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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烟区土地流转是资源农业向资本农业、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等实现战略性转型，满足烟草农业发展对土

地适度规模经营的产业刚性需求。本文以贵州省水城区响石烟区产业综合体建设为个案，探究土地流转

陷入困境的障碍因子与关键制约。综合运用“三变”改革机制，借助马克思级差地租理论，兼顾种烟农

户、响石村级集体经济、烤烟合作社、涉农企业等各方利益实施土地定价。通过搭建土地流转平台，依

法规范流转；发展烟草配套产业，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实施烟地轮作，提高土地使用效益；引进龙头企

业，培育特色产业等举措破解烟地流转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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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 transfer in tobacco areas is a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from resource agriculture to capital 
agricultur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o modern agriculture, etc., to meet the industrial rigid de-
mand of tobacc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or moderate-scale l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ustrial complex in the Xiangshi Tobacco Area in Shuicheng District, 
Guizhou Province as a case to explore the obstacles and key constraints of land transfer difficulties. 
Comprehensively use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mechanism, with the help of Marx’s differential 
land rent theory,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of tobacco farmers, Xiangshi village-level col-
lective economy, flue-cured tobacco cooperatives, and agricultural-related enterprises to imple-
ment land pricing. By building a land transfer platform, regulate the transfer according to law; 
develop tobacco supporting industries, broaden the channels for farmers to increase income; im-
plement tobacco land rotation, improve land use efficiency; introduce leading enterprises, culti-
vate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nd other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obacco land transfer. 

 
Keywords 
Tobacco Agriculture, Industrial Complex, Land Transfer, Breakthrough Sugges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一直以来，土地作为中国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其禀赋性特征中的资源稀缺性、

位置固定性、以及市场地域性分割，导致区域性市场不完全竞争问题日趋强烈。现存的农村土地分散化

经营方式和碎片化管理模式难以带来并实现土地资源最大经济效益，也严重制约农业经济的潜力释放，

更不利于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解决。在“四化”建设中，亟需通过政策引导推动土地有序流转，提

高土地使用效益和实现农业增收增产，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与现代农业发展。既是党和

国家提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又是资源农业向资本农业、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分散农业向规模农业转型发展的客观需求。尤其是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诸如烟草行业通

过科学推进土地有序流转，以满足烟草农业发展对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刚性需求？积极推进“三权分置”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土地利用方式和管理模式，对于保障国家优质烤烟种植基地稳产保量

尤为必要和十分紧要。 

2. 文献综述与问题引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土地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土地政策实现中国农民千百年来

的夙愿和梦想，终于成为土地的主人。伴随 1978 年中国农村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政策施行，有效地

解决了农民吃饱穿暖问题释放巨大经济活力和经济潜能。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质量提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统分结合政策构成新发展阶段掣肘。分散化经营、碎片化管理不仅难以解决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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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持续增收致富问题，更难以应对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以及社会风险等发展难题。特别是分散化的小

农经济难以带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理论与实践对现行土地利用方式提出了新的改革需要。 
21 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得彻底”“统得不够”日渐成为制约烟区现代

农业发展和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1]。然而，贵州作为中国西南优质烤烟种植的核心区，

受土地资源，地理气候，经济基础，技术进步和国家政策等因素影响[2]，分散化经营与碎片化管理，加

上相关配套政策、市场运营管理机制等欠完善，无形中制约机械化、规模化，以及现代农业发展[3]。加

上对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不健全、传统的耕作垦殖习惯、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家庭劳动力多寡、

农业收入预期等因子影响，政府服务体系不完善[4]无形中制约现代烟草农业发展。伴随烟草农业主要矛

盾由“控规模”向“稳产业”转型，探究计划生产条件下贵州省烟农土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迫在眉睫

[5]。鉴于此，加快土地流转确保国家级烤烟主产区种植面积和产量稳定，推动现代烟草农业转型升级与

行业高质量发展尤为迫切而紧要。 
事实上，土地流转一直是政府重点关注的现实问题之一。早在 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鼓励土

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在“三权分置”制度

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拥有排他承包经营权，可依法对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6]。从

日本、韩国、丹麦、中国台湾等地实践来看，规模经营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经验[7]。鉴

于烟草农业对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存在刚性需求，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分散化向适度规模经营方向发展，增

加农户收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解决耕地细碎化和闲置撂荒问题[8]。可以说，没有土地流转便没有现

代农业发展。未来农村土地制度变革，须基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目标，努力建构新型市场集体经济体

制[9]。 
土地是农户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其流转不仅仅是要素配置问题，更是影响农户经济福利的重

大问题[10]。土地流转作为中国农地制度研究的重要主题，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方向

[11]，而相关研究则主要聚焦在土地流转的主体、内容、形式、机制以及平台搭建等方面。内容主要涉及

非农产业发展、土地资源、劳动力结构、生存依附、出行便利、市场发育、土地年租金、剩余劳动力转

移，社保完善程度；甚至土地安全性、农地产权认知等问题。近年来，为推动土地规模经营，政府相继

出台一系列旨在促进土地流转的支持政策，无论是参与流转的农户数量还是流转规模均呈快速增长态势

[12]。文献研究发现，学界就烟草农业、土地流转等相关问题开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理论热度随实践强

度持续升温可谓见仁见智。但就专门针对烟区产业综合体土地流转问题，从“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视角开展土地流转研究尚不多见。为深入推进烟区土地可持续流转，实现

烟区产业综合体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稳定烟区产量与保证烟叶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实践。便

于研究需要，本文以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野钟乡响石村烟叶产业综合体 1 为典型个案展开解析。 

3. 响石烟区产业综合体土地流转困境 

响石烟区产业综合体成立于 2020 年，是贵州烟草专卖局重点规划建设的 16 个烟区产业综合体试点

项目之一，也是国家烟草专卖局试点建设 9 个项目示范点。作为贵州重点规划建设 500 亩坝区现代农业

产业园之一，2088 亩土地分散在 1047 户农户手中。根据规划，综合体建设面积 2000 亩，可用面积 1537
亩，如按 76.85%的土地用于耕作，23.15%用于轮作估算，4 年内烟地可实现“休”“养”“轮”“控”

确保优质烤烟基地“用养结合，永续利用”。 

 

 

1本文中所涉及的数据，主要通过 2020 年 8 月、11 月，以及 2021 年 9 月、12 月先后 4 次深入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野钟乡响石

村烤烟种植基地开展的实地调研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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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基本概况 

响石坝区位于六盘水市水城区野钟乡响石村，区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降水丰润、温度适宜、气

候光照等自然条件与资源组合适合种植发展烤烟。迄今为止，已有近 30 年种烟历史。 
目前，规模农业 835 亩成为水城区两个现代高效农业坝区之一，也是烤烟育苗基地和烟区产业综合

体建设示范基地。经过土地规模经营初步形成烤烟种植为主导，其他经济作物配套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主导产业方面，通过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动员宣传、种烟补贴、利益驱动等多种措施提升农户

种烟积极性。早在 2020 年，坝区有 50 户种植烤烟，种植面积达 1097 亩。其中，20 亩以下的有 27 户，

共种植烤烟 354 亩；20~50 亩的 23 户，共种植烤烟 743 亩。配套产业方面，则以蔬菜经济作物种植为主。

一是通过实施烟地轮作发展现代农业。种植 50 亩芋头，300 余亩刺梨，360 亩早熟马铃薯，30 亩竹荪，

合计轮作产业种植面积 440 亩经济作物。二是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相关配套产业。利用当地资源建成投产

一家生物质加工厂，向周边多个乡镇烤烟种植主体实行订单送货。同时，从省外引进一家高科技公司在

烤烟育苗结束时进行辣椒育种面积达 20 亩，解决当地农户 70 人务工。另外，烤烟合作社利用 50 座烤房

在闲置期间进行食用菌平菇种植。 

3.2. 建设成效 

一是借助政策扶贫资金，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综合体建设前，利用涉农扶贫资金和烟水工程专项资

金建成引水管道 6 千米和膜下微喷技术运用覆盖面积 800 亩设施农业，有效解决西南喀斯特地区冬春两

季农业工程性缺水问题。为解决城市主中心城区远距离配送保鲜问题，建成 1000 平方米冷库 1 个。 
二是借助现代科技创新，建立设施农业体系。在烟区，示范推广抗重茬剂 500 亩，试验使用 Agri-star

松土促根剂改良土壤 20 亩，实现清香型烟叶风格烟叶生产技术集成与推广成果转化，BFF 烟叶生产技术

体系研究等新技术推广为一体的科技示范基地 100 亩。同步实施病虫害绿色防治，推广性诱防控诱杀害

虫技术 1000 亩、100%推广烟蚜茧蜂防控烟蚜技术、全面推广蠋蝽防治烟草蛾类害虫技术、太阳能杀虫

灯诱杀害虫技术 500 亩、生物农药防治烟草病害 1000 亩等绿色防治技术。 
三是盘活农村人力资本，培育现代产业工人。仅 2020 年，响石烟叶产业综合体完成现代产业工人培

育 105 人。其中，生物质颗粒加工工人 10 人，食用菌种植、辣椒育种、烤烟生产等综合产业工人 95 人；

累计带动当地 243 人务工，务工 1.98 万个，实现务工收入 200 余万元。疫情三年来，宏观经济形势严峻

持续下行，但产业综合体保持正常运转，积极吸纳返乡农民务工就业。 

3.3. 土地流转困境 

土地流转也即利用土地可分性自然属性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施行是一种“边际”革

命[13]。调研发现，响石烟区产业综合体土地流转方式更多地停留在农户间自行租用、自发流转，这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土地的规模经营与集约利用，尤其是可持续性影响。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土地流转服务

平台建设滞后，表现为流转合同不统一、流转主体多元、流转过程不规范，流转方式口头协议居多。无

形中衍生矛盾纠纷影响产业规划和总体布局，尤其是烟地轮作开展。 
基于利益驱动和安全考虑，流转采取选择性方式进行。既有种植散户、也有种植大户，还有烤烟合

作社。响石烟叶产业综合体，2019 年提出，2020 年正式实施，如按 2020 年种植面积和产量为基准，440
亩土地实施轮作，4 年内可实现烟区土地休养生息。分散化种烟与私人流转土地，偏离规范化流转、科

学化管理、规模化种植和市场化经营等现代企业经营方式。受土地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条件、生产发展

水平、市场发育程度、产业结构状况、社会保障机制、农民文化素质、土地政策知晓等因素制约，流转

陷入困境。劳动力多寡、传统耕种习惯、流转收入预期，流转过程不规范，维权成本高等事实导致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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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偏低。 

4. 土地流转困境的问题集成及归因逻辑 

烟农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所有者，既是参与者也是既得利益者，烟农的意愿是烟地流转的内在驱

动力[14]。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子多元，但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多寡、土地细碎化程度，烟田基础设施现代

化以及完善程度是烟农进行规模化流转的主要吸引力，也是规模化生产的驱动力[15]。 

4.1. 民间分散流转，未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私人流转土地，存在成本高、风险高，稳定性低的“两高一低”问题。2020 年，种植面积在 20~30
亩之间的 27 户烟农几乎全是私人流转；种植面积在 30~50 亩的 23 户种植大户，私人流转土地高达 70%
左右。在亲邻好友、熟人之间以口头协议流转土地，无形中制约土地流向边际产出率相对较高的烤烟合

作社。另外，烤烟农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响石村 70%左右青壮年劳动力

外出，烟农年龄集中在 50~60 岁，烟农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思想相对保守，耕作相对单一，配套产品销

售不畅，存在“增产不增收”问题。土地流转信息来源渠道较窄、数量不足和流通滞后，制约农民参与

土地流转的积极性。 

4.2. 土地流转平台建设滞后，缺乏资金保障 

缺乏专门负责协调农村土地承包权、耕地经营权流转和承包纠纷仲裁等管理的流转平台和服务中心，

也就无法提供规范化流转与其相关的市场化服务。如政策咨询、流转信息管理、接受委托流转等。从该

角度看，综合体土地流转平台建设滞后制约了烟区土地流转规范化开展。调研发现，此前政府没有专项

资金投入村级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建设，仅停留在国家对种烟的农资和化肥补贴。合作社也没有明确流转

平台建设资金来源，仅少部分由国家烟水工程专项资金提供近。资金短缺是导致土地流转平台建设相对

滞后的根本原因。非农雇工工资持续上涨，土地年租金对烟农增加土地规模存在显著负效应。 

4.3. 流转平台建设主体职责不明，专业不强 

流转平台建设选址、资金、人事等事项落实，以及谁来建？如何建？等具体事项同样存在权责不清

与主体不明。对于谁来负责土地流转平台建设，谁来维持后续服务管理，谁进行日常信息发布，办公经

费谁来提供，矛盾纠纷谁来监管等均是棘手问题。当下，烤烟合作社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运行相

对独立。流转平台正常运转，需要工作人员对国家政策、法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精准理解。此外，

还要对流转合同签订、内容审查，流程规范等事项熟悉，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事务均需专业作人员维护

而不能忽视。 

4.4. 土地流转信息传递较为原始，速度缓慢 

2022 之前，烟区土地流转较为原始，主要通过亲戚朋友在熟人社会中以口头协议进行，私人流转比

例高达 89.3%。流转信息较为原始，信息传递较为缓慢，供求双方准确信息不对等。同时，信息不对称

降低流转质量，延误流转时间反增加流转成本；不规范流转累积了风险。当然，土地流转能否最终兑现

流转费用的承诺，以及按时支付费用，流转能否正常持续本身存在不可预知性。即是说，一旦出现利益

纠纷，民间协商和口头协议存在诸多局限。 

4.5. 土地流转合同不统一，档案管理欠规范 

土地流转以农户个体为主，72.5%的土地流转双方没有签订统一规范的正式合同。除部分农户土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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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按照规范化程序进行外，绝大多数农户在土地流转中缺乏基本的法治意识、契约意识、规范意识；农

户间碍于情面，避免麻烦，甚至存在免签流转合同的情况。正是基于乡土社会熟人关系，往往以口头协

议取代规范合同流转形式可谓五花八门。因而，也就缺乏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一套完整的档案管理体

系。农户个人手中简单的合同文本，没法形成对流转信息动态统计，也没法对同一宗地设立一个土地流

转的动态档案。鉴于此，查询流转档案混乱，分析流转动态状况困难，增加统计工作负担。 

4.6. 维权渠道亟待完善，监督的机制不健全 

产业综合体内大部分土地在私人间直接流转，加之流转农户对国家土地政策法规知之甚少，无法对

土地流转有效监督。缺乏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规范化运行，相应的权益无法保障。农户利益受损维权时，

问题解决陷入困境。难以找到涉及土地流转的相关维权部门以及维权举报专线，只能通过私人双方协商，

或者请第三方熟人参与沟通，甚至暴力方式维权。综合体内缺乏土地流转纠纷仲裁委员会，不能及时有

效地调处、仲裁土地纠纷，无法切实维护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因此，亟需畅通维权渠道，维护各方合

法权益。 

5. “三变”统领下的土地合理化流转建议 

“三变”改革发端于贵州六盘水市，2014 年为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探索山地特色现代农业“资源

分散、资金分散、农民分散”而提出的改革实践。通过改革创新沉睡资源活起来，“死资源”变成“活

资产”。村集体以集体土地、森林、草地、荒山、水域等自然资源性资产和房屋、建设用地(物)、基础

设施等可经营性资产的使用权评估折价变为资产，通过合同或者协议方式，以资本形式投资入股企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享有股份权利。改革盘活农村闲置的集体资源，撬动社会资本，壮大

集体经济，把贫困户纳入集体经济保障范围，实现集体收益惠及全体农民群众。这一改革为破解响石

烟区产业综合体土地流转困局，促进基地达产稳定，实现烟农持续增收、确保土地赋能增值提供了实践

参考。 

5.1. 运用“三变”机制，搭建流转平台 

以“三变”改革为统领，运用改革模式与运行机制推动烟区产业综合体建设，促进土地流转需注意

几点。一是依托现存的烤烟合作社，抑或依托村级集体村民委会成立响石村专业农民合作社，也可以在

烤烟合作社与专业农民合作社基础上成立烤烟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联社”)。通过搭建土地流

转平台进行集中流转，然后将流转来的土地进行科学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协调推进产业发展(如图 1 所示)。
二是通过广泛动员宣传，加强引导帮助农户了解政策。明白土地流转权益，收益预期和存在风险。 

三是运用马克思级差地租理论实施定价土地资源。首先，根据级差地租Ⅰ、Ⅱ进行土地定价，并将土

地流转给烤烟联合社。其次，参照刺梨或猕猴桃等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实施土地流转，按照一年 500 元/亩
价格。抑或“固定价格+浮动价格”定价方式将土地折股流转到联合社，实现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

最后，构建一个农户、平台公司、烤烟合作社等各利益主体参与的联合定价机制。以股份为纽带，探索

农户以土地、种烟技术、资金、劳动力等折价入股平台公司，村级集体合作社，或者土地流转合作联合

社，以股份大小参与最终分红。每股股价计算如下 2。每股等价，农户、合作社等以所持股份为依据分红，

分红按公式计算：S = W × 70%/Q × q。也即 S——每位入股成员的年终分红金额；W——合作联社年终

经营可分配收入；Q——合作联社所有社员总计股数；q——农户所持土地折价股数。 

 

 

2说明：实行土地经营权入股的，第一个五年内(2021~2025 年)，当 S 小于 600 时，每年保底分红为 600 元/股，即 S = 600 × q，每

年一结；第二个五年(2026~2030 年)，每年保底分红为 1000 元/股，即 S = 1000 × q，每年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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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Land transfer service center and transfer platform of Xiangshi village flue-cured 
tobacco planting base 
图 1. 响石村烟区种植基地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及流转平台 

5.2. 依托土地平台建设，依法规范流转 

按照市场规则，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一是建立流转资金保障机制。由省市级烟草公司、烤烟种

植合作社、响石村村级经济组织、平台公司等共同出资建立土地流转平台，满足其办公选址、设备采购、

耗材使用、工资发放等正常开销，确保平台建设和服务中心良性运转。二是明确土地流转主体。要么是

村级集体合作社，要么是烤烟合作社，抑或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烤烟合作社与村集体合作社联合社。

三是流转方式与费用来源。即可采用农户分散流转，也可采取集中流转。流转费可依托国家专项资金、

烟草公司投入资金，以及平台公司资金共同组成。四是流转土地利用。既可采取烟农认筹、产业配套认

筹，平台兜底利用，还可实施“反租倒包”。五是依托平台及时发布土地流转信息，建立台账规范土地

流转。 

5.3. 发展配套产业，提高土地轮作效益 

根据《中国烟草总公司贵州省公司关于印发抓好烟叶产业综合体建设促进烟区产业融合发展指导意

见和 2022 年促进烟农增收工作意见的通知》(中烟黔叶[2022] 5 号)文件精神，综合体内探索烟地轮作接

茬，发展粮烟、烟饲、烟蔬等“烤烟 + 多元产业”组合配套产业；探索种养加协同布局、产供销协同发

展，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创建。一是根据区域喀斯特山地坝区土壤、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积极发展

与烤烟生产相配套的特色农业。既注重短期一年一季烟草种植，也实现 4 年整体轮作的休养生息。二是

依托接茬、轮作、设施综合利用、资源循环利用等手段，选择与烤烟产业互补性强、融合性好具有市场

前景适销对路的农产品，诸如竹荪、药材、蔬菜等特色农业产业。三是运用现代农科技术实施土壤改良，

确保烤烟种植稳产达量与提质增效，形成以烟草种植为主导，相关产业配套协同发展。 

5.4. 依托平台拓宽增收，有效降低风险 

一是根据园区规划引进相关企业，解决农民就地务工增加劳动力工资收入，培育烟区现代农业产业

工人。二是依托流转平台，形成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市场体系。减少流通时间和费用，降低交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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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三是建立保障监管体系，降低发展风险。通过政府、平台公司、烟草公司、农户、合作社等多方参

与，建立健全社保机制降低农户对土地的生存依赖，提升农地规模经营。四是构建利益共同体。探究科

学的定价机制，利益协调机制、风险规避机制、生计保障机制等构建烟区共同富裕利益共同体，依托平

台建设规避或降低风险。 

5.5. 完善维权渠道，健全监督机制体制 

完善土地确权颁证登记，既是对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又是对不动产物权变动发生必备的程

序要件，目的在于确保其维护不动产物权正常安全交易。一是建立公开透明交易平台，对国家土地法、

流转政策、法律法规等广泛动员宣传打消顾虑。二是明确交易双方权责，当农户、公司、村集体等交易

双方出现纠纷，启动协调机制及时解决。三是畅通沟通渠道。依托当地劳动仲裁部门，民主协商机制，

有效调处、仲裁土地纠纷避免暴力维权。 

5.6. 建立特色品牌，催生产业立体发展 

一是邀请农科育种、医学健康、食品工程等相关专家开展全方位调研，为特色绿色有机农产品选择、

繁育等问症把脉，根据市场需求确定产品。二是引进龙头企业实施标准化生产，按照品牌建设的生产质

量管控体系，保障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三是产业布局上，既尊重当地百姓耕作习惯，又精心规划和

科学引导农户参与配套产业发展，按照“公司 + 村集体 + 基地”，“公司 + 农户 + 合作社”“公司 
+ 农户 + 超市”等模式科学推进。四是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依托电商平台，区域中心市场，中小学校、

大型工厂和企业等分派经营、直播带货等渠道精准对接。五是，就地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创建烟区特色农特产品品牌。 

6.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借助“三变”改革机制搭建农村土地流转的交易平台，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推进规范化土地流转

十分紧要和尤为必要。在深度调研基础上，针对烟区现行的土地流转问题和存在不足，不仅提出响石烟

区产业综合体农户土地流转的方式、模式以及土地流转的定价机制，而且还可以在现行工作基础上提出

改进和优化策略。根据响石烟区烤烟生产发展实情，建议由烤烟合作社与村委会组成土地流转主体，将

土地集中流转出来，根据产业布局和发展规划进行规模经营。一方面，土地流转中可以采取农户以土地

入股、技术入股、资金入股甚至劳动力入股等形式，积极推进烟区产业综合体建设发展。另一方面，运

用科学的定价机制，遵循土地流转规律和定价逻辑，推进土地市场化与示范化运行，形成以烤烟为主，

多业发展农村、带动农民、支撑收入的烟区产业体系。通过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目的旨在为烟草工业发

展、烟农增收致富、烟区资源增值注入新动能。 
未来议程中，响石烟区产业综合体建设只会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地强化其功能、地位和作用。

也就是说，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不断强化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科技农业、生态农业以及人文农业的发展，

通过数字赋能烟区产业综合体建设将对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旅游产业化、新型镇城化“四

化同步”建设起到改革创新与探索实践的发展新路。烟区产业综合体建设，还有以下问题值得深入开展

和积极持续探讨。 
一是如何利用国家加大烟草农业投入的反哺机制，持续推进烟农现金收益的生产函数与服务费用，

以及现金收益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探讨。需要深入探究烟区土地科学流转的机制创新，确保烟农增收，

烟区稳定达产，带动乡村振兴与烟草工业可持续发展。二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功能目标探索与完

善。突出合法权益的保障功能、重视生态安全的促进功能，发挥乡村有效治理的推动功能。完善科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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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流转的法律规范体系、建立促进土地流转的监管机制、健全产业发展的配套制度等。三是对不同土地

资源禀赋根据其功能实施适宜的土地流转政策。坚持因地制宜原则，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发挥土地资源

增收作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格局，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缓解农业

土地供需矛盾，带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此外，深化理论与实践研究，唯有尊重规律，遵循逻辑，方能

持续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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