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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后农民对后续股份权

能选择的意愿研究 

杨 虹，王成军，沈月琴，孙莹钦1 

（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临安 311300） 

【摘 要】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是一种制度创新，农民是集体资产的主人，合理地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

的权能可以更好地促进发展股份合作，促进农民增收。利用浙江省五个市 290 户农民的调研数据，通过描述统计

实证分析得出改革后农民对后续股份继承权的需求高度一致，对转让、抵钾和担保权的需求受农民的个人特征、家

庭特征、生产特征影响。据此，提出积极推进立法，完善风险保障机制等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保障措施，

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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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与文献回顾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探索了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

式，创新了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运作模式，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是

在坚持集体资产农民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将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资产，包括实物资产和货币资产，清资核产和评估之

后，按股份合作制的原则，将资产折成股份量化给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农民按份共有并享受集体资产的收益。全面深化农

村集体产权改革，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城郊农村的稳定，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

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产权，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是对时产归属的静态确认和对财产实体的静态占有，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

权、支配权和其他与财产有关的权利。农村集体产权内涵丰富，是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在内的完整产权。农村集

体资产股权有其重要性，一是我国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新时期的表现，是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的保障，是农民从经济上参与

民主管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保障。二是农民增收有一个稳定渠道，增加集体经济的实力，增加农民的时产性收人，同时股

权的落实和权能的实现，也是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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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要推动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产权包括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

抵押、担保、继承权六项权能。尽管从理论到实践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进行了充分论证，农民的集体资产占有权、

收益权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和保障，但是对农村集体资产产权的有偿退出、抵押、担保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远远不够，改革

后的股份权能实现有待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为了激活农村集体资产，赋予农民完整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尤其是集体资

产股份继承、转让及抵押、担保权等权能。 2015年中央发文在全国 29个县市区进一步深化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

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主要是进行股权退出、继承、抵押、担保等权能实现试点。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要探索还权

赋能，农村集体产权权能的残缺是目前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农民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主人，对农村集体

资产股份权能的赋予要充分考虑农民的接受意愿，改革要充分展现民主，确保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农

民真正成为这次改革的参与者与受益者。 

现有关于产权的研究集中在产权的内涵、动因、成效上，（1）刘笑萍等学者指出产权制度要有明晰的产权划分，所有权有

排他性，所有者能获得增值收人并控制和决定资产的使用；（2） 韦俊虹、关成华等学者分析了农村产权改革的动因主要为农村

集体经济原有运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积极性的发挥，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

求； （3）董淑梅、金智青、倪冰莉等学者说明了现有改革主要包括清产核资、资产量化、股权设置、股权界定、股权管理（4）

刘炜、罗小华、韦俊虹等学者列举了现有改革保障了集体资产的完整性、促进集体资产的增值与保值；（5）而李瑞芬、李松岩、

钱小曼等学者提出了改革现有制度的不完善，股权设置和成员资格认定中存在矛盾，“三资”管理存在问题等；（6）周荣俊、刘

炜等学者也从政府、村集体、社会组织各方面提出了完善改革相关法律法规和支撑体系、促进产权交易平台建设与农权价值评

估市场建设等改革的建议。现有关于农村产权的研究多数是对产权改革的一些宏观的定性研究，更多的是对一些成功案例地区

或片区的分析，研究改革后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的选择意愿分析较少。本文通过对改革先行区的调研数据分析，从微观农

民出发，定量分析农民对各项权能的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样本说明与描述统计  

2.1 样本选择及分布本 

研究的数据来自于 2015 年 6 月对浙江省农村农民的入户调查的实地调研数据。考虑到目前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并未普及，

选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典型的宁波市、嘉兴市、丽水市、湖州市、温州市 5 个样本市，进行访谈。以点代面了解浙江省农村集

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改革实践过程、基本做法、特点与政策措施等。每个市选取一个县，每个县选择一些代表性

村庄进行问卷调查，并随机抽农民进行调查。宁波市江东区选取 2 个乡（镇） 3 个村，嘉兴市嘉善县选取 2 个乡（镇） 4 个

村，丽水市云和县选取 2个乡（镇） 4个村，湖州市德清县选取 1个乡（镇） 4个村，温州市选取 2个乡（镇） 4个村，共

计获得村问卷 19份，农民问卷 290 份，有效样本 290 户。调查样本点分布见表 l 所示。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农民的基本情况、家庭土地资源、收入情况、民主监督及治理、产权权能及实现、态度及意愿等几大方

面，其中农民的基本情况包括农民的社会情况（年龄、学历、是否为村领导、是否党员、股份类型、股份数量等）、家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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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人数、关系等）、家庭土地资源（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宅基地面积等）、收人情况（去年与改革当年的家庭经营性收

人、工资性收人、财产性收人、转移性收人等比较）、民主监督及治理（股民大会、分红、村集体资产等情况）、产权权能及

实现（产权权益、产权流转、抵押担保、成员资格界定等）、态度及意愿（问题、满意度等）。农民基本特征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得知，农民基本特征为： ( l ）调查的农民的年龄多数集中于 51-65 周岁，为总人数的 46 . 20 % ，说明农民

以中老年为主； ( 2 ）受教育年限多数集中在 6 年以下，为总人数的 51 . 38 % ，说明农民的学历并不高； ( 3 ）农民的

户口类型、是否村领导的人数差别不大； ( 4 ）所调查的农民中拥有股份的农民占总数的 98 . 62 % ，说明调查其对权能的

需求是真实有效的； ( 5 ）农民的家庭总耕地、总林地面积多集中于 O~5 , 分别占 94 . 82%和 74 . 83 % ，表明家庭小规

模种植的农民占大多数；家庭总林地面积 1 . 33h 时以上的农民占总人数的 11. 38%，说明有林地种植大户。 

 

2.2 样本区农民改革后股权选择意愿的描述统计 

对现有的农民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 1 ）各地区农民对四项权能的需求差异不大； ( 2 ）农民对股权的四项权能的

继承权需求度很高，平均高达 96 . 41%。各农民对继承权的需求一方面源于中国传统民俗，子承父业，一方面也是为了农村产

权的稳定，如今大多数地区采取静态管理，即生不增，死不减，继承权的存在也利于产权的稳定管理。由于继承权的需求高度

一致，以下不对继承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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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革后农民股权选择意愿的因素分析  

3.1 理论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是“理性人”，作为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农民从自身经济角度出发，

追求福利最大化。对各项权能的需求农民也是从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出发考虑。因此，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对后续

股份权能的选择与否取决于农民的个人和家庭的情况。若该项权能能促进农民的福利，则农民对该项权能有需求，反之，农民

对该项权能没有需求。 

产权包括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六项权能，由于占有、收益权目前已得到一定的体现与保障，继承

权的需求农民又高度一致，所以本文主要分析农民对产权的流转权、担保权、抵押权三项权能的选择意愿。农民对后续股份权

能的选择意愿是指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对该项权能是否有需求，本文农民对权能的选择意愿包括希望、不希望、既不支持也不反

对三种。 

 

根据现有农民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影响因素有年龄、教育、收入等，将选取影响的因子分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生产

特征。农民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农民的年龄、户口类型，受教育年限及是否为村干部，农民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农民的农业收人占

家庭收人的比例，农民生产特征主要包括家庭总林地的面积。  

3.2 实证分析  

3.2.1 农民的个人特征与农民对后续股份权能选择意愿分析。（ 1 ）年龄与权能选择意愿分析。调查结果如表 4 所示，

年龄对抵押权和担保权选择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对于流转权的需求 35 岁以下的农民对于可以流转需求度最高，且年纪较小者

对股权的任意流转需求大于年纪较大者。对于担保权需求较高的为 36 ~50 岁农民，抵押权需求较高的为 35 岁以下以及 36 ~50 

岁的农民。较为年轻的农民更愿意股权可以担保抵押，通过该项权能可以将股权折现从而进行其他方面的投资等。个人对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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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接受程度和个人的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年龄越大，接受能力越低，越愿意以以往的经验进行生活与生产，特别是在农村，

随着年龄变大，农民对市场的灵敏程度下降，且随着年纪增长，也不愿意过多的风险性行为，带来不确定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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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户口类型与权能选择意愿分析。调查结果如表 5 所示，户口类型对权能的选择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对于流转权的需

求非农业户口的农民需求度较高，由于农业户口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农民对股权更为看重，希望掌握于自己手中，而非农业

户口农民可能更多从事非农工作，从业范围更宽，收入水平更高，对集体股份依赖不重。对于担保权和抵押权，农业户口的农

民明显高于非农业户口，由于非农业户口的农民非农工作收入高于农业户口的农民，不需要股权的抵押和担保来解决生活和生

产上的要素需求，而农业户口的农民需要资金的来源渠道较少，同时也具有可抵押担保的股权较多，希望通过股权的抵押和担

保权来获得更多利益。  

( 3 ）受教育年限与权能选择意愿分析。调查结果如表 6 所示，农民的受教育年限对流转权的选择意愿有显著影响，对担

保权和抵押权的影响并不显著。受教育年限大于 10 年的农民，对流转权的需求更大，但更倾向于内部流转，受教育年限小于 6 

年的农民一半以上不希望股权流转。农民的受教育年限越高，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和认知程度也就越高，受教育年限高的农民，

知识水平高，了解和接受能力更强，也希望通过股权的流转来赚取更大的收益。受教育年限少的农民则希望股权掌握在自己手

中，安稳地收取收益。 

（4）是否村干部与权能选择意愿分析。调查结果如表 7 所示，对于流转权，非村干部更倾向于不可以流转，而村领导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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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股权流转，村干部在村中起到带头作用，对于权能的推进更积极与支持，从村集体资产层面出发，流转能赋予村集体资产

更多的活力。对于担保权与抵押权，两者并没有太多区别，非村领导的农民更多的保持观望态度，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3.2.2 农民的家庭农业收入及林地规模与农民对后续股份权能选择意愿分析。（1）家庭农业收入占比与权能选择意愿分析。

调查结果如表 8 所示，家庭的农业收入占比对流转权的需求影响显著，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高于 91%的农民更倾向于不流

转，这部分农民依靠农业收入生活，对农业依赖度较高，不愿意流转，更愿意持有增值。对于担保权和抵押权，随农业收入占

家庭收入比重增加，需求越大。新农村建设越来越好，现代农民的收入来源也不是传统的单一农业收入，而是多渠道的收入，

包括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因此农业收入的家庭占比也对农民的权能选择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对农业收入依赖高的农民，资

金的来源渠道较少，就业渠道窄，希望通过股权的抵押和担保权来满足生活和生产上的要素需求。  

（2）家庭总林地面积与权能选择意愿分析。调查样本中，农民家庭平均耕地面积 0 . 14hm
2
 ，其中家庭承包地平均 0 . 

11hm
2
 ，家庭平均林地面积 0 . 86hm

2
 ，其中家庭承包林地平均 0 . 85hm

2
，平均宅基地面积 117 . 76m

2
。调查结果如表 9 所

示，家庭总林地面积对抵押权和担保权的需求影响十分显著。对于流转权，林地在 1 . 33hm
2
以上的农民更倾向于不流转，因为

这部分农民的农业经营规模大，且近年来国家对于农业生产的补贴力度较大，农业剩余变大，农民不愿意股权流转，更愿意自

己持有。对于担保权和抵押权，随家庭总林地面积增大，需求变大大。因为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农民，大规模的经营所需的生产

资料就多，需要贷款的可能性就高，且林地多的农民相较而言偿债能力就较强，从而更愿意股权的担保与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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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农民对后续股份权能选择与农民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生产特征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l ）所有的农民

对继承权需求高度一致，而且需求的愿望比较强烈； ( 2 ）农民年龄越大，对股权的流转、抵押和担保的需求越低； ( 3 ）

农民是否为村干部和对流转权的需求行为之间存在相关性，非村领导干部更倾向于股权不流转； ( 4 ）非农业户口、从事非农

工作的农民对流转权的需求更高，而农业户口、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对股权的抵押和担保权需求更高； ( 5 ) 农业收入占比高

的农民更倾向于担保权与抵押权，而农业收入占比小的农民更倾向于流转权； ( 6 ）大规模经营的农民更倾向于不流转，可担

保与抵押，而小规模农民则更倾向于可流转。 

农民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生产特征是影响农民对后续股份权能选择的重要因素。各项因素对继承权的影响并不显著，

农民对继承权的需求都很高。但对流转权、抵押权和担保权的影响是显著的。因此，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根据村集体的现状与农

民的不同特征制定符合村风民俗，满足农民需求的集体经济管理办法，完善相关制度，确实保障农民权利。  

4.2 建议 

现阶段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现行法律、政策等制度性约束，各地在集体经济进行股份

制改革中都遇到许多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尽快解决的问题，如何进一步进行股权的管理，对后续股权改革权能的实现，是确

保农民增收的保障。要积极推进试点工作，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不进行一刀切，而是兼顾乡村伦理，结合村的实际情况和

村民的愿望。坚持“因地制宜、村民自愿、依法办事”的原则，要坚持民主决策，农民自愿。通过对四个地区农村集体经济改

革后续农民的需求，提出如下建议。 

 4.2.1 积极推进立法保障。进一步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的继承权实现，加强对股权继承权的法律保护，确保农村集

体资产股份权能的继承。 

 4.2.2 加强宣传提高认知的水平。各级政府加强产权改革的宣传工作，印发宣传册定期宣传。加强对年轻农民的培训，开

展产权相关的法律知识讲座，使农民进一步了解到产权流转、抵押以及担保的程序和做法，保障在权能实现过程中的自身利益，

增强意识，减少风险。  

4.2.3 培养专业人才，发挥村干部带头作用。进一步开展村干部相关培训，学习中央文件精神，鼓励创新，制度多元化，

坚持“一村一策”的基本原则，更好地推进农村产权改革。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拓展经营范围，构建稳定的农民

股权收益增长机制。 

 4.2.4 建立各项风险保障机制。积极建立产权抵押、担保平台，制定合理的价格水平和评价标准，使程序公开化、透明化。

进一步完善产权流转的实施细则，明确程序，有条件地赋予农民对持有集体资产股份处置权。对希望流转股权的农民，在尊重

集体成员意愿基础上，建立收益“返还”机制与退出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农民的权益。  

4.2.5 完善金融与公益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农村的金融改革，设立专门针对农民生产经营等贷款品种，强化农村的金融服

务产品供给。同时完善公益事业与基层治理，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避免农民不必要的产权流失。 

 4.2.6 鼓励农民规模经营。完善政府补贴政策，加强鼓励农民进行适当规模经营，同时拓宽农民的就业空间，如雇佣农民

进集体企业工作，使农民真正参与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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