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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论述了忻州地区土地开发经营公司成立三年来经过实践证明
:

不论在土地开发
、

资

金 回收和土地经营等方面效益均十分显著
。

同时作者还分析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土

地开发经营公司 的有关间题及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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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地区 198 7年模拟企业管理机制
,

成立了土地开发经营公司
。

它是一种新型的土地企业化

开发经营制度
,

先后有河曲
、

保德
、

偏关
、

神池
、

五寨
、

奇岚
、

宁武
、

忻州等八个县 (市 ) 建立

了县级土地开发公司
。

其 目的在于研究探索土地的开发形式
,

经营管理形式
,

资金筹集方式以及

扩大耕地面积途径等
,

以提高农民珍惜每一寸土地的自觉性
,

为粮食增产创造条件
,

从而达到提

高投资经济效果
,

使一次性投入
,

多次利用
,

滚动发展
,

逐步过渡到无偿投资有偿使用
,

为增加

农业投入开辟 新的途径
。

三年来
,

土地开发效益
、

资金 回收效益
、

上地经营效益
,

都十分显著
,

达到了预期的 目的
。

一
、

土地开发经营公司的组织形式

( 一 ) 公司的性质任务 土地开发经营公司是以土地开发为依托
,

自主经营
、

独立核算
、

自

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

主要任务是治理开发荒山
、

荒滩
,

增加耕地改造中低产田
,

建设高质量
、

高

效益的基本农田
,

并 以有偿转让为主要形式
,

承包给农民经营
。

(二 ) 公司的主要职能 公司主要职能有五项
:

( 1 ) 对全县土地开发
、

农 田基本建设进行

规划设计和技术指导 ; ( 2 ) 筹集资金及管理使用 , ( 3 ) 组织实施土地的治理开发事宜
,

对新

开发土地的经营使用
, ( 4 ) 按规定回收投资

,
并用回收投资开发新项目 , ( 5 ) 承担完成上级

下达的土地治理开发任务
。

(三 ) 公司的领导机制 以县成立土地开发领导组
,

由主管农业的副县长任组长
,

农 口有关

局长为成员
。

负责研究决策土地开发中的重大事宜
,

如土地开发政策
,

有偿转包办法
,

投资回收

以及规划指标
、

技术方案等
,

并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

公司在与行政单位脱钩的前提下
,

在县 (市 ) 工商部门注册登记
,

领取营业执照
。

公司设经

理 1名
,

由县 (市 ) 政府任命
,

副经理及公司职员均实行经理聘任制
。

受聘对象是
,

退居二线的

千部和乡级水利
、

水保
、

农机等技术人员 以及农村具有初
、

高中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
,

公司内设

专职会计
、

出纳和技术员
,

负责资金管理和技术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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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相应的优惠政策

为了鼓励农民新开辟耕地增加土地投入
,

提高土地质量和产出效益
,

各县因地制宜
,

分别制定

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

主要内容有
:

( 1 ) 凡属新开发土地
,

承包期延长至 20 一 50 年
。 5 年内不计

征
,

不摊派
,

不提留
,

允许子女继承
,

允许转让经营
; ( 2 ) 农民承包新开发土地

,

所承担贷款

允许 3年内还清
,

提前一年递减 10 % , ( 3 ) 凡经营新增土地的农民
,

每亩售给平价化 肥 20 k .g

供给平价柴油 20 k g , ( 4 ) 盐碱荒滩洪淤用水
,

视其情况 3 ~ 5 年不计征水 费
; ( 5 ) 对 新 开

发的土地优先工程配套
,

优先安排水利投资
,

优先配水
,

优先试行新技术推广
,

优先供 应 生 产 资

料 ; ( 6 ) 如因特殊情况必需变动承包土地时
,

按变动前的 3 年平均产量
、

产值折价 付 给 承 包

者
,

谁接收
、

谁承付
,

接受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按成本折价偿付
。

三
、

土地开发资金来源

土地开发资金坚持 国家
、

集体
、

个人一齐上的原则
,

多渠道集资
,

统筹安排
,

统一使用
。 3

年来
,

共筹集资金 8 9 0
.

8 2万元
。

其中国家补助的专项投资 9 2
.

1万元 ; 扶助贫困山区县的无息贷款

貂 2万元
; 区

、

县
、

乡三级财政筹款 1 13 万元 ;
群众 自筹资金 3

。

72 万元
。

此外
,

以劳代资
{,

农民投

入劳动积累工 125 万个
,

按社会劳务价格每工 3 元折算
,

相当于投资 3 7
.

5万元
。

自筹资金的来源渠道有以下 8 种 : 1
。

按工程效益收取的补偿资金
; 2

。

农 田水利工程折旧

资金
; 3

.

乡村企业 以工建农资金 , 4
.

土地
、

果园承包费
; 5

.

私营
、

个体经济资助资金
; .6

违法 占地
、

破坏资源的补偿治理费
; 7

.

集体生产资料分到户的回收资金
; 8

.

林木间伐
、

清理

拖欠
、

个体户借贷 自筹等
。

积劳形式是普遍建立劳动积累工制度
,
每劳每年投工 15 ~ 2介个

。

自筹资金由县政府统一组织
,

放到公司统一管理
,

作为启动资金
,

设立土地开发基金
。

公司

本着
“
就地自筹

、

就地使用
” 的原则

,

布设开发项 目
,

实行微利滚动
,

国家补助投资的有偿 回收

部分
,

归入开发基金内
,

逐年扩大基金额
。

四
、

土地开发经营形式

(一 ) 土地开发 公司的土地开发主要有两种形式
:

一是公司贷款
,

统一开发
。

由公司根据有

关单位文件精神
,

从农行统一贷款
,

贷款期限定为 6年
。

从贷款日起
,

第 4 年开始归还国家贷款 30 % ,

第 5 年 40 %
,

第 6 年 30 %
。

贷款时
,

由县财政担保
,

公司贷款后
,

与进行土地开发的乡村签订合

同
,

由县公证处公证
,

乡财政担保
。

乡村按照公司统一规划的地块进行开发
,

开发后 的 基 本 农

田
,

有偿承包给农民经营
。

公司一般要求承包者 3 年 内还清开发投资
,

以加快资金周转
,

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
。

二是联合开发
,

股份经营
。

由集体提供土地资源
,

公司提供开发资金
,

农户提供劳

力
,

分土地股
、

资金股
、

劳力股
,

入股联合开发
。

开发后的土地进行租赁承包
,

所得收入还本后

按股分红
。

(二 ) 土地经营 公司将开发的土地
,

有偿交给农民使用
,

主要形式有
:

一是租赁承包
。

根据

新开发土地的质量
,

分时段租赁
,

一般在前 3 年因土壤熟化条件差
,

产量不高
,

租赁费也较低
,

比如坝地
、

滩地
,

每年每亩租金 10 ~ 20 元
,

梯田每亩租金 5 ~ 10 元
,

租金一定 3 年不变
。

从第 4

年开始
,

根据土壤变化情况
、

水利设施配套情况
、

有机质含量等条件
,

分土地类型
,

确定一个合

理的租赁定额
,

一定数年不变
,

可以较长期租赁
,

也可以短期租赁
。

二是累进投标承包
。

每经营

一亩土地
,

第一
、

第二
、

第三年依次交纳 10
、

15
、

30 元 (视具体情况而别 )
,

亮出标底
,

竞争投

标
,

谁 中标
、

谁经营
。

三是还贷承包
。

根据土地质量和预测效益情况
,

将投资贷款和预测效益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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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到亩
,

一定 10 年
,

谁承包谁还贷
。

四是补偿承包
。

对于贫困地区
,

根据新开发土地的造价
,

加上

土地管理费用
,

平均分配到亩
,

一次性按亩收回投资成本
,

可以连续经营 10 一 20 年
。

五
、

资金回收办法及比例

公司根据不同的投资来源和开发形式
,

采取不 同的回收办法
。

对于国家贷款
,

不论采取何种

开发形式
,

按照贷款合 同规定
,

谁贷谁还
,

按期全部收回
,

如期归还银行 , 对于国家 的 无偿 投

资
,

可以根据不同开发形式
,

采取部分回收办法
:

( 1 ) 用于改造坝
、

滩地的投资
,

回收部分不低

于 90 % ; ( 2 ) 用于新增滩地的投资
,

回收部分不低于 80 % ;
( 3 ) 用于改造坡耕地兴修梯田的

投资
,

回收额不低于 50 % ; ( 4 ) 用于河坝
、

渠道等设施的投资
,

回收部分不低于 30 %
。

所有上述

回收部分
,

作为农业发展基金
,

由公司回收
,

上交县财政专帐管理
,

专项使用
。

公司使用时
,

作

出具体计划
,

上报财政审批拨款
,

周而复始
,

滚动发展
。

对于各级地方财政投资
。

亦是仿照国家投资
,

分别不同用途
,

规定回收定额比例
,

逐步过渡

到全部有偿投资
,

回收部分由公司专帐管理
。

专项使用
。

对于群众 自筹资金和积累工
,

一般采用

了补偿承包办法
,

租赁费只计算了成本
,

体现了自筹精神
,

故只回收成本
。

六
、

效益分析

(一 )土地开发效益 19 8 7年以来
,

我 区组建的 8 个县级土地开发公司
,

土地总开发面积 62 6 9 4

亩
,

其中新增耕地 3 0 2 4 0亩 (坝地 6 2 0 3亩
,

滩地 2 4 0 3 7亩 )
,

改造坡耕地 3 2 4 5 4亩 (梯田 3 1 7 8 4

亩
,

早坪地 670 亩 )
,
有偿转让土地 39 9 78 亩

,

占总开发面积的 6 3
.

8%
。

(二 )资金回收效益 8个公司 3年共投资 8 9 0
.

8万元
,

其中国家补助款 92
。

1万元
,

仅占10 %
,

自筹占 90 %
。

县乡财政筹款 1 13 万元
,

群众筹款 3
.

72 万元
。

至 1 9 8 9年 5 月份 已 回 收 资金 1 27
.

8万

元
,

占总投资的 1 4
.

3%
。

(三 )土地经营效益 根据典型调查
,

坡耕地修梯 田
,

亩可增产粮食 10 o k g , 坡耕地改早坪地
,

亩可增产 40 k g ; 荒滩造地
,

亩产25 Ok g ; 新增坝地亩产25 0 k g 。

以上述指标为参数
,

对新开发土

地经营效益的评估结果是
:
梯田 31 7 84 亩

,

增产粮食 3 1 7
.

84 万 k g ; 早坪地 6 70 亩
,

增产粮食 2
.

68 万

k g , 滩地 2 4 03 7亩
,

增产粮食 6 0 0
.

93 万 k g ; 坝地 6 20 3亩
,

增产粮食 1 55
.

08 万 k g
。

总计年可 新

增 1 0 7 6
.

5 3万 k g 粮食
。

七
、

结 论
1

。

土地开发公司的创建
,

为充分开发利用国土资源
,

完善现行土地制度创造了新经验
,

对

于深化农村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

2
.

土地开发公司将治理开发投资改为基金制
,

初步建立了多级投资
,

有偿使用
,

滚动周转

的资金运行新机制
,

从而改变了传统治理格局
,

为缓解国家对农业投资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子
。

3
。

土地开发公司可以建设高标准的高产稳产农田为 目的
,

为退耕还林还草奠定了物质基础
。

4
。

土地开发公司适应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
,

符合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
,

强化了农村经

济管理中统的层次
,

为统分结合
,

双层经营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

5
。

土地开发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是户包治理小流域的新发展
,

为加快治理控制水土流失
,

改

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必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

产生显著的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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