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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分析 

——以涟水县为例 

赵洋 梅艳 张如 罗敏
1
 

（江苏师范大学 地理测绘与城乡规划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以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为例，基于 Logistic 二元回归模型探求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研究发现影

响土地流转的显著因素有六个，以显著性水平从高到低排列分别是家庭人口数、一年外出打工时间、农业收入、家

庭劳动力数、家庭总收入、户主年龄，其余因素对土地流转影响不大。且农业收入越低、一年外出打工时间越长、

家庭人口数越多、家庭劳动力数越多、家庭总收入越高、年龄越大越容易将土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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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出台的土地政策表明，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为进一步严格规范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

转的行为，保护广大土地承包商、农户及各类新型农业经营者的合法权利，2021 年颁布了新《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这一政策在严格要求地方政府建立完善的准入和监管机构制度的基础上，也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建立土地经营权秩序化流转的市

场，为全国各地的土地流转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农地流转指农户流转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农地流转对稳定和提高农民收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城镇化建设有十分积极的意

义。因此，本文以淮安市涟水县为研究对象，通过对 100 份有效问卷的整理与统计，运用 SPSS24.0 建立 Logistic 模型得到影

响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进而提出促进涟水县土地流转有序发展的有效措施，从而有效地促进土地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1 研究区概况 

涟水县地处我国淮河下游，黄淮平原东部，位于江苏省内苏北地区四市交界处。该县 2019年全年共累计完成地区国内生产

总值 511亿元、同比上年增长 7%,规模以上的固定资产建设项目投资 282.3亿元、同比上年增长 8.1%,生活消费品商业零售总额

156.4亿元、同比上年增长 9%。根据淮安市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涟水县的常住人口为 829699人，男性常住人口占比 50.03%，

女性常住人口占比 49.97%。2021年，涟水县重点聚焦农业特色产业的培育、农业特色项目的招引、农业特色品牌的培塑、平台

载体的打造、乡村改革的创新等一系列工作，紧扣“苦干新五年，冲刺百强县”工作目标，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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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涟水县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获取问卷数据，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相关分析。 

2.1研究区域 

本文以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为研究区域，选取红窑镇(朱集村、颜下庄)、陈师镇(红旗村、国民村)、高沟镇(张圩村、花园

村)为样本区，于 2020 年 10 月进行实地问卷调查。每村选取 20 户农户发放问卷，一共收回 120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100 份，

问卷的有效率为 83.3%。 

2.2问卷设计 

本研究中所进行的调查问卷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农户基础信息进行调查；另一方面是对农户土地政策认知

情况进行调查。具体问题设置同调查结果表显示。 

2.3调查结果 

结果如表 1、表 2所示。 

表 1问卷调查结果平均值统计 

名称 平均值 

家庭人口数(人) 5.17 

家庭劳动力数(人) 2.64 

家庭年农业收入(万元) 0.20 

家庭年总收入(万元) 4.73 

耕地面积(公顷) 0.69 

家庭人口一年外出打工时间(月) 9.37 

 

2.4模型构建 

以研究相关方法和理论作为基础，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与统计，选取合适变量，运用 SPSS24.0，构建 Logistic二元回归模

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表 2问卷调查结果频数统计 

影响因素 类别 频数 

年龄 

40岁以下 10 

40～60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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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以上 36 

性别 

男 95 

女 5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7 

初中 50 

高中 23 

本专科及以上 10 

收入方式 

务农 11 

在外打工 62 

务农与在外打工等并存 27 

土地流转现状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2 

满意 27 

一般 58 

不满意 13 

土地政策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1 

了解 20 

不是很了解 55 

不了解 24 

土地流转情况 

流转 55 

不流转 45 

 

2.4.1变量设定。在前文数据整理、统计和模型建构的基础上，将农户流转行为定为该模型的被解释变量(Y，1=流转，0=不

流转)，将农户基础信息以及农户土地政策认知情况两个方面的因素定为解释变量，具体设定如表 3所示。 

3 淮安市涟水县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对模型进行似然比检验以分析其有效性。结果显示该模型的卡方值是 137.628，P值=0.000<0.05，达到显著水平，因此该模

型有效。 

运用 SPSS24.0对整理好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 

模型结果显示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显著性因素有六个，以显著性水平从高到低排序分别为家庭人口数、一年外出打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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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收入、家庭劳动力数、家庭总收入、户主年龄。 

表 3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相关变量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及定义 均值 方差 

年龄(X1) 40以下=1,41～60=2,60以上=3 58.060 163.236 

性别(X2) 男=1；女=2 1.050 0.048 

文化程度(X3)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本专科及以上=4 2.260 0.732 

一年外出打工时间(X4) 实际一年外出打工时间(月) 9.370 13.073 

家庭人口数(X5) 全部人口数 5.170 2.581 

家庭劳动力数(X6) 可劳动的人口数 2.640 1.050 

收入方式(X7) 务农=1；在外打工=2；务农与在外打工等并存=3 2.160 0.354 

家庭总收入(X8) 实际家庭年收入(万元) 4.727 7.482 

农业收入(X9) 实际家庭年农业收入(万元) 0.205 0.040 

耕地面积(X10) 0.67hm2以下=1,0.68～1.33hm2=2，1.34～3.33hm2=3 0.693 0.209 

土地流转现状满意程度(X11) 非常满意=1；满意=2；一般=3；不满意=4 2.820 0.448 

土地政策了解程度(X12) 非常了解=1；了解=2；不是很了解=3；不了解=4 2.520 0.350 

 

表 4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名称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P值 

年龄** 0.829 0.344 0.016 

性别 -21.521 17974.837 0.999 

文化程度 -0.295 0.238 0.216 

家庭人口数*** 0.913 0.220 0.000 

家庭劳动力数*** 0.713 0.243 0.003 

家庭总收入*** 0.273 0.094 0.004 

农业收入*** -4.402 1.364 0.001 

一年外出打工时间*** 2.732 0.680 0.000 

收入方式 21.295 6504.872 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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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积 22.019 4748.858 0.996 

土地流转现状满意程度 -21.126 5843.432 0.997 

土地政策了解程度 0.162 0.342 0.634 

 

注：*、**与***分别为在 10%、5%与 1%上显著 

有 5 个变量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这些变量对农户流转土地影响很显著。其中农业收入对涟水县农村土地流转影响程度最

大，且为负向影响。这表明农业收入越低的农户越容易将土地流转。农户自己开展农业活动获得的收入低于将土地流转获得的固

定报酬以及将土地流转后农民在外打工获得的收入时，将土地流转成为大多数农民的首要选择。一年外出打工时间对涟水县农

村土地流转影响程度次之，且为正向影响。这表明一年外出打工时间越长的农户越容易将土地流转。农户一年外出打工时间长，

说明他在外有稳定的非农收入，在家务农的时间较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较低，将土地流转更可能成为他的选择。其次，家庭人

口数和家庭劳动力数对涟水县农村土地流转产生了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数越多，劳动力数越多，一定程度上说明家中青壮年人数

越多，越容易进行非农就业从而将土地进行流转。家庭总收入也对涟水县农村土地流转产生正向影响。家庭总收入越高，农民越

容易放弃保守的家庭农业劳动，涌入城市，将土地进行流转。 

有 1个变量在 5%水平上显著，说明该变量对农户流转土地影响较显著。其中户主年龄对涟水县农村土地流转产生正向影响。

调查样本农户多为中老年人，年龄越大，农户身体状况支持自己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越低，越容易将土地流转。 

综上，从农户基础信息上看，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方式、耕地面积对农户是否进行土地流转影响不明显，农业收入越低、

一年外出打工时间越长、家庭人口数越多、家庭劳动力数越多、家庭总收入越高、年龄越大越容易将土地流转；从农户土地政策

认知情况上看，土地流转现状满意程度、土地政策了解程度对农户是否进行土地流转影响不明显。 

4 主要建议 

4.1提倡流转形式多元化，强化“土地入股”流转方式 

2021 年 1 月公布的新《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强化了入股这种流转形式，而弱化了互换、转让。此次在淮安市涟

水县的调研中发现，大多数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采取转包的流转方式，流转方式较为单一，不利于流转市场的健全发展。因此政

府应积极引导，提倡流转形式多元化。根据新《办法》中的介绍，入股这种流转形式，有效地解决了农民既不想离开赖以生存的

土地，又想外出打工的问题，让农民有机会成为产权股东，为农民的长远生计提供保障。然而，土地入股作为一种新兴流转模式，

相关机制还未健全，农民中具备文化素养与经营头脑的人数也非常有限，需要政府有效引导，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担保救济

机制等，保护农民权益。 

4.2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加强土地流转监督 

目前，涟水县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农地的有序流转受到阻碍。农户土地流转后若出现纠纷，缺少相应的制度和部门监督，

农户的利益可能受到伤害，打击农户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因此涟水县政府流转部门应建设土地经营权秩序化流转的市场，建立中

介性质的土地流转平台，同时建立信息网，及时公布相关政策信息，加强流转程序监督，对流转程序及流转合同制定予以规范。

只有健全了相关制度，保障好农民流转土地后的生活，农民才能对土地流转市场交付信任，从而加速我国土地流转规模化的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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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非农就业机会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样本家庭收入方式中，务农占 11%，在外打工占 62%，务农与在外打工等并存占 27%。家庭人口一年外

出打工时间平均值为 9.37月。这说明大多数农户主要通过在外打工获得收入，这一方式符合当下中青年人选择工作方式的趋势，

但又具有收支不稳定的局限性。譬如在遭受经济危机、自然灾害等情况时，在外打工的农民容易面临失业、降薪等风险。因此，

在土地规模化流转的进程中，各地政府应根据各地特色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例如，保摊洪荡村万亩花卉

特色基地可以开展花卉博览会，吸引花卉开发商到此落户，促进花卉产业规模化，建设花卉旅游区，联合周边景点，形成旅游网

络，还可成立旅游山庄农家乐等，让当地农民能够在不远离家乡的同时，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陈师镇拥有 0.17万 hm2规

模的药材种植基地，可以通过开展中医药基地花草果木观赏、中医药效用科普、中医药理疗体验等系列活动，建成以中华传统中

医药养生文化为核心的健康养生旅游目的地，从而为当地农民提供相关就业机会。综上所述，各地政府应充分利用涟水县地域优

势从旅游餐饮服务等方面着手为农民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户家庭整体收入水平。 

4.4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农民对土地政策变化的了解程度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样本家庭对土地政策了解程度中，非常了解占 1%，了解占 20%，不是很了解占 55%，不了解占 24%，这

说明当前大多数农户对土地政策不是很了解，或不了解，各级政府若不重视这一现象，广泛开展深入到农村每个层面的土地流转

相关宣传，我国农地流转的进程将持续这一滞后性。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定期组织开展与土地流转有关的系列讲座，对村级领

导干部和一批具有相应专业技术素质的村民们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这些群体人员的综合专业技术素质、法制意识、政策意识

和管理经营能力，保证农地流转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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