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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规模化与集约化经营的前提，农地流转的最主要参与者是农民，土地流转能否快速发展，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因此本文以吉林省中部地区 6个市（县）为研究区域，以 340户农户的走访调研为

基础，构建 logit模型，探究农户土地流出意愿的微观动因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吉林省农户土地流出意愿不强，农地交

易费用、农地制度完善程度、外部就业条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水平等外部因素对农户土地流出意愿影响显著，并根据

上述结果对农村土地经营权合理流转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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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Land Out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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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ricultural land circulation is the premise of agricultural scale and intensive management. The most im⁃
portant participant of rural land transfer is farmer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and circulation depends largely on
the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of farmers. Therefore, taken six cities (county) in central area of Jilin Province as the re⁃
search area, with 340 households visited in the research as the foundation, the logit model was built to explore the
factors of farmers' land outflow willingness, microcosmic reas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ural
land outflow in Jilin Province was not strong and it was influenced significantly by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farmland,
perfection of farmland system,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rural areas. Rea⁃
sonable suggestions of the reasonable transfer of r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s we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re⁃
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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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改革是从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开始的，新形势下也势必要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

的关系作为主线。我国现阶段 2.3亿土地承包户

当中将近 6 600万农户即三分之一的土地进行土

地流转，这为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提供了十

分有利的条件。而作为土地经营和流转的主要参

与者，对此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土地流转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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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决策主体。因此，深入分析农户对土地流转的

愿望和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具

有重要意义。

关于土地流转国外和国内的研究相差很大，

国外很多国家的研究并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概念，大多实行土地私有制，关于土地流转方

面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本文主要以国内的相关

研究作为参考。国内学者关于土地流转的研究很

多：李文政 [1]对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进

行分析，指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主要有提高农业

比较收益需要、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需要、参

与国际农业竞争需要、合理利用和保护耕地需要

等方面原因。陈锡文等 [2]指出，在土地流转的过

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导致该项工作在落实推进过

程中遇到阻力，如违背农民的意愿、不顾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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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等。郭晓鸣等 [3-5]提出政府的过多干预和不

明确的土地产权所有是阻碍土地流转顺利推进的

主要原因。韩星焕等 [6]利用吉林省 6个市（县）的

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年龄、受教育

程度、种植业收入比重和土地流转年限影响农户

的土地流转意愿，并且不同因素对于农户土地转

入和转出行为存在差异。卿国等 [5]认为农户的主

要收入来源、非农收入的比重、农户对现行制度

的满意程度是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并

对此提出了加大政策力度、提高土地流转价格、

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等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国内学者大多集中在土

地制度、流转的动因、影响因素及农户土地流转

意愿等方面的研究。“土地流出”问题是当前土地

流转的症结所在，因此本文着重对影响农户土地

流出意愿的原因进行分析，探究阻碍土地流出的

因素，文中提及的土地流转仅代表土地流出。对

于土地流转意愿方面的研究，众多学者对于农户

内部因素的研究已经很成熟，本文在借鉴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着重对外部环境、制度影响等农户

外部因素进行探讨研究。

1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吉林省中部地区的吉林、

桦甸、德惠、舒兰、长春、东辽 6个市（县）农户进行

有针对性的调研。本次共发放 370份调查问卷，

经筛选有效问卷 340份，有效率为 91.9%。从统计

数据看，所调查的 340个农户样本中有 107户将土

地流出，占总数 31.47%；流入土地的农户共有 145
户，占总数的 42.65%；未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户有

88户，占总数的 25.88%。对于土地流出意愿的调

查数据看出，调研样本中只有 42.9%的农户愿意

将自己手中的土地流转出去，而有一半还多的农

户表示不愿意转出土地，占总数的 57.8%。
本文研究的是农户土地流出意愿情况，受多

重因素影响，有“愿意”和“不愿意”两种情况。所

以本文选用 logit回归模型对农户土地流出意愿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Logit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Pi = E（Y = |1 Yi）= 1
1 + c-Yi

Pi是指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意愿的概率。

假设：E（Y = |1 Yi）代表给出一个 Yi,农户愿意

进行土地流转的概率。

另外再假设：

Yi = β0 + β1X1 + β1X1 + β2X2 + …… + βiXi

( )i = 1,2,3,……,n
且 e-yi = 1 - Pi

Pi
，则有 ln 1 - Pi

Pi
= Yi

文中 βi代表模型中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Xi代表各个影响因素，本文引入 14个解释变量：

农户年龄用 X1表示；文化程度用 X2表示；家庭人

口数量用 X3 表示；家庭土地承包地面积用 X4 表
示；家庭农业收入用 X5表示；对土地的依赖程度

用 X6表示；是否进行过土地流转用 X7；政策了解

程度用 X8表示；农户对现行土地流转政策的满意

程度用 X9表示；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地租以 X10表
示；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用家庭外出劳动力人

数来表示）用 X11表示；外部就业条件（当农户流转

土地之后有工作或者是稳定的收入来源时转出土

地的意愿）用 X12表示；农地制度完善程度用 X13表
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水平（以调查样本农户参

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否表示）用 X14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对以上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剔除非显著性影

响因素，最终选取因变量农户的年龄 X1、家庭农

业收入 X5、对土地的依赖程度 X6、农户对土地政

策的满意度 X9、农地交易费用即地租 X10、劳动力

转移情况 X11、外部就业条件 X12、农地制度完善情

况 X13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X14等 9个变量，得到

回归结果及有关评价指标如表 1。
首先关注的是农地交易费用这一变量，对农

户转出意愿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Sig. =
0.008），反映出土地流转的租金以及农户转出土

地后得到补偿多少的重要性，从吉林省 2004年取

消农业税，到 2008年实施收储政策以来，农业补

贴力度加大，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强，土地这一基

本生产要素随着农产品市场价格拉动，导致地租

增加，因此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地租这一变量

对于农户是否转出土地具有重要的影响；外部就

业条件这一变量对于农户流出土地也十分显著

（Sig.=0.004），农民流转出土地以后有处可去，农

户才会更愿意流转土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如何实现农地流转过程的可持续，加快推进土地

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生产的过程，是受

工业化进程约束的，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必然会出

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这部分劳动力如何转

移、转移去哪儿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农民决

定是否转出土地、离土又离乡的关键；另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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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户转出土地意愿有正相

关的显著性影响（Sig.=0.000），反映出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一定推进作用，在

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土地的保障功能，增强农户主

动流转土地的动力。

其次，农户年龄、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对土地

流转政策的满意度和农地制度完善程度这三个变

量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年龄（Sig.=0.042）这
个变量，回归系数为正，反映出农户年龄越大，由

于体力等原因无法经营土地，倾向于将土地流转

出去，而年龄较小的农户，由于有体力具有一定

的经营理念，则愿意保持手中的土地或者转入一

定数量的土地，继续进行农业生产，这对有针对

性地开展土地流转推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农

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Sig.=0.038）这一变量中，农

户的生活越依赖于土地，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就

越薄弱，说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是

密不可分的，推进农地流转的过程中，只有农民

不再将土地生产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时，土地流

转才能快速地开展下去，因此实现经济的快速发

展，实现农村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是降低农民

对土地依赖性、加快土地流转的重要途径；农户

对土地流转政策的满意度（Sig.=0.033）、农地制度

完善情况（Sig.=0.048）也具有一定的显著性，反映

出在制定土地流转政策与制度时，政策、制度越

完善农户越满意，流转意愿越强，土地流转进行

的就会越顺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在土地

流转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政策、制度的建立具

有极大的引导作用。

此外，农户家庭农业收入比重与劳动力转移

情况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家庭农业收

入与土地流转意愿成反比，而劳动力转移人数与

农户土地流出意愿成正比，说明当农业收入如果

已经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时，农民对农业或

者说是土地的依赖性降低时，土地流转的幅度会

大大加快，而通过加快农村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

转移也是开展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总而言之，

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以及合理快速转移农村劳

动力是加快农地流转速度的重要途径。

表1 农户土地流出意愿影响因素的 logistic回归结果

变量

年龄 X1
家庭农业收入 X5
对土地的依赖程度 X6
农户对土地政策的满意度 X9
农地交易费用即地租 X10
劳动力转移情况 X11
外部就业条件 X12
农地制度完善情况 X13
农村社会保制度 X14
常量

注：*代表估计量在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代表估计量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估计量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回归系数

0.021**
-0.795*
-0.384**
1.914**
1.019***
0.889*
0.934***
0.797**
0.039***
-5.861

标准误差

0.007
0.439
0.442
0.900
0.381
0.096
0.325
0.404
0.027
1.801

显著性水平

0.042
0.070
0.038
0.033
0.008
0.058
0.004
0.048
0.000
0.001

3 结 论

本文将吉林省中部地区作为研究样本，通过

对影响农户土地流出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进行实证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吉林省农户土地流出

意愿薄弱。在调研的 340个农户中，愿意流出土

地的农户仅占样本总数的 42.9%。其二，外部因

素对土地流出意愿影响显著。农户虽然是土地流

转的主体，但是自身方面的原因只是决定土地流

转意愿的一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农地制度、农地

交易成本、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的外部

制度环境因素，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保

障制度和外部就业条件。

4 对策与建议

4.1 严格遵循土地流转的三原则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生活的基本利

益保障 [7]。在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过程中，

要始终坚持土地流转的三原则，即：依法、自愿、

有偿。依法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有序进行，必

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尊重农民意愿，积

极示范，正确引导。政府引导农地流转是好事，

但不能人为地确定指标速度，有悖于事物发展的

客观规律，应该正确引导，增强农民流转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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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

4.2 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价格机制，保障农户利

益

土地经营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流通，因此

其具有一般商品的属性，作为商品流通的土地经

营权价格也就是市场价格。土地转出方和转入方

都是经济中的“理性人”，土地转出方想获取更多

的转出收入即地租，而土地的转入方想尽量压低

价格减少生产成本，因此建立完善的土地价格评

估市场体系和合理的流转价格调节机制，确定合

理的流转价格，保证流转双方的利益均衡，土地

流转才能有序地开展下去 [8-9]。

4.3 完善土地流转的外部经济和制度环境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是农地流转的主要制约因

素，这主要取决于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调查

发现大多数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即使离开土地

也只是暂时的，转出土地的年限多为一年一转

出，严重限制了土地转入者的生产要素投入，限

制规模经营。这主要是农民担心离开土地之后无

处可去，失去生活来源，因此对于农村剩余劳动

力如何转移、转移去何处、就业条件如何等外部

经济环境是开展土地流转的关键。另外，建立合

理、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是解决农民后顾

之忧的有效手段，让农民放心、积极地流转土地。

实现规模化经营是具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

需要转移大量的劳动力以及为这些劳动力的转移

安排合理的就业空间，但现阶段还不具备这种能

力，因此小农经营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能忽视国情、省情，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

从高度细碎化农业转化为规模化生产需要一个漫

长的转化过程。但是在此过程中无论采用何种方

式，都应该把农户利益放在首位，正确处理农户

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尊重农民意愿，合理推进土

地流转，早日实现农村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实现农业发展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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