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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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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一方面使得农户
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对农业收入的依赖降低，2013年达到
45.30%，首次超过经营性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14）；另
一方面则减缓了我国农业生产“人多地少”的矛盾，为土地流转提供契机。据农业
部统计，截止2014年底，我国农村家庭承包地流转面积达4.03亿亩，流转比例为
30.40%。 
     但与其他国家的土地流转相比，我国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Deininger（2003）
测算出1992年美国的农地流转比例为43%；根据Otsuka（2007）的研究，在20
世纪末期，乌拉圭的农地流转比例为41%、菲律宾为51%、孟加拉国为42%。而
且，相对于农村劳动力流转市场，我国农地流转市场一直处于滞后状态（钟文晶、
罗必良，2013）。 
     因此，如何促进农地流转，是政界和学界一直关心的话题。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①农户教育水平（王
兴稳等，2015）、非农就业（钱忠好，2008；黄祖辉等，2014）等家户特征；②耕
地质量等土地特征（孔祥智等，2010）；③地区经济发展（包宗顺等，2009；王亚运
等，2015）、地权稳定性（黄季焜等，2012；程令国等，2016）、交易成本（罗必
良等，2012）等外部经济环境。 

    然而这些研究没有考察那些未达成流转交易的农户对土地流转的意愿价格。此外，
由于当前农地流转市场的不完善，非市场途径的农地流转是当前农地流转的主要渠道之
一，而非市场途径的农地流转价格往往低于市场流转价格，使得已经发生农地转出的农
户，其意愿价格往往高于实际转出价格。调查数据显示，对已经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来
说，高达81.48%的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受偿价格高于其实际流转价格。 
    因此，分析农户土地转出（转入）的意愿价格，对意愿转入（转出）土地的农户来
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促进土地流转具有重要意义。 



图1  WTA和WTP频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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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元/亩=5；>1000元/亩=6。 



什么原因造成农户WTA和WTP存在明显的差距？ 

    有部分研究对同一农户WTA和WTP存在差异的原因做出了解释。张成玉（2013）
认为土地转出和转入给农户带来效用的差异造成其意愿价格的不同。钟文晶和罗必良
（2013）则认为农户土地流转具有人格依赖性、生存依赖性、情感依赖性以及流转对象
依赖性导致农户存在禀赋效应（WTA/WTP），抑制了土地流转。 

    尚未有研究对导致不同农户的WTA和WTP存在差异的原因做出解释。因此，分析
不同农户的WTA和WTP差异及导致其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是本研究的重点。 

    此外，现有研究往往较少关注种粮目的分化的客观现实，但是不同种粮目的会使农户
衡量农地收益的方式产生差异，进而影响农地流转意愿价格。因此，将农户种粮目的分
化纳入到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中非常必要。 



理论及
假说 



种粮目的分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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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洋（2000）认为农户间的异质性是土地流转的前提条件。钟文晶和罗必良（2013）
的研究将种粮目的分为“自用”和“销售”。但是调查数据显示，65.86%的农户有销售
水稻，而此类农户的耕地规模大小不一，如果简单地将此类农户的种粮目的归结为“销
售”粮食，则不能很好地反映农户间的内在差异。 
    当粮食生产在满足家庭口粮需求之后存在剩余时，农户种粮目的就会出现差异：①部分
农户因年迈体弱、对农业收入依赖小等原因，种粮主要为了满足口粮，此时农户种粮以满
足口粮为主；②有些农户由于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较多等原因，从事农业是其就业的一种
方式，对土地的依赖强，此时农户种粮以增加收入和维持就业为主；③还有一些农户因拥
有大型农业机械等原因，由于资产专用性和种粮能力的增强，促使其通过扩大土地规模来
降低单位成本，此时农户种粮以追求利润为主。 

    政策对农户种粮目的分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①政府不断放松农民进城务工的限制，使
得农村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增加，对农业收入的依赖逐渐减小，离农或兼业类型的农户增多；
②随着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和粮食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粮食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都与
市场对接，使得农户种粮不再以满足口粮需求为主，而且农户口粮也可以通过市场获得（翁
贞林，2008）。此外，随着“杂交水稻”等农业技术的突破，粮食单产不断增加，农户用
较少的土地就能满足口粮需求，在处置口粮田外的剩余土地的问题上，种粮目的出现分化。 

 



理论逻辑：种粮目的分化与不同农户的意愿价格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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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PART THREE 
种粮目的 具体情况 WTA与P的比较 WTP与P的比较 

满足口粮 

粮食产量＜口粮需求 WTA＞P 不确定 

粮食产量＝口粮需求 WTA＞P WTP＜P 

粮食产量＞口粮需求 不确定 WTP＜P 

追求收入 - WTA＞P 不确定 
追求利润 - WTA＞P 不确定 

表1  种粮目的分化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价格 

    根据调查数据，将已经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的实际流转价格P按照意愿价格的6个档次进行转换，
分别比较P与WTA和WTP的大小。分析发现：在P与WTA的比较中，高达81.48%的农户WTA＞P，
有16.40%的农户WTA=P，仅有2.12%的农户WTA＜P；在P与WTP的比较中，有24.87%的农户
WTP＜P，有52.91%的农户WTP=P，有22.22%的农户WTP＞P。说明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价格与
P存在差异是普遍现象，尤其是WTA与P的差异，印证了表1的分析。 

 



理论逻辑：种粮目的分化与不同农户的意愿价格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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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PART THREE 

（1） 

（2） 

（3） 

（4） 

s.t
. 

 对于以满足口粮、增加收入和追求利润为主的农户来说，WTA呈递减趋势。 

  

          



理论逻辑：种粮目的分化与不同农户的意愿价格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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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PART THREE 

• 以满足口粮为主的农户往往不愿转入土地，而以追求收入和利润为主的农
户则有可能转入土地，因此，此类农户的WTP应该低于其它两类农户。 

• 以增加收入为主的农户是否转入土地，需要依据其家庭特征，如农业劳动
力人数较多，其土地转入意愿也较强，此类农户的WTP不低于以满足口粮
为主农户的WTP。 

• 以追求利润为主的农户往往由于拥有大型农业机械或土地规模较大等因素，
为降低粮食生产的单位成本，其土地转入意愿应该最强，此类农户的WTP
应高于其它两类农户的WTP。 

 
 对于以满足口粮、增加收入和追求利润为主的农户来说，WTP呈递增趋势。 



研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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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PART THREE 

• 户主特征：户主年龄越高和户主身体越健康对WTA和WTP都有负向影响。 

 
• 家庭特征：农业劳动力人数越多、经济作物收入占种植业收入比越高和家

庭拥有大型农机对WTA和WTP都有正向影响；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非
农收入比越高对WTA和WTP都有负向影响。 

 
• 土地特征：冷浸田面积比越高对WTA和WTP都有负向影响，耕地面积越大

对WTA和WTP都有正向影响。 



数据及
模型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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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地点湖南醴陵市和南县、湖北公安县和监利县、江西新建县、安徽桐城市，广东茂名市，
一共5个省，7个县（市），每个县（市）选取一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两个村，每个村选取30
个依然种植水稻的农户进行调查，获得共计454农户调查数据。在剔除数据缺失样本14户后，最
终获得有效样本440户，样本有效率为96.92%。为进行跟踪研究，这些调查地点和样本选取
考虑了研究者在2009年所做的农户调查，在调研中尽量对2009被调查农户进行了回访，已经不
再种地或因各种原因不能接受调查的农户采用其他农户调查进行补充，湖南南县、湖北公安和茂
名为新调查区域。 

     所有被调查的农户中，户主平均年龄为57.65岁，平均教育年限为7.08年。1）被调查农户
中，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占55.45%，其中，有79户样本农户转出了农地，占17.95%，有
165样本户农户转入了农地，占37.50%。2）农地转入的来源中，通过市场途径转入农地的
农户仅占总农地转入户的18.18%，而80%以上的农地转入户通过亲戚朋友间转入或无偿使
用本村人农地等非市场途径获得农地。3）实际发生的农地流转价格中，最低的农地流转价格
为0元/亩，最高为810元/亩，平均流转价格为170元/亩，价格差异较大。4）调查的农户中，
种粮户绝大部分都是本地农户，外包户数量少，只有8户，仅占1.82%。 实际发生的农地流转
价格包括市场途径和非市场途径流转农地的价格。 

 
 



模型及变量选择 

16 

    Kim et al.（2008）认为将意愿价格分档赋值能更准确的反映人的意愿价格，因此本次调
查的农户意愿价格分成六档赋值，并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意愿价格的变量进
行回归分析。 



模型及变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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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及稳
健检验 



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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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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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户主特征。对WTA的影响：户主年龄和户主身体状况都对WTA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可
能由于户主年龄总体偏老龄化和户主身体状况较差导致。对WTP的影响：不管是否控制地区变
量，户主年龄和户主身体状况都对WTP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户主年龄越高和户主身体越健
康显著降低了农户农地转入的意愿，使得WTP变小，且此影响具有普遍性。  

（2）家庭特征。对WTA的影响：①不管是否控制地区变量，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对WTA都有显
著正向影响，表明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越多，种粮越可能以增加收入和维持就业为主，对农地的
依赖越强，越不愿转出农地，导致WTA变大。 ②不管是否控制地区变量，家庭是否有大型农业机
械对WTA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拥有大型农业机械的家庭，由于资产专用性，对农地的依赖更
强，不愿转出农地，导致WTA变大。此外，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非农收入比都对WTA没有显
著的影响，经济作物收入占种植业收入比对WTA有显著正向影响。 
    对WTP的影响， ①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对WTP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农业劳动力人数越多，
为增加家庭收入，转入农地的意愿增强，导致WTP变大。 ②家庭是否有大型农业机械对WTP有
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拥有大型农业机械的农户，种粮更多以追求利润为主，为降低种粮的单位成
本，农地转入意愿增强，导致WTP变大。此外，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非农收入比对WTP都有
显著负向影响，经济作物收入占种植业收入比对WTP都有显著正向影响。 

（3）农地特征。对WTA的影响：冷浸田面积比对WTA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冷浸田面积比越高，
农地整体质量越差，倾向于转出质量较差的农地，导致WTA变小。对WTP的影响：耕地面积对
WTP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耕地面积越大，越容易获得农地规模效应，种粮越有可能以增加收入或
追求利润为主，农地转入意愿增强，导致WTP变大。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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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调研中，遇到一部分农户既不愿意转出农地也不愿意转入农地，此类农户的意愿价
格表现为：WTA＞1000元/亩，在此价格下，意愿转出农地为0亩；同时，WTP＜100元
/亩，在此价格下，意愿转入农地为0亩。在样本农户中，此类农户有86户，占19.55%。
对于不愿流转农地的农户，将意愿价格分档可能不能很准确地反映其实际意愿价格。因此，
为了检验此类农户是否影响回归估计结果，本文将剔除此类农户（剩余354户）的调查数据
做稳健性检验（见表4）。 

    在控制了不愿流转农地的农户的影响后，模型估计的结果基本与表3相吻合，表明模型的估计
结果整体上是稳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了地区变量之后，即模型（7）和（8），户主年龄
对WTA和WTP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假说1一致。表明户主年龄越高，劳动能力的越弱，
种粮更多以满足口粮为主，农地转出意愿越强。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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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户主年龄越高使得农户种粮越可能以满足口粮为主，农地转出意愿越强，WTA和
WTP都变小，而且此种影响具有普遍性。户主身体状况、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
非农收入比越高都促使农户种粮以满足口粮为主。上述四个影响因素中，都使得农户
WTP变小，说明以满足口粮为主的农户，往往不愿转入农地。 

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越多，使得农户种粮越可能以增加收入和维持就业为主，对农地
的依赖增强，为增加家庭收入，农地转入意愿越强，使得WTA和WTP都变大，而
且此种影响也具有普遍性。家庭经济作物收入占种植业收入比越高，同样使得农户种
粮以增加收入为主，不愿转出农地，导致WTA变大，但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拥有大型农业机械的农户，由于资产专用性，种粮更多以追求利润为主，对农地的依
赖增强，不愿转出农地，导致WTA变大；同时，也倾向于转入更多的农地来降低粮
食生产的单位成本，农地转入意愿增强，导致WTP也变大，此种影响同样具有普遍
性。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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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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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年龄对WTA和WTP的负向影响都具有普遍性，能促使农户种粮以满足口粮为
主，农地转出意愿较强。对于当前农业机械化和种粮技术的不断提高，满足农户口粮
所需要的农地也越来越少，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有利于种粮以满足口粮为主的农
户将闲余的农地流转出去。 

农业劳动力人数对WTA和WTP的正向影响同样具有普遍性，使得农户种粮更多增加
收入和维持就业为主，虽然这类农户对农地依赖较强，但是通过为农户创造更多的非
农就业机会，降低其对农地的依赖，也有利于农地的转出。 

拥有大型农业机械的农户都显著提高WTA和WTP，此类农户种粮更多以追求利润为
主，适当提高大型农业机械购买补贴，让更多的农户能购买大型农业机械，有利于提

高农户种粮积极性，促进农地转入。   



主要问题 

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