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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仪征市刘集镇 217 户农户的调查 

周洁颖 

（南京农业大学 土地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 基于江苏省仪征市刘集镇217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 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主

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总体上较强烈，影响农户转出农地意愿的

显著性因素为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从众心理、对租金的满意程度；其他因素对农户转出农地意愿

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不显著。为了增强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促进农地流转的有序进行，需要增强农户的土地

政策意识，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建立农地流转价格指导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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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继续扩大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整省推进试点。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引导

农户自愿互换承包地块实现连片耕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有利于解决我国现阶段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土地细碎、

生产经营零散、农业先进技术推广难等问题，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 

而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是农地经营的主体，其流转意愿和行为会直接影响该区域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和完善。因

此分析各种特征变量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而近年来对于农地流转的研究大多立足于宏观的角度，从农户微观角度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因此，通过对农户农地转出意

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和探讨，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有针对性的配套政策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在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获得第一手数据，并运用二元Logistic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识别主要影

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并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农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建议。 

1 调查方案及样本的基本情况 

1.1 调查方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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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区域为江苏省仪征市的刘集镇，位于仪征市东北部。区位优势明显，是仪征中后山区通往扬州的门户，素有“扬州后

花园”之称，地势优越，生态环境优美，交通十分便利。刘集镇幅员90.65km2，人口4.5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28 万人，辖2 个

社区、17 个行政村。刘集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招商引资步伐，农地流转潜力较大。 

了解农民对农地流转的真实意愿是本文的研究前提，为提高调查样本的普适性，随机抽取黄营村、百寿村、建军村、仓房

村、高鹏村、六巷村、古井村、铁牌村8 个行政村，采用调查问卷、农户访谈等调查方法，调查234 户农户农地转出的意愿，

回收有效问卷217 份，有效率为92.74%。 

1.2 样本的基本情况 

1.2.1 样本地区农地流转情况。根据统计结果，217 户农户中，愿意转出农地的农户占全部样本的72.81%。转出农地的农

户占30.41%，未流转的农户占67.28%，转入农地和既转入又转出的农户比例仅为1.38% 和0.92%。其中未转出土地的原因主要为

无人承包，占74.36%，由此可见，农地流转程度较低，但流转潜力较大。 

1.2.2 样本农户户主个人特征。样本农户户主主要为男性，占68.2%；户主年龄41 ～ 60 岁的比例为53.46%，61 岁及以上

的比例为35.94%，中老年为主；户主务农比例为26.27%，打工的比例为46.54%，务农兼业的比例为5.99%；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

平的户主占总样本的46.54%，文化程度偏低。 

1.2.3 样本农户家庭特征。从家庭特征来看，调查对象家庭年平均总收入3 万元以下占17.05%，3 ～ 8 万元占50.69%，8 ～ 

20万元占30.88%；农业收入5000 元以下的占81.57%，可见农业收入水平较低，非农收入比重大；劳动力年均务农时间0 ～ 3个

月的比例为70.51%；年均外出务工时间10 ～ 12 个月的比例为61.29%，劳动力年均务农时间较短，外出务工时间较长。有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农户比例为64.52%，而35.48% 的农户表示没有或不清楚是否有农地承包经营权证，可见农户的产权意识薄

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贯彻落实。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设定 

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 3 大类，户主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和其他影响因素，选

取了 12 个指标作为自变量（见表 1）。本文考察的是农户农地的转出意愿，结果只有两种：愿意与不愿意。二元 Logistic 回

归分析是适用于因变量为两分变量的回归分析，是分析个体决策行为的理想模型。本文中利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分析各种特征

变量与农地转出意愿的相关关系，从而得到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主要因素。 

 

式（1）中，Y 为因变量；β0 为常数；βm 是待估系数，为 Xm 的偏回归系数；Xm 是自变量，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

素 X1 ～ X12；ε 则为残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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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因素的二元Logistic分析 

对选定的 12 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方差膨胀因子 VIF 均小于 10，并且几乎都在 2 以下，可以认为各个变量之

间的多重共线性非常弱，多重共线性的检验可以通过。接着，在回归时，采用的方法是向后步进 LR 方式。将数据代入进行筛选

和检验，最终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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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数据赋值问题，正负相关要依据赋值方向具体分析。 

2.2.1 显著影响因素。（1）家庭劳动力人数的相关系数为0.934，说明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农业劳

动力也相对较多，有较为充足的精力经营农地，从而越不愿意转出农地；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少，经营好土地的难度也越高，就

越倾向于转出土地。 

（2）家庭承包土地面积的相关系数为-1.003，说明存在着显著负相关。当家庭承包土地面积越大时，经营好土地也越困难，

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以及人力、物力、财力，因此农户倾向于转出土地，这样既减轻了经营压力，又增加了租金收入；而当家

庭承包土地面积小时，农户往往会选择自己耕种，种植作物作为口粮或卖出以补贴家用。 

（3）从众心理影响流转决策的程度的相关系数为0.588，说明存在着显著正相关。从众心理越强，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越

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越倾向于转出农地。 

（4）对现有农地流转获得租金的满意程度的相关系数为1.036，说明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对获得租金的满意程度越高，农

户转出土地的意愿越强；满意程度越低，越不愿意转出土地。 

2.2.2 不显著影响因素。（1）对现有教育基础设施的满意程度。现有教育基础设施的满意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没有显

著影响，说明两者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若当地教育资源差，年轻的父母将孩子送往教育资

源好的地方读书，而家里的老人在家种地，教育资源的好坏并不怎么影响农户的转出意愿。 

（2）对土地流转过程中民主程度的满意程度。土地流转过程中民主程度的满意度只能反映当地政府或集体对农地流转的态

度和对农民意愿的尊重程度。民主程度满意度差，地方可能存在强制流转的行为，但是其中可能存在本来就愿意转出农地的农

户；民主程度满意度好说明地方流转时农民工作做到位，但是农民转出农地是基于自身的考虑，有些农户仍会选择不转出农地。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结论 

本文运用二元Logistic 回归模型剖析了仪征市刘集镇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少、家

庭承包土地面积越大、从众心理越强、对租金的满意程度越高，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越强。对现有教育基础设施和土地流转过

程中民主程度的满意程度对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 

3.2 政策建议 

3.2.1 积极宣传农地流转政策，引导农户自愿流转。很多农户对转出农地持有观望态度，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相关政策不了

解，不敢进行农地流转。因此，应积极宣传农村土地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让农民在知晓相关政策的前提下，理性地参与农地

流转。同时政府也要准确的进行角色定位，作为一个引导者而不是强制者，应积极地引导农户自愿地参与农地流转，促进农地

流转有序进行、健康发展。 

3.2.2 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造成农户有转出意愿而没有转出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农地供求双



 

 5 

方信息不对称，农户获取流转信息不畅未能转出，而有意愿转入农地的组织或个人不知道从哪能转入农地。而建立完善的农地

流转中介组织，建立农地流转交易信息网络平台，及时提供土地流转供需的数量、质量、区位、价格等信息，能够让农地供求

双方及时了解供求动态，从而促进农地流转。同时，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的建立，能够促进农地流转按市场化机制运行，从而减

少行政干预。 

3.2.3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刘集镇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素有“扬州后花

园”之称，刘集镇应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加快招商引资步伐，做好土地利用规划，培养各具特色的一、二、三产，加快非农经

济的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拓宽收入来源，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政府应加大对农村素质教育和职业培训的

投入，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3.2.4 建立农地流转价格指导机制。合理的农地流转价格可有效地将有实力的企业引入农业生产。因此，在制定农地流转

价格时，既不能过低而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也不能过高而造成承租户对农地的掠夺性经营，影响农村土地的可持续发展。要

遵循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考虑本区域的现状和其他各种因素，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流转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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