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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和我国实
践推进新农村建设等理论问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分析；分别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中如何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强化公共服务等重大现实问
题进行综合分析，探讨了通过完善财政支农政策、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增加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通过
构建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现代农业建设等相关问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若干重大现实
问题的研究。
此外，还研究了影响新农村建设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乡村治理和村民自治制度等改革问题，进一步
完善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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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与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不矛盾，规模经营也可以在土地承包权不变的情况下实现。
我国户均土地经营规模不到0.5公顷，不仅低于欧美一些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也低于日韩等农业资源
短缺的国家。
在这一格局下，家庭承包经营虽然可以解决土地的产出效率问题，但却无法解决农户的规模收益问题
。
进入新阶段以来，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减少，整体素质趋于下降，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我国农业增
长的客观要求。
因此，在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如何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下一步土地制度创新的重点。
如何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需要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必须坚持流转以不改变农地用途为前提，严格控制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创新农业经营方式、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也不能以农地资源的流失为代价；二是必须明确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有条件，要根
据各地的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市场潜力等方面的情况，选择适当的农业经营方式；三是必须遵循依
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是否流转以及如何流转必须按照法律和政策规定
由农民自主选择；四是明确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立足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发
展水平，选择规模经营的途径、步骤和方法；五是必须坚持流转要以尊重和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核心
，土地流转不能损害农民的土地经营收益，更不能损害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
　　第四，土地资本化。
在多数地区，农户承包的土地还只是一种资源，虽然国家提出鼓励农户通过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
使用权，但土地的资本化仍处于初级阶段。
土地的资本化离不开农地产权制度、农地金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安排，需要大胆探索。
2009年初，浙江省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允许农户
直接以承包地的经营权作价出资入股成立专业合作社并按股分红，让土地实现了“资源变资本”的目
标，同时土地由“分”到“合”，以统一布局、统一耕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方式进行标准化生
产，带动了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优化配置，培育了一批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产
品生产基地，推进了农地的规模经营和集约利用，形成了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提升了农业产业化经
营水平，有效地提高了流转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
从长远看，我国农民土地的资本化不止作价入股成立专业合作社这一种形式，将来的农地金融制度可
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探索以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为抵押，通过发行土地证券筹集资金，即
通过土地证券化把非流动性土地财富变成可流动性债券以融通资金，同时农地资源的稀缺性、增殖性
和土地证券的高流动性，加之土地证券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可以使土地证券在证券市场上具有硬通货
的特性（罗剑朝等，2005）。
从促进土地证券化的角度出发，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强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允许
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是十
分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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