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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农地所有权认知及其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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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户农地流转意愿是农地流转市场潜在需求与供给的重要体现。通过对湖北两县 483个样本农户的

实证数据分析,并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发现:(1)整体上农户的转入意愿较低,转出意愿较高,且因地区不同而呈

现明显差异;(2)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仍倾向于“国家化”,只有 12.4%的农户能正确认识到“农地归农民集体所

有”;(3)认为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农户更愿意转入农地且更不愿意转出农地,我们应对这部分愿意种地、作为

内生型农业经营大户的潜在培养对象的农户予以重视。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因地制宜地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创新农

地产权相关制度宣传方式、完善农地集体产权制度,并鼓励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借鉴已有成功案例发展集体经济,以

发挥产权清晰的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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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合理的农地流转能有效解决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分散经营所引发的农业生产低效率问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规模经营的重要

途径
[1]
。实现农地市场流转最终取决于农地的市场需求和供给

[2]
,农户作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其流转意愿是决定其流转

行为是否发生的最直接因素
[3]
,也是农地流转市场潜在需求与供给的重要体现。 

现有研究[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在不同角度上论证了产权认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作用,但在对解释变量的处理上忽略了

各部分权利认知对意愿的单独作用,考虑到各部分权利认知间可能有相互影响,甚至抵消作用,不利于明确各部分权利认知的单

独作用方向,得出的结论也较笼统。另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对农户的农地承包经营权不断细化、明晰化,维护农户对农

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却对农地的集体所有制“置之不理”,弱化了集体产权的实践,双层经营有名无实,使得农地得

到充分利用的可能性降低[21],“农地确权颁证工作”的大力推进,也仅仅是基于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产权的实践不仅受法

律规定的影响,还受人们的认知的影响,人们会依据经由自身理解后形成的产权认知边界行事和处理问题。结合理论与实际,笔者

认为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影响农户农地处置行为和农地流转市场的因素,关注农户对农地所有权的认知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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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正面临现代化转型和农地确权背景下,了解当下农户对农地“集体所有”是否有清晰的认知,以及农户对农地所有权

认知的实际情况、不同的认知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有利于提高农村集体经济意识,拓宽农业功能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使用方式,

对推动正处于瓶颈期的农地流转市场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基于湖北省两县样本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运用 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及其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源于农地确权、流转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研究调查课题组 2016 年 9 月至 11 月间对湖北省黄冈市

红安县和洪湖市监利县农户所开展的问卷调查。需要提及的是,鉴于问卷内容需要,本调查需访问被访农户家庭中对家庭农地耕

种和管理较为清楚的成员,因此在每个样本农户中尽量选择户主作答,以较好地保证所收集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最终获得 9

个镇(街道)的 24 个村(社区)的 505 个有效农户样本。结合本研究主题,剔除缺失个案和相关类别数量过少(1-3 个)的个案,得到

最终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的 483个农户样本。在所选样本中,湖北省红安县共 276户,湖北省监利县共 207户。 

样本基本特征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1)性别。男性 380 人,占 78.7%;女性 103人,占 21.3%。(2)年龄。44 岁及以下 56人,

占 11.6%;45-49岁 252人,占 52.2%;60岁及以上 175人,占 36.2%。(3)文化程度。未上过学的 91人,占 18.8%;小学 167人,占 34.6;

初中 183人,占 37.9%;高中/中专/技校 39人,占 8.1%;大专及以上 3人,占 0.6%。(4)职业类型。全职务农 271人,占 56.1%;兼业

务农 155人,32.1%;全职非农 38人,占 7.9%;退出劳动 19人,占 3.9%。总的来说,样本结构基本符合该地区人口社会特征,样本代

表性较好。 

2.理论模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包括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分别有“愿意”和“不愿意”两个选项,为二分类选

择变量,两者概率之和为 1,基于此拟建立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具体形式为: 

 

其中,P 为农户愿意转入/转出的事件发生概率,xm 为第 m 个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自变量,包括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

量,β0为常数项,βm为自变量回归系数。e为事件发生概率与未发生概率的比,对其进行 P的 logit变换: 

 

3.变量测量与描述。 

(1)因变量。农户农地流转的意愿,包括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为二分类变量,将愿意转入/转出农地赋值为“1”,不愿意转入

/转出农地赋值为“0”。需要说明的是,本调查所设计的问卷中关于农户农地流转方面的题项是包含筛选过程的,先调查该农户

有无转入/转出行为,若没有,再进一步询问其转入/转出意愿。笔者认为,有转入/转出行为的农户,不论是本身就愿意转入/转出,

还是因各种外部原因而转入/转出,均可视为最终有转入/转出意愿,遂将这部分农户与通过问题的回答而表示愿意转入/转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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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一同作为“愿意”组进行分析。 

(2)自变量。农户对农地所有权的认知,即农户对农地所有权权属对象的认知,为多分类变量,包括“国家所有”、“集体所

有”、“国家集体共有”和“农户所有”四类。因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意愿受其农地所有权认知的影响机制不同,为了更好地说

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本文将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变量进行了哑变量处理。农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主要表现为农地所有权权

属混乱和多重所有,不利于激励农户对农地的生产投入,并且会提高农地交易成本,最终减弱农户对农地的供给和需求[9],而安全

的产权认知能有效激励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因此,本文在农户流转意愿模型建立中以“农户所有”为对比参照组。 

(3)控制变量。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农户非农化程度通过保障功能替代的作用机制对其农地流转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本文

分别从个人层面的非农化和家庭层面的非农化选取这部分的控制变量,前者用被访者职业类型表征,后者用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

占比和家庭总收入非农占比表征。另外,考虑到农地转入和转出涉及到面积的变化,当农地面积达到一定的大小时,使用农业机械

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遂将家中是否有农业机械也作为控制变量。最后,各地区地理状况和经济水平不同,必然会影响到农户农地

流转的意愿,因此需要控制地区差异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情况下农地流转行为是通过家庭中主要成员共同协商决策后的

结果,非单个成员的决定,所以,被访者个体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差异并不能对农地流转产生直接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将被访者职业类型、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占比、家庭总收入非农占比、家中是否有农业机械和地区设置为控

制变量。 

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赋值情况:(1)因变量。农地转入意愿,均值 0.46,标准差 0.50;农地转出意愿,均值 0.55,标准差 0.50。

(2)自变量。农地所有权认知,均值 1.65,标准差 1.07。(3)控制变量。职业类型,均值 1.06,标准差 0.80;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占

比,均值 0.48,标准差 0.27;家庭总收入非农占比,均值 80.10,标准差 25.13;是否有农业机械,均值 0.37,标准差 0.48;地区,均值

0.43,标准差 0.50。 

三、结果分析 

1.农户农地流转意愿情况及其地区差异。 

如表 1 所示,总体来看,农户转入意愿较低,转出意愿较高。农业的高成本、高风险和低收益极大地增加了农户的农业负担,

使得农户对非农收入的期望较大[22],希望在自身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从农地中解放出来,以增加非农收入,扩大收入来源。 

就地区差异来看,在红安县,大部分农户愿意转出农地而不愿意转入农地,监利县的情况与之相反。 

表 1不同地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差异状况(%) 

地区 
转人 转出 

愿意 不愿意 愿意 不愿意 

红安县 30.4 69.6 75.0 25.0 

监利县 67.6 32.4 29.0 71.0 

总体 46.4 53.6 55.3 44.7 

卡方检验 X
2
=65.814（P=0.000） X

2
=101.310（P=0.000） 

 

2.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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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所示,农户农地所有权权属认知呈现出高度“国家化”趋势,这与已有研究所得结论相符。 

表 2农户农地所有权权属认知现状 

 农户所有 集体所有 国家所有 国家集体共有 合计 

频数（人） 64 60 329 30 483 

百分比（％） 13.3 12.4 68.1 6.2 100 

 

3.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的 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 

农户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其中,模型Ⅰ和模型Ⅲ是只放入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模型Ⅱ和模

型Ⅳ是在控制变量基础上添加了农地所有权认知变量的最终模型。所有模型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通过了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p>0.05),说明模型适配性较好。通过整体对比发现,模型Ⅱ相比于模型Ⅰ来说,-2 倍对数似然值减

小,NagelkerkeR2 增大,说明加入的自变量对模型具备一定的解释力;最终模型的 NagelkerkeR2 为 0.348,相比于模型

Ⅰ(R2=0.325)有显著提高,说明最终模型拟合度和解释力较好。模型Ⅲ和模型Ⅳ之间也是如此。 

(1)控制变量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模型Ⅰ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就职业类型来说,相比于退出劳动的农户,其他类型农户转入农地的意愿更高。兼业务农的农户最有意愿转入农地,其次是全

职务农,最后是全职非农。 

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占比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占比越大,越不愿意转

入农地。 

家庭总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非农收入占比在 90%以上的农户相比于非农收

入占比 90%及以下的农户更不愿意转入农地。 

家中是否有农业机械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有农业机械的农户比没有农业机械的农户更愿意转

入农地。农业机械能有效缩短单位面积内农业工作时间,节约劳力,适合较大面积的种植。 

地区变量在 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有显著影响,监利县农户比红安县农户更愿意转入农地,这与描述统计分析

部分的结论一致。 

(2)农地所有权认知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模型Ⅱ与模型Ⅰ的对比结果显示,农地所有权认知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有

显著影响。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和归国家集体共有的农户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有显著差

异,后者更愿意转入农地;认为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农户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无显著差异。 

究其原因,一方面,认为农地所有权归自己所有的农户主观上对农地有更多的自主处置权,能更自由地以自我收益最大化为

原则进行农业经营决策;另一方面,农户对农地所有权的认知是经由个体经验感知建构起来的,外界的干预是造成农户认知形成

的重要原因[23],逆向推导可知,认为农地所有权属于自己的农户在以往的实际农地生产经营中受到的外界干预更少,对农地的持

有更具安全感,因而更愿意转入农地。另外,在外界的干预力量中,集体与农户间的对抗力应属最弱,一是集体与农户间的博弈非

零和博弈,两者有共同利益关系;二是基层民主决议制给了农户在村庄事务决策上一定的交涉协商空间和反抗空间,因而相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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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强有力的、几乎不可抗的干预力量,集体更显亲和;三是集体本身就存在产权模糊,权利主体不够明晰,在实践中的权威性有

所弱化。因此,认为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在农地转入意愿上无显著差异。 

(3)控制变量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模型Ⅲ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就职业类型来说,相比于全职务农的农户,其他类型农户农地转出的意愿更高,退出劳动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最高,其次是

全职非农的农户,最后是兼业务农的农户。 

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占比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占比越大,越愿意转

出农地。 

地区变量在 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监利县农户比红安县农户更不愿意转出农地。 

关于家庭总收入非农占比、是否有农业机械对农户的转出意愿影响不显著,说明影响农户转出农地意愿的因素主要是家庭成

员的就业情况。 

(4)农地所有权认知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模型Ⅳ与模型Ⅲ的对比结果显示,农地所有权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

影响。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国家集体共有的农户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差异,前者更愿意转出

农地;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农户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无显著差异。 

结合上述分析可知,农户对农地所有权的拥有幻觉能给予其一定的农地使用安全感以及利益最大化导向的自由处置权利,而

当农地所有权权属对象为双重他人所有时,农户自然更愿意转出农地而不是持有农地;此外,认为农地产权归集体所有的农户成

员身份认同感更强,对农地的禀赋性依赖更重,可能会因为自我赋予的对农地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而更不愿意转出农地。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湖北省两县 483个农户样本的实证数据,通过建立 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地所有权认知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作用,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整体来看,农户的转入意愿较低,转出意愿较高,供大于需。地处平原的监利县农户大多愿意转入农地(67.6%),而处于

丘陵地带的红安县农户大多愿意转出农地(75%),农地流转市场的潜在需求与供给状况因地区不同而呈现明显差异。 

其次,就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现状来看,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仍倾向于“国家化”。在 483 户样本农户中,只有 12.4%的农户

能正确认识到“农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大部分农户对农地所有权仍存在严重的认知不清晰问题,使得农地集体产权形同虚设,

既不利于农村集体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集体经济,也不利于产权清晰基础上各生产资料的自主结合,阻碍了承包经营权流转范围和

方式的多元化发展,制约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选择。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为什么还会出现

农户对农地所有权权属认知还存在如此大的偏差呢?一方面,由于国家在法制完善上对集体产权的忽视,集体土地统一经营仍存

在着一定的适法困境[24],使得大部分村庄中农地集体产权有名无实,弱集体化的产权实践下农户难以建构“农地集体所有”认知;

另一方面,国家法律法规在农民群体中的宣传还不够完善和充分,基层工作人员对于向农民群众传达国家政策仍持较消极的态度,

该环境下农户只关心与自己现行利益直接相关的农地使用权。 

最后,就农地所有权认知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来看,转入意愿方面,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比认为农

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和归“国家集体共有”的农户更愿意转入农地,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农户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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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意愿方面,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比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国家集体共有”的农户更不愿意转出农地,与认为

农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农户无显著差异。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农户更愿意转

入农地且更不愿意转出农地,我们应对这部分愿意种地、作为内生型农业经营大户的潜在培养对象的农户予以重视。外来资本农

场在农业经营过程中存在对村庄侵略性强、管理成本高、监管风险大等问题,且在农场劳动组织和管理过程中造成了对农业雇工

的劳动和社会再生产的控制与剥夺[25]。在过密型农业仍将长期持续的前提下,完全出于自愿、更为灵活稳健、使流转双方真正达

至互利共赢的农户自发流转与大部分农户家计更为适应,对于这种农户智慧创造的制度创新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26]。因此,具经

济、社会、生态等多重价值的小农式精耕细作仍是推进村庄农地流转市场多元化稳健长效发展的主体,留住这部分愿意种地、集

体成员身份认同感较强的农户显得尤为重要。 

结合上述分析,为了更完整地发挥农地产权清晰的最大效用,拓宽承包经营权流转范围和方式,为促进我国农地流转市场的

完善和发展注入新推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经营,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因地制宜地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对于农地潜在需求大于供给的地区,着重培养该地经营大户,并促进其他劳动力向第

二、三产业流动;对于供大于需的地区则做好荒地的开发利用、招商引资。 

第二,创新农地产权相关制度的宣传方式,针对不同群体采用不同的宣传手段,以有效引导农户对“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

有”的正确认知的形成。 

第三,完善农地集体产权制度,避免因产权不清晰而阻碍农地集体产权正常实践,并对适合通过集体经营来促进农业规模现

代化发展的地区加大鼓励和扶持力度,在发展模式选择上可结合自身实际借鉴已有成功案例,如苏南地区的“新集体经济模

式”[27]。 

随着党的十九大召开,确立了新时代下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根本性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应认识到三权缺一不可,在对承包

经营权进行确权颁证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推进农地集体产权的清晰,提升农户对农地集体所有的认知度,以发挥产权清晰的最

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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