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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为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深化农村改革是解决 

“三农”发展的关键举措。土地流转问题是烟叶农业现代化

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巨大的烟草需求对中国烟叶供给提出了

相应要求。如何利用现有土地资源，提升烟草生产效率，是

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为稳定烤烟种植，促进烟农持续增收，

推动现代烟草农业转型升级，推动烤烟产业高质量发展，论文 

立足于“三变”改革，为突破土地流转现状提出了适合烟叶产 

业综合体建设的土地流转机制和模式，探索烟草行业助力乡

村振兴路径，为烟叶产业综合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

2 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模式及其特点
近年来，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和面积进一步扩大，

有的县市土地流转甚至高达 100%，土地流转和现代农业已

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势所趋。在现行的法律语境中，土地

流转是指在“三权分置”政策背景下，农民流转所持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是权利的流动而非土地的流动。现有土地流转

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2.1 农户自发流转模式

自发土地流转模式以出租为主，这种方式主要呈现出流

转规模小、流转后土地依然分散的特点。农户自发流转模式

的期限较短，流转后土地集中程度并未得到显著改善，接收

土地的一方往往不愿意提高投资，难以实现规模化效应。

2.2 市场参与流转模式

农民以土地或资金入股合作社，合作社通过入股的方式

接收农户转出的土地。每年的收益基于社员的股份占比来进

行分配，其中一部分收益留存给合作社，确保各种资源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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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有足够的资金可以使用 [2]。

2.3 集体主导流转模式
在集体主导流转模式下，农户的收益仅限于固定的租

金。农业产业化的经营者龙头企业都是在村集体这一中介者

的参与下完成的反租倒包流转，龙头企业接收土地并进行经

营，有效地促进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当地农业社会以

及经济的前行提供了助力。

总体来说，通过对上述几种土地流转模式比较，研究发

现：第一种农户自发流转模式经济绩效最低，农户自发流转

模式存在土地流转期限较短，流转后集中经营规模化程度并

未得到显著改善。因此，不建议采用农户自发流转模式。第

二种市场参与土地流转模式和第三种集体主导土地流转模

式，在期限上具有优势，合作社或企业有更长的时间进行规

模扩张经营 [3]。一方面，农户入股成为股东或企业给予农户

租金作为补偿，另一方面也为农民提供相应的工作岗位，使

其能够获取额外的工资性收入。因此，建议采用“市场参与 + 

集体主导”相结合的土地流转模式。

3 基于“三变”改革的土地流转模式分析
农村“三变”改革即为“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是改善农村生产方式、引导农民脱贫致富、推

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举措。结合“三变”改革的内涵，

提出适合烟叶产业综合体建设的土地流转机制和模式，探索

烟草行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

3.1 “公司 + 专业合作社 + 农户”模式
第一，以村为单位，成立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是基

于现代农业的一种经济合作组织，农业技术的不断引进和应

用，可以促进合作社围绕不同技术环节合理设置部门和配置

资源，提高合作社运营效率。

第二，农户以土地入股，公司以现金入股，村集体以管

理和项目资金入股，由合作社投资，建成烟叶综合体示范点，

专业合作社实行财务独立核算。

第三，将产业奖补资金按百分比折股量化，按照一定增

长率每年给村集体经济分红，其余折股量化。并吸纳其他农

户以资金形式入股，每年按照入股资金的一定比例保底分

红。折股量化农户闲置土地种植烟叶，优先吸纳当地贫困户

务工，支付工资报酬 [4]。

3.2 “村委会 + 企业 + 农户”模式
第一，由村集体来协调使用集体的土地经营权，一方面

村委会“资金变股金”，可以将农业财政项目技术资金整合

转化为股金入股。另一方面“农民变股东”，以土地经营权

入股，按每亩地 500~1000 元的价格折算，至少 5 年使用期。

第二，村委会需要通过考察、调研、引进具有良好经营

理念、先进生产技术、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进入农村，与农

户合作。在具体经营过程中，公司与农民分工明确，公司主

抓管理、市场，农民主抓生产、技术，实现公司主导，农民

参与，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第三，建立利益分配机制。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

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的基础。公司不断地摸

索，不断地创新，由务工管理难题催生了务工承包制，再由

务工承包制升级为股份承包制，把公司与农户的利益共同锁

定在产量上，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通过利益分配制度的

不断完善，确保烟叶增产、农民增收、企业增效。

3.3 “村农业开发公司＋农户＋第三方合作主体 +
专业合作社”模式

第一，村集体注册成立村农业开发公司，再对集体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做规划。

第二，由村农业开发公司、农户、第三方合作主体共同

成立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第三，农业开发公司以烟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按固定价格

入股转让，至少转让 5 年以上。

第四，第三方合作主体以机械设备、厂房、销售客户作

股本折价入股合作社。

第五，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进行经营管理。

3.4 “政府 + 专业合作社 + 企业 + 农户”模式
第一，以政府政策的助力和引导为主导，对接国家政策，

因地制宜实施土地流转。对政府来说，必须要建立规范的监

督制度。要对资源的使用进行监督，谨防国有资产的流失。

另外，对财政资金的使用也要进行追踪，监督资金是否被有

效利用，确保财政资金的使用没有偏离原有用途。

第二，基于现有的专业合作社，对于有入股意愿的农户，

按照平等自愿、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农户以土地承

包经营权作价入股烟农合作社，将“农民”变成“股东”。

农户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入股，可以一户一股或多股，也

可以多户一股，流转时间最好为 5 年以上。农户也可以资金

形式入股，每股流动资金在 500~1000 元之间，户主参与利

润分红，但不参与管理，确保参股人员每年红利一结付等形

式。通过入股分红形式，一定程度上带动贫困户在劳务公司

上班，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解决就业难的问题。若农户缺

资金、有顾虑的，可以采取个人借资帮助入股的方式，借资

部分待项目盈利后从利润中分期偿还。

第三，引入具有经济实力和市场运营的企业，烟农合作

社入股龙头企业，成为股东。企业通过建立相对完善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坚持从生产资料的采购标准、种植技

术、回购价格到进入市场后的品牌管理等环节的全过程的

标准统一，并搭建烟叶和配套产业的销售渠道，保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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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畅通。

第四，龙头企业对拿到的土地进行整治，再分包给第三

方经营主体。项目未产生效益前，农户每年领取固定股权收

益；项目产生效益后，进行收益分红。农户与合作社约定分

红一年核算一次，分红形式是资金分红还是再折算成股比，

可以自愿选择。合作社经营期限和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一致，

农民想要退股的，股金只退一半，退股时间自由。

第五，培养产业工人。开展劳务培训，加大组织输转，

积极吸纳有技术、有劳动力的农户到公司从事技术、管理、

务工，设立作业班组，按工作实绩进行评比，超额完成任务

的，在基础工资之外给予奖励性分红，多方面增加群众务工

收入。

第六，按照“固定分红 + 盈利分红”的方式，采取“每

股 600~1000 元保底 + 分红”的分配方式，即在扣除保底收

益的基础上，再按照一定比例提取部分年终收益进行分红。

第七，引入配套产业，根据烟叶种植属性，结合土壤性

质，引入其他产业的种植，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开展烟区综

合体建设。

3.5 “农户 + 合作社联社 + 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 第

三方合作主体”模式
第一，成立合作社联社和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基于现有

的烟农合作社、村级合作社等成立合作社联社，由村委会成

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第二，由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组织农户将土地全部流转入

合作社联社，流转方式包括两种：①经营权入股，农户在自

愿基础上将土地经营权作为股份入股，入股方式可分为全权

入股和半权入股。

②经营权转让：对不愿将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农户，则

采取经营权转让的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转让可以分为两

种形式，一是根据同地同类型“三变”改革土地流转价格

水平，确定土地流转的基本价格 500~1000 元 / 亩·年（1 亩

≈666.667 平方米）。

二是采取转让定价方式，根据同地同类型“三变”改革

土地流转价格水平，确定土地流转的基本价格，根据土地使

用权流转定价方法，结合“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规

划以及市场通货膨胀率等，确定一个土地价格增长系数 R，

土地价格逐年增长。

第三，由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整合已转入的所有土地资源，

进行产业的科学规划，形成“烟叶 + 配套产业”的格局。

第四，根据产业布局，将土地逐步流转给第三方合作主

体（农户、公司、村集体组织、合作社等），流转方式可以

采取土地经营权、资金、设备、技术等入股，并签订相应的

流转合同。

第五，由相应的第三方合作主体进行经营管理，形成以

烟叶产业为主，其他产业配套的烟叶产业综合体。

第六，由合作社联社兜底那些没有分包出去的土地，并

组织农户进行种植生产、销售。

3.6 “村集体 + 平台公司 + 农户”模式
第一，由村党支部牵头，在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基础上，

筹备组建组织机构更为规范合理的平台公司。联合各合作

社、烟草公司、种植大户、企业组建烟叶产业综合体平台公

司，采取股份合作的模式进行。

第二，入股方式可以采取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以合作社为单位将土地经营权入股、企业和个人自愿将资金

入股等方式。

第三，平台公司设立理事会，按股权确定理事会成员，

统筹土地流转管理与利益分配问题。

第四，平台公司设立土地流转服务部、生产组织部、产

品市场部等部门，土地流转服务部专职负责土地流转合同管

理、土地入股管理工作，生产组织部专职负责生产管理，产

品市场部负责搭建销售渠道，形成订单销售模式。

4 结语
土地流转模式是从过往土地流转中抽象出的规律和总结

出的有效经验。以上归纳总结出的六种土地流转模式中，第

一种模式由专业合作社进行土地流转并经营管理；第二种模

式由村集体进行土地流转，企业负责经营管理；第三种模式

由村农业开发公司进行土地流转，专业合作社负责经营管

理；第四种模式由专业合作社进行土地流转，龙头企业负责

经营管理；第五种模式由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进行土地流转，

合作社联社负责经营管理；第六种模式由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进行土地流转、平台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在这六种土地流转

模式中，农户均作为主要的参与者参与产业综合体的建设，

体现了基于“三变”改革的土地流转模式，正是借助“三变”

改革契机，促进资源聚集，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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