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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整理后期管护农民满意度及其敏感性分析

——以江西省濂溪区为例
1

杨 肴，夏 敏，黄洁苑，范伟玉

（南京农业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农民作为农用地后期管护的主体，其满意度是衡量后期管护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准。以江西省濂溪区

为例，构建农用地整理后期管护农民满意度指标体系并进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了该地区后期管护总体满意度和分

项满意度情况，采用相关分析法确定指标敏感性，将指标分为“需继续努力项”“非刻意追求项”“非重点投入项”

“重点优化项”四类，据此提出了建立健全管护问题反馈机制、完善管护过程监督与公众参与机制、加强科普宣传

及适当组织技术培训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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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整理后期管护是农用地整理持续稳定发展的后续保障，同时是农民改善生产、农业实现增收的重要措施。农民是农

用地整理的直接参与者和农用地的主要使用者，农用地整理的后期管护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不让

农用地整理成为形式主义，才能保证农用地整理的有序、科学进行。

目前已有的研究，关于农用地整理的农民满意度调查较多，而关于农用地整理后期管护的研究基本为针对经济、社会效益

的问题分析，从农民满意度出发的后期管护评价研究尚为空内，敏感性指标也未有研究分析。本文通过探究后期管护所包含的

体系内容及其与农民利益的联系，以江西省濂溪区农用地整理项目为例，进行实地调查，构建科学可行的指标体系，定性和定

量评价农民满意度，据此分析各指标敏感性差异，据此对区域内农用地整理后期管护的实施提出合理的建议。

1、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濂溪区隶属于江西省九江市，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下辖 5 镇、2 乡、2街道，共 51个居民社区、55个行政

村。截至 2016年末，濂溪区户籍人口总数达 231800人，其中乡村人口 88610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23×l010元，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5407元，同比增长 8.5%。据 2000年土地资源调查，濂溪区土地总面积 550km2，其中农用地 312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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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据来源

为反映农用地整理后期管护中农民的看法，采取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两种形式结合的模式，通过向市级、县级国土资源部

门以及各乡镇办事处、村委会了解情况，于 2017 年 7 月在当地发放问卷并一一指导农户填写问卷，保证了问卷结果的有效性。

在濂溪区发放问卷 100份，回收问卷 100份，其中有效问卷 98份，有效率 98.00%。

2、研究方法

2.1指标体系建立与问卷设计

参考已有的土地整理后期管护、农地整理后期管护绩效分析等研究成果，以及对调查地点的预调研，把农用地整理后期管

护农民满意度的指标体系分为管理措施及方案制度健全性、管护专业技术提供、管护资金流动情况、管护权责意识四个方面（见

表 1），考虑到便于变量的量化和被调查者更好地理解和填写问卷，在问卷中进一步具体化为农民权责意识、灾害预防措施、资

金下发及时性等 16个指标，以五级评价法设计有关满意度的问题。

表 1 分项满意度与总体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及标准化值

评价指标
Pearson相关

系数及排序

相关系数

标准化值

满意度标

准化值

农民权责意识 0.767**（1） 0.175 0.021

灾害预防措施 0.754**（2） 0.156 -0.078

资金下发及时性 0.732**（3） 0.122 0.004

制度民主度 0.714**（4） 0.094 0.001

资金分配 0.702**（5） 0.076 0.021

农民反馈积极性 0.701**（6） 0.074 -0.012

防护林建设 0.676**（7） 0.036 -0.06

农地护理措施 0.673**（8） 0.031 0.062

科普活动开展 0.644**（9） -0.013 0.027

政策透明度 0.643**（10） -0.015 -0.012

资金来源去向 0.622**（11） -0.047 0.057

设备维护检查 0.618**（12） -0.053 -0.024

农民自主学习 0.606**（13） -0.071 0.006

田间道维护 0.599**（14） -0.082 -0.017

技术人才配备 0.582**（15） -0.108 -0.029

各级部门宣传 0.407**（16） -0.376 0.032

**：在 0.01统计水平，相关性显著。

2.2满意度评价方法

采用描述性统计法进行农民满意度评价。根据问卷结果计算各指标的分项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满意度得分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后期管护中各个指标和总体工作当前的实际状况。

2.3敏感性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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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相关分析法确定分项指标的敏感性。计算各指标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用以衡量调查区域内

各项评价指标相对总体满意度的敏感性。相关系数越大，则指标满意度变化对总体满意度的改变较敏感，反之则越不敏感。

Pearson相关系数计算公式为：，其中：r为相关系数，x、y为变量值，为两变量的均值。

3、结果与分析

整理问卷数据，运用 SPSS25.0检验得到 Cronbach（克朗巴哈）α信度为 0.8752，在 0.8以上，表明该量表的信度非常好。

3.1满意度描述分析

经过统计计算，结果表明江西省濂溪区农用地后期管护总体满意度值为 3.9，处于满意与一般之间，说明濂溪区目前的农用

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工作总体上做得不错。认为满意的农民所占比例最尚为 60.60%，非常满意的有 14.63%，认为一般的有

23.18%，而对濂溪区农用地整理后期管护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各有 1.49%和 0.11%，说明后期管护工作还有一些改进的空间。

此外还可以发现，“农地护理措施”“科普活动开展”“资金来源去向”“各级宣传力度”等几方面工作满意度得分较高，

且均有超过 80%的农户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说明濂溪区目前后期管护的科普宣传工作做得较好，同时注意到了管护资金的透明

公开处理，对农地本身的护理较重视，从农户处了解到濂溪区近年开展过小型农地管护科普讲座活动，并在区、村公告栏中发

布资金流动情况，与统计结果反映的情况相吻合。而目前工作获得认可度较低的有“设备维护检查”“灾害预防措施”“防护

林建设”“技术人才配备”，认为一般及不满意的农户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指标，说明濂溪区在设备、灾害预防等细节方面仍有

不足，也没有相关的技术人才指导农户进行后期管护，专业性不强。

3.2指标敏感性分析

利用 SPSS25统计软件计算各评价指标与总体满意度的敏感性大小。便于对比，将各项指标满意度指数与其相对总体满意度

的敏感性进行进一步的标准化处理，得到各指标如表 1。标准化方法：分母为各数值均值，分子为各数值与该均值的差。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区域内“农民权责意识”对农用地整理后期管护的提升最为敏感，其次是“灾害预防措施”

“资金下发及时性”“制度民主度”，再次是“资金分配”“农民反馈积极性”“防护林建设”等，最不敏感的指标为“各级

部门宣传”。

为更好地分析农用地整理后期管护的满意度与敏感性的关系，以相关系数标准化值为横坐标，满意度标准化值为纵坐标，

（0，0）为坐标原点，把表 1中各标准化值分别放入坐标系中进行对比分析，得到图 1。

图 1 标准化后满意度指数及其与总体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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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农地护理措施 B：田间道维护 C：设备维护检查 D：灾害预防措施 E：防护林建设 F：制度民主度 G：科普活动开展 H：技

术人才配备 I：农民自主学习 J：资金来源去向 K：资金分配 L：资金下发及时性 M：各级宣传力度 N：政策透明度 0：农民权责

意识 P：农民反馈积极性

进一步综合分析满意度和敏感性的情况，图中可以看出：

（1）落在第一象限的指标有：农地护理措施、制度民主度、资金分配、资金下发积极性、农民权责意识，这些指标的变化

对总体满意度的变化贡献较小，目前在后期管护中得到农民认可度较高，这些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农民的认可。基于此，将这些

指标确定为“需继续努力项”，应保持在这些方面的优异成绩，并争取进步，实现总体满意度的提高。

（2）落在第二象限的指标有：科普活动开展、农民自主学习、资金来源去向、各级宣传力度，这些指标变化引起的总体满

意度的改变较小，但目前工作得到农民认可，其中各级宣传力度尤其不敏感。基于此，将这些指标确定为“非刻意追求项”，

不需要投入过多精力过分追求这些指标的提升，因其对总体满意度的敏感性小，即便投入再多也很难有明显的效果。

（3）落在第三象限的指标有：田间道维护、设备维护检查、技术人才配备、政策透明度，这些指标变化对总体满意度的改

变影响较小，实际工作尚有待提高。基于此，将这些指标确定为“非重点投入项”，鉴于影响不大，只需稍作努力，不是当前

农用地后期管护工作的重点。

（4）落在第四象限的指标有：灾害预防措施、防护林建设、农民反馈积极性。这些指标变化对总体满意度的改变非常敏感，

但目前这些方面工作做得不尽如人意，农民满意度较低，其中灾害预防措施和防护林建设的满意度极低。在后期管护中，农民

需要自己的权益有相应措施的保护，灾害预防和防护林建设都将为农民在农用地使用中提供安全保障，这些方面做得不好，农

民容易对农用地整理后期管护失去信心和安全感。基于此，将这些指标确定为“重点优化项”，是目前后期管护亟待解决的问

题。

4、结论与建议

根据与农户的汸谈、满意度评价和指标敏感性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目前后期管护中仍存在农民反馈问题积极性较低、管护

措施不完善不健全、技术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为促进农用地整理后期管护工作协调、健康发展，提高其科学性和决策管理水

平，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健全管护问题反馈机制。地方政府可定期组织开展问题征集活动，了解农民后期管护中存在的问题，将问题归纳

整理，有关部门相关人员根据自身职责进行一对一认领，进而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同时倡导和鼓励农民积极反馈问题，对在

后期管护中有良好表现的农民进行表扬，做到“征集、整理、解决、反馈”同时进行。

（2）完善管护过程监督与公众参与机制。村委会不公开管护信息，农民法律知识不足和维权意识薄弱，使得管护过程模糊

化。建立完善后期管护过程监督机制，由农民监理，项目后期管护的方案和具体措施可通过张贴公告和到户口头传达等方式征

得农民的意见，在发达地区可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公开，让农民全程参与，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农用地整理后期管护的积极性、主

动性。

（3）加强科普宣传，适当展开技术培训。在后期管护中，政府一方面要做好后期管护政策制度的宣传工作，让农民对农用

地整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解其后期管护的重要性，以及良好的后期管护将会给自身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农村

教育事业，加强农民的素质教育，随着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也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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