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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对土地确权的认知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江西省的抽样调查 

邹晓娟，谢强强，黄建伟，翁贞林1 

( 江西农业大学，江西南昌 330045) 

摘要：为了有效执行和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土地确权政策，从江西省抽取 21 个县( 区、市) 作为样本来获取土地确权工作情

况的数据，分析农户对土地确权工作的认知程度，并构建了 logistic 模型估计影响农户认知土地确权的因子。研究结果表明，

农户土地确权认知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村干部在农户认知土地确权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角色; 土地确权宣传工作是影响农户认

知土地确权的重要因素。为此，政府作为土地确权工作的政策主体，通过建立辅助解释土地确权政策文件的有效机制和加强土

地确权工作宣传来进一步提升农户的认知水平; 而农户作为土地确权工作的政策客体和参与主体，首先要提高自身对土地确权

工作的认知。除此之外还要重视村干部的多重角色，提升村干部的自身素质来促进工作有序有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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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以下简称“土地确权”) 工作是维护农民权益、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和节约用地制度、提高土地管理和利用水平的客观需要。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主体，随即土地确

权登记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在五年之内完成土地确权工作，同时尽快完成土地所有

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其中包括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强调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抓紧抓实土地确权工作。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过程中发布《关于全面深化

农村改革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升级的意见》，提出准确把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确保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在坚持和完善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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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农民以承包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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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其中土地确权工作的开展是以上工作稳步推进的有力保障。创新农村土地市场发育机制，实现土

地要素和其他要素的和谐互动，关键在于赋予农户更大空间的土地经营权，基础在于清晰、稳定、有保障的农地产权
［1］

。发展

经济学的理论表明，农业增长对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长期稳定的土地权利则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加快农村社会发

展的基础和关键
［2］
。 

学术界对于土地确权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出现。笔者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关于土地确权概念方面
［3 － 5］

、土地确权登记颁证

方面
［6］
、土地确权登记中土地权属意识方面

［7 － 8］
已有论及;另外，有研究

［9 － 12］
就土地确权的意义以及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和解决对策进行了探讨。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强调明晰土地确权概念的重要性以及土地权属意识在土地确权工作中的重要意

义。对土地确权认知方面研究者也有所涉及。学者们从农户对承包权的认知，宅基地使用权、房屋使用权、林权的认知方面进

行了描述分析
［1］

；另有以农户认知与行使为视角，进行农民土地权利保护的研究，发现农业经营收益权和农地流转收益权基本

得到保障，但是土地使用权还缺乏稳定性，土地转让权的执行力度仍然不够，征地收益权受损比较严重
［13］

；还有研究从当前农

村土地产权界定规则引申出人们对土地产权认知的不同维度，并认为人们对土地产权认知的维度由政治维度为导向逐步转向政

治、经济与社会( 文化) 三重维度并存
［14］

。已有文献涉及了农户关于土地确权认知的研究，但尚未发现对农户认知影响因素的

研究。鉴于此，笔者拟用“土地确权农户问卷数据”，对农户土地确权认知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 一) 数据来源和样本分布 

为系统地对江西省土地确权工作情况进行描述统计， 2014 年 10 月到 2015 年 3 月，“农村土地与相关要素市场培育与改

革研究”子项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调查小组对江西省部分县( 区) 进行了调查。本项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和重点

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为保证样本分布多样，在选取村时，保证了该村与最近城镇以及最近公路距离上的多样性。 

按照江西省土地确权工作开展的计划，调研小组首先对试点村进行了重点调研，其中包括南昌市农业局土地确权工作干部

座谈会结构式访谈；南昌县土地确权试点村( 武阳镇南坊村和向塘镇合气村) 的抽样调查和访谈；安义县土地确权试点村( 石

鼻镇邓家村和长埠镇车田村)的抽样调查和访谈。调研小组在 2015 年 1 月 4 日完成了南昌市另外 2 个县( 新建县、进贤县)的

土地确权试点村抽样调查和访谈工作，并且在寒假期间( 2015 年 1 月 24 日—2015 年 3 月 6 日) ，调研小组人员和本科学生

完成了江西省部分县的问卷调查。调查样本在江西省各县的分布见表 1。本次调研共发放 371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365 份，

去除不完整或回答明显错误的 6份无效问卷，回收率为 98. 4%。 

( 二) 样本基本情况 

从 365 个样本数据看( 见表 2) ，被调查农民中年龄大多为 41 － 60 岁，占了样本的 60. 8%，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可能是: 第一，年纪较轻的农民大多数都在外打工；第二，调查员为便于沟通和保证数据的有效真实，选择对象时尽量选择年

龄更轻的农户进行调查，此年龄段的农户相较于年龄更大的农户对村里发生的事更清楚一些。受教育程度大多为初中及以下水

平，高中及以上只占了 18. 6%。家庭年总收入主要分布在 2 万到 4 万和 4 万到 6 万这两个区间；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中以打工

收入为主，占 52. 6%，其次是种植业，占 22. 7%。 

表 1 抽样调查样本分布表 

地点 新建县 安义县 丰城县 兴国县 新干县 信丰县 奉新县 金溪县 

有效问卷数 66 28 9 9 19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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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南康县 安福县 东乡县 章贡区 永丰县 修水县 彭泽县 芦溪县 

有效问卷数 97 16 9 9 9 5 9 9 

地点 安远县 玉山县 渝水区 鄱阳县 上饶县 合计 

有效问卷数 9 9 9 9 8 365 

表 2 样本基本特征 

项目 选项 
人数 

（人） 

样本比 

例（％） 
项目 选项 

人数 

（人） 

样本比 

例（％） 

性别 
男 261 71.5 

家庭年 

总收入 

2 万元以下 73 20.0 

女 104 28.5 20001 元 － 4 万 115 31.5 

年龄 

20 岁以下 4 1.1 
40001 元 － 6 万 

88 24.1 

21 －40 岁 81 22.2 
60001 元 － 8 万 47 12.9 

41 －60 岁 222 60.8 8 万以上 42 11.5 

61 岁以上 58 15.9 

家庭主要 

收入来源 

种植业 83 22.7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15 31.5 养殖业 10 2.7 

初中 182 49.9 副业 19 5.2 

高中（ 中专） 56 15.3 经商 
22 6.0 

大专及以上 
12 3.3 务工 192 52.6 

   其他 39 10.7 

三、农户土地确权认知情况分析 

( 一) 农户获取土地确权信息和知识的渠道 

在对农户关于土地确权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分析之前，首先对农户获取土地确权信息和知识的渠道进行分析，这有助于后

文中对认知程度的分析。根据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农民了解土地确权工作信息和知识的主要渠道是靠村干部传达，占 53. 4%；

其次是通过《致农民的一封信》的方式和村里设置的宣传专栏，分别占 43. 6%和 34%；最后是其他渠道，通过悬挂的宣传标语

了解占 22. 2%、靠他人告知占 20%、通过土地确权村民大会得知占 18. 4%、收看电视台新闻或专栏节目占 11. 2%、阅读编印的

土地确权操作手册占 10. 1%、听广播占 7. 4%。数据表明，基层组织在宣传土地确权工作时采用的方式趋于多样化，除了常见

的宣传专栏、宣传标语和广播电视媒体外，基层干部亲历亲为，以《致农民的一封信》和上门传达的方式进行宣传，并且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同时也反映了村干部在工作中的积极态度和尽职尽责的精神。 

表 3 农户对土地确权知识的认知情况( %) 

 相当清楚 比较清楚 清楚 不太清楚 不清楚 

农村土地确权的主要内容 
4．4 17．0 34．8 29．9 14．0 

农村土地确权的意义 
8．2 23．0 28．2 29．3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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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确权的法律法规 
5．5 13．2 15．6 42．5 23．3 

农村土地确权的相关政策 
5．5 14．5 23．8 37．3 18．9 

农村土地确权的工作原则 
4．7 14．0 22．7 37．3 21．4 

农村土地确权的工作程序 
4．7 14．0 25．2 35．9 20．3 

农村土地确权的实施细则 
4．4 14．2 18．6 40．5 22．2 

入户摸底调查内容 
7．1 16．4 34．8 27．4 14．2 

土地变更、注销登记的步骤 5．8 13．4 24．4 34．8 21．6 

土地确权证书带来的具体好处 
7．1 18．1 33．2 26．8 14．8 

表 4 农户特征与其土地确权清楚情况相关分析 

农户特征 

农户土地确权清楚情况 

农户特征 

农户土地确权清楚情况 

相关性 显著性 

（ Sig． ） 

相关性 

显著性（ Sig． ） 

性别 0． 078 0． 135 家庭年总收入 -0． 167＊＊ 0． 001 

年龄 - 0． 038 0． 473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0． 193＊＊ 0． 000 

文化程度 -0． 170＊＊ 0． 001 家人是否有政府公职人员 0． 034 0． 522 

是否留守人员 

家人是否有村干部 
0． 014 

0． 286＊＊ 

0． 785 

0． 000 

是否知道本村开展 

过土地确权宣传工作 
0． 328＊＊ 0． 000 

＊＊在 0． 0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在 0． 05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 二) 农户对土地确权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江西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中的内容，总结

得出土地确权的相关知识主要包括农村土地确权的意义、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工作原则、工作程序、实施细则、主要内容以

及入户摸底调查的内容等。按本文研究需要，笔者在调查中将农户对土地确权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分为“相当清楚”“比较清楚”

“清楚”“不太清楚”和“不清楚”五个量度等级，通过描述性分析得出表 3 所示结果。 

根据分析可以看出，关于农村土地确权的相关知识，农户的了解程度都比较低。在对农村土地确权主要内容的统计中，认

为“相当清楚”的只占 4. 4%，认为“比较清楚”的占 17. 0%，认为“清楚”的占 34. 8%，而认为“不太清楚”和“不清楚”

的分别占 29. 9% 和 14. 0%，可见关于土地确权的主要内容农户认知程度并不乐观。除此之外，在土地确权的其他相关知识中，

认为“清楚”及以上所占比例较大的分别是关于土地确权的意义占 59. 5%、关于入户摸底调查内容占 58. 4%，以及土地确权证

书带来的具体好处占 58. 3%；剩余的其他几项认为“不太清楚”和“不清楚”的占较大比例。 

结合上述分析，为找出影响农户认知的变量，首先要进行农户对土地确权清楚情况和可能影响农户认知的因素进行相关性

分析，找出影响农户认识的因素，以此来构建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农户认知土地确权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相关性分析结果

见表 4。 

在表 4 中，文化程度、家人是否有村干部、家庭年总收入、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否知道本村开展过土地确权宣传工作在

1%统计水平下，与农户是否清楚土地确权显著相关。根据对农户土地确权认知程度的分析，就上述选取变量的相关性分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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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对农户土地确权的认知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 文化程度影响农户对土地确权的认知。关于文化程度对认知影响的研究很多，在认知土地政策方面，吕晓和肖慧研

究发现，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土地政策认知程度产生较大影响，文化程度高对土地政策的认知就越高
［15］

。在关于农地产权制度的

认知方面，徐美银和钱忠好指出，农户的文化程度高低对认知农地产权制度也有较大影响，并且是正向影响
［16］

。文化程度的高

低，不仅会影响农民的综合素质，也会对掌握文化知识方面造成影响。笔者认为农户的文化程度对土地确权认知存在正向影响，

文化程度高的农民认知程度较高，文化程度低的农民认知程度较低。 

假说 2: 家人是否有村干部对农户土地确权认知有影响。村干部由于工作的需要和更好的条件可以更多地学习了解农地制度

方面的政策内容，因此对农地产权制度的认知相对较高，这是徐美银和钱忠好研究得出的结论
［16］

。家人中有村干部，家庭人员

对土地确权知识获取更为直接，信息传递过程中重要信息不易流失，因此笔者认为，家人中有村干部的农户对土地确权内容有

清楚的认识。 

假说 3: 家庭年总收入影响农户对土地确权的认知。吕晓和肖慧等认为，家庭总收入对土地政策认知程度产生较大影响，家

庭总收入越少的农户对宅基地所有权了解程度越低，家庭总收入越高的农户对耕地保护政策越不了解
［16］

。笔者认为，家庭总收

入对农户认知土地确权存在负向变化，收入较低的农户对土地确权的认知更清楚，但是随着其他收入的增加，对土地依赖较低

的农户对土地确权的认知会发生负向变化。 

假说 4: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户认知土地确权有影响。在关于农户参与土地确权的研究中，李兵和吴平发现，以务农为主

的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更大，同时他们参与土地确权活动更有热情
［1］

。笔者基于此研究认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户认知

土地确权存在较大影响，家庭主要收入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户对土地确权有更清楚的认知，不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户对土地确

权的认知较低。 

假说 5: 是否知道本村开展过土地确权宣传工作影响农户对土地确权的认知。徐美银和钱忠好在其研究中指出，任何工作的

前期宣传一直是影响一项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政策宣传工作比较到位的农村农户对农地产权制度的认知程度更高

［15］。可见，宣传对农户认知农地产权制度有较大影响，对于农户来讲，村干部组织的各种宣传活动是农户获取土地确权内容

的主要渠道，笔者认为知道本村开展过土地确权宣传工作的农户对土地确权的内容更清楚。 

四、农户土地确权认知影响因素分析 

( 一) 变量选取 

为系统、综合、客观地分析影响农户认知的因素，根据农户是否清楚土地确权和可能影响农户认知的因素进行的相关性分

析，再结合调研过程中掌握的情况，选取相关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进入估计模型，笔者选取反映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

征和外部因素等变量，具体见表 5。 

表 5 变量选取及说明 

变量 变量名 变量说明 预期方向 

y 是否清楚土地确权 清楚=1，不清楚=0  

个人特征 文化程度(Xi) 
小学及以下=1，初中=2, 

高中(中专)=3,大专及以上=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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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特征 

家人是否有村干部( x2) 否=0,是=1 + 

家庭年总收入( X3 ) 
2 万以下= 1,0001 -4 万=2, 

40001 -6 万=3,0001 -8 万=4,万以上=5 
-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X4 ) 
种植业=1,养殖业=2, 

副业=3，经商=4,务工=5 
- 

外部特征 
是否知道本村开展过 土地确权

宣传工作(X5) 
否=0,是=1 + 

 ( 二) 实证模型构建 

当被解释变量为分类变量时，通常通过建立二分类或多元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本文研究农户认知土地确权

的影响因素，被解释变量“农户是否清楚土地确权”属二项分类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样本数据进

行分析。建立实证模型: 

 

式中: y = 1，表示农户清楚；y = 0，表示农户不清楚；x1、x2……x5 代表反映农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特征的变

量；β0为常数项，β1、β2……β5为回归系数。 

( 三) 结果分析 

使用 SPSS 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显示，回归方程较显著，似然比卡方检验的观测值 64. 133，概率

P 值为 0. 000，说明采用该模型合理。－ 2 倍的对数似然函数值为 436. 302，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理想。NagelkerkeＲ2 值

为 0. 216，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回归后模型总预测正确率为 67. 1%，与步骤 0 的 56. 2%相比，提高了 10. 9%，说明模型预

测效果较理想。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见表 6。 

表 6 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 
B S． E． Wald df Sig． Exp ( B) 

文化程度( X1) - 0． 282* 0．157 3．220 1 0． 073 0． 755 

家人是否有村干部( X2) 
1 ． 378 ＊＊＊ 

0． 395 12．187 1 0．000 3． 966 

家庭年总收入( X3 ) -0．185* 0． 095 3． 778 1 0．052 0．831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X4 ) - 0． 144＊＊ 0．068 4． 571 1 0．033 0．866 

是否知道本村开展过 土地确

权宣传工作( X5) 
1 ． 124＊＊＊ 0．252 19． 949 1 0．000 3． 077 

常量 - 2 ． 725 0． 898 9．212 1 0．002 0．066 

* 在 10%水平下显著，＊＊在 5% 水平下显著，＊＊＊在 1%水平下显著 

由结果可以看出，投入的五个变量的 Wald 检验值在不同统计水平下都达到显著，在 10%统计水平下，文化程度、家庭年总

收入通过检验，在 5%统计水平下家庭主要收入来源通过检验，在 1% 统计水平下家人是否有村组干部、是否知道本村开展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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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确权宣传工作通过检验，具体分析如下: 

1．“文化程度”与农户土地确权认知呈负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变量文化程度的系数为－ 0. 282，Wald 检验结果的 P 值

为 0． 073，在 10%统计水平下通过检验，有统计学意义。此处系数为负，这与预期存在一定差异。结合分析数据与实际调研情

况发现，不同文化程度的留守人员所占的比重有明显的区别，其中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留守人员所占比重为 13. 5%，可以

看出留守人员中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居多，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较少;而土地确权工作以村干部在农村组织开展为主，

文化程度较低的留守农户反而比文化程度高但离乡又离土的农户对土地确权的实际工作了解更清楚，因此，文化程度对农户认

知土地确权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 

2．“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对农户认知土地确权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家中有村干部，农户对土地确权的认知程度更高。分

析数据显示，此变量的系数为 1． 378，Wald 检验结果的 P 值为 0． 000，该变量在 1% 统计水平下通过检验且系数为正，与

预期一致。由此可见，村干部本身对土地确权相关知识比较了解，其相应的认知程度也较高。村干部在土地确权工作中扮演着

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社会关联度大的集体里( 自然村) ，村干部更像是村民的监护人；在社会关联度小的集体里( 行政村) ，

村干部更像是个人经营者
［17］

。在土地确权的前期工作中，包括信息传递、解释政策文件等基础工作都离不开村干部。从分析数

据可以看出，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对农户认知土地确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家庭年总收入”对农户土地确权的认知有负向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变量家庭年总收入的系数为－ 0． 185，Wald 检

验结果的 P 值为 0． 052，在 10%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检验且系数为负。结合数据和实际调研发现，在家庭年总收入低于两万元的

农户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户多于以务工为主的农户；而在家庭年总收入高于两万元的农户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户远远低于

以务工为主的农户。这表明，一方面，家庭收入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户对土地确权认知程度更高；另一方面，随着其他收入的

增加，不仅仅依赖土地的农户对土地确权的认知较低，因此农户对土地确权的认知在家庭总收入变量的影响下存在负向变化。 

4．“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与农户对土地确权的认知呈负相关关系。该变量通过了在 5%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检验且系数为负。

通过对假说 3 的分析发现，家庭年收入较低且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户更清楚土地确权内容，家庭年收入较高且以务工为主的农户

对土地确权内容的认知更低，这与农户对土地的依赖关系有很大的关系，该变量在 5%统计水平下通过检验，验证了家庭主要收

入来源对农户土地确权认知存在负向影响。 

5．“是否知道本村开展过土地确权宣传工作”对农户对土地确权的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知道本村开展过土地确权宣

传工作的农户对土地确权相关知识有更高程度的认知。该变量的系数为 1． 124，Wald 检验结果的 P 值为 0. 000，在 1%统计

水平下通过检验且系数为正，与预期一致。此时该变量的胜算比 OＲ 值为 0. 066，表明不知道本村开展过土地确权宣传工作的

农户对土地确权的认知能力为其他知道的农户的 0. 066 倍，显然，后者要比前者对土地确权的认知程度更高。在资源相对缺乏

的农村，农民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是村干部等组织的宣传，是否知道本村开展过土地确权宣传工作自然成为影响农民认知的一

个重要原因，该变量作用显著，表明宣传工作对农户认知土地确权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计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农户土地确权认知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本文在结果分析中基本验证了前文假设，并进行了分析。变量文化程度、家

庭年总收入、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户认知土地确权有负向影响；变量家人是否有村干部、农户是否知道本村开展过土地确权

宣传工作对农户认知土地确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值得关注的是，文化程度对农户认知土地确权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与学界

普遍的看法不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只有在逢年过节或农耕秋收的时候才返回农村，

这就导致了上述情况的出现。因此，在土地确权前期工作中，让不在农村的农户更多地了解土地确权是该项工作有序进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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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突破口。 

2． 村干部在农户认知土地确权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根据分析，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对农户认知土地确权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并且在农户获取土地确权信息渠道中，靠村干部传达占 53． 4%，这说明农户对村干部有很强的依赖性，也反映出村干部

在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在关于村干部自身条件在土地确权工作中的作用的调查中显示，有 61． 9% 的农户认为村干部的政

策解释能力很重要，由此可见，村干部在传达土地确权信息的同时要提升政策解释能力。 

3． 土地确权宣传工作是影响农户认知土地确权的重要因素。根据分析，是否知道本村开展过土地确权宣传工作对农户认

知土地确权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科技的发展，能采用的宣传方式也日益多样化，通过宣传使更多的农民认识到土地确权的相

关知识，在后续工作中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考虑文化程度的影响，宣传工作要有针对性。需要注意的是，在调研访

谈中发现，部分被调研农村已经完成了初始档案的收集和建档工作，但农户对土地确权的认知依然较低，这可能与我们调研的

阶段有关系，土地确权工作还在实测和摸底公示阶段，从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在宣传工作中没有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去宣传，

仅限于目前工作的宣传。因此，在宣传过程中要有长远意识，形成良好的宣传体系，让农户有全局意识，这有利于后续工作的

开展。 

针对上述分析，为提升农户的认知并达成有效执行和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土地确权政策的目标，笔者拟从政策主体( 即政府) 

和政策客体( 即农户) 两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政府作为这项工作的政策主体，应从宏观上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第一，建立辅助解释土地确权政策文件的有效机

制。在土地确权宣传和政策解读过程中，农户和村干部存在这样的问题: 一是留守农户文化程度较低，对于部分土地确权的知

识不能很好地理解；二是对于相关政策文件中界定比较模糊的定义，部分村干部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这将导致农户在土地确

权工作前期不能完整地了解土地确权工作及其相关概念和知识。因此，可建立相关辅助解释土地确权政策文件的有效机制，引

导村干部理解和解释土地确权政策文件，使村干部更好地熟知相关政策文件，进而给农户合理而又易懂的解释，提高农户的认

知。第二，组建宣传督导机构，构建组织评价体系，加强土地确权工作宣传。完善的督导机构可以在督促指导的基础上有效促

进土地确权工作的开展，良好的评价体系可以从第三方入手，进一步保障土地确权工作有序进行。宣传工作对农户土地确权认

知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强调组建宣传督导机构，重在加强对土地确权宣传工作的督导，进而可提高宣传工作的效率和提升宣传

效果，以此来提高农户关于土地确权的认知。除此之外，宣传督导可与实地督导、信息督导、激励督导相结合，共同促进土地

确权整项工作的开展。 

其次，农户既是土地确权工作的政策客体，又是这项工作的参与主体，针对农户这一特殊的角色，从微观角度提出以下建

议对策。第一，提高农户对土地确权工作的认识。农户作为土地确权工作的参与主体，在工作前期对土地确权相关知识有清楚

的认知可能会对之后的确权工作起到关键作用。首先要提高农户对土地确权的重视程度，对于不在本村的农民，基层组织尤其

是乡、村一级的基层干部应建立良好的转达机制，使相关信息能够传达到每一个农户。另外，基层干部需根据农户的不同特征，

有针对有计划地开展工作，确保工作准确高效地进行。为了保证该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村干部在进行宣传的时候有必要给农户

讲清楚土地确权的利益关系，兑现土地政策的好处，来促进和激励农户全身心地投身到这项工作当中。第二，重视村干部的多

重角色，提升村干部的自身素质。村干部在土地确权工作中扮演着多种重要的角色，既是上级政府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工作实

施的监督者和参与者，更是与农户接触最为紧密的基层干部，他们对土地确权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对村干部进行培训、

引导、激励等可以提升村干部的自身素质，包括政策解释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宣传动员能力( 自身号召力) 以及与村民的关

系等，以此来促进土地确权前期宣传工作和整项工作的有序有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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