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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中国农地制度改革进程中的重要创新。随着国家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的逐步实施，农地流转效率直接关系到国家农地流转政策的全面推行。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的整体效率与区域运行效率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随着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的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整体运行效率得到提升，但在区域运行效率上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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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论

1979 年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

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据林

毅夫估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

的农业增长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做的贡

献为 46. 89%［1］，但在 80 年代中期，农业生产出

现了停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足也越来

越明显，为此，中国对农地制度进行了第二次创

新，即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但是，

2000—2009 年 10 年间，全国平均每村转出耕地

户数占村总户数比仅为 6. 02%，转出耕地面积

占村总面积比例也仅有 4. 5%，说明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仅在少数村民之间进行，且流

转相对规模很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小规

模、小范围的流转现象与政府和学者所一直支

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之间的不协

调，使得农地流转的效率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因此，全面深入地分析农地流转效率及其在中

国的表现，有利于为中国农地政策的制定和完

善提供理论依据，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

发展。
所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其直接的

含义就是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

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农户保留

土地的承包权，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农地制度

是农村经济乃至农村发展的基础，对整个国家

的政治、经济起到重要的作用，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作为一次新的农地制度创新，其流转

效率到底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农村政策的全面

推行。根据对现有研究的检索，发现学术界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持两种不同的观

点，即效率支持论与效率质疑论。( 1 ) 效率支

持论者从资源配置、规模经营、农民增收以及农

村发展等不同角度论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的有效性，不仅论证了农地流转的效率性，

而且说明其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如姚洋［2］认为土地的自由流转产生资源配置效

率，主要是指边际产出拉平效应与交易收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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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其［3］在对江西和浙江的经验研究也证明了

一般的交易收益的存在，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出
租和代耕限制较少的村子里，农民使用更多的

绿肥，单产较高; Carter and Yao［4］的研究中，通

过精确的计量模型进一步证明了农地流转的边

际产出拉平效应; 邹伟、孙良媛［5］在提出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具有福利

改进意义; 而吴桂英［6］的研究则更进一步，认为

农地使用权流转具有资源配置效率( 即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边际产出拉平效应) 、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 即风险弱化与规模经济) 、有利于

实现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 马晓河、崔红志［7］，

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土地问题》课题组［8］则

从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说明农

地流转的效率，指出土地流转是区域农业生产

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 Loren
Brandt 等［9］指出自由租赁土地的权利也能激励

农民增加投资和恰当管理土地，进而提高长期

的生产力; 杜明义［10］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制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城镇化建设的

推进和农业全面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内

部转移; 郑建华、罗从清［11］，刘艳、韩红［12］指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

要途径。( 2) 效率质疑论者认为，由于中国农

村不完善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以及现有

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都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效率得不到有效发挥。田传浩、陈宏辉、
贾生华［13］利用 2000 年苏浙鲁的数据，证实由

于存在较高的交易费用，农户自发交易耕地对

耕地零碎化的影响不显著，难以形成农地规模

经营; 贺振华［14］提出土地流转没有改变目前农

业生产的方式和生产要素的质量，从而也没有

给农业生产带来 质 的 突 破，并 在 其 另 一 研 究

中［15］指出在农业收益率很低的情况下，农户外

出可能使得土地流向那些不能有效使用的农

户，这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俞海等［16］

指出农户之间的非正式土地流转容易造成农地

土壤肥力的衰退，但对土壤的短期肥力无显著

影响; 游和远、吴次芳［17］认为农地流转不直接

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依赖于诸多中间变量。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对于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效率问题并未形成统一认识，现

有研究都只是从某一个角度进行的研究，缺乏

全面和系统的论证。鉴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的现状与政策的不匹配以及学术界的分

歧，本文利用 2000—2009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

点调查数据及相关农业、农村统计数据，运用数

据包络分析方法( DEA)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是否有效率进行验证，有利于完善农地制

度的效率评价理论，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内涵的理解，同时，可为中国农地产权制度

创新及政策制定和完善，提供理论支持。

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效率的理论视角

1．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利于土地资源

的合理配置，提高农地的使用效率

劳动力与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两个

生产要素。目前我国农村的土地市场与劳动力

市场都不完善，一方面，农村存在大量的隐性失

业，剩余劳动力不能有效转移; 另一方面，农村

土地出现大量抛荒的同时土地需求者却无地可

种，土地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据袁志刚［18］

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农村尚有 1. 1 亿农村剩

余劳动力，农村的失业率约为 24%，如果再遇

上类似于 2008 年金融危机，大量农民工返乡，

农村劳动力失业现象将更为严重，这些农村劳

动力市场所存在的问题也正好与姚洋［2］分析土

地自由流转边际拉平效应的前提条件一致，在

研究文献中指出，当存在其他市场缺陷时，尤其

是劳动力市场缺陷时，土地的自由流转才能促

使土地边际产出较小的农户将土地租让给土地

边际产出较高的农户，从而在边际报酬递减规

律的支配下，两者的边际产出趋于相等，也就是

说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优状态，实现了帕累托

最优。另一方面，由于农户之间的异质性，农户

对土地的边际产出的认知会存在很大差异，具

有务农优势的农户认为农地具有较高的边际产

出水平，而具有务工优势的农户认为农地的边

际产出水平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土地

自由流转，将使土地由务工优势农户流向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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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农户，当对土地的边际产出评价在两者之

间相同时，实现了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
“流转”即“交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交易能够带来交易收益。交易收益这一概念最

早由 Besley 提出。土地交易性的提高增加土地

拥有者在需要的时候找到土地需求者的概率，

从而减少交易搜寻成本，土地可交易性的提高

有利于实现土地价值，并且能增加土地投资实

现其价值的概率，从而提高农民进行土地投资

的积极性。总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得到

充分转移、非农就业机会较少的环境下，实行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能够获得边际产出拉平效益

与交易收益，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缓解人

地矛盾的重要途径。
2．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利于农业的规

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农业规模经营是指农户或农业企业为改变

我国土地均分所形成的土地细碎化、分散经营

的现状，根据农业生产的客观要求和当地的经

济、社会、技术以及土壤、水文、气候的实际情

形，将零碎的土地要素适度集中使用，以提高土

地生产率，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农业规模经济。
农业规模经济是指在现有的经营规模上实现收

益的最大化。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基本上是中国

农业发展的未来走向。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具

有以下“正效应”: 有利于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农

业现代化的实现，提高农业生产率; 有利于改变

我国农地分散经营的特征，为推广使用先进的

农业科学技术和现代物资装备，实现规模经济

效应; 有利于农业固定资本投资成本的最小化，

同时能实现土地与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

最优组合，提高要素利用效率，节约成本，从而

获取较高的农业利润。历来以小农经济为主导

的中国农村经营模式，中国的土地细碎化现象

严重，如 2009 年每户年末实际经营耕地块数为

4. 10 块，虽较 2000 年的 5. 90 块有较大幅度下

降，但 2009 年每户年末实际经营耕地规模在 5
亩以上的仅为 0. 25 块，较 2000 年的 0. 21 块，

十年间只增长了 0. 04，速度相当缓慢，同时中

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剧了中国过小的土地经营

规模。因此，只有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自

由流转，才能为规模化经营、产业化经营创造条

件，推动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
3．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利于农村劳动

力转移，加快城镇化的推进效率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城镇化是相辅

相成的。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在加

快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而

农业现代化中使用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技术

替代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而产生大量的剩

余劳动力，而土地流转又与农业的现代化息息

相关，其逻辑关系如图 1 所示。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一方面直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转移，另一方面通过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与现

代化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间接的要求转移农

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农村，进入

城镇，在为工业化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同时

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而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

需要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为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创造条件，并且工业化为

农业的现代化提供先进的机械装备保障。正是

这些使得农村的土地流转、农业的现代化、农村

劳动力转移、工业化与城镇化紧密相连，这些问

题处理得当则促进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

展，反之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

甚至影响国家的长期稳定与繁荣。

图 1 农业、工业及城镇化逻辑关系

所谓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农村中剩余劳动

力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包括向城市转移和向

农村二、三产业部门转移。产业关联理论认为

产业的关联环节越长越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

而二、三产业关联环节长于农业产业。这给我

们的启示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解决就业能力不

足的时候，可通过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吸纳农村

剩余劳动力。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利于农地规模经营，这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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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促使农村二、三产业

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实

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农村劳动力向

农村二、三产业转移的同时为农村的工业化提

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并且农村人口向二、三产

业的聚集促进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同时，农

村工业化的发展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对促进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有

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农村、农业发展情况说明，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应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速

城镇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从以下两个途径促进农村城镇

化的发展: ( 1)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使农村一、
二、三产业发展了，从而在个体经济、民营中小

企业和乡镇企业集中的地方，也是区位较好的

地方形成小城镇; ( 2 )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

有实力的农民、个体经济、民营中小企业和乡镇

企业向附近的小城镇集中，随着小城镇的不断

发展，小城镇中有实力的居民、企业向大中城市

集中，这又促进了农村其他有实力的农民、各类

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形成梯度转移模式。
4．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利于社会公平，

增加农户土地的收益效率

在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前提下，农户可

以凭借承包经营权获得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收

益，实现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同时，通过农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利

用价值，使农户有机会分享土地非农化的增值

收益。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拓宽了农民增收的

渠道，转让方和受让方都可以实现更大的权益。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民致富的关系主要表

现在: 增加农民收入。转让方从土地上脱离出

来，改变了“亦工亦农”、“亦商亦农”的兼业化

状态。解除了土地的束缚，可以集中精力从事

二、三产业，获得更多收入。农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较政府征用土地而言，充分调动了农户的参

与积极性，实现农户作为市场主体直接参与交

易，使农地交易的市场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增加了公平性与公开性，提高了市场竞争的程

度，降低了土地的交易成本，为土地市场的价格

发现及均衡供求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效率的实证评价

( 一) 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为评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效率，

本文选取农地流转的相关投入产出指标，进行

DEA 有效性分析。根据数据口径的统一性、可
比性原则，同时考虑可得性，并结合我国的实际

情况，设置如下的输入输出指标和决策单元。
输出指标方面选取城镇化率( y1 ) 、粮食单位面

积产量( y2 ) 以及农业经营收入( y3 ) 分别反映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效及城镇化发展水平、土
地资源利用效率、农业规模化经营及农业生产

效率，输入指标选取了年末农林牧渔业机械资

产原值( x1 ) ，从事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x2 ) 、土
地转包支出( x3 ) 分别反映在农业生产中的资

本、劳动力、土地投资状况及土地转包投入，数

据时间跨度为 2000—2009 年。以此为基础，分

别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的历年效率进行分析评价。数据中除城镇化

水平数据来源于《新中国 55 年统计资料汇编》
及《中国统计年鉴》( 2006—2010) 外，其他数据

均来自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

汇编( 2000—2009 年) 》。
( 二) 模型引用与研究方法
为了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作出

客观合理的分析，本 文 采 用 数 据 包 络 分 析 法

( DEA) ，从定量角度分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效率。DEA 是著名运筹学家 A． Charnes 和

W． W． Copper 等学者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

础，根据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对相同类型

的单位( 部门) 进行相对有效性或效益评价的

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19］。在此，分别令每年

的全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作为一个决策单元

DMU，共 n 年 数 据，称 第 j 年 的 评 价 对 象 为

DMUj，每个决策单元具有相同的 m 种投入要素

和 s 种输出要素。分别用向量 xj、yj 表示，即:

xj = ( x1j，x2j，…，xmj )
T ＞ 0 ( j = 1，2，…，n ) ，

yj = ( y1j，y2j，…，ysj)
T ＞ 0 ( j = 1，2，…，n ) 。设

v 和 u 分别为 m 种投入要素和 s 种产出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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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即: v = ( v1，v2，…，vm ) T，u = ( u1，u2，…，

um ) T，评价第 j0 决策单元影响有效性的 DEA 模

型表述如下:

θ*j = minθ

s． t． ∑
n

j = 1
λ jxj + s + = θx0

∑
n

j = 1
λ jyj － s － = y0

λ j ≥ 0，j = 1，2，…，n

θ

















无约束

其中，θ*j 为效率系数，s + 为松弛变量，s － 为

剩余变量，分别表示资源产出的不足量和投入

的冗余量。将数据带入上述模型，可得一组结

果{ θ*j ，λ*
j ，s + ，s － } ，即可对经济主体作出评价，

理论含义是: ( 1) θ*j = 1，且 s + = 0，s － = 0。则称

决策单元 DMUj 为 DEA 有效，决策单元的生产

活动同时为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不存在“超

量”投入和“亏损”产出。( 2) θ*j = 1，且至少有

一个指标的 s + ，s － 大于零，此时决策单元 DMUj

为弱 DEA 有效。决策单元不同时存在技术有

效和规模有效，某些产出存在不足为 s + ，某些

投入存在冗余为 s －。( 3 ) θ*j ＜ 1，则决策单元

DMUj 为非 DEA 有效，此时既不是技术有效也

不是规模有效。
( 三)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 DEAP2． 1 软件进行 DEA 分析。

为了评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效率，反

映农村土地流转、农业经营劳动力的投入、机械

化投入增加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是否具有效率，

是否充分利用现有的土地、劳动力及资本要素，

所以 DEA 分析采用的是投入主导型模型( input
orientated) ，同时考虑规模收益问题( VＲS) ，采

用内部算法( DEA multistage) ，分别对全国、东

部、中部以及西部的情形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

输出，见表 1、2。

表 1 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分析结果

时间 θ s +
1 s +

2 s +
3 s －

1 s －
2 s －

3 K T
2009 1 0 0 0 0 0 0 1 1
2008 0． 968 0 0 0 0 0 0 0． 968 1
2007 0． 994 0 0 0 0 0 0 0． 994 1
2006 1 0 0 0 0 0 0 1 1
2005 0． 856 0． 310 10． 894 2487． 632 193． 9 0． 227 5． 603 0． 985 0． 870
2004 1 0 0 0 0 0 0 1 1
2003 1 0 0 0 0 0 0 1 1
2002 1 0 0 0 0 0 0 1 1
2001 0． 974 0 13． 815 283． 836 35． 831 0． 026 0． 206 0． 989 0． 985
2000 1 0 0 0 0 0 0 1 1

表 2 东、中、西部农村土地流转效率分析结果

时间
区域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9 DEA 有效 DEA 有效 DEA 有效

2008 DEA 有效 DEA 有效 DEA 有效

2007 弱 DEA 有效 DEA 有效 DEA 有效

2006 DEA 有效 弱 DEA 有效 DEA 有效

2005 弱 DEA 有效 弱 DEA 有效 弱 DEA 有效

2004 弱 DEA 有效 DEA 有效 DEA 有效

2003 弱 DEA 有效 DEA 有效 DEA 有效

2002 DEA 有效 DEA 有效 DEA 有效

2001 弱 DEA 有效 DEA 有效 弱 DEA 有效

2000 DEA 有效 DEA 有效 DEA 有效

1．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总体分析

从表 1 的输出结果可知，2000—2009 年间，

中国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流 转 总 体 效 率 以

2001 年和 2005 为界，2000 年以及 2002—2004
年和 2006—2009 年两个时间段内，中国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属于 DEA 有效，因为这些时

间里，各年的 θ = 1，且 s +、－ = 0; 而 2001 年和

2005 年，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效率

属于弱 DEA 有效，因为 θ = 1 且 s +、－ 至少有一

个大于 0。
2001 年和 2005 年的 K 值小于 1，一方面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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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济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另一方面，行业

资源的投入出现冗余，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产出

也没 有 达 到 最 大 化 水 平。例 如 2005 年 K =
0. 985 ＜ 1，说明其处于规模递增阶段，而且该年

的 s －
1 = 193. 9，s －

2 = 0. 227，s －
3 = 5. 603，表示农林

牧渔业机械、劳动力及转包地投入有冗余，农业

生产中未能充分 利 用 现 有 的 要 素 资 源，同 时

s +
1 = 0. 310，s +

2 = 10. 894，s +
3 = 2487. 632，说明各

项产出指标也未能达到最大化，如城镇化率可

再提高 0. 31 个百分点，粮食单产能提高 10. 894
千克，农业经营收 入 与 理 论 差 距 值 更 是 高 达

2487. 632 元，但是在其余年份里，农业生产情

况表现良好，未出现资源浪费与产出缺口。主

要原因是: 2001 年，农村土地流转在全国得到

推行，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村土地

能否流转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表现在实践上，

农村土地流转效率并未发挥出来。2005 年，中

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虽已初步形成，但仍处于

非常初级的阶段，发育迟缓，根据有关数据，全

国三分之二的农户没有进行过土地流转，这种

状况与 2001 年的情况基本一样，因而表现在农

村土地流转上，所体现的效率不高。
从有效率的时间长度看，全国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效率 DEA 有效的年份为 8 年，而

弱 DEA 有效的仅 2 年，因此，我国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总体上来看是有效的，即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

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及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

民的农业经营收入，并能有效地促进农村的城

镇化进程。
2．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区域差异

分析

表 2 列出了中国东、中、西部农村土地流转

效率的 DEA 输出结果，从表中，我们可以得出

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东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

率整体上较中部、西部低。DEAP 输出结果显

示，东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 DEA 有

效的年份仅有 5 年，分别是 2000、2002、2006、
2008 以及 2009 年，而中西部 DEA 有效的年份

都达到 8 年，中部仅在 2005—2006 年，西部在

2001 和 2005 两个年份出现 s +、－ 不全为 0 的情

形，说明总体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效

率中、西部高于东部。这种结果与中国现阶段

出现的农地流转规模相比正好相反，也就是说，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低的地方流转了更多

的土地，这是对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将会进一

步加剧中国的人地矛盾。
第二，中、西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

率较东部稳定。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

率 DEA 有 效 的 年 份 分 布 上 来 看，中、西 部 的

DEA 有 效 年 份 更 加 集 中，尤 其 是 中 部，只 在

2005—2006 年这个时间段内出现弱有效的情

形，而东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表

现极其不稳定，连续 DEA 有效的最长时间仅为

2 年。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对其投资具

有长期性，如果没有一个确切而稳定的流转效

率，即使发生了土地流转，农民在理性人的假设

下也不会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这也将不利于

我国农地资源的利用。

四、结论及其启示

农地制度是中国农村最基础的制度，关系

到“三农”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农村

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又进行了农

地制度的第二次创新，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在理论上，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

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并有助于实现农业的

规模化与专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

农民收入，还有利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实证上，通过对中国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进行 DEA 有效性

分析，得到的评价结果显示: 就整个国家而言，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是 DEA 有效的，

但也在部分年份出现了弱 DEA 有效; 中国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效率上显示出区域差异

性，中西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较东

部高，且效率相对稳定。
通过本文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

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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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 1 ) 坚定不移地推动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通过立法等程序进一

步确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性，并加强

流转过程中的管理，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能够依法、自愿、公平的流转; ( 2 ) 适当控制

东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速度，合理使

用东部稀缺的土地资源; ( 3 ) 进一步加大中西

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速度及规模，促

进中西部农村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发展中西部

农村经济，有利于中西部经济的发展，缩小中国

的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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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sion driven to a more technology driven econ-
omy． ( 2 )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is the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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