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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的粮食增产效应测度及调适 

——以湖南省 2005—2016 年的数据为例 

唐金玲，匡远配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农地流转促进粮食增产吗？利用“脱钩”的理论，

建立“脱钩”方程以湖南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6年，湖南省农地流转与粮食产量之间存

在脱钩关系，基本态势为扩张性负脱钩型，但是 2010、2013和 2016三年表现为强负脱钩型，而 2007年为强脱

钩型。可以说，农地流转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粮食增产目标，原因包括：农地流转市场信息不对称，流转效率和

效益较低；农地流转存在“小农复制”，没有实现规模经营；农地流转带来“非粮化、非农化”；与农地流转

相适应的社会化、组织化服务水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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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and adjustment of grain yield-increasing effect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Taking the data of Hunan from 2005 to 2016 as an example 

TANG Jinling，KUANG Yuanpei 

(College of Economic,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grain production and food security, but whether it 
promotes the grain production or not is still unclea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grain yield using the theory of "decoupling" and the survey data in Hu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05 to 2016, there was a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grain production in 
Hunan province, and the basic trend was expansionary negative decoupling,  in 2010, 2013 and 2016, it showed strong 
negative decoupling, while it showed strong decoupling in 2007.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has 
not achieved the expected goal of increasing grain production. The reasons includ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the 
transfer market of agricultural land, the low efficiency and profit of the transfer; the lack of scale management caused 
by "small-scale reproduction" existing in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which has not realized scale management; the 
"non grain and non agriculture" caused by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the low level of socialized and organized 
services corresponding to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Keywords: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gricultural scale management; the effect of grain yield-increasing; "de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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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农地流转速率不断加快。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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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2005 年的农地流转率为 4.6%，2016年底农
地流转已达到 35%。农地流转解决了中国农村土地
利用细碎化及撂荒等问题，调整了农业生产结构，

促进了农民增收[1]。农地流转有利于农地转移集中

到有经验的农户，实现农地的规模化经营，降低农

地细碎化程度，带动粮食的增产和农业的增效，有

利于优化农村要素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2]。已有学

者运用 DEA 模型或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农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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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 TFP效率的贡献度，发现农地流转对农业技
术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3]，能够提高规模效率[4,5]

及配置效率[6,7]。 
然而，在我国目前的生产条件下，虽然农地流

转速率不断加快，但很多情况下规模经营的优势并

没有显现。任治君认为，农业不同于工业，农地流

转引发的规模经营，会造成粗放经营，降低土地产

出率[8]。蔡基宏关注了土地市场与劳动力市场，认

为当这两个市场不完善时，农地规模与土地产出率

之间是一种反向关系[9]。牛星等构建 Nerlove 模型
基于上海市农户数据对农地流转与粮食生产的相

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粮食生产与农地流转呈负

相关，而随着农地流转率提高，粮食总产量反而下

降[10]。特别的是，以政府主导的农地流转对粮食产

量会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11]。 
总体而言，关于农地流转影响粮食产量的机制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农地流转直接影响农

户种植结构，从而影响粮食产量[12,13]；二是农地流

转带来规模化经营，影响粮食生产效率和规模效

率，进而影响粮食产量[14,15]。微观上分析，随着土

地租金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粮食生产成本

上升，种粮收益远低于“非粮”作物收益会驱使农

户种植结构的“非粮化”[16]；但从宏观上看，农村

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劳动力短缺和引起的农地流转

又会使农业种植结构“驱粮化”[17]。近期内农地流

转促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仍是中国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农地流转和粮食产出的关系

错综复杂，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有着重

要的影响，但农地流转促进粮食增产吗？湖南是粮

食主产省，根据统计数据，从 2005年到 2016年，
湖南省农地流转规模不断在增加，粮食种植面积除

个别年份减少外总体趋势在增加，然而，粮食单位

面积产量总体上是波动的。鉴于此，本文拟借助“脱

钩”理论，以湖南省为例探讨农地流转与粮食产量

之间的关系，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测度理论与模型 

“脱钩”一词最初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纳入到对农业政策的相关研究。OECD
认为，农业政策的“脱钩”广义上指该农业政策对

农业生产不产生影响，狭义上指该农业政策不改变

生产的均衡状态或不会影响生产量[18]。“脱钩”扩

展到资源环境领域，用于形容打破经济增长与环境

污染之间的联系或者描述两者的变化速度不同步
[19]。我国学者多在农业特别是耕地领域，运用这一

模型定量分析不同地区建设占用耕地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脱钩关系[20,21]，意在探讨两者之间的链接关

系。本文拟运用“脱钩”模型研究粮食增产与农业

政策（即农地流转）之间的关系，利用“脱钩”弹

性系数将粮食产量变化率与农地流转变化率相联

系，将他们的“脱钩”关系划分为 8个子区间，分
别是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扩张负脱钩、强

负脱钩、弱负脱钩、衰退连接和衰退脱钩[20]。 
根据脱钩的定义，并参照 Tapio 的研究[21,22]，

本文设定粮食生产与农地流转之间的脱钩计算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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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当年农地流转面积会影响下一年的粮

食产量，因此，本文选取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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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 为第 n 年脱钩指数，TL 为农地流转面
积，LS为粮食产量，n为第 n个年份。 nTL 表示第
n年的农地流转总面积， 1−nTL 第 n-1年的农地流转
总面积， 1+nLS 表示第 n+1 年的粮食生产总面积，

nLS 表示第 n年的粮食生产总面积。 
脱钩类型的划分参照 Tapio 的方法，将脱钩弹

性系数 R1=0.8 和 R2=1.2 作为划分不同脱钩状态的
临界值。 
当农地流转与粮食产量的脱钩弹性系数为R<0，

则两者为“强脱钩”型。如果在粮食增产（ LS>0）
的同时，农地流转面积相应地却在减少（ TL<0）
并且脱钩系数 R<0，即粮食产量变化与农地流转属
于严格“脱钩”的情况，称作“强脱钩”（图 1 中
i部分）；而在粮食减产（ LS<0）的同时，农地流
转面积相应地却在增加（ TL>0）并且脱钩系数 R<0，
即粮食产量变化与农地流转属于反向“脱钩”的情

况，称为“强负脱钩”（图 1中 v部分）。 
（1）当农地流转与粮食产量的脱钩弹性系数

为 0<R<0.8，则为“弱负钩”（图 1中 ii部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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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负脱钩”（图 1中 vi部分）。“弱脱钩”表现
为粮食产量与农地流转都呈增长状态，且粮食增产

速度大于农地流转速度。“弱负脱钩”表现为粮食

产量与农地流转都呈减少状态，粮食减产的速度大

于农地流转缩减的速度。 

（2）当农地流转与粮食产量的脱钩弹性系数

为 0.8<R<1.2，两者的关系为“扩张连接”（图 1

中 iii部分）或“衰退连接”（图 1中 vii部分）。

具体现实表现为粮食产量与农地流转保持相对同

步增长状态或相对同步减少状态。 

（3）当农地流转与粮食产量的脱钩弹性系数

为 R>1.2，则两者属于“扩张负脱钩”（图 1 中 iv

部分）或“衰退脱钩”（图 1中 viii部分）。“扩

张负脱钩”表现为粮食产量与农地流转数量同步增

长，农地流转速度快于粮食增产速度。“衰退脱钩”

表现为粮食产量与农地流转数量同步减少，农地流

转缩减速度大于粮食减产的速度。 

 
图 1 脱钩状态 

 

三、农地流转与粮食增产效应实证分析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

台和《全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2005年农业部出
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使农

地流转在操作上有法可依，推动了农地流转。因此，

本文选取 2005—2016 年湖南省粮食产量及农地流
转面积数据，进行脱钩指标分析，结果如表 1、图
2所示。 

表 1  2005—2016 年湖南省农地流转与粮食产量“脱钩”分析 

年份 粮食产量/万吨 农地流转总面积/万亩 粮食产量变化率/% 土地流转总面积变化率/% 脱钩弹性系数 脱钩状态 

2005 2 678.6 328.3949 —— —— —— —— 

2006 2 654.2 287.3636 0.91 -12.49 —— —— 

2007 2 692.2 334.877 1.43 16.53 -8.727 强脱钩 

2008 2 805 725.398 4.19 116.62 3.946 扩张负脱钩 

2009 2 902.7 938.6547 3.48 29.40 33.480 扩张负脱钩 

2010 2 847.49 988.4411 -1.90 5.30 -15.456 强负脱钩 

2011 2 939.35 1 089.9204 3.23 10.27 1.644 扩张负脱钩 

2012 3 006.5 1 184.2994 2.28 8.66 4.493 扩张负脱钩 

2013 2 925.74 1 379.6652 -2.69 16.50 -3.223 强负脱钩 

2014 3 001.26 1 502.2888 2.58 8.89 6.390 扩张负脱钩 

2015 3 002.93 1 861.4699 0.06 23.91 159.730 扩张负脱钩 

2016 2 953.2 2 041.6491 -1.66 9.68 -14.437 强负脱钩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全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 

 
图 2 农地流转与粮食产量脱钩关系示意图 

从表 1可知，湖南省农地流转面积与粮食产量
之间的关系表现为 3种类型，即强脱钩型、强负钩 

型、扩张性负脱钩型。测度结果显示，2007—2016

年期间，湖南省农地流转与粮食生产的脱钩状态经

历了强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负脱钩—强负脱

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负脱钩—强负脱钩—扩张

负脱钩—扩张负脱钩—强负脱钩动态变化的过程。

粮食产量与农地流转面积之间的关系趋于一个稳

定“负脱钩”的状态，即农地流转的增加对粮食增

产没有太大的影响，且是负向影响。其中特别的是，

ii弱脱钩 R<0.8 

iii扩张连接

iv扩张负脱钩  

i强脱钩 R<0 

v强负脱钩 R<0

vi弱负脱钩 R<0.8

vii衰退连接 0.8<R<1.2

viii 衰退脱钩

LS/ΔLS 

TL/Δ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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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表现为强脱钩型；而 2010、2013和 2016年

均表现为强负脱钩型，即尽管土地流转面积不断增

加，而粮食产量不增反降。在以上 3种脱钩状态类

型中，主要类型是以扩张负脱钩型为主，强脱钩型

和强负脱钩型两者的比例仅占统计期数的 40%。从

图 2可以直观地看出，无论农地流转率快或慢，对

于粮食产量的影响都非常小，甚至微乎其微，农地

流转对粮食的增产效应并不显著。 

四、农地流转与粮食增产的“脱钩”的

原因分析 

1．农地流转信息不对称，流转效率和效益较低 

近年来，我国农地流转市场不断发展，农地流

转的主体和形式日益丰富。然而，米家鑫等通过农

地流转市场信息不对称度量模型分析发现，在我国

中西部地区农地流转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严重，

市场各主体拥有的是不完全的市场信息，这一情形

导致农地流转市场失灵[23]。在“委托—代理”关系

中，市场信息不对称时，各主体为追求利益最大化

会引发纠纷。从湖南省农村经营管理统计数据可以

发现，土地流转纠纷数占土地承包及流转纠纷总数

比重居高不下，从 2009年占比 25.19%逐步扩大到

2016 年占比 33.94%，侧面反映了农地流转市场的

不稳定。同时，农地流转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

择，在农地市场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影响农

地流转效率与效益。 

2．农地流转存在“小农复制”，没有实现规

模经营 

在单位面积土地上，高度密集投入劳动超过限

度会使得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出现“农业内

卷化”，即农业处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24,25]。

从农地经营规模来看，截至 2016 年底，湖南省经营

耕地面积在 50亩以下的农户有近 1536.4万户，占农

户总数的 99.4%左右，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偏小。在

这种实际条件下，难以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

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等资源无法实现合理优化配置，

无法提高粮食产量[7]。从农地流转流入的主体来看

（图 3），湖南省 2009年到 2016年农地流转流入农

户的面积占总流转面积的比例基本处于 60%左右。

而专业合作社和企业等其他主体获得的农地流转面

积占比较低，增长趋势不太明显，不利于发挥专业

合作社与企业的先天优势。 

 

图 3  湖南省 2009—2016 年农地流转流入方向对比 
 
3．农地流转带来了“非粮化、非农化” 
农地流转过程中“非粮化”现象比较严重[26,27]。

从成本—收益角度来看，农地流转促进农业经营规
模和资源配置的调整，促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

转移，诱使农户调整种植决策，从而加剧农地“非

粮化”[28]。由图 4可知，从 2009年到 2016年，湖
南省农地流转流入用于粮食生产的面积占总流转

面积的比重在 53%~57%波动，表明种植作物的“非
粮化”对农户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转

型升级，工商资本渗透到农业农村领域，以低成本

转入农地，在利益驱动下，工商企业容易偏离投资

农业的初衷，进行非粮化生产经营，甚至改变土地

用途。土地承包政策到期后农户拿到原有农地，但 
“非粮化、非农化”后的农地将难以恢复原貌。 

 

图 4 湖南省农地流转用于粮食生产的面积占农地流转

总面积比例 
 
4．与农地流转相适应的社会化、组织化服务

水平低 
盲目扩大农地规模会导致农业生产技术、资本

与土地投入之间不匹配，反而会降低农业生产技术

效率[29]。一方面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素质普遍较低。

据湖南统计公报，2016年湖南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的农户户主年龄在 55岁以上的占比为 36.8%，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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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农业生产经营户中这一占比为 23.1%；户主受高
中及以上教育的仅为 10%，在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户
中这一占比也仅为 17%。另一方面组织化服务不完
善。据湖南农业普查统计，截至 2016 年年末，农
民合作社有 6.44万个，其中，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
务为主的农民合作社仅为 3.06 万个，占比仅为
46.08%。 

五、粮食安全目标引导下农地流转行为

的政策调适 

根据上述分析，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有效

发挥农地流转作用，促进适度规模经营，保障农地

粮用、农地农用，完善农业经营服务体系。 

（1）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机制，提高流转效率。

首先，要做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等工作，这

是在农地流转交易市场中保障农户土地权利顺利

转让的重要环节。其次，完善农地交易价格机制、

流转监督机制及纠纷调解等机制，进一步将土地交

易状况、交易价格和交易主体等信息公开、透明，

健全农地流转市场信息公开机制。此外，需要培育

土地流转中介组织，例如土地托管中心、土地托管

站等，并从法律角度保障中介组织的合法地位与权

益，规范中介组织的经营和运作行为，并提高农地

流转中介组织的自主性。 

（2）适度规模经营，发挥农地规模经营优势。

一方面，要把握好规模化经营数量上“适度”。规

模化经营不是越多越好，我国南方粮食生产规模在

30~50亩之间会实现报酬递增[30]。因此，政府可以

对达到一定规模且管理规范的种粮大户等给予一

定的资金奖励或政策扶持，引导适度规模化经营，

促进粮食生产。另一方面，要坚持规模化质量上“适

度”。要优化配置农业所需的土地、劳动力、资金、

技术等生产要素，进一步提高土地产出率，实现粮

食增产。加强现代专业种粮大户的培养，强化种粮

大户的示范引导作用。协调好企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之间的关系，鼓励发展多种运营模式，延长农

业生产链、产业链及价值链。 
（3）加强引导与规范农地利用，提高粮食生

产。严守耕地红线，建立保护基本农田的机制。落

实好良种补贴和配套基础设施的补贴等，提高粮食

补贴效率，确保补贴项目实惠于种粮农户，提高农

户种粮的积极性，保障粮食生产。政府要规范工商

资本对农地的使用，对工商资本下乡进行监督，对

工商资本的行为要加以约束和限制，严防企业追求

高利益而影响粮食安全。 
（4）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加强农业发展的社

会化与组织化。要发挥政府主体地位，整合各项农

业发展要素与资源，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提高农业

生产的组织化程度。要增强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的作

用，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法制建设，为农业

服务体系提供法律保障。另外，加快构建现代农业

的经营体系，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发

挥其社会化服务职能，实现好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

的对接[31]。解决好“小农户与大市场”“小规模与

现代化”的矛盾，加强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

和组织化程度，实现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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