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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参与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意愿的实证研究
——以河套灌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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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股份合作是农户将土地折合成资金，与企业共同合作经营的一种组织形式，本次研究以河套灌区农户
参与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意愿的实证来说明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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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包的数据调查——转包是指农户将土地经营权转

包给其它人的方式。该类土地共计 0.18万 hm2，占总流

转面积比例 1%。
互换的数据调查——巴彦淖尔市的农户经营规模小，

以精细耕作为主。为部分大户通过互换土地带动周边的

农户共同致富。这类土地流转面积达 13.57万 hm2，占总

流转面积 75.9%。
出租的数据调查——巴彦淖尔市土地出租的对象分

为集体、企业、个人。出租的时间通常较短，该类土地

流转面积共计 3.64万 hm2，占总流转面积比例 20.4%。
参股的数据调查——即该次研究的经济组织方法，

巴彦淖尔市参股合作的范围较为狭窄，农户一般参与绿

色种植、禽兽养殖等较为熟悉的经济合作项目。该类土

地流转面积共计 0.49万 hm2，占总流转面积 2.7%。

3   河套灌区农户参与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意愿

的分析

3.1 社会保障制度对股份合作组织意愿产生的影响
在购买养老保险的 23名农户中计有 17人愿意积极

参股；在未购买养老保险的 76名农户中只有 14人愿意
积极参股。由此可见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户的参股意愿有

影响。

据调查了解，农户愿意将土地经营权转让、转包、

互换、出租，却不愿意将它折合为资金参股，其原因之

一为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陷。农户可能不持有完整的股

权。巴彦淖尔部分地区将土地股权视为集体股权而非个

人股权，从而不愿意积极参股。农户的红利利益分配难

以保证。巴彦淖尔市大部分企业经营及管理者为国家干

部，农户不能以股东的名义要求企业财务公开。我国股

份合作制度这一新生的事物没有规范的运作方法，股东

拥有哪些权责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

3.2 接受教育程度对股份合作组织意愿产生的影响
有 17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他们对土地股份合作组

织表示支持，认为这是值得尝试的一种土地政策；47人
学历程度在初中文化以下，他们近半数以上表示不了解

什么是土地股份合作组织，不愿意尝试新生的事物。

根据该次调查统计发现，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

户害怕新生的事物，害怕利益受到损伤的缘故，所以不

愿意参股。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有多种提高经济收

入的渠道，他们愿意尝试新生的事物及承担一定的经营

1   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理论基础及其研究的意义

土地股份合作制度是将土地折合成资产，交于农村

组织统一经营和管理，组织将之转化为企业股份，农户

根据企业经营的情况定期领取股份红利的一种经济组织

形式。现行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有以下特点。

劳动和投资相结合的特点。农户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既为经济互相合作的关系，又存在雇佣的关系。农户受

到企业的雇佣参与劳动，定期获得工资；农户投入的股

份为经济合作的关系，有权依企业经营的情况定期获得

红利。

利益与风险相结合的特点。农户和企业之间是经济

利益的结合体，企业如果经营得当，农户就有权获得红利，

反之如果企业经营不当，导致亏损，农户就要和企业共

同承担经营风险。

权益与责任相结合的特点。在土地股份合作制实施

的过程中，农户退股受到约束，为了加强企业运营的稳

定性，便于企业发展，这种经济合作方式体现出权益与

责任的特点。

监督和管理相结合的特点。农户持有企业的股份，

他们是企业的股东之一，股东有权力为了自身的利益做

好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工作。比如农户以投票的形式影响

企业的决策，给予企业监督。

土地股份合作制度是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目前

它在我国东南方实施得较为普遍，在西部地区正以试点

的方式实施。这种经济组织形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却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农户参与土地股份合作组

织意愿存在着问题。为了发挥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优势，

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以河套灌区农户参与土地股份合

作组织意愿的实证为研究对象，提出这种经济组织形式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的对策。

2   河套灌区农户参与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意愿

的调查

2.1 调查对象
该次实证调查的对象为巴彦淖尔市的农区，据 2014

年的资料统计，该地区农村农户计 23.9万户，总人口计
105万人，劳动力为 51万人。该年土地流转共计 17.87
万 hm2，占实际耕地面积比例 25.4%。
2.2 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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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3.3 政府宣传策略对股份合作组织意愿产生的影响
66人表示要慎重考虑，等其他人入了股，获得利益

才考虑入股，只有 23人愿意主动参股。
地方政府虽然宣传过土地股份合作制度这种经济组

织形式，然而宣传的效果不高，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缺乏龙头企业的带领，农户希望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组织

的形式提高经济利益，然而没有让农户值得信赖的企业

带头，没有让农户愿意投入的经济项目，使土地股份合

作组织意愿受到影响，从以上的统计中可以看到，农户

参股的范围很狭窄，他们只敢投资自己较熟悉的经济领

域；城乡一体化负面的影响。如果土地变为土地股权，

对农户来说，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土地的主导权，很多农

户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度就是政府和企业共同夺取他们

现有的土地，让他们变得一无所有。

4   河套灌区农户参与土地股份合作组织优化

的方向

4.1 逐步推广，缓慢发展步伐
虽然土地股份合作制度这种组织形式有较大的优势，

可是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存在种种问题，如果以“大跃进”

的方式强行要求农户参股，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相关

的政府要应用先行试点、逐步完善、逐渐推广的方式让

农户愿意接受这种经济组织形式。比如以巴彦淖尔市的

土地股份合作项目来说，秋林公司、圣牧高科公司、四

季公司以集中种植番茄、饲草料、温室蔬菜等项目为主，

发展农产品产业，农户对这类产业较为熟悉，于是愿意

参股。这类龙头企业尝试应用土地股份合作制度发展生

产，可让农户看到该种土地政策经营的实效。

4.2 提高教育，拓展经济渠道
从以上的统计可以看到，农户受教育的程度与经济

收益的渠道对农户参股的意愿有较大的影响。为了打好

土地股份合作制度建立的基础，地方政府要提高农户受

教育的水平，让农户能够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同时，

地方政府要为农户开辟多种经济渠道，让农户能多元化

的获得经济收益，从而使农户愿意尝试接受新事物，承

担风险。目前内蒙古泰升集团应用土地股份作合作组织

的方式开办农企业一体化的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一边

鼓励农户入股，一边吸收农户进入企业然后予以培训，

取得较好的经营效果。

4.3 健全机制，打好发展基础
要明晰农户产权的问题。相关的部门可在土地股份

集体化的形式下确保农户的收益。比如地方政府要明晰

持股农户的权责，让农户能够参与监督，同时获得红利，

这是一个必须要确保的内容；为农户开辟经营、继承、

转让股份的平台，禁止土地股份抵押、买卖，这种方式

能够确保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和农户的利益。

地方政府要建立土地股份合作制度的规章制度，应

用规范化的方式运作土地股份，让农户感受到自身的权

益可能获得法律的保障，这套机制能成为企业吸引农户

参股，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基础。

改变户籍制度，加大社会保障立度能够让农户自发

的接受新事物。对绝大多数的农户来说，他们虽然人在

城市，可是他们的医疗法、教育、养老问题均得不到保障，

土地是他们最后的依赖，不愿意轻易将土地变为土地股

份。提高社会福利，加强社会保障能提高农户参股的积

极性。

5   总  结

从实证统计来看，我国农户参与土地股份合作组织

意愿不强，这意味着土地股份合作制度尚存在很多问题，

本次研究以河套灌区农户参与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意愿的

实证来说明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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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整体的均匀与密实。另外，应注意控制道牙的缝

宽为 1.0 cm。

4   小  结

园路是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中的作用部分，兼实用

功能与装饰功能为一体，园路应满足引导游览，便于识

别方向的功能；园路应具有丰富景色，参与造景的功能。

园路的平面设计、竖向设计以及园路的装饰设计都可成

为园林景观的特色部分。因此园路的设计应服从整个园

林的造景艺术，力求做到功能与艺术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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