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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 

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西为例 

易娜 彭丹 谭昭辉
1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江西 樟树 331200） 

【摘 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使得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实践应运而生。

为考查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决策的影响因素，基于江西省宜春樟树市 200 份问卷，采用 Logistic 模

型从农业转移人口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心理感知特征、退出经历特征对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

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受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状况、家庭、心

理感知及退出经历的影响显著。变量年龄、教育程度、合作意识、非农收入、补偿收益、养老与医疗等政策保障、

承包经营权退出经历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变量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数量显著负向

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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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速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转移人口日益增加，导致农村出现“人地分离”的

现象。根据 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大约有 2.88亿，其中举家进城的农户有 3000多万户。

从 2011年到 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持续上升，2016—2018年农民工增速略有回落。大量的农民工外出导致农村出现“离农”

不“离权”、“弃农”不“弃地”的现象，从而导致农村土地的低效利用和低效产出。江西是农业大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达到了 59.02%，全省耕地面积达到了 4500 万亩。随着江西工业化、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自 2000 年以来，江西年均转移农村剩

余劳动人口 80 余万，累计转移农剩余劳动力 1600 余万人。农民大量转移，一方面导致农村土地抛荒现象加剧，另一方面导致

农村土地的财产相关权益难以实现。理论与现实使然，江西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退地”成为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新

方向。早在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指出，“在有条件的地方稳妥推进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

包权有偿退出试点。” 

近年来，学术界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有了一定关注，当前大多数学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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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其一，从农户视角，研究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意愿（王兆林等，2011；罗必良等，2012；刘同山等，2014）。其二，

针对不同地区，研究土地退出路径并进行相应分析（谢根成等，2015；王常伟等，2016）。其三，从政策完善视角出发，对如何

构建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进行相应研究（王丽双等，2015；高强等，2017）。根据国内相关研究，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影

响因素多样。王丽双等（2015）认为收入分化会影响土地承包权的退出，王兆林等（2011）认为土地退出补偿和土地退出政策

是影响农户退地的重要因素，而农户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户退地的基础性因素，罗必良等（2012）认为农户土地承包

权退出，不仅是经济要素流动问题和预期收益与机会成本权衡问题，更是一个农民的社会心理问题。虽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

土地承包权的退出关注度逐渐提高，但是关于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大多数研究关注最多的领域是农户，对

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

关注度较低。 

综上，提出以下思考：江西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意愿如何？哪些因素会影响他们的土地退出决策？基于农

业转移人口的视角去探讨江西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权的退出问题，为江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工作提供参考。 

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农业转移人口一般以非农收入为主，针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不仅涉及到经济方面因素，还涉及到非经济方面的因

素。农业转移人口在现代市场竞争的行为决策是具有理性的，为了兼顾个人理性和家庭理性，其决策行为将受到个体和家庭等

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同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过程中会出现农民工和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进而导致“逆向选择”问

题。为此，从个体因素、村庄因素、身边好友土地退出经历因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市场相关因素等方面，为验证这些

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提出以下假设。 

3 模型选取和变量设定 

3.1模型选取 

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为因变量 Y，可分为“愿意”和“不愿意”两类，属于典型二值变量。经验表明，二

元 logistic 模型最适合解决此类问题。故而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假设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行为的影响因素为 Xn、另

p,1—p分别表示农业转移人口愿意和不愿意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率，则 p和 Xn之间的 Logistic回归模型为 

 

那么 

 

将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概率 p进行非线性处理，首先，令 ，odds表示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经营

权愿意退出和不愿意退出的概率之比，将 odds进行对数转换以保证其变动方向与 p保持一致，即 ，变换

后的 logistic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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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常数项， 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为随机误差项。 

3.2变量设定 

基于已有研究文献的成果上，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心理感知特征”、“退出经历特征”4个分析维度选取了

14个自变量对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4 数据来源和样本描述 

4.1数据来源 

为了真实反映农业转移人口承包经营权退出的影响因素，以便于能够进行客观分析，同时还考虑到数据的便捷性和有效性，

课题组调研成员于 2019年 7月在江西省宜春樟树市进行了相关调研。调查问卷合计发放 200份，收回 195份，剔除无效问卷 19

份，最终有效问卷 176份，问卷有效率 88%。调研对象为樟树市农业转移人口，内容涉及个人基本信息情况、家庭基本情况、退

出经历情况以及风险偏好等。 

4.2样本描述 

可以看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总体退出意愿，愿意退出和不愿意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比例大概为 1:2，表明了农业转移人

口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还存在着一定的疑虑。在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因素中，非农收入占比普遍高于农业收入占比，离散程

度较低；同时从农业转移人口心理因素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预期收益普遍未达到预期水准，从农业转移人口土地退出经

历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周围朋友存在土地退出经验较少的现象。 

5 模型估计和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 4 个角度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意愿进行分析：“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心理感知特

征”、“退出经历特征”。考虑到模型的稳定性及其准确性，在 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相关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

线检验。采用容忍度来衡量解释变量间的线性相关强度。实验表明，容忍度小于 0.25 可以认为是多元线性存在的标志。通过

spss20.0进行共线强度检验，在剔除不满足条件的变量后，剩余 14个变量的容忍度均大于 0.25，可以认为这 16个变量间不存

在显著共线性，最终将该 14个变量纳入模型。 

5.1个体特征因素 

第一，x1在 5%水平上对 y 呈现正向显著性作用。这表明年龄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的因素。伴随

着农业转移人口年龄增长，务农能力下降，他们更愿意放弃较重的土地劳作以换取更好的生活保障。第二，x2和 x5对 y的影响

都不具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不成立，可忽略不计。第三，x3与 x4同时在 5%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 y。这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

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土地承包权或经营权的意愿更强，是农业转移人口移居城市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合作意识

对于农业转移人口退地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如果其合作意愿越强，土地保障功能的可放弃的预期部

分就越高，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排斥性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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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家庭特征因素 

第一，X6和 X8分别在 1%和 5%显著性水平上对 y实施正向影响。这说明非农收入占比越高，越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土地

承包经营权。事实上，较高的非农收入水平是农业转移人口退地后的重要生存基础。同时，外出工作地离家乡越远的农业转移

人口因其对土地的感情淡化，故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意愿就越高。第二，x9在 10%显著性水平上分别对 y起负向作用。这表

明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数量越多就越看重农业生产补贴收益，越不愿意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 

5.3心理感知因素 

X10、X11和 X12都在 1%的水平上对 y呈现正向显著性作用。这说明退出补偿收益和退出顺畅程度都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土地退

出的因素，且对退地意愿起着正向作用，预期水平越高，越不排斥退地。同时，完备的养老、医疗等政策保障预期同样起着积

极作用，这有利于解决农业转移人口放弃农业生产的后顾之忧。 

5.4土地退出经历因素 

X13和 X14都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对 y 起正向作用。对于有过土地退出经历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对于土地价值的认知更为

清楚，且对于土地退出流程更有明晰，对于土地交易较少存在虚幻价值，因此越有利于土地退出。 

6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1）受多重因素影响，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大多数不愿意退出土地承包权，但是更愿意退出土地经营权，这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土地仍然被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看作经济依靠。因此，短期内，政府应以鼓励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土地经营权为主，以土地“三

权分置”改革为契机，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向种粮大户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政策激励机制。同时，政府应该担负起推动农业转移人

口退出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主体的责任。在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严重恶化时期，政府必须担当起主要责任，以政策引导和

利益激励方式，鼓励和支持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业转移人口放弃农业生产，这是推动农业生产主体更新换代的重要环节。 

(2）农业转移人口个人收入水平深刻影响着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退出意愿。被调查区域农业转移人口个人

收入水平越高，则该区域的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对农村土地的依赖程度和价值归属感就越低，其退出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意愿就越

高。因此，政府应该在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村率先施策，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流转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这样做的政策效果会

好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地区。 

(3）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受多因素影响，对农业转移人口退地起正向作用的因素主要有年龄、教育程度、合

作意识、非农收入、补偿收益、养老与医疗等政策保障、承包经营权退出经历等。在上述诸因素中，对于退出承包权来说，农

业转移人口更为关注土地退出后的可获补偿；而经营权的退出，非农收入的高低影响显著。对农业转移人口退地决策起反向作

用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数量。对于退出承包权来说，他们担心退出后生计难保和就业压力加大；而经营权的退出，他们担心

退出后的物质补偿不足的同时种粮收益丧失。综上，政府应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升农业转移人口退地补偿收益水平和生计

保障水平，这对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放弃土地意愿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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