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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地问题永远是农村、农民的核心问题。
在今天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土地资源的整合利用和因此而引发的利益分配等问题，仍然无法
绕过。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农业、乡村社区与旅游业交叉渗透的新业态旅游方式，在改变农村传统生产模式、
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土地作为农村的主导性资源，也是乡村旅游开发最重要的基础，但由于受农村土地制度的影响，乡村
旅游的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造成了农村土地使用的分散性与旅游经营集中性要求的现
实矛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都拥有了土地，并与集体建立起土地的租赁关系，形成了一家一户的经营
模式，但这种分散经营模式在促进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规模投入、增加
农民收入等问题。
乡村旅游业是近十年来我国乡村经济体系中的新兴成分，在优化乡村经济结构、提高农业附加值，增
加农民收入、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乡村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也遇到这种土地使用权分散、小规模经营的制约，造成了乡村旅游
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和对土地使用的集中化与土地制度之间的现实矛盾——发展的要求对传统的以家
庭为单位的土地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
乡村旅游的规模化发展，必然涉及农户分散的土地资源的整合与集中经营问题。
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实施（2007年7月1日）和中共
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多数地方农村土地的征用、流转处于自
发和试验状态，土地流转主体不明确，权利不清晰，分配机制不科学，甚至弱化农户在土地流转中的
主体地位和作用。
有些地方在乡村集体组织的土地征用、流转中，忽视农户土地收益主体地位，截留、挪用农村土地收
益，与民争利，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合作社法》实施之后，土地流转成为合法的经济活动，但在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博弈之间，作为享有
土地直接使用权的农民仍然是弱者，他们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和权利意识，缺少对土地升值的预见性
，在整个旅游收益分配中仍然处于劣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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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关注的重点，是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如何保障农民的权益，建立一种以均衡利益为原则的、持久
公平的土地流转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
试图通过研究，能够在理论上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关键性问题：一是建立在均衡利益原则下的、在我
国广大的乡村地区具有推广价值的新型土地流转模式；二是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的保障机制和增
权机制(即农民的收益与土地及地上资源升值同比增长)；三是政府的有限干预与农民自主的关系，政
府在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民合作组织过程中应该发挥哪些作用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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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乡村旅游资源的所有者进行直接的自主经营，一方面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经营和管理的积极性
，资源是自己的，经营好了受益的也是自己，为了得到更好的回报，当地村民就会充分发挥自己的聪
明才智把项目经营好，对他们来说，这也是自己发家致富的一条路子；另一方面，农民自主经营还可
以有效避免与外来者的冲突，如果由外来企业经营的话，在权责分配上容易发生问题，产生摩擦，而
由农民自主经营，这方面的矛盾相对比较少。
此外，农民自主经营还会促发当地人对自有资源的保护意识，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源，他们在经营时也
会注意保护性开发，而且由于对当地的乡村民俗、乡村文化了解透彻，他们在产品开发时，能够比较
好地体现原汁原味的地方特色。
但这种自主、分散的小业户经营模式，越来越面临着发展的矛盾：一是资金对农民来讲是很大的问题
，由于农民投入的资金有限，对公共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建设有限，旅游接待规模有限，对乡村社
区环境的改善有限，也没有能力开展广泛的市场营销，旅游吸引力有限。
同时，乡村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无论是扩大经营规模，还是产品花样翻新，都需要一定的资金
，而对于自主分散经营的业户来说，后续发展资金也是个比较大的瓶颈。
二是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受到他们自身观念、知识水平以及“小富即安”思想的影响，经营的档次往
往提不上去，旅游产品比较原始粗放，旅游服务水平不高，缺乏带动效应。
同时缺乏长远规划，容易产生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经营者日益增多，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然而经营者由于自身在经营观念、
经济实力等方面的限制，面对竞争，可能会出现无力应对的局面，或者是采取恶性压价等不正当的竞
争手段，导致村里整个行业的经营陷入恶性循环，最后影响产品质量的稳定和产品档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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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土地整合战略:乡村旅游土地流转模式研究》是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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