被征的土地正好在自己原承包地所在的区域，征地补偿应该归自己所得，也有村

民对此有异议。通过多次开会讨论，村民共同决定，将来的征地补偿款由所有集体成员共享，剩

下的土地则按照“同增同减”的方式处理。也就是说，征地款不是补偿给某一户农户，而是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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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集体成员，并将所有村民的承包地面积按比例缩减。正是因为这是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通

过的处理方案，所以南头村村支书说，他们村的征地工作十分顺畅。南头村自进行虚拟确权以

来，因为要加固堤防和修建高速路，已经经过了 3 次征地，涉及几百亩土地，但征地过程十分顺

利、高效，没有遇到“钉子户”。
从对征地问题的解决方案来看，征地补偿归集体成员共享，而不归个别承包户所得，正是土

地集体所有的体现。有研究者指出，《物权法》为了解决集体所有权主体的高度抽象和农民权

利的虚化问题，提出了“成员集体所有”这一概念，这一提法就是为了强调集体成员对集体财产

享受共同的支配权、平等的民主管理权和共同的收益权［25］。征地补偿涉及对集体财产的管理，

集体成员通过共同协商征地补偿的分配方案，决定在部分土地被征收后，收益由集体成员共享，

同时集体成员共担土地减少的损失。这正是集体成员对集体财产享有共同支配权和共同收益

权的体现。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保护集体成员承包权的做法。假如土地补偿款归某几户农户所

有，而他们的土地被全部征收，那就意味着将来他们也不再有承包土地的权利，然而他们作为集

体成员的身份仍存在，却不再享受承包权。但当征地补偿归集体成员共享时，征地后所有成员

的承包地面积同比例缩小，那么所有集体成员的承包权都可以得到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不

仅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得到了强化，农户的承包权也得到了保护。
可以看到，阳春县的虚拟确权是为了解决农田改造后的具体问题，自下而上逐步探索出来

的。在虚拟确权模式下，农户承包地的“四至”不再明晰，农户拥有的不再是具体地块，而是量

化的股权。由于当地的虚拟确权与土地流转直接关联，因此农户对土地的权利从“使用权”变

为“财产权”，“四至”不明晰并不影响农户获得土地流转收益。在确权方案的制定中，村民自治

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村民自治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相辅相成，土地集体所有权也得到了

强化。此外，在对未来征地问题的处理上，虚拟确权方案还强化了集体成员对集体财产的共同

收益权和共同支配权，也相当于强化了农民对土地归集体所有的观念。
( 二) 组织化土地流转的实践机制

虚拟确权为组织化的土地流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无论是在虚拟确权过程中对村民的政治

动员，还是虚拟确权客观上对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强化，都为阳春县的土地流转奠定了组织化的

基础。需要指出的是，阳春县最初进行土地流转时，也具有一定的行政化特征，县、乡两级政府

对土地流转进行了较多干预，例如规定土地流转面积不能低于 1000 亩。但由于土地流转大户

的高经营风险，不少大户在土地流转未到期前就因亏损而退出。地方政府很快意识到干预过多

带来的问题，于是减少干预，让村、组集体自主进行土地流转方式的探索。正是在不断的试错和

探索中，阳春县探索出了组织化的土地流转模式。
阳春县的土地流转之所以能以组织化的方式进行，有两个重要的实践机制。一方面，在虚

拟确权的基础上，阳春县的村、组集体对农村土地实现了“化零为整”的整合，这使成片的土地

流转可以低成本实现。另一方面，阳春县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也实现了对小农户的组织化。这种

组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更是一种社会契约［26］，其作为法律契约

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土地流转合同的形成体现的是一种地方性共识 : 在实践中，合同约定的流

转期、流转费都是弹性的，可以在“合情理”的范围内调节。土地流转合同的弹性，使规模经营

主体与小农户之间形成了博弈空间，这种博弈空间的存在，需要小农户被组织起来。以下分别

对这两方面展开论述。
1．以“化零为整”的方式整合土地

虚拟确权是阳春县土地流转过程的一部分，通过对土地的虚拟确权，农户分散的地块经过

了“边界的虚化”后，被整合到了一起。每户农户的承包地面积不变，承包权不变，只是过去实

体的地界被消除。在这种确权方式下，农户的承包地首先变成虚拟物，成为村民小组土地图纸

中的一部分，也相当于农户在集体土地中占了相应的股份，而作为实体的土地究竟在什么位置，

暂时不明晰。在这种“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方式下，地界被消除，土地化零为整，为土地流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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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便利。
事实上，在农业生产力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农地细碎化问题日益突出，土地整合不仅是规模

经营主体的需求，小农户也有强烈的动力改变土地细碎化的状况。在实践中，至少已经出现了

湖北省沙洋县的土地互换和“按户连片”实 践 以 及 江 苏 省 射 阳 县 的 联 耕 联 种 实 践。前 者 是 在

“不动面积、调整地块”的原则下，尊重农户意愿，灵活运用土地流转和互换政策，将农户分散的

地块调整到一片或两片 ; 后者是在农户自愿参与的前提下，由集体经济组织出面协调，将参与联

耕联种的农户的田埂打破，将土地整合起来，以便使用大型农机统一耕作［27］。阳春县的虚拟确

权也是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的一种探索，它通过化零为整的方式解决了土地流转中容易出现的

插花田问题。这种土地整合很难通过一家一户的小农户自行完成，它需要村、组集体的牵头。
在土地整合的基础上，阳春县的土地流转采取了二次流转的方式，即先由村、组集体将土地从农

户手中流转过来，再由集体统一对外流转。
值得注意的是，各级政府对“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方式都持谨慎态度，最主要的原因是防止

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推行，导致农民失地［28］。这一点在阳春县的虚拟确权和土地流转中并不构

成问题。在土地流转前，阳春县的村、组集体首先让有意愿自己耕种的村民报名，集体统计报名

的人数和承包地面积，然后根据需要划出一片土地，供这些农户耕种。只要农户所申报的面积

不超过该户原本的承包地面积，农户就可以免费耕种这部分土地。在此基础上，村、组集体再将

其余土地统一流转出去，在流转时，集体同样秉持着集体成员优先流转的原则。
2．以村民动员的方式制定土地流转规则

除了对土地进行整合外，阳春县在土地流转中还对小农户进行了组织。如前文所述，中国

农村的土地流转合同往往具有弹性，小农户只有被组织起来，才能更有议价权。同时，只有让小

农户都参与土地流转规则的制定中，在发生大户弃耕的问题时，才不至于完全由村、组集体，甚

至地方政府来承担后果。通过动员村民的方式来制定土地流转规则，是组织化的土地流转模式

最鲜明的特征。
( 1 ) 土地流转价格的组织化协商

被组织起来的小农户在土地流转中会有更多的议价权。以阳春县河镇林家村为例，该村从

2008 年开始，由村集体主导进行土地流转，这一轮土地流转合同统一为 2016 年到期。2016 年，

该村在进行第二轮土地流转时，由于当时稻谷价格较高，很多大户竞相参与土地流转，因此，镇

政府将有意流转土地的大户、各村的村民代表、村两委及粮食收购企业( 这些企业对粮食价格信

息掌握得更充分) 都组织起来，开会协商流转价格，村民代表的提议从每亩 500 斤到每亩 600 斤

稻谷不等，最终将流转价格从此前的每亩 400 斤稻谷提升到 500 斤稻谷。林家村村支书解释，

当流转费上涨到每亩 500 斤稻谷时，大户每亩地可以获得 300 ～ 400 元的纯利润。在村民看来，

这个利润是合理的 : 一个种植 200 亩水稻的大户每年可以获得 7 万 ～ 8 万元的纯收入。这相当

于当地一对夫妻外出务工的年收入，也是当地的中等收入水平。也就是说，村民在商议土地流

转费时，对大户经营利润的计算，是以当地中等收入家庭的务工年收入作为参照的。土地流转

费的调整本质上是农业利益的再分配问题，小农户和大户在博弈中既要保护小农户的利益，也

要避免大户被排挤出去。只有在双方平等博弈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均衡。假如小农户没有被组

织起来，即便他们有提高土地流转价格的期望，也很难谈判到适合他们的最佳价格。
大户之间的联合相对容易，分散的小农户在与联合起来的大户进行博弈时往往受制于人，

相关的案例并不少见。2017 年，笔者在山东一个小麦种植县调研时访谈过一位种植大户，这位

种植大户以 1000 元 /亩的价格在一个村庄流转了 800 多亩土地。这位大户说，由于同时在邻近

村庄流转土地的还有另外六个大户，这些大户的流转面积加起来一共有几千亩，他们共同商议，

并与村民协商，计划把土地流转费从 1000 元 /亩降到 800 元 /亩。即便这些大户都与农户签订

了正式的土地流转协议，但他们依然能够联合起来，通过给小农户施压降低流转费。尽管最终

土地流转费没有降到 800 元 /亩，而是 900 元 /亩，但缺乏组织化的分散小农户很难与之博弈，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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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只能接受。以这一反例作为对比，可以看到，在阳春县的土地流转中，村、组集体作为村民“代

理”，将小农户组织起来，大大增强了后者的议价能力。
( 2 ) 土地流转风险的集体共担机制

在土地流转中，作为转出土地的一方，最大的风险在于大户“毁约弃耕”，相关的报道近年来

也不绝于耳［29］。在不同的土地流转模式下，“毁约弃耕”影响的主体有所不同。在市场化的土

地流转方式中，大户通常直接与小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村、组集体往往只是作为见证方参

与，因此当大户毁约时，小农户是利益受损方，他们无法获得土地流转费。如前文所述，在政府

主导的土地流转模式下，大户的“毁约弃耕”往往最终不得不由村两委或地方政府兜底。但在

组织化的土地流转中，大户是与集体而不是小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协议，“集体”不是村两委，而

是村民的联合体，村两委负责将村民组织起来，共同讨论土地流转方案和风险应对方法。以阳

春县的土地流转实践为例，以组织化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价格协商至少有两方面的优势。
第一，当村民被组织起来时，可以集体与大户谈判，要求大户根据流转面积预付“保证金”，

以减少大户“毁约弃耕”的风险。阳春县的土地流转实践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大户需要在支付

土地流转费之外，一次性缴纳 600 元 /亩的保证金①，如果违约弃耕，就无法收回这笔保证金。也

就是说，一个流转规模为 200 亩的大户需要缴纳 12 万元的保证金，一旦弃耕，这笔保证金就损

失了。保证金制度对大户有实质约束力。2013 年，方先生在河镇兴业村流转了 1000 亩地种植

莲藕，并按规定缴纳了 600 元 /亩的保证金。然而，2016 年，因为洪涝灾害，他亏损了 300 多万

元 ; 2017 年，莲藕价格降到了 0．6 元 /斤，而当时雇工挖莲藕的成本都达到 0．4 元 /斤，他再次严

重亏损。连续亏损以后，方先生想放弃这片土地，但由于之前交了保证金，且流转费合同是签到

2025 年的，即便他放弃保证金，也需要继续支付流转费，否则会被起诉，还可能上征信黑名单。
无奈之下，方先生只能继续硬撑，并在近几年内陆续将土地转手出去，现在他自己手上还有 500
亩左右。这意味着，保证金制度对小农户的利益是有一定保护作用的。需要指出的是，保证金

制度是难以通过一家一户的小农户与大户直接对接来落实的，只有以组织化的方式，集体出面

协商，才能确保大户缴纳保证金。
第二，在组织化的土地流转中，由于村民被动员进来参与土地流转方案、土地流转费用的协

商，在遭遇风险时，村民自然也会承担风险，而不是完全由村、组集体或地方政府兜底。河镇棠

下村在进行农田改造项目时就已经在村民代表大会上说明，假如将来土地流转不出去，就只能

降低流转费，或由村民自行耕种。2012 年，棠下村的农田改造项目改造了 400 多亩地，改造完

成后这片土地以每年每亩 400 斤稻谷的价格流转给了一个外地大户种植，流转合同 2022 年到

期。然而，由于 2018 年稻谷价格骤降( 当地的实际收购价从 2017 年的 1．25 元 /斤下降到 2018
年的 1．1 元 /斤) ，这位外地大户亏损严重，无法再继续经营。棠下村村两委只能将村民组织起

来讨论解决方案，最终有 4 位本村村民接手了这片流转地，每人流转 100 亩左右。同时，由于稻

谷价格下降，他们在流转时，也要求将土地流转费降为每年每亩 300 斤稻谷，村民也同意了。为

了应对 2018 年稻谷价格下降、大户要求降低流转费的问题，将村民组织起来重新协商，是阳春

县很多村的共同做法。大部分村庄的降幅一致，少数村庄因为谈判能力更强，降幅略低。这意

味着，当可能出现大户弃耕问题时，集体组织成员共同承担风险。因为土地流转的决定是集体

成员自愿、共同作出的，风险也就由集体成员共担，解决途径包括 : 降低土地流转费，寻找其他大

户来接手，或分给集体成员自行耕种。
这种风险应对方式与行政化的土地流转模式下同类问题的解决方式有很大的差异。行政

化的土地流转由于有很强的政府主导性，集体成员很少被组织和动员进来。在商议土地流转方

案时，往往是村两委“代表”村民去谈判 ; 而在组织化的土地流转模式下，村两委是村民利益的

“代理”，他们接受村民委托，组织村民代表去进行谈判。所以行政化模式下，一旦发生大户毁

02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第 20 卷

① 保证金是交给村集体管理的，由于村财镇管，大户直接将保证金交到镇政府，由镇政府统一管理。



约弃耕，村民往往要求村级组织或基层政府补偿流转费。
可以看到，组织化的土地流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村集体“反租倒包”土地，后者在很多情

况下内含的是行政化土地流转的逻辑，是在地方政府的压力下进行的土地流转。本文所论述的

组织化土地流转则更强调村集体对村民的动员，以及村民自治原则在土地流转中的实践。只有

在“组织化”的基础上，小农户才不会在土地流转中被边缘化，村集体也不会被迫承担流转的所

有风险。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皖南阳春县“确权确股不确地”的虚拟确权模式进行分析，讨论了两个问题，一

是农地的“虚拟确权”有哪些实践特征，它如何确保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不被虚化 ; 二是在虚拟

确权基础上的组织化土地流转是以怎样的机制运转的。对组织化的土地流转的讨论，是基于与

另外两种常见的土地流转模式，即行政化的和市场化的土地流转相对比而展开的。
本文认为，阳春县的虚拟确权有如下特征。首先，在虚拟确权模式下，农户拥有的不再是具

体地块，而是量化的股权。由于当地的虚拟确权与土地流转直接关联，因此农户对土地的权利

从“使用权”变为“财产权”，“四至”不明晰并不影响农户获得土地流转收益。同时，对于有意愿

继续耕种土地的农户，集体也可以单独划出一片土地供其耕种，农民的承包权并未受到影响。
其次，在确权方案的制定中，村民自治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村民自治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

相辅相成，土地集体所有权在此过程中也得到了强化。最后，在对未来征地问题的处理上，虚拟

确权方案还强化了集体成员对集体财产的共同收益权和共同支配权，相当于强化了农民对土地

归集体所有的观念。
在虚拟确权的基础上，阳春县实行了组织化的土地流转。这种土地流转有两个重要的实践

机制，一是通过“化零为整”的方式实现了对土地的整合，二是通过村民动员的方式实现了对小

农户的组织，只有在这两个基础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组织化的土地流转才能实现。从全国的土

地流转现实来看，农地细碎化问题是土地流转中最常见的难题。在虚拟确权的基础上，农户承

包地边界的“虚化”，低成本地解决了土地细碎化问题，实现了“化零为整”。在土地整合之外，

阳春县在土地流转中还对小农户进行了组织，当地的土地流转规则是在村民动员基础上制定

的。一方面，在土地流转价格的协商中，小农户被组织起来与大户进行谈判，使前者具有更多的

议价权。对比而言，大户之间的联合相对容易，分散的小农户在与联合起来的大户进行博弈时

往往处于下风，因此以组织化的形式协商土地流转价格对小农户更有利。另一方面，在土地流

转风险的控制上，村民被组织起来，以集体的方式与大户谈判，形成了“保证金”制度，减少了大

户“毁约弃耕”的风险 ; 也因为村民被动员参与土地流转方案的协商，在遭遇大户毁约问题时，

风险也由集体成员共担，而非完全由村级组织或地方政府兜底。
总体而言，在阳春县的虚拟确权和土地流转实践中，集体土地所有权得到了激活，这种激活

也有利于保护小农户的利益。当集体被不断弱化时，小农户缺乏组织，只能零散地面对大户，既

缺乏谈判权，又缺少风险应对机制。从村集体的角度来说，村、组集体能够低成本地解决土地流

转中的农地细碎化问题，协助规模经营主体进行土地流转，这本身也应当被看作农业社会化服

务的一部分。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应当享有剩余索取权，通过提供这种社会化服务，收取

一定的管理费用，也有利于壮大集体经济收入。这也是阳春县一些村干部正在考虑的下一步规

划。集体既有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也应当有获取收益的权利，且集体经济收入的增加，

也有利于集体更好地发挥组织功能。此外，从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角度来看，只有当

小农户能够被组织起来时，他们的利益才更有保证，他们才能更好地衔接现代农业。

致谢 : 感谢孙新华、夏柱智、陈靖对本文提出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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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ganized Path of Land Transfer: Virtual Land Titling and the
Activation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CHEN Yiyuan

Abstract: Based onthe analysis of the virtual land titling practice in County Yangchun of Anhui prov-
ince，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al land titling practice，and how it reinforces
the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Moreover，this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dynamics of the organized path of
land transfer． After the virtual land titling practice，an individual household gains an‘equity’instead
of tangible farmlan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land titling plans，the village self－governance principles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As a matter of fact，the village self － governance and the rural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have reinforced each other． Predicated on the virtual land titling，County Yangchun has
explored an organized path of land transfer，which is driven by two mechanisms． First，the village com-
mittees integrate the scattered land－use rights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land fragmentation． Second，the
village committees organize the villagers by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dividual households have participa-
ted in both the negotiation of land transfer fee and the control of risks in land transfer，which not only
enhances the individual households’negotiation power，but also promotes them to propose a‘margin
system’to lower the risks． In the practice of virtual land titling and land transfer in County Yangchun，
the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has been reinforced，which also helps to protect the benefits of small
households．
Keywords: Organized Path; Land Transfer; Virtual Land Titling;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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