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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对四川省安岳县 823 户农户的调查 

路征 李睿 康馨月1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摘 要】基于对四川省安岳县 823 户农户的入户调查，对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流转特征等因素对土地

流转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发现，总体上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较高；户主年龄、土地自主经营能力、

人均耕地面积、土地闲置情况、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或村委会参与情况、土地流转已参与情况等因素对土地流转意

愿有显著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户主年龄越大、土地自主经营能力弱、人均耕地面积越多、有长期闲置

土地的农户或尚未参与过土地流转、有政府或村委会参与引导的情况下，土地流转意愿更强。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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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农村长期以来以单个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农业生产模式开始难以适应

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传统农业生产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成本收益倒挂问题，出现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邻近城镇和城市迁移甚至

在全国范围 内流动，导致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落后地区出现大规模农地撂荒现象，一些优质土地资源被闲置。因此,探索实施

农村土地流转成为我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并在法律和顶层制度层面得到了认可。 2002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首次明确了土地流转的法律地位，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依法采取转包、出租、

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进行流转。自此之后，在国家相关方针政策中都将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 的重要路径。

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提出，要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

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人股的方式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些法律和国家政策的

颁布 实施，为我国农村土地的规范流转带来了持续的推动力。 

在政策与实践层面大力推进的同时，学术界开始 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深人探讨。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初，一些供职于地

方政府的学者开始结合当地的微观实践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进行了讨论。例如，田则林 等结合湖北省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农

地代营实践， 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必要性、合理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20世纪 90年代后期尤其是 2000 年之后，我国产生了大量

有关土地流转的相关研究成果，研究内容涉及到土地流转状况、流转动因、流转缓慢的原因、流转绩效等各个方面。其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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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的动因及其 影响因素的分析，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从理论层面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及影响因素，认为土地

流 转是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宏观制度变迁和微观经营主体自我选择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历史发展视角来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存在着紧密联系，农村土地流转的出现既得益于土地制度变迁这一内在动力的推动，同时也是新

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及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政府通过持续推进制度改革和完

善制度体系，成为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力量。当然，土地流转也离不开微观经营主体 在利益驱动下的自我选择，农民对利

益的追求是土地 流转的直接动因，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其实现条件，规模经营带来的更高收入也是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

因素之一。综合起来看，土地流转是比较利益驱使下的农业结构调整、投资主体在现有制度下的自觉选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不规模经济作用等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二是从实证层面利用调査数据分析影响土地流转的客观因素，发现农户个体特征、 

收入水平及结构、生产经营特征、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都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有显著影响。实证层面的研究成果颇多，调

査研究区涵盖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如基于对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等发达地区的调查分析发现，年龄、恋土思想、文

化水平、非农就业技能、家庭劳动力人数、人均收人水平、非农收入比重、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农业生产结构、农业资产价值、

农村 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都或多或少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 产生影响。对欠发达地区的调査分析也得到了类 似结论。如基于对

成都平原、江汉平原、宁夏、内蒙古等区域以及一些贫困地区的调查分析发现，户主文化水平、非农收人比重、耕种能力、耕

地面积、耕地质量、 村庄区位、农户对家庭收人最大化的追求以及土地流转管制、社会养老保险、农地收入功能、外出务工劳

动 比重、农地政策了解程度等因素对土地流转意愿都有较大影响。 

综上所述,关于土地流转的动因和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已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涵盖的区域也十分广泛。但总

体来看，现有的实证研究侧重于对某个区域的农户进行综合性调查，较少考虑已流转行为对未来继续流转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选择的调研区是我国西部地区大规模推动 土地流转最早的地区之一，该区域土地流转面积占地 区耕地面积比重较

大、流转形式多样且区域内农业产业以柠檬种植为主，土地流转也主要围绕柠檬种植业开展，因此调查研究区既具有其特殊性，

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同时，调查研究区已有很大一部分农户参与了土地流转，通过分析他们未来继续参与土地流转

的意愿和影响因素，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土地流转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因此，针对这一典型地区的调査分析，对我国类似地

区促进土地流转和提高流转效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调研地与样本 

2.1调研地概况 

安岳县是四川省第一人口大县和典型的丘陵农业 大县，经过长期的发展，安岳县的柠檬产业已发展成为县域经济主导产业，

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柠檬产业链，占全国柠檬市场份额的 80%以上，被誉为“中国柠檬之都”。安岳县是我国西部地

区最早推 进大规模农村土地流转的地区之一，自 2001年开始实施农村土地流转以来,该县围绕柠檬种植等特色产业，通过强有

力的政策措施推进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了县域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已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特色农业规模化发展和

农村土地规模化流转的典 型代表。 

近年来，四川省安岳县农村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截至 2015 年 8 月，安岳全县通过转包、租赁、转 让、人股等形式流

转的农村土地面积达到 2.796万 hm
2
，占耕地总面积的 29%。其中，转让面积 0.14万 hm

2
，占流转面积的 5%;转包面积 0.827万

hm
2
,占流转面积的 29.6%;出租面积 1.488 万 hm

2
，占流转面积的 53.2%;其他形式流转的面积 0.341 万 hm

2
。总体来看，安岳县农

村土地流转具有流转历史长、流转规模大、流转形式多样的特点，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农村土地流转中具有代表性。 

2.2样本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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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安岳县农村土地流转的实际情况，本课题组于 2015年 7月和 2016年 2月两次深入到该县 13 个乡镇 38个行政村，

通过问卷和访谈的形式进行入户 调查：第一阶段：主要是前往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了解 土地流转的整体情况，根据政府指引确

定了流转规模 大、代表性强的调研乡镇和行政村，并在岳新、姚市、驯龙、人和、天马等乡镇展开了入户调查，共计获得 445 有

效调查问卷；第二阶段：在进入其他乡镇进行人户调查的同时,专门采集了返乡农民工对于土地流转的相关看法和参与土地流转

的意愿，以确保所获样本更加 全面，本阶段调研获得 378份有效调査问卷。在两次入户调査中，共计发放 850份问卷，回收有

效问卷 823 份，问卷有效率达到 96.82%。样本的乡镇、行政村分布情况见表 1。 

 

2.3样本特征 

在样本总体特征方面(表 2)，农户户主（主要指熟悉并主导本户参与土地流转决策的家庭成员）男性占比相对较大，比重为

63.55%;户主的年龄偏大，55 岁以上农户户主占比高达 56.85%；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有 62.58%的户主为小学及以下学历；在

家庭收入方面,大部分农户年总收人在 6 万元及以下；在受访的农户中，已流转土地的占 71.68%,未流转土地的占 28.31%;在土

地流转发起形式认知方面，大部分户主表示是政府或村委会引导的，占 75.7%，另有约 17% 的户主表示并不清楚当地是通过何

种形式进行土地流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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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流转意愿方面（主要指农户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他人的意愿），流转户（已参与流转的农户）和非流转户（尚未参

与流转的农户）未来对土地流转意愿都较强。调查结果显示(表 3),在流转户中，愿意继续流转土地的农户占比达 81.8%;在非流

转户中，愿意流转土地的农户占比也达到了 77.23%，明确表示不愿意继续流转或进行流转的分别只占 3.5%和 1.33%。 因此，

总体而论，无论是已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还是尚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他们未来参与或继续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都较强烈。 

 

 

3 分析方法 

3.1 排序 L0GIT模型 

在被解释变量中，土地流转意愿（ASP)为有排序的离散数据，“不愿意、不知道”和“愿意”分别赋值为 1-3，因此实证

分析采用排序 L0GIT模型，重点分析农 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流转特征等因素对农户未来在土地流转意愿方面（主要指农

户将土地经营权 流转给他人的意愿），流转户（已参与流转的农户）和非 流转户（尚未参与流转的农户）未来对土地流转意

愿都 较强。调查结果显示(表 3),在流转户中，愿意继续流转土地的农户占比达 81.8%;在非流转户中，愿意流转土地的农户占

比也达到了 77.23%，明确表示不愿意继续流转或进行流转的分别只占 3.5%和 1.33%。 因此，总体而论，无论是已参与土地流

转的农户还是尚 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他们未来参与或继续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都较强烈。参与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排序

模型的矩阵形式表述为： 



 

 5 

 

3.2变量选择 

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和调研地的实际情况，解释变 量主要包括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流转特征三类， 具体变量说明及

描述性统计见表 4。主要是：①农户特征。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有能力经营土 地等因素。一般来讲，农户年龄越

大,把土地流转出去 的意愿可能越强。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新事物，同时受传统的农业思想束缚就越小，参与土地

流转的意愿可能越强。由于当地农户的农耕思想仍然较浓厚,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户可能更愿意自己耕种，因 此与无能力自主

经营的农户相比，未来这些农户参与流转的意愿可能更弱。②家庭特征。主要包括人均耕 地面积、收入水平、非农收人占比、

是否有长期闲置土 地等因素。一般而论，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农户就有更多的土地可自由支配，在土地成本收益严重倒挂 

的情况下，他们保留必需耕种的部分土地面积后将多 余的土地流转出去的意愿可能越强；非农收入占家庭收人的比重越大,则

农业生产收人所占比重越小，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可能越强；若农户有长期闲置未进行耕种的土地，说明农户自主经营土

地的意愿较低， 流转土地可避免土地资源浪费并获得一定的收益，他们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可能越强。③流转特征。主要 包

括是否已流转土地、是否有政府或村委会引导、周围的人是否流转了土地等。受土地流转市场成熟度、流转机制健全度等因素

的影响，已流转土地的农户在流转过程中因利益问题而影响他们继续流转的意愿，如果他们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那么已流转

土地的农户 将会体现出更强的流转意愿；调研地政府或村委会引导土地流转的力度较大，通过这一渠道进行土地流转 的利益

能得到有效保障，同时若农户了解这一渠道，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可能更强；周围人群如果流转了土地，这是农户进行土地流

转的重要参考，有可能对农户的土地流转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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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的结果见表 5。结果显 示：在 1%显著性水平下，年龄(AGE)、自己是否有能力 经营土地(ABL)、是

否有常年没种的土地（LAN)三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 5%显著性水平下，人均耕地 面积(AVE)和是否有政府或村委会引导

流转（GOV)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 10%显著性水平下，是否已参与土地流转(TRA)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他变量没有通 过显著性

检验。  

4.2显著性因素分析 

主要是：①在农户个体特征中户主年龄对土地流 转意愿有正向影响。一般来讲，户主年龄越大，自身能投人农业生产和管

理的精力也越弱，他们更愿意将土 地流转出去；自身是否有能力耕种土地与预期一致，对土地流转意愿有负向影响，表明若自

身有能力耕种土 地，则农户更愿意选择自己耕种而不愿意流转。上述 研究表明，调研地农村土地流转在较大程度上仍然受 传

统农业生产思想的严重影响，在家庭主要劳动力年龄偏大或无力耕种土地的情况下他们才更愿意将土地 流转出去。②在家庭特

征中，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与假 设一致，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大，可支配和使用的耕地 面积越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农户愿意流转出 耕地的意愿也就越强；是否有长期闲置没种植的土地与假设一致,家中拥有长期闲置土地的农户，他们更愿 意

将土地流转出去。上述研究表明，农户的土地资源富余情况对土地流转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可使用土地 面积越多和闲置土地面

积越多的农户更愿意将土地流 转出去。③在流转特征中，是否已参与土地流转对未 来流转的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已参与

土地流转的 群体未来继续流转的意愿反而更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过去在参与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所获得的利益 与预期

不一致或既有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而现阶段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利益受损问题仍然存在；是否有政府或村委会引导流转

与假设一致,认为有当地政府或村委会牵头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更强,反映出农户更倾向于有当地政府或

村 委会参与引导的土地流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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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边际效应分析 

表 5 给出的参数估计结果只能判断各种因素的影 响方向及其显著性，还不能比较各因素影响的大小，因 此需要进一步计

算解释变量变动带来的边际效应（表 6)。边际效应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户主年龄每增加一个层次，愿意参与土地

流转的概率就会上升 3.69%;如果农户有能力经营土地，他们愿意参与土地流转的概率将降低 17.37%;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每增加

一个单位，愿意参与土地流转的概率将提高 10.3%;有长期闲置土地的农户，愿意参与土地流转的 概率将提高 22.03%;与未参与

土地流转的农户相比，已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愿意继续参与土地流转的概率低 6.79%;有政府或村委会参与引导的情况下，农户 

愿意参与土地流转的概率将提高 9.57%。 

 

上述结果表明，是否拥有长期闲置的土地、是否有能力经营土地、是否有政府或村委会参与对土地流转的引导、人均拥有

耕地面积多少等因素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较大，而户主年龄与是否已参与土地流转带来的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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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结论 

基于对四川省安岳县 13个乡镇 38个行政村 823 个农户的入户调查，本文对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 流转特征等因素对

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 证分析。分析发现：总体上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 较强，超过 80%的农户表示未来愿意参

与或继续参与 土地流转；户主年龄、土地自主经营能力、人均耕地面 积、土地富余情况、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或村委会参与 情

况、农户参与土地流转情况等因素对土地流转意愿 有显著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户主年龄越 大、有能力自主经营

土地、人均耕地面积越多、有长期 闲置土地的农户或尚未参与过土地流转、有政府或村 委会参与引导的情况下，土地流转意

愿更强；土地富余 情况、土地自主经营能力、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或村委 会参与情况、家庭人均拥有耕地面积等因素对土地

流 转意愿的影响较大，户主年龄与土地流转参与情况的 影响相对较小。  

5.2政策建议 

促进农户从传统农业思想向现代农业思想转变： 实证分析表明，劳动力年龄偏大、土地经营能力偏低的 农户参与土地流

转的意愿更强，这说明农户受传统农业经营思想的束缚仍然较严重。因此，要进一步促进 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现代化规模经营，

还需要着力转变 农户的传统农业经营思想。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土 地流转的宣传引导，提高农户对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和 相

关政策的认知水平。另一方面，可通过树立典型、宣传典型,让农户从身边案例中了解土地流转带来的积 极效果。 

加强对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利益的保护：分析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已参与过土地流转的农户比未参与过土地

流转的农户未来土地流转意愿更 低，主要原因在于前者认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他们的 相关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因此，

为了提高土地流 转效率，促进土地流转的可持续发展，应建立健全农村 土地流转利益保障机制。一方面，应对参与流转的农 户

进行行为监督和信用评定，形成完善的流转项目备 案管理制度和承包准人资格评定标准，规范土地流转 过程，降低土地流转

的风险。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公正科学的流转市场定价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在合理进 行定价的同时，还要在农户利益受损时，

尽可能保护和 弥补农户的利益。在提高土地流转效率和农户利益保护机制建设方面，安岳县已探索建立了信用保证金制 度、

“照市过价”制度和土地再流转制度，这些都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发挥政府和村委会在农户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担 保”作用：分析表明，政府和村委会在农户土地流转过 程中的引导对农

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呈显著的正向影 响，在有政府和村委会参与引导时,农户表现出的土地 流转意愿更高。这一情况充分说明，

农户对政府或村 委会抱有很高的信任度，体现出政府和村委会在流转 过程中“担保”作用的重要性。但政府和村委会的“担 保”

作用应主要通过管理监督制度建设来发挥，以及依 靠政府和村委会的信誉、名誉来发挥,促使更多的农户 参与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应重点鼓励流转意愿更强的农户：分析表明，虽然整体上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意愿较强,但实 际上农户流转意愿

与农户自身特征具有显著关系。因 此，必须坚持农户流转的主体地位，着重鼓励流转意愿强的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对当时不愿

意参与流转的农 户，需要充分尊重他们自身的意愿而不可强求。应充分发挥已流转农户的示范作用，通过成功典型案例的 宣

传带动其他农户自愿参与土地流转。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出现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强制流转等不合法 的流转行为，使土地流

转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确保我国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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