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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是土地资源竞争配置的结果。
相对于市地而言，农业用地的效益较低，因此，农地就有向城市转移的冲动。
但是，农地除了具有经济价值以外，还具有巨大的非经济价值，而且农地城市流转具有不可逆性，相
对于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退耕来说，农地城市流转对农地更加具有破坏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农地城市流转也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代价。
在我国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怎样降低这种代价以保证粮食安全与城市化发展正常用地的需求，是当
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在土地市场发育充分的国家，农地城市流转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的。
其市场行为人主要有四类：前土地所有者、中间人、最终消费者和市场协调者。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城市国有土地可以进行使用权的出让、转让，而农民集体土地不可直接进入市场
，只有经过国家征用(或征收)，变更土地所有权，才可进行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以此来满足城市发展
的需要，即农地城市流转的唯一合法途径是通过征用或者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
可见，我国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属于政府行为。
因此，要解决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大量优质农地流失的现实问题，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尤为重要。
　　本书以武汉市为例，对农地城市流转及其决策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以农地价值理论、不确定决策理论以及规模经济原理等为依据，运用系统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等方法，对武汉市20多年的耕地数量变化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耕地演
变规律与驱动机制；在分析了农地城市流转时空效率的基础上，对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理论、规模决策
以及区位决策进行了探讨，并构建了政府多目标条件下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利用层次分析法
与模糊数学构建了武汉市农地城市流转区位排序模糊综合评判决策模型，并进行了具体的应用。
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武汉市农地城市流转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经济发展、农业科技进步以及人口压力
等。
(2)武汉市农地城市流转与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
(3)农地具有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而且随着农地向城市转移，农地的一些价值也将转移甚至消失，
因此，要保护好有限的农地，必须将非使用价值纳入决策模型。
(4)在我国，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属于政府行为，其农地城市流转决策是一种多目标决策。
对于理性政府而言，农地城市流转的效用不单取决于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所有目标共同产生的效用
。
因此，政府进行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决策时，其效用指标的选取要注重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与生态因素
的结合，同时，农地城市流转是一项综合决策，主因素决定模型不适合此问题的决策排序。
(5)不同用途的土地对其区位的要求不同，区位的选择也是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主要内容之一。
决策者进行农地城市流转区位决策时，在不同的决策准则下，选取的决策指标以及指标权重的不同，
其流转的先后将不一样。
　　由此可见，要协调好粮食安全与城市化建设占用耕地的矛盾，必须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八个章节，对农地城市流转决策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第
一章) 绪论部分。
主要阐述了本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研究目的、同类研究的国内外动态，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了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及主要的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第二章) 基础理论部分。
首先对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其后阐释了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特征；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目标及决策优化的衡量标准；最后重点阐述了对本研究的基础理论，如农地
价值论，不确定性决策理论以及规模经济原理等，同时介绍了这些理论对决策的启示。
　　第三部分(第三章与第四章) 农地城市流转问题研究部分。
第三章利用武汉市各区20多年的土地利用调查与统计序列数据，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资料，从土地利
用结构变化的总体特征，耕地数量变化的时间以及空间特征等方面，分析了武汉市农地城市流转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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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变化的空间动态规律；在定性分析武汉市耕地变化的原因的基础上，应用相关分析以及主成分方法
定量诊断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揭示农地城市流转的驱动机制；应用多元回归方法，建立武汉市耕地
变化的多元回归模型。
第四章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对武汉市农地城市流转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各区土地利用现状进行了
评价，结果认为当前武汉市并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土地利用配置。
　　第四部分(第五章与第六章) 决策研究部分。
第五章在介绍前人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对农地是否流转，以及流转规模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在此
基础上构建政府多目标条件下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并对其最优规模进行求解。
第六章对农地城市流转区位决策进行探讨，以农地城市流转决策优化为总目标，以保证区域性粮食安
全、满足城市化正常用地需求以及生态环境安全性为准则，建立了农地城市流转决策指标体系。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层次结构模型，最后运用模糊综合评判决策模型解决农地城
市流转区位排序问题，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武汉市农地城市流转效率。
    第五部分(第七章与第八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部分。
第七章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响应的对策建议。
第八章总结本书研究过程中得出的主要结论以及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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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地城市流转及其决策研究》以武汉市为例，对农地城市流转及其决策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以农地价值理论、不确定决策理论以及规模经济原理等为依据，运用系统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等方法，对武汉市20多年的耕地数量变化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耕地演
变规律与驱动机制；在分析了农地城市流转时空效率的基础上，对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理论、规模决策
以及区位决策进行了探讨，并构建了政府多目标条件下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利用层次分析法
与模糊数学构建了武汉市农地城市流转区位排序模糊综合评判决策模型，并进行了具体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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