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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東平試點土地股份合作
山東泰安市東平縣探索農

村土地產權改革，先行先試

發展土地股份合作社，不僅大幅提高農民收

入，且扭轉了多年來基層民主渙散的局面。日

前在東平舉辦的一場「土地股份合作與集體經

濟有效實現形式高端論壇」上，專家認為東平

的探索證明，圍繞農業為中心的農村集體經濟

可以多種方式實現。而其在經營機制、產權明

晰、人才與資金吸引等方面遇到的瓶頸，則可

為下一步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鏡鑒與思

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永傑、肖晶 山東東平報道

農業部
農村經濟
體制與經
營管理司
司長張紅
宇在東平
論壇上表
示，這幾
年對農村
土地制度
改革，特
別是農村

產權制度改革問題的關注，目光多集中在
東部地區、沿海發達地區以及城郊村。山
東東平這樣一個糧食主產區，其探索實踐
的成功帶來巨大啟示，即產權制度改革以
及土地股份合作在中西部地區大有可為。
張紅宇指出，改革開放35年，家庭經營

已經根深蒂固，但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

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在實踐中運作得
並不樂觀，尤其是在更廣大的中西部農
村，雙層經營中集體經營基本是空架子。
如今，對於怎樣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怎樣
探索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東平實踐
做了很好的表率。
張紅宇提出，東平的實踐說明中西部地
區產權制度改革要明確兩個重點。首先，
中西部地區產權制度改革的抓手要緊緊圍
繞土地制度做工作，中西部地區改革最大
的資源還是來自於承包地、宅基地、集體
建設用地怎樣搞活。此外，要堅持在家庭
經營的基礎上，豐富和發育多種多樣的經
營形式，培育多元化的經營主體。例如東
平在家庭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的基
礎之上，又通過股份合作的形式，極大地
豐富了基於家庭經營基礎之上的多元化經
營主體的構建，從而進一步證明集體經濟
有多種實現形式。

農業部：土地股份合作
中西部大有可為

2012年10月，東平縣接山鎮後口頭村炬祥土地股份合作社掛牌，由此拉開了該縣土地產權改革的序
幕。截至目前，東平縣土地股份合作社已發展到45家，入社
農戶6,880戶，涉及土地36,863畝。在堅持不改變土地所有權
性質、不改變土地用途、不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的三大前
提下，最大程度地盤活集體土地使用權。

設農村綜合產權交易所
東平縣根據不同實際，探索出由黨支部引領、土地經營權

對外租賃、村集體與經營大戶合作經營、農業產業園區帶動
以及開發經營第三產業等五種合作社經營模式。在華中師範
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的指導下，東平縣還成立了山東首家農
村綜合產權交易所。從土地承包權到林權、水面養殖權等13
項產權都可以在交易所內交易，搭建起了一個集產權交易、
產權托管和產權融資為一身的綜合平台，極大地推動了農用
土地股份制改革。據統計，相關改革啟動後，東平轄區內土
地收益已由每畝960元增至2,000元，僅2013年，全縣農民人
均現金收入增長16%。
值得一提的是，9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
議了《關於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
規模經營的意見》、《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集體資產
股份權能改革試點方案》，提出要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
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形成所有權、承包
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的格局，而東平的探索正
與這一精神不謀而合。

引入現代市場機制
承擔東平縣改革項目研究的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
執行院長鄧大才表示，「東平樣本」的多個案例具有共性，
包括市場性、現代性、權利性、開放性四個方面的特徵。
鄧大才稱，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發展採取市場方式，依靠市
場機制是其最大特點，不同於過去農村人民公社都是靠動員
甚至強迫。同時，市場性把一些現代的生產要素，比如管
理、技術、資本和傳統的勞動力要素和土地的要素進行有機
地結合。
此外，這種模式在入股、管理和分配的過程中間，都保證

了農民的權利，這中間體現集體經濟的最大特點是公平性。
各種現代要素、現代主體、經營主體只要達到條件都可以進
來，農民也可以隨時選擇退出，保證了尊重個體意願，同時
也保證了整個集體經濟或者合作社的活力。

破解集體經濟難題 農民收入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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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悉，自發布繼「三張清單一張網」之後，浙江省
級部門的責任清單將於10月份向社會公布，市縣政
府部門責任清單將於2014年底前向社會公布。
浙江於8月11日下發《關於開展部門責任清單編
制工作的通知》，正式在全省啟動部門責任清單編
制工作。據浙江省編辦工作人員介紹，權力清單提
出「清單之外無權力」，是告訴大家政府部門有哪
些事「不能幹」；而責任清單則是與權力清單相配
套，告訴大家哪些責任是哪級政府哪些部門必須要
承擔的，也就是哪些事「不能不幹」。

還需設責任追究細則
作為此次責任清單的兩個試點單位，浙江省環
保廳、浙江省質監局已於9月初完成清單初步編
制。目前，浙江省環保廳對7大類68個類別的項
目不再進行環評審批，將96%省級審批權限下放
至市縣後，建立起環評備案監督制、環評中介機
構信用評價制、環評承諾與責任追究制等事中事
後監管制度；浙江省質監局初步編制的《責任清
單》有46頁，部門職責已經從「三定」方案中籠
統的9條，擴展成具體的59條，同時10項公共服
務事項也以表格形式列明。
有專家認為，在目前這個責任清單初步編制的
基礎上，浙江省還應該多一個責任追究的實施細
則。政府部門一旦出現與權力清單、責任清單的
規定所不相符行為，應該如何追究相關部門、相
關領導、相關工作人員的責任，只有把這些都完
善進去，才能真正打造一個有為、有限、有效的
政府，實現政府治理的現代化。

合作社讓農民「人心回歸」
對於長期做基層工作的彭集街道黨

工委書記王冰來說，他轄區的安村安
大股份合作社成立後，最大的變化就
是農民的人心回歸了。以前由於安村
集體經濟空殼，村級基礎設施及服務
多年來幾乎為零，青壯年常年在外打
工，村中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村主任
選舉大會都沒人參加。
2013年由黨支部牽頭創辦合作

社，整合 336 戶農民的 743 畝土
地，形成粉絲加工、中藥材種植、
生豬養殖和有機蔬菜四個園區。合

作社採取「保底＋分紅」的方式，
入社農民不僅每畝地能拿到1,000
元的租金收入，還可參與盈利分
紅。更重要的是，由於土地股份合
作帶來的利益聯繫，極大提升了農
民的參政意識。合作社四十三條章
程，是合作社全體成員開了七天會
議，一條一條商定出來的。現在每
個月合作社都會召開集體會議，無
論是資產處置、管理人員變更，都
要經過合作社成員投票通過，村級
自治狀態大為改觀。

■■東平瑰青土地股份合作東平瑰青土地股份合作
社玫瑰基地社玫瑰基地。。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
管理司司長張紅宇管理司司長張紅宇。。于永傑于永傑 攝攝

專家：東平產權改革具普遍價值

抓好土地確權 警惕運動式發展
針對東平案例，參與此次研討會的專

家學者亦提出未來發展需警惕的多方面問
題。
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副

司長黃延信強調，土地股份合作的重要前
提是抓好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頒證。他
指出，成立一個合作社，關鍵是要產權入
股，產權不清晰，入股就不牢固，將來合
作必然會出現問題。承包經營權一定要確
權頒證，解決設置不清、賬實不符的問
題，這是基礎。只有確權，資源才能變資
產，才能拿出去跟別人合作。產權越清

晰，保護越嚴格，經濟越有活力。
黃延信同時提醒，辦股份合作社給農

民保底分紅，必須考慮實際的土地流轉費
用。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執行院

長鄧大才則指出，要防止股份合作未來可
能出現管理專斷、多數人專斷以及運動式
發展的問題。

忌出現「管理專斷」
鄧大才表示，股份合作社要警惕「管
理專斷」出現，如果集體經濟的發展過程

中間民主跟不上或是帶頭人比較強勢，
就有可能出現少數人的專斷。與此同
時，在推進過程中，有些農戶不願意，
但是中間又採取投票的方式，少數服從
多數，也可能侵犯個別人的利益形成多
數人專斷。
鄧大才亦指出，如果集體經濟看到一

點好的趨勢就採取運動的方式來把它大力
推進、加速推進，便違背了發展集體經濟
的內在條件。集體經濟應該是自願成長、
自願組合的，是內生形成的，不能採取強
勢的方式來推動它。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
執行院長鄧大才。 于永傑 攝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徐勇
認為，中國集體經濟實現形式經歷和正在
經歷「統」、「分」、「合」三個階段，
東平探索解決的問題、核心價值及實踐創
造具有普遍價值。
當今中國農村發展的基本前提有三方

面，徐勇表示。首先，土地是農村的主要
資源，土地將長期為集體所有，這是繞不
開的基本現實和出發點。其次，作為農村
集體所有權成員的農民，生產生活一體
化，對集體有依賴感。此外，在市場經濟
大環境下，處於弱勢地位的分戶經營農民
有抱團發展參與市場經濟過程的需要。東

平探索內生於實踐，內生於生活，是有根
的，這個根具有普遍性，不是一個地方所
有。
徐勇強調，集體經濟實現形式多樣，但

它的核心價值是人民通過集體來獲得更大
發展和共同發展而具有普遍性，這是集體
經濟有效性的基本尺度，東平通過土地股
份合作，獲得了更大、更廣闊的發展空
間。

農村產權延伸聚合
「其他地方的形式可以和東平不同，但

是『東平樣本』內涵的因素是具有普遍性

的，比如說產權改革，東平的樣本不僅是
農村產權不斷延伸擴展，而且是一種聚
合，不僅僅是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
收益權的延展，而且把這幾權整合在一
起，利益相關，通過利益來牽引農民進入
合作。」徐勇還指出，要素相加，引進增
量要素是集體經濟再出發的關鍵點；市場
相結，通過市場來重組農村資源；頭人善
帶，有一個很好的帶頭人；政府引導，農
民農村有合作意願，但是不一定有很好的
環境，不能完全靠自發，還要有政府的引
導；成員相信，集體成員相信通過集體能夠
獲得更大發展，這些要素均具有普遍性的。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
院院長徐勇。 于永傑 攝

■東平聯潤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大會。
受訪者供圖

■「土地股份合作與集體經濟有效實現
形式高端論壇」上，專家認為東平的探
索證明農村集體經濟可以多種方式實
現。 于永傑 攝

■■東平縣農村綜合產權交易東平縣農村綜合產權交易
所成立所成立。。 于永傑于永傑 攝攝

■■專家團考察東平縣接山鎮後口頭專家團考察東平縣接山鎮後口頭
村炬祥土地股份合作社村炬祥土地股份合作社。。于永傑于永傑 攝攝

■■東平聯潤土地股份合作社蔬東平聯潤土地股份合作社蔬
菜大棚豐收菜大棚豐收。。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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