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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环境的农村土地交易经济问题研究六

◎马鸿赧(西藏民族大学财经学院，咸阳，7 1 2 O 8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社会经济发展转型

成果显著。同时，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我国农村土

地流转呈现出不断加速的发展趋势。诚然，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农村生产力合理

再分配的客观要求。农村土地流转有利于不断提高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改变既往零散、粗放的经营模式，

在提高当地农民收入的同时带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不断推进，土地流转实践

过程中因规划不善等原因出现了规模不高、效益低下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为此．学界也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研究的参考书籍，以期为农村土地经济活动中的生态治

理和效益提升贡献有效建议。

李永安的著作《社会生态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农村土地流转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书桕较于其他

农村土地研究参考书籍．该书在综合既有社会生态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将社会生态定位于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两重关系的和谐状态，并基于对上述两重关系的动态变化研究对农村土地流转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作出评判。从而为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下的土地流转生态问题提供有效建议，以此来促进农村经济和生态效益的

长足发展。从内容细分来看，全书除了前言部分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作者在该部分主要对农村土地

流转生态问题的研究背景、意义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200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改革

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明确了关于“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的规定，自此农村土地流

转政策正式进入快速发展期。随后．作者在第二章中对土地流转研究的理论基础做了相关阐释，以社会生态交

易成本为切入视角，采用交易费用分析框架，对农地及其流转的社会生态影响进行多维度的剖析和研究。第三

章为农地流转社会生态成本的制度分析，作者首先对制度与交易的社会生态成本关系做了简要概述，并对农村

土地流转的制度核心即产权与社会生态交易成本进行了重点阐释，最后围绕制度环境、政府组织、市场组织与

农地流转社会生态成本等方面做了多维度的分析讨论。此后，作者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基于宜春rff农村土地流

转政策的调研情况，就农地及其流转的现实问题构建了社会生态成本分析模型。在作者对宜春市：}二地流转的调

研报告中，农村十地流转过程中普遍存在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现象：在流转手续方面，部分农户并未在土地流

转时按规定签订书面合同，而仅以口头承诺、第三方证明等方式来达成协议；而在已签订书面合同的农户中，

也频繁出现协议权责不明确、条款指向不清以及规章鉴定不合格等现象，为土地流转合作双方日后的权益维护

埋下隐患。此外，尽管国家大力推行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化，但在部分农村中仍然存在市场化运行和准入机制

不健全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地政府未按要求创设和运行农村流转信息网，导致周边农村土地流转信息

渠道不畅，承包商无法及时获取有效信息而造成流转土地使用率低下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作者在余下章节

中提出了有的放矢的改进措施：一是不断强化产权制度，规划落实农村土地流转中的程序化、规范化和合法

化，从而为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完善“制度保护带”，降低农地流转的社会生态机会成

本．减少因投机行为和产权制度短板而出现的过度开垦、过度围垦及由此造成的生态破坏现象。

作为研究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经典书籍，该书基于一手调研资料，以社会生态交易成本为研究视角，在深

度剖析现行土地流转实践过程中凸显的主要问题后提出针对性改进策略，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十分

适合广大经济学和环境学专业的师生阅读学习。

*项目来源：西藏民族大学2017年度青年学人培育计划资助项目“西藏城镇化的资源瓶颈和新常态下的发展路径”(编号：

17MDQP01)，西藏自治区2017年度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公共财政视角下西藏特色小城镇发展研究”(编号：sKl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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