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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评价通则》（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9 年度城乡统筹领域

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国标委发[2019]38 号），由安

徽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安徽新鑫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贵州省标准化院等单位申报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

评价通则》国家标准获批立项（计划编号：20194488-T-424），本标

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二、目的和意义 

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城乡要素流动日益频繁，我国

农村产权的流转交易需求不断增长，同样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4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引导

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市场健康发展中的意见》（国办发〔2014〕71 号）。

该文件的出台对贯彻落实国务院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快农村产权流转

交易市场建设，促进城乡要素公平自由流动，进而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主体性质不一（包括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私有企业等）、服务领域多样（包括农村综合产权流

转交易、林业产权交易、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等）、交易品种繁多（包

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四荒”使用权、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等

的一种或多种，具体结合地方实际和需要确定）、服务内容各异（一



般以“1+N”形式呈现，“1”即农村产权流转基本服务，“N”即有条

件的机构开展的资产评估、抵押融资等各种配套服务）。在交易机构

的建设运营方面，也存在设施配套水平、人员配套水平及制度规范完

善程度参差不齐，最终导致农村产权交易服务质量也良莠不齐，各交

易机构提供服务的规范性、及时性、便捷性以及交易资产溢价率、成

交率、合同履约率等与交易主体直接相关的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严重

影响了集体资产进场交易积极性，一方面增加了基层“小微腐败”的

发生几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因此，提高农村

产权交易机构的整体服务质量是引导农村产权积极进场交易的前提

和基础。 

近年来，为进一步规范农村产权交易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

我国共发布实施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通则》（ GB/T 

38748-2020）、《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服务规范》

（GB/T 39746-2020）、《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信息平台建设与维护》

（GB/T 38747-2020）共 3 项国家标准，各省市围绕农村产权交易服

务也发布了多项地方标准，如四川、江苏、甘肃等。但这些标准主要

集中在服务提供方面，具体对服务行为和服务能力提出相关要求，至

于“服务的怎么样？”仍缺少标准和依据，在实际工作中，无论是监

管机构还是交易机构在农村产权交易服务质量评价方面的工作仍是

空白。虽然一些地方针对交易市场也开展了相关评选活动，但评价指

标设置主要聚焦在单个方面，不能综合反映交易机构服务质量情况。

如江苏省对个地市开展的“月度之星”、“季度之星”等评选，该项评



选只是对交易量和交易额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本标准从交易机构的服务能力、服务过程、服务结果三个方面切

入，全面识别关键指标，并给出明确的评价流程和评价方法，为交易

机构服务质量的评价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和依据，通过结果导向倒逼交

易机构提升服务能力（完善设施、人员及制度配套）、加强过程管控，

最终实现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 

二、 编制原则 

（1）科学合理性。在评价内容的确定方面，针对农村产权流转

交易机构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充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研讨验证，确保

评价内容的科学性。在评价流程和方法的确定方面，广泛参考借鉴《品

牌价值 服务评价要求》（GB/T 31042-2014）、《服务质量调查评价指

南》（SZDB/Z 339-2018）等标准，确保评价流程和方法的科学性。 

（2）广泛实用性。标准编制充分考虑了我国中东西部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机构的实际发展水平和运行情况，结合《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通则》（GB/T 38748-2020）、《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土地经营权流

转交易服务规范》（GB/T 39746-2020）、《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信息平

台建设与维护》（GB/T 38747-2020）等标准要求，根据交易机构性质

和评价目的不同，将标准评价指标的设置为必选项和可选项，以满足

实际工作需要。 

（3）协调一致性。标准编制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4〕71 号）、《农

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运行规范（试行）》的通知（农经发〔2016〕



9 号）等文件精神要求，充分考虑各地交易管理办法、交易细则等个

性要求，尽可能做到与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各地交易管理办法、

交易细则等协调一致。 

三、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

见》（中办发〔2014〕61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4〕71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

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63 号）；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运行规范（试行）》的通知（农经

发〔2016〕9 号）；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 

《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GB/T 15624-2011）；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通则》（GB/T 38748-2020）；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服务规范》（GB/T 

39746-2020）；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信息平台建设与维护》（GB/T 38747-2020）； 

《服务质量评价通则》（GB/T 36733-2018）； 



《品牌价值 服务评价要求》（GB/T 31042-2014）；  

《服务质量调查评价指南》（SZDB/Z 339-2018）。 

四、编制过程 

（1）预研阶段 

2015 年 9 月，《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标准前期研究》项目（以

下简称“项目”）任务下达，成立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评价指

南》国家标准起草组，明确了任务要求，安排了工作进度。 

2015 年 11 月，标准起草组先后赴安徽省农村产权交易所、安徽

农业大学、安徽省农委、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单位开展调研。

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评价指南》工作组讨论

稿 1 稿。 

2015 年 12 月，标准起草组在贵阳召开项目研讨会，各参与单位

对标准的主要内容和整体框架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农

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评价指南》工作组讨论稿 2 稿。 

2015年 12月，标准起草组赴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开展项目调研，

对标准草案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地研讨。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农

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评价指南》工作组讨论稿 3 稿。 

2016年 1 月，标准起草组先后到北京农村产权交易所、中国林业

交易所、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江南林业产权交易所等单位开展

调研，对标准草案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地研讨。在此基础上，完

成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评价指南》工作组讨论稿 4 稿。 

2016年 1 月，标准起草组在福州召开项目研讨会，各参与单位对



标准的主要内容和整体框架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农村

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评价指南》工作组讨论稿 5 稿。 

2016年 2 月，标准起草组在合肥市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分别召开

了标准讨论会，对标准整体框架、具体指标、语言表达等内容进行了

修改和完善，并形成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评价指南》工作组

讨论稿 6稿。 

2016年 2 月，标准起草组在海南召开项目研讨会，各参与单位对

标准的全部内容进行了研讨，并形成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评

价指南》标准草案。 

2016 年 8 月，《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评价指南》标准草案通

过了国家标准委组织的项目审查，并根据审查意见进一步完善了标准

草案。 

（2）立项阶段 

2019年 1 月-7 月，标准起草组分别赴江西省南昌市、安徽省青阳

县、凤阳县、界首市等地开展了调研，根据各部门意见及调研情况，

进一步调整了标准草案的框架结构，细化了关键条款的要求，在《农

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评价指南》标准草案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形成

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评价通则》标准草案并申请国家标准立

项。 

（3）完善阶段 

2019年 12 月，《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评价通则》国家标准获

批立项，标准起草组根据标准制修订要求编制了标准研制方案，完善



了人员配置，明确了各参与单位的职责分工和时间安排。 

2020年 5 月，标准起草组赴南昌市组织召开了标准研讨会，来自

江西省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江西省蚕桑茶叶研究所、江西省农

科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南昌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南昌县

农业农村局农经站和江西省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参加了研讨，

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整体框架、具体指标、语言表达等内容进行了

修改和完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评价通则》

征求意见稿 1 稿。 

2021年 3 月，标准起草组在合肥组织召开了标准研讨会，来自安

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安徽省农村综

合产权交易所、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巢湖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的专家参加了会议，结合实际情况，对具体指标设置进行完善，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评价通则》征求意见稿

2 稿。 

2021年 6 月，起草组分别赴天津农村产权交易所、江苏省农业农

村厅开展了调研，进一步验证了标准草案内容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根

据各地实际，对指标表述进行了微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  服务评价通则》征求意见稿 3 稿。 

五、主要条款内容及说明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村产权交易服务评价的评价原则、评价内容、评

价方法、评价程序等。本标准适用于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评价。 



（2）评价原则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

意见》（国办发〔2014〕71号）、《服务质量评价通则》（GB/T 36733 -2018）、

《品牌价值 服务评价要求》（GB/T 31042-2014）、《服务质量调查评

价指南》（SZDB/Z 339-2018）及各地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结

合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特点，提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评价的原

则包括公正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可靠性共四项原则。 

（3）评价内容 

根据《服务质量评价通则》（GB/T 36733 -2018）、《农村产权流转

交易 服务通则》（GB/T 38748-2020）、各地市的产权交易管理办法，

结合各地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机构工作实际，提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为适用于不同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

确保标准的广泛适用性，本标准将评价指标设置为必选指标和可选指

标（*标注的为可选指标）。 

表 1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服务能力 

服务机构 机构资质               * 服务网络 

服务人员 业务能力               * 标准化服务水平 

服务场所 
* 场所布局             设施设备 

* 环境卫生 

制度规范 交易制度               管理制度 

服务过程 

交易系统 

功能完备性             界面友好性 

操作简易性             运行流畅性 

运行稳定性 

业务办理 
服务及时性             服务便捷性 

服务明确性             服务规范性 



（4）评价方法 

本部分给出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评价的模型、指标测算方法

及权重确定方法。其中评价模型参考《服务质量评价通则》（GB/T 

36733 -2018）确定，指标确定方法参考《服务质量调查评价指南》

（SZDB/Z 339-2018），权重确定由评价人员综合考虑行业特点，采用

层次分析法（具体方法见附录 B）对各指标进行赋权。 

（5）评价程序 

参考《服务质量评价通则》（GB/T 36733 -2018）、《品牌价值 服

务评价要求》（GB/T 31042-2014）、《服务质量调查评价指南》（SZDB/Z 

339-2018），本部分给出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的评价程序，包括

前期准备、实施评价、形成评价报告。其中前期准备包括成立评价工

作组、制定评价方案、选择评价指标并赋权等；实施评价给出了数据

收集和处理方法；形成评价报告给出了评价报告出具方法及应包含的

内容和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服务安全性 

服务结果 

主观结果 服务满意度 

客观结果 

成交率                  平均资产溢价率 

* 合同履约率            * 品种扩展率 

* 交易量                * 交易额 

质疑异议响应速度        有效投诉率 



八、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配套

使用，相互支撑。 

九、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 对标准贯彻的建议 

本标准完成后，建议与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通则》（GB/T 

38748-2020）、《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服务规范》

（GB/T 39746-2020）、《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信息平台建设与维护》

（GB/T 38747-2020）等标准配套使用，为我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

务工作提供指导和支撑。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十二、其他说明 

无。 

 

 

                                           标准起草组 

                                            二〇二一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