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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征地补偿中农民间接损失及其量化为研究对象，重新界定征地补偿的范围，把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的生态价值及社会保障价
值列入到补偿范围内，并运用收益还原法、成果参照法等数学方法测算农民的间接损失，建立间接损失评价体系。 以长春市为例，将上
述评价体系运用到实践中，得到长春市各区县农民间接损失补偿的具体数值，分别与其现行征地补偿水平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长
春市各区县农民的间接损失补偿均高于现行征地补偿水平，证明了对农民间接损失进行补偿的必要性，并为重建科学、合理、公平、高效
的征地补偿制度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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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制度，在征地范围、补偿标准、征地

程序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１－４］，其中，征地补偿范围问题

尤为严重。 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征地补偿范围的定性研究上［５－８］，而对征地补偿范围内各补

偿的具体量化却少有涉及，笔者在重新界定征地补偿范围的

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１　 间接损失范围的界定

１．１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范围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

七条明确规定：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

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土地补偿费是对被

征地农民丧失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安置补偿费是保证农民在

丧失土地一段时间内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费用；青苗及地上

附着物补偿费是对被征土地上的农作物和无法迁移的水利

设施、房屋等建筑物等的补偿。 其中，土地补偿费、地上附着

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为对失地农民损失的权益性补偿，而安置

补助费则是对农民的保障性补偿。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这 ３
项补偿费用均为对土地征收的直接损失的补偿。
１．２　 间接损失范围的界定　 根据“以人为本”的思想，以维

护农民权益为根本出发点，综合考虑农民的生活现状，笔者

认为征地补偿范围应在原有基础上补充以下 ３ 项：土地承包

经营权、土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和土地的生态价值。
１．２．１　 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是承包人

通过利用土地而长期获取收益的权利。 土地被征收，农民就

无法继续通过土地获取利益，从而失去其权利，因此政府应

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补偿。
１．２．２　 土地的社会保障价值。 土地是农民的“衣食之源、生
存之本”，是农民社会保障的主要依托。 失地后，农民失去了

赖以生存的方式，又很难迅速找到新的获取收益的途径，再
加上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在不断上涨的物价

面前，农民的生活难以得到保障。
１．２．３　 土地的生态价值。 土地具有产生与维持生物多样性、
调节气候、净化环境等多种功能，其生态价值有益于整个社

会，农民既是土地生态价值的提供者又是社会的一份子———
受益者。 失地后，农民失去了享有土地生态价值的权利，因
此政府应对其权利进行补偿。
２　 间接损失量化模型的建立

２．１　 土地承包经营权　 根据马克思地价理论，“土地价格是

出租土地的资本化的收入”，土地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在此

理论基础上，采用收益还原法计算，即：

Ｖｐ ＝
ａ
ｒ
［１－ １

（１＋ｒ） ｎ］ （１）

式中，Ｖｐ 为土地的收益价格；ｎ 为土地的收益年限；ａ 为土地

的纯收益；ｒ 为贴现率。
我国《物权法》规定，耕地的承包经营期为 ３０ 年，承包期

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农

民集体失去土地，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将永久丧失，即 ｎ＝
∞，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为：

Ｖｐ ＝
ａ
ｒ

（２）

式中，ａ 为土地的纯收益；ｒ 为贴现率。
２．２　 土地的社会保障价值　 国家对失地农民征地补偿的出

发点是使其生活水平与征地前相比不降低，则假设将失地农

　 　 　安徽农业科学，Ｊ．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Ｓｃｉ． ２０１８，４６（２０）：２０８－２１０



民纳入国家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即全国基本统一的城镇居

民社会保障体系。 假设农民转为居民后，其收入不变，则缴

纳的社会保障费用以当时的收入水平为基数，因此用当时的

农民收入水平乘以社会保障缴费费率可以计算出每个农民

的社会保障费用，再乘以单位面积土地需要保障的农村人

口，得出单位面积土地需要缴纳的社会保障费用［９］，采取收

益还原法计算出土地社会保障价值，如式（３）：

Ｖｓ ＝
Ｙ×ｃ×ｄ

ｒ
（３）

式中，Ｖｓ 为土地社会保障价值；Ｙ 为农民年收入；ｃ 为社会保

障费率；ｄ 为单位面积土地需要保障的农村人口； ｒ 为贴

现率。
２．３　 土地的生态价值　 对于土地生态价值的量化，结合实

际，该研究采用成果参照法。 成果参照法是基于特定地区或

国家运用各种方法已获得的实证研究结果，通过适当调整

后，转移到待研究地区，从而得到政策地自然生态环境的价

值［１０］。 该研究主要借助谢高地等［１１］ 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该

研究实际，在其基础上加以调整，得：

Ｖｃ ＝
Ｅａ

ｒ
×Ｂ×ｎ

ｉ＝ １ ｆｉ （４）

式中，Ｅａ 表示单位生物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ｆｉ 为单位耕地

面积第 ｉ 类生态服务价值生物当量因子；ｎ 表示耕地生态服

务价值类型数；Ｂ 为农田生态系统生物量因子。
Ｅａ 代表单位生物当量因子的单价，取单位平均粮食市

场价值的 １ ／ ７［１２］，即：

Ｅａ ＝
１
７
×ｎ

ｉ＝ １

ｍｉｐｉｑｉ

Ｍ
（５）

式中，ｍｉ、ｐｉ、ｑｉ 分别表示第 ｉ 种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平均价格

和单位面积产量；Ｍ 表示 ｎ 种粮食作物播种总面积；ｉ 表示粮

食作物类型；ｎ 表示粮食作物种类数。
３　 补偿归属的确定

“２．１”“２．２”“２．３”计算的 ３ 项土地间接损失并不全部归

失地农民所有。
我国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农民集体组织共同享

有，因此失地农民获得的赔偿应该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中

的一部分。 由于国家对农民和集体的利益分配问题没有明

确规定，结合当前实际，该研究采用部分省的规定，即土地补

偿费在集体组织和承包农户间按照 ３ ∶７的比例分配。
耕地附近一定范围内的村镇居民均能受益于农民耕作

农用地所产生的生态价值，而农民是农用地生态价值的创造

者和保护者，是生态价值补偿的主体，耕地被征收后承包农

户失去了生态补偿的机会，所以，耕地生态价值应在村镇居

民与承包农户之间分配。 笔者认为在土地的生态价值补偿

中，归属农民的补偿因子为该失地农户人口与该村镇总人口

的比值。
则农民所得间接补偿费为：

Ｖ＝０．７×Ｖｐ＋ＶＳ＋（
该失地农户人口
该村镇总人口

）×Ｖｃ

４　 征地补偿体系的建立

该研究以长春市为例，将上述量化方法运用到实践中，
并与现行征地补偿标准进行对比，尝试将间接损失补偿纳入

现行征地补偿中，探索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评价体系。
４．１　 数据概览　 该研究采用稻谷、玉米、大豆和花生 ４ 种农

作物来计算长春市各区县的农产值。 ４ 种农作物产品单价分

别为稻谷 １ ５１２．３ 元 ／ ｔ，玉米 １ ００３．３ 元 ／ ｔ，大豆 ２ ００７．４ 元 ／ ｔ，
花生 ２ ７６１．３ 元 ／ ｔ。 其中，农作物总产量、农作物单价的相关

数据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各区县农村人

口，农村户数，耕地面积的数据来自《长春统计年鉴（２０１６）》，
现行征地补偿标准来自各区县的人民政府文件《关于公布征

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具体数据见表 １。
４．２　 耕地 ３项权益价值计算

４．２．１　 耕地承包经营权价值。 单位面积土地的纯收益为农

作物总产值与土地总播种面积的比值，土地资本化率采用年

期存款利率 ３．６％加风险调整值确定。 征地具有强制性，相
对风险较小，综合国内风险调整利率，采用 １．０％进行风险调

整，则最终土地资本化率 ｒ 为 ４．６％。 把上述数据代入公式

（２）中，计算得到耕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
４．２．２　 耕地社会保障价值。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要求城

镇居民按照本人工资收入缴纳各种保险，包括医疗保险（个
人缴纳 ２％、单位缴纳 ８％）、养老保险（个人缴纳 ８％、单位缴

表 １　 长春市土地补偿相关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Ｃｉｔｙ

地区
Ａｒｅａ

农作物产量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ｔ

稻谷
Ｒｉｃｅ

玉米
Ｃｏｒｎ

大豆
Ｓｏｙｂｅａｎ

花生
Ｐｅａｎｕｔ

面积
Ａｒｅａ
ｈｍ２

农村户数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户

农村人口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人

现行补偿标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万元

市辖区 Ｃｉｔｙ ａｒｅａ ９７ ９３２．８０ ６４４ ６９３．６７ ２８８．００ ０ １３０ ５６７ ２１２ ８２７ ７１５ ０１１ ７９．５０
榆树市 Ｙｕｓｈｕ Ｃｉｔｙ ５５８ １３０．２８ ２ ７１７ ５８０．１３ ２ ３５０．２４ ０ ３７１ ３１４ ３０４ ６３８ １ １２４ ７９９ ８０．４０
农安县 Ｎｏｎｇ’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１４ ９００．６６ ２ ７４０ １４１．６８ １７ １８９．１５ ５ ４１８．２３ ３５５ ９６６ ２７９ ３２０ １ ０１９ ５２０ ８７．４５
九台市 Ｊｉｕｔａｉ Ｃｉｔｙ １７１ ０３７．５０ ８５１ ２６５．１３ ７４７．０７ ２８．００ １６４ ７７４ １８６ ２４８ ６４８ ８８４ ８０．４０
德惠市 Ｄｅｈｕｉ Ｃｉｔｙ ４２３ ５１２．４９ １ ０１２ ６３１．６９ ８８０．９７ ５７．００ ２０３ ７４１ ２０７ ５１９ ８１４ ５４８ ７３．５０

纳 １２％）、失业保险（个人缴纳 １％、单位缴纳 ２％）、工伤保险

（单位缴纳 １％）、生育保险（单位缴纳 １％）、住房公积金（个
人缴纳 ３．５％、单位缴纳 ３．５％），其中个人缴纳总计为工资收

入的 １４．５％，即社会保障费率为 １４．５％。 单位面积土地需要

９０２４６ 卷 ２０ 期　 　 　 　 　 　 　 　 　 　 　 　 　 　 　 　 董子瑄等　 征地补偿中农民间接损失的量化研究



保障的农村人口为农村总人口数与耕地面积的比值。 根据

《长春统计年鉴》，２０１５ 年农民平均年收入为 １１ ７４９ 元，把上

述数据代入公（３）中，计算得到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
４．２．３　 耕地生态价值。 根据谢高地等［１２］ 的研究成果，我国

吉林省农田生态系统生物量因子为 ０．９６，７ 类生态服务价值

生物当量因子（不含食物生产和原材料生产 ２ 项）的总和为

５．８１，计算 Ｅａ 的值，并代入公式（４），计算得到耕地的生态

价值。
耕地的 ３ 项权益价值见表 ２。

表 ２　 长春市耕地 ３项权益价值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３ ｅｑｕ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Ｃｉｔｙ 万元 ／ ｈｍ２

地区
Ａｒｅａ

承包经营权价值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社会保
障价值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

生态价值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市辖区 Ｃｉｔｙ ａｒｅａ ９０．１０ ２０．２８ ７１．７９
榆树市 Ｙｕｓｈｕ Ｃｉｔｙ １３９．８０ １１．２１ １１１．３９
农安县 Ｎｏｎｇ’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２８．０１ １０．６０ １０２．００
九台市 Ｊｉｕｔａｉ Ｃｉｔｙ ９８．３２ １４．５８ ７８．３４
德惠市 Ｄｅｈｕｉ Ｃｉｔｙ １１１．６９ １４．８０ ８８．９９

　 　 由表 ２ 可知：
（１）长春市各区县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的生态价值起

伏趋势基本一致且波动较大。 其中榆树市的 ２ 种权益价值

分别为 １３９．８５ 万和 １１１．３９ 万元 ／ ｈｍ２，相对其他区县明显增

高，是权益价值最低的市辖区的 １．５～２．０ 倍。 榆树是长春著

名的产粮大市，由于其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每年农作物总产

值都远高于其他地区，因此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也相应

较高。
（２）长春市土地的社会保障价值表现较为平稳，且整体

补偿水平较低，只有市辖区内超过 ２０ 万元 ／ ｈｍ２。 原因是该

研究计算耕地社会保障价值的公式建立在农民的生存发展

基础上，长春市内辖区经济相对发达，增值空间高于经济相

对落后的其他区县，因此呈现由中心向四周递减的分布

规律。
（３）长春市土地权益价值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和生态

价值为主，两者占到总价值的 ９５％，而社会保障价值仅

占 ５％。但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和生态价值补偿均不全部归

属于失地农民，尤其是生态价值补偿，由于补偿因子系数很

小，农民只能获得其价值中的很小部分。
（４）结合区域要素分析，长春市内经济发展形势是以长

春市为中心，并向四周递减。 农安、九台、德惠分别不同程度

的与长春市辖区相邻，而榆树市并无直接接触长春市区。 基

于此，该研究认为在征地补偿中，征地损失或与距市辖区距

离有关。 具体表现为距离市辖区距离越近，耕地所产生的间

接价值越低，而更多的表现为直接价值，相反距离市辖区越

远，则会产生更多的间接价值。
４．３　 征地补偿中农民间接损失的量化　 将表 ２ 中 ３ 项权益

价值计算结果代入公式 ，得到长春市各区县失地农民所得

间接补偿费，与长春各区县现行征地补偿对比，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长春市间接损失补偿与现行征地补偿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ｌｏｓｓ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Ｃｉｔｙ 万元 ／ ｈｍ２

地区
Ａｒｅａ

间接损失补偿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ｌｏｓｓ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现行征地补偿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市辖区 Ｃｉｔｙ ａｒｅａ ８３．３５ ７９．５０
榆树市 Ｙｕｓｈｕ Ｃｉｔｙ １０９．０８ ８０．４０
农安县 Ｎｏｎｇ’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００．２２ ８７．４５
九台市 Ｊｉｕｔａｉ Ｃｉｔｙ ８３．４１ ８０．４０
德惠市 Ｄｅｈｕｉ Ｃｉｔｙ ９２．９９ ７３．５０

　 　 由表 ３ 可知，长春市各区县农民的间接损失补偿均高于

现行平均补偿水平，尤其是榆树市在征地时补偿标准较低，
且该地区农民间接损失较大，如果不能及时提高标准将引起

失地农民的不满，影响社会安定。 在进行征地补偿时，耕地 ３
项权益的剥夺使农民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直观地表明

了当前我国普遍使用的“产值倍数法”已经无法给与农民正

当合理的征地补偿。 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土地的等价交换，
政府应积极将间接损失纳入征地补偿体系内，希望该研究论

证可以为其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５　 结语

征地补偿是当前征地的核心问题，合理的量化征地补偿

更是重中之重。 该研究从维护农民根本权益出发，在研究现

行征地补偿标准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征地补偿的范围，并运

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失地农民间接损失进行量化。 结合长

春市实际征地情况，对建立科学合理的征地补偿体系进行讨

论研究，证明了对农民间接损失进行补偿的必要性，为重建

科学、合理、公平、高效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提供理论和实证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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