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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效应下小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陵县马家寨乡为例 

张耿钧 马艾 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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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00） 

【摘 要】：基于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马家寨乡 95 户留守家庭的调查数据，对留守家庭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影响

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留守家庭对土地流转行为总体上偏向保守。流转行为主要受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年

龄、文化程度、流转期限及价格、补贴政策等多种因素也会对流转行为产生影响。为了提高农地流转率，提升适度

规模经营水平，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户非农收入；科学制定流转方式，促进

农地有序流转；同时需审慎制定补贴政策，健全农地流转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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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年我国新型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59.58%，并且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这意味着我国人口流动的总体方向没有根本变化；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改革阶段，部分劳动力回流返乡成为了大趋势下的新现象。农村劳动力流失使大量农

地资源闲置，这为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基础。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指导政策，鼓

励、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如 2013年的“一号文件”中就指出，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指导土地有序流转，2019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中又提到要加快土地制度的确立，为土地流转提供法律层面的保障。 

可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同时，却没有对农地流转产生带动效应。2018 年底我国土地确权基本完成，而当年的土地流转

率为 44.6%，这意味着还有大量农地资源待流转。针对当前农村的现实情况，分析小农户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对实现农业的

规模化经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健全农地流转秩序、推动农地高效配置做出贡献。 

禀赋效应即指个体对所有物的价值评价在拥有后要大于拥有前，当前农地流转中普遍存在禀赋效应。由于对土地依赖程度

的不同，出于对“进城”风险的防范与生活保障的考虑，小农户对土地价格附加了更多的心理预期，普遍存在的“待价而沽”

心态。禀赋效应为农地流转行为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也为探讨小农户土地流转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2 小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1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课题项目“‘三权分置’下农户与家庭农场间土地流转问题研究”（19Y038）。 

作者简介：张耿钧（1989—），男，湖北荆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农业理论与政策。 

通讯作者：谢云 （1976—） ，女，湖北监利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与管理。 



 

 2 

2.1区域概况 

江陵县属于湖北省荆州市，地处江汉平原腹地，下辖 7 个镇、2 个乡，共有 13 个居委会、203 个村委会。总户数 11.34 万

户，总人口为 39.41万人。截至 2017年，江陵县已确权土地 4.02万 hm2，其中已流转土地 3.05万 hm2，涉及农户 41049户。马

家寨乡位于江陵县西北角，共 4.43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4.23 万人，人均耕地面积 1380m2。随着江陵县经济发展，很多村民选

择外出务工或在临近城镇打零工，家中的土地交由家人打理。 

2.2被调查农户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样本家庭中主要劳动力年龄集中在 35—60 岁之间，35 岁以下和 60 岁以上的家庭所占比例偏低；样本家庭文化

程度总体偏低，仅有 7户主要务农劳力是大专或本科以上学历，主要务农劳力为小学和初中学历的家庭数为 50户，占被调查家

庭的 52.6%；家庭劳动人口数量多数为 2—3人；非农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高达 79户，可见小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不高。 

2.3被调查家庭的意愿分析 

在对 95户小农户的调查统计中发现，有流转行为的有 11户，占总样本数的 11.58%，没有流转行为的有 84户，占总样本数

的 88.42%。在没有流转行为的家庭中，有流转意愿的有 62户，占样本家庭的 74%；不愿意流转土地的有 7户，占样本家庭的 8%；

还有 18%的家庭对是否进行土地流转感到无所谓。愿意流转的家庭比例远高于不愿意流转家庭，说明多数农户愿意进行土地流转；

但实际流转的家庭不多，说明流转市场与农户预期之间存在差距。 

2.4小农户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年龄：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农户年龄越低，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也越低。调查发现，年龄较大的户主愿意流转土地以获取

稳定的经济来源，而年轻农户更愿意以规模经营为契机提高家庭收入，更倾向流入土地。因此年龄是影响禀赋效应强弱的重要

因素，对小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有较强影响。 

表 1调查主要情况数据比重表 

基本状况 选择项 户数 占比（％） 

是否有流转行为 是 11 11.58 

 否 84 88.42 

 35岁以下 10 10.53 

年龄结构 35～60岁 56 58.95 

 60岁以上 29 30.52 

 初中及以下 68 71:58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上 27 28.42 

 25000元以下 22 23.16 

年收入水平（户） 25000-50000元 54 56.84 

 50000元以上 19 20.00 

非农收入为主 是 79 83.16 

 否 16 16.84 

 5年以下 81 85.26 

可接受的流转期限 5-10年 14 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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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以上 0 0 

 400元以下 7 7.37 

可接受的流转价格 400-800元 62 65.26 

 800元以上 25 26.32 

土地补贴归属期鎮 自己 64 67.37 

 承租方 31 32.63 

 不了解 8 8.42 

政策了解程度 了解一点 70 73.68 

 很了解 17 17.89 

 

文化程度：通过对调查结果的数据进行分析，文化程度越高，对流转行为的接受度越高。高文化水平的农户对土地流转有

较高的认知，使他们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规模经营获益。而文化程度不高的小农户对土地流转抱有幻想，期待通过土地流转“一

夜暴富”，禀赋效应被放大。 

收入水平及来源：小农户收入水平以及各项收入来源占比是决定禀赋效应对小农户产生影响强弱的关键因素。分析可知，

年收入较低家庭中，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都不超过 20%，而年收入较高的家庭，非农收入占比都达到了 80%以上。这表明收入与小

农户家庭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密切相关。在存在流转行为的小农户中，低收入家庭只有 1 户，高收入家庭有 8 户，这说明越是不

依赖土地谋生的家庭对流转行为的接受程度越高。 

土地流转期限和价格：土地流转的期限和价格对小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有一定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土地流转的期限越

短，农户越容易接受；流转价格方面则比较复杂。大部分小农户对于流转价格有合理的期待，部分农户对流转价格要求较高，

而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面临多重生活压力的小农户更愿意接受中短期的流转，某些外出务工的小农户将土地

视为最后的退路，为保障土地经营权，甚至愿意以零租金的形式将土地流转给亲友。 

土地流转政策：土地流转政策对土地流转行为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小农户最关心补贴政策，对补贴对

象非常敏感。大部分小农户希望土地流转后的补贴对象是自己，以此强化自身经营权属性。同时补贴政策又增强了禀赋效应，

推高了土地流转价格，虽然使农民从中获益，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地流转。 

3 结论及建议 

3.1结论 

调查发现，受到禀赋效应影响，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因为抗风险能力的不同，对土地流转的预期值也不同。整体而言，

被调查家庭对土地流转行为的接受程度不高。 

分析得出，小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受主要劳动力的年龄、文化程度、土地流转期限、流转价格、支农政策认知等多种因素

综合影响，受家庭收入水平影响最大。小农户的年收入越高，主要务农劳力年龄越低，文化程度越高，对土地流转行为的接受

程度越高；土地流转价格对小农户的土地流出行为有正向影响；短期的土地流转行为在小农户中的接受程度最高。如果土地流

转的负面影响太多，小农户就不愿意参与土地流转；支农政策对土地流转行为有推动作用，一定程度上决定农户是否接受土地

流转行为。 

3.2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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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增强经济发展水平，增加非农就业机会。 

大力发展经济，积极引入各种涉农企业项目，鼓励返乡能人带头创业，引导农民成立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拓宽农民的就业之路，丰富农民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以此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

促进农地流转。 

3.2.2科学制定流转方式，促进农地有序流转。 

农地流转方式关系到农地流转率，能够长期影响小农户的收入水平。因此，要针对区域内农地流转的现实困境，建立切实

可行的流转机制，既要保证小农户对土地流转的认可度，又要保证土地流转的可持续性。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使小农户在土

地流转中有更多选择。 

3.2.3审慎制定补贴政策，健全农地流转秩序。 

在制定补贴政策时，要充分尊重农户的土地流转权益，保证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要严格依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

规，使农民成为土地流转的最终受益者，流转补贴要公开透明、精确到户。政府在推进农地流转时应充分了解农户的诉求，避

免出现侵害农户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同时要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性，积极引导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健全土地流转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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