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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土地流转包括流入和流出两个方面,但由于老年人是一个脆弱人群,对于高强度的农业生产劳动往往难以胜任,调研中也发现老

年人愿意流入土地、多种田地的占比很少,因此本文所述的土地流转意愿,是指农村老年人的土地转出意愿.

适度规模经营何以可能?
———基于农村老年人土地流转意愿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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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全国１２个省３６个县１１０４份基层调查数据,采用二元 Logistic回归模

型,从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的角度考察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可能性及其实现路径.结果

表明:４７％的农村老年人愿意转出土地,健康状况与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关系.
由此得出:适度规模经营是可能的;优先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问题,是促进农村老

年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第一步,而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土地流转收益,才

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流转土地经营权;改善农村代际关系、提高土地流转价格,将对促进农

村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起到积极作用;优先促进７０岁以上且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村

老年人转出土地,积极促进距离县城较近的农村老年人转出土地,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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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农业生产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土地细碎化;二是劳动力老龄化[１].这严重阻碍了

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尽快改变农村小农经营的格局,建立适度规模经营的现代农

业,成为应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增收问题的根本出路[２].农村老年人的土地转出

意愿① ,对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起着关键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土地流转的实质是经营权流转[３],而当

前的农村土地主要由老年人在经营;第二,自愿流转是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原则,老年人的土地流转

意愿不仅决定土地流转能否实现,也决定土地流转效率.那么,农村老年人愿意流转土地吗? 土地流

转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不愿意流转土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国内关于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而关于土地流转意愿的研究则始于２１世

纪初,主要集中在:有多少农民愿意流转土地? 土地流转包括流入(需求方)与流出(供给方)两个方

面,长期以来农地流转市场需求大于供给[４],只要农户愿意转包土地,总能找到愿意承租的人[５].钱

文荣对浙江的研究表明,农民不愿意流转土地占４６．７％、流入土地占２４．８％、流出土地占２２．５％[６].
乐章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流出意愿还是流入意愿,不愿意的农民均占绝大多数(８０．２％)[３].徐美银等

对发达地区的研究表明,平均３８．４％的农民愿意流出土地[７].李浩等对黑龙江的研究表明,农民总体

土地流转意愿为４７．３％,部分地区高达８０．０％[８].
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土地因素;二是农民因素;三是市场因素;四是环境

因素.基于土地和市场因素的研究表明,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９]和过高的交易成本[１０Ｇ１１]是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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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基于农民和环境因素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个体特征差

异[３,１２Ｇ１９]、家庭资源禀赋差异[２０Ｇ２１]、区域环境差异[１３]以及社会保障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１５Ｇ１６].
土地流转价格和养老金水平是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衡量指标,它们如何影响农民的土地流转

意愿,还缺乏充分的研究.
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结构性差异的研究比较丰富.农民分化已成为普遍现象,从农民分化的角

度分析土地流转意愿具有重要意义.徐美银从农民阶层分化角度[７]、陈会广等从农村妇女职业分化

角度[１７],分析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也有文献从农户而非农民的角度,分析他们的土地流转意

愿[６,１５,１８Ｇ１９].农民的分化不仅表现在阶层分化和职业分化,还体现在人群的分化,如中青年人群和老

年人群.大批青壮年农民常年外出打工或迁居城市,大量老年人留守农村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但
鲜有针对农村老年人土地流转意愿的研究.

有学者对农民不愿意流转土地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如果说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反映了农

民土地流转意愿的“需求侧”问题;那么,农民不愿意流转土地的背后原因,则反映了“供给侧”问题.
乐章利用２００９年全国１０个省份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对土地流转意愿(流出和流入意愿)的认识,
认为“常年外出务工没人种地”“自家人要靠它吃饭”和“土地抛荒可惜”分别是农民希望流出土地、不
希望流出土地和希望流入土地的首要原因[３].但这样的解释显然不够深入.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在很多方面应进一步展开:一是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动态把握不足,大多

数研究所用调研数据来自２０１１年之前[３,７,２０Ｇ２３];二是对农村老年人的土地流转意愿关注不够;三是局

部性研究较多,全国性的研究较少.本文利用２０１６年全国１２个省的调查数据,分析农村老年人的土

地流转意愿及背后的原因,以期为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提供经验证据.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１．数据来源及基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自２０１６年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组织的全国１２个省３６个县的“农村

老年人养老保障现状与期望”调查.调查按照分层随机抽样原则,首先,根据该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情

况,选择代表性省份.其中,东部地区三个省(山东、福建、江苏),中部地区四个省(湖北、河南、山西、
安徽),西部地区五个省(广西、贵州、甘肃、四川、陕西);其次,再按照分层随机抽样原则,在每个省抽

取３个县,每个县抽取一个行政村和自然村;最后,按照等距随机抽样方式,选择被调查农户,为了解

决一个家庭有多位老年人时的随机性问题,以生日最接近调查日期的老年人作为访问对象.共发放

调查问卷１５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１０４份.调查样本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项目 类别 频数 占比/％ 项目 类别 频数 占比/％

性别
男 ５８０ ５２．５

干部身份
一般群众 ９５８ ８７．２

女 ５２４ ４７．５ 村干部 １４１ １２．８

教育年限

没上过学 ４０９ ３７．１ 完全能够 ７７ ７．０
１~５年 ４５３ ４１．０ 健康状况 能干大部分 ２４２ ２１．９
６~９年 １９８ １７．９ (农业劳动能力) 能干少部分 ３６８ ３３．４

１０~１２年 ３０ ２．７ 几乎干不动 ２８２ ２５．６
１３年以上 １４ １．３ 不能劳动 １３４ １２．１

分组年龄

６０~６９岁 ５７７ ５２．３
所在地区

东部地区 ３８１ ３４．５
７０~７９岁 ４０１ ３６．３ 中部地区 ５５８ ５０．５
８０及以上 １２６ １１．４ 西部地区 １６５ １４．９

　　２．研究假说与变量选择

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和行为,有两种理论解释:一是生存理性;二是经济理性.SCOTT的“生存

伦理”认为,“安全第一”和极力“规避风险”是支配农民经济行为的主要动机[２４].农民的经济理性得

到了更多学者的支持.SCHULTZ指出,农民作为“经济人”的决策能力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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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２５].POPKIN也指出,农民是非常理性的,他们总是在权衡长期和短期利益之后,做出合理的抉

择[２６].其实,农民的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并不冲突,对于任何人来说,生存都是第一位的,农民也不

例外.农民会在考虑生存问题的基础上,做出符合他们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农村老年人的生存理性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经济行为会基于老年生活是否有合理的安全预期而

做出.合理的安全预期,主要来自基于自身条件的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水平;经济理性主要体现在他

们的经济行为,是否能够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最大化.从土地流转角度看,农村老年人是否愿意流转

土地,首先会考虑他们的基本生活是否严重依赖土地、自身是否有能力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在
此基础上,他们会考虑农业收益和土地流转收益.

对于兼顾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农村老年人而言,家庭保障水平越高,他们的安全预期就越好,
就越可能愿意转出土地,家庭保障主要体现在子女数量、家庭规模、家庭存款和代际关系;社会保障水

平越高,农村老年人越可能愿意转出土地[７];土地收益对农村老年人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可能是复杂

的.种植收入越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年龄较低的老年人耕种的土地较多;另一种可能是种植经济

作物而非粮食作物.这两种原因皆有可能在经济理性驱使下导致他们不愿意转出土地.按照当前的

农业补贴政策,流转土地并不会减少补贴收入,但补贴收入却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水平,因
此转移收入越高,老年人可能越愿意转出土地.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土地流转价格越高,农村老年

人可能越愿意转出土地.
不同的农村区位特征,包括所在地区、村经济发展水平、村地理环境、家庭耕地面积①以及村庄离

县城的距离,均可能对农村老年人的土地流转意愿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和平原地区往

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老年社会福利水平也较高,他们后顾之忧则较少、休闲娱乐设施较多,可能

更愿意流转土地;家庭耕地面积的多寡,预示着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强度高低,家庭耕地面积越多

的老年人,可能更愿意流转土地;村庄距离县城的距离越近,非农就业机会和休闲娱乐设施较多,这会

激励农村老年人流转土地.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子女数越多、家庭规模越大、代际关系越好、家庭存款越多、家庭耕地面积越多的农村老

年人,越愿意转出土地;养老保险水平越高,农村老年人越愿意转出土地.
假设２:种植收入越低的农村老年人,越可能愿意转出土地;补贴收入越多和土地流转价格越高,

农村老年人越愿意转出土地.
假设３:东部地区、村经济发展水平越好、平原地区、村庄离县城距离越近的农村老年人,越愿意

转出土地.
已有研究表明,农民的性别、年龄[３]、文化程度[１８]、健康状况[２７],对土地流转意愿有显著影响;而

村干部是农村的精英,他们不仅善于管理村民,也可能精于农业耕作而带来更多农业收入,进而产生

土地转出意愿的差异.因此,本文把它们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变量选择见表２.

３．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农村老年人的土地流转意愿操作化为“您愿意把您的土地承包给他人耕种吗?”答案为:愿
意＝１;不愿意＝０.因变量是一个二分类变量,采用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加以分析.模型设定

如下:

Yi＝α＋βFamilySupportsi＋γSocialSecurityi＋δLandBenefitsi＋
θLocationCharacteristici＋μIndividualCharacteristicsi＋εi

其中,Yi代表农村老年人的土地转出意愿.FamilySupports是家庭保障变量,包括儿子数量、
女儿数量、家庭规模②、家庭存款、代际关系和家庭耕地面积;SocialSecurity 是社会保障变量,指养老

６４１

①

②

家庭耕地面积,既是区位特征的反映,也是家庭保障的重要基础,因为传统保障实质就是基于土地保障基础上的家庭保障.
值得说明的是,家庭规模与子女数,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因为还存在分家问题.子女数量与家庭规模的相关分析表明,女儿数

量、儿子数量与家庭规模的相关系数仅为０．０４８和０．０８８,相关性十分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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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LandBenefits是土地收益变量,包括种植收入、转移收入和土地流转价格;LocationCharacterＧ
istics是区位特征因素,包括所在地区、地理环境、村经济情况和村庄离县城的距离;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是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分组年龄、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和干部身份.β、γ、δ、θ、μ
分别代表家庭保障、养老保险、土地收益、区位特征和个体特征变量的待估计系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表２　变量选择及其统计描述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与赋值
最大
值

最小
值

均值
(注)

标准
差

因变量 土地流转意愿
您愿意把您的土地承包给他人耕种吗? 愿意＝１;不愿
意＝０

１ ０ ０．４６ ０．４９

家庭保障与
社会保障因素

儿子数量 实际数量 ６ ０ １．６３ ０．９７
女儿数量 实际数量 ６ ０ １．３５ １．０６
家庭规模 家中吃住在一起的实际人数 ９ １ ２．６６ １．６７

家庭存款/万元
１万及以下＝１;(１,３]＝２;(３,５]＝３;(５,７]＝４;
(７,９]＝５;(９,１１]＝６;１１万以上＝７

７ １ ２．２５ １．５０

代际关系 老年人与儿子、儿媳、女儿和女婿关系的公因子 ３．８４ －１．９ ０．００ １．００
耕地面积/亩 实际田地 ３０．０ ０．２ ４．８６ ４．３６
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金额:３００元以上＝１;３００元以下＝０ １ ０ ０．０６ ０．２３

土地收益因素

种植收入/元 种植业收入每年有多少钱 ８００ ０ ６５．９ １０４．３
补贴收入/元 补贴和转移收入每年有多少 ７００ ０ ３３．９ ６３．９
流转价格 土地转由他人经营,一亩地是多少钱 ２０００ ０ ６３６ ４０７．８

区位特征因素

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１;其他地区＝０ １ ０ ０．３４ ０．４７
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１;其他地区＝０ １ ０ ０．５０ ０．５０
地理环境 平原＝１;山区或丘陵等＝０ １ ０ ０．５４ ０．４９

村经济情况
很富裕＝１;比较富裕＝２;一般＝３;比较贫穷＝４;非常
贫穷＝５

５ １ ３．０２ ０．６１

离县城距离/千米
您所在村距离县城有多远:(０,５]＝１;(５,１０]＝２;
(１０,２０]＝３;(２０,３０]＝４;３０千米以上＝５

５ １ ３．３３ １．２７

个体特征因素

性 别 男＝１;女＝０ １ ０ ０．５３ ０．５０
分组年龄 [６０,６９]＝１;[７０,７９]＝２;８０岁及以上＝３ ３ １ １．５９ ０．６９
教育年限 上学的实际年数 １４ ０ ３．０４ ３．１６

健康状况
能否参加繁重的农业劳动:完全能够 ＝１;能干大部
分＝２;能干少部分＝３;几乎干不动＝４;不能参加农业
劳动＝５

５ １ ３．１４ １．１１

干部身份 您是否或曾经担任过村干部? 是＝１;否＝０ １ ０ ０．１３ ０．３４
　注:分类变量计算均值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这里只是用于反映该指标的基本分布.年龄均值为６９．９岁.

　　三、实证结果分析

　　１．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的水平

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有４７．０％的老年人希望把土地承包给别人耕种.这一统计结果与李浩等

对黑龙江的研究结果极为接近,即４７．３％的农民愿意流转土地[８].这说明,虽然不希望转出土地的老

年人仍然占多数,但希望把土地承包给别人耕种的老年人比例已相当高,因为２０１０年之前的经验研

究表明,农民不愿意流转土地的达到了８０．２％[３].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坚持自愿原则,而又有相当多的

老年人愿意转出土地,这为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也意味着适度规模经营是可

能的.
农业生产属于体力型劳动,老年人的土地转出意愿,首先取决于他们的劳动能力.随着劳动能力

的下降,愿意转出土地的老年人所占比例呈明显增加趋势.卡方检验结果(P＜０．００１)表明,这种趋

势在总体中是普遍存在的.这与 KALWIJ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老年人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增加而下

降,本质上是因其健康状况下降引起的[２８].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口老龄化发展以及农村老年人健

康状况的恶化,意味着促进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又是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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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农村老年人的土地转出意愿 ％

土地转出意愿　　　　
健康状况(农业劳动能力)

完全能够 能干大部分 能干少部分 几乎干不动 无法劳动 合计

不愿意
行 １０．７ ２６．９ ３４．２ １８．６ ９．６ １００．０

愿意

列 ７８．８ ６６．３ ５４．２ ３８．１ ４２．９ ５３．０
行 ３．２ １５．５ ３２．７ ３４．２ １４．４ １００．０
列 ２１．２ ３３．７ ４５．８ ６１．９ ５７．１ ４７．０

合计
行 ７．２ ２１．５ ３３．６ ２５．９ １１．８ １００．０
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注:Pearson卡方值＝７４．１１２,df＝４,P＜０．００１.

　　２．不同年龄分组老年人的土地流转意愿

经验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变差[２９].因此,年龄越大的农村老年人

将可能更愿意转出土地.从表４可以看出,不同分组年龄中的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存在明显差异,而
且卡方检验结果表明(P＜０．０５),这种差异在总体中客观存在.具体来看,６０~６９岁低龄组不愿转出

土地的农村老年人占绝大多数,而在７０~７９岁年龄组和８０岁以上年龄组,愿意转出土地的农村老年

人占多数.这与杜鹏年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即到７０~７４岁年龄组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有３５．２％,

８０~８４岁年龄组自评健康的降到２０．５％[２９].
表４　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的分组年龄差异 ％

土地转出意愿
年龄分组

６０~６９岁 ７０~７９岁 ８０岁及以上
合计

不愿意
行 ５７．４ ３２．２ １０．４ １００．０
列 ５７．９ ４７．６ ４８．１ ５３．１

愿意
行 ４７．４ ４０．０ １２．６ １００．０
列 ４２．１ ５２．４ ５１．９ ４６．９

　　　　　　合计
行 ５２．８ ３５．８ １１．４ １００．０
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注:Pearson卡方值＝１２．０６１,df＝４,P＜０．０５.

　　３．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不同层面的因素如何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土地流转意愿,本文采用逐步回归

的方法,依次分析个体特征变量、家庭保障与社会保障因素、土地收益因素和区位特征因素如何影响

他们的土地流转意愿.从估计结果看,四个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模型１到模型４(见表５),分
别解释了因变量变异的７．８％、１２．５％、３６．５％和３８．２％.这说明不同层面的解释变量对农村老年人

土地流转意愿的解释力有显著差异.
首先,从个体特征变量来看,农村老年人的土地流转意愿,在分组年龄、健康状况和干部身份三个

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异.相对于６０~６９岁的低龄老年人来说,７０~７９岁以及８０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更

愿意流转土地.其愿意转出土地的概率分别是６０~６９岁年龄组的老年人的１．１倍和１．３倍.健康状

况每下降一个水平,农村老年人愿意转出土地的概率将增加５５．４％.一般群众愿意转出土地的概率

是村干部身份老年人这一概率的１．４倍.性别和教育年限对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缺乏

统计学意义.
其次,从家庭保障和养老保险变量看,家庭规模、家庭存款、代际关系和家庭耕地面积四个变量对

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家庭规模每增加一个,老年人不愿意转出土地的概率将增加

１１．２％.这与假设１不符.可能的解释是,家庭规模大的老年人,他们很可能是农村的种植大户.因

此,土地转出意愿较低.家庭存款越多,农村老年人越愿意转出土地,这与假设１相符.代际关系质

量每提高一个水平,老年人愿意转出土地的概率将增加２３．６％.这与假设１相符.耕地面积越大,农
村老年人越不愿意转出土地,这与假设１不符.这是由于耕地面积大的家庭,往往是６０~６９岁的低

龄老年人在耕种,而这部分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较低.从影响方向看,养老金水平越高,老年人越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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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愿意转出土地,但影响程度有限,可能是因为农村老年人养老金水平普遍较低造成的.儿子数量

和女儿数量对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缺乏统计学意义.
表５　农村老年人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结果

变量
分类

变量
名称

模型１①

β Exp(β)

模型２

β Exp(β)

模型３

β Exp(β)

模型４

β Exp(β)

个体特征
变量

性别 ０．０９９ １．１０４ ０．２７５ １．３１６ ０．４５７∗ １．５７９ ０．４５９∗ １．５８３
７０~７９岁 ０．０９１ １．０９６ ０．０５９ １．０６０ －０．０７１ ０．９３２ －０．０９７ ０．９０８
８０岁以上 ０．２９２ １．３３９ ０．０２９ １．０３０ ０．０８０ １．０８３ ０．０２８ １．０２８
教育年限 ０．０１６ １．０１６ ０．０２０ １．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１．０２１ ０．０２７ １．０２７
健康状况 ０．４４１∗∗∗ １．５５４ ０．４９２∗∗∗ １．６３６ ０．３２０∗∗ １．３７７ ０．３７１∗∗∗ １．４５０
干部身份 －０．３２３∗ ０．７２４ －０．１８７ ０．８２９ －０．４２５ ０．６５４ －０．４００ ０．６７０

家庭保障与
社会保障变量

儿子数量 － － －０．０５８ ０．９４４ －０．０６８ ０．９３４ －０．０５３ ０．９４８
女儿数量 － － －０．０４１ ０．９５９ －０．０５９ ０．９４３ －０．０５１ ０．９５１
家庭规模 － － －０．１０７∗∗ ０．８９９ －０．０１１ ０．９８９ ０．０２４ １．０２４
家庭存款 － － ０．１１９∗∗ １．１２６ ０．０３１ １．０３２ ０．０１９ １．０２０
代际关系 － － ０．２１２∗∗∗ １．２３６ ０．１９４ １．２１４ ０．１４３ １．１５４
耕地面积 － － －０．０８１∗∗∗ ０．９２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０．９８１
养老保险 － －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２

土地收益因素

种植收入 － － － － －０．００３∗ ０．９９７ －０．００２ ０．９９８
补贴收入 － － － － ０．００３∗ １．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１．００３
流转价格 － － － － ０．００５∗∗∗ １．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１．００５

区位特征
变量

东部地区 － － － － － － －０．０７０ ０．９３３
中部地区 － － － － － － ０．０９６ １．１０１
地理环境 － － － － － － －０．４８６∗ ０．６１５

村经济情况 － － － － － － ０．０８０ １．０８３
离县城距离 － － － － － － －０．２０７∗ ０．８１３

常数项 －１．７５１∗∗∗ ０．１７４ －１．６９６∗∗∗ ０．１８３ －２．２１５∗∗∗ ０．１０９ －１．８２３ ０．１６２

模型拟合
效果

对数似然值 １４５２．１８４ ９３７．６５５ ５５８．８００ ５４３．８４９
显著性水平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伪决定系数 ０．０５８ ０．０９２ ０．２６４ ０．２７６
调整后系数 ０．０７８ ０．１２５ ０．３６５ ０．３８２

　注:∗∗∗ 、∗∗ 和∗ 分别表示变量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所在地区参照项为西部地区;分组年龄参照项为６０~６９
岁组.

　　再次,从土地收益变量看,种植收入、转移收入、土地流转价格三个变量均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土地

转出意愿.种植业收入越多的农村老年人,越不愿意转出土地;转移收入越多和土地流转价格越高的

农村老年人,越愿意转出土地.这与假设２相符.从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看,种植收入每增加一元,
老年人不愿意转出土地的概率将增加０．３％.补贴转移收入每增加一元,老年人愿意转出土地的概率

将增加０．３％.土地流转价格每增加一元,老年人愿意转出土地的概率将增加０．５％.
最后,从区位特征变量看,地理环境和村庄离县城的距离两个变量对农村老年人的土地转出意愿

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山区或丘陵地区而言,平原地区的农村老年人更不愿意转出土地.平原地区的

农村老年人愿意转出土地的概率,是山区或丘陵地区农村老年人这一概率的０．６１５倍.村庄距离县

城的距离每增加一个水平(５千米以上),农村老年人不愿意转出土地的概率将增加２３．０％.所在地

区和村庄经济情况对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缺乏统计学意义.

４．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背后的原因

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反映了具有什么样个体特征、资源禀赋特征以及区位特征

的农村老年人愿意转出土地及其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程度,反映了土地流转的“需求侧”问题,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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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值得说明的是,控制健康状况变量之后,分组年龄对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的显著性(P＜０．０５)影响发生明显变化,进一步的

相关分析(健康状况与分组年龄)表明,分组年龄对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的显著影响,主要是由健康状况的变化引起.但是,
由于健康状况与分组年龄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说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村老年人的土地转出意愿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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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背后的原因,则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反映)反映了土地流转的“供给侧”问题,有助

更加全面的了解农村老年人的土地流转意愿,见表６~表８.
表６　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的主观解释

愿意转出土地的原因

解释　　　　　 观察值 占比/％

不愿意转出土地的原因

解释 观察值 占比/％
种不了那么多 ５５６ ５９．５ 要靠它吃饭 ６２０ ８１．６
投资太高,种地亏本 ５５３ ２０．３ 承包费用太少 ６１９ ４５．９
承包出去更划算 ５４５ ４８．６ 承包时间太长 ６１９ １３．９
其他(请注明) ５５６ ５．９ 耕地被破坏及其他 ６１８ １０．８

　　表６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愿意转出土地的首要原因是“种不了那么多”(５９．５％);其次是

“承包出去更划算”(４８．６％).“种地亏本”并不是老年人转出土地的主要原因,这与调查中老年人回

答“种地亏不了本,能赚一季”的说法相符.老年人不愿意转出土地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要靠它吃

饭”(８１．６％).这印证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的说法,也说明土地保障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基本生活

保障的重要来源.其次,“承包费太少”也是农村老年人不愿意转出土地的重要原因.土地流转价格

显著影响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相一致.担心土地转出承包时间太长、耕地被破坏,不是阻碍老年人土

地转出意愿的主要因素.
表７　农村老年人愿意转出土地原因的年龄分组和地区差异 ％

原因类型　　　　

年龄分组(P＞０．０５)

６０~６９岁 ７０~７９岁 ８０岁以上

所在地区(P＜０．００１)

东部
地区

中部
地区

西部
地区

种不了那么多
是 ５９．９ ６０．２ ５５．６ 是 ５２．０ ６５．２ ６９．８
否 ４０．１ ３９．８ ４４．４ 否 ４８．０ ３４．８ ３０．２

投资太高,种地亏本
是 １８．８ ２０．６ ２５．４ 是 ３２．２ ９．１ ８．３
否 ８１．２ ７９．４ ７４．６ 否 ６７．８ ９０．９ ９１．７

承包出去更划算
是 ５０．２ ４９．０ ４１．９ 是 ６１．１ ３９．５ ３１．８
否 ４９．８ ５１．０ ５８．１ 否 ３８．９ ６０．５ ６８．２

其他(请注明)
是 ９５．０ ９５．３ ９５．６ 是 ９４．０ ９７．１ ９１．４
否 ５．０ ４．７ ４．４ 否 ６．０ ２．９ ８．６

　　表７的统计结果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种不了那么多”是农村老年人愿意转出土地的共

性原因;种地亏本、承包出去更划算,不是农村老年人愿意转出土地的主要原因,这些原因在不同年龄

分组和地区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从卡方检验表明,农村老年人愿意转出土地的分组年龄差异

并不显著(P＞０．０５),而是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P＜０．００１).二是从趋势上看,越是靠近西部地

区,因为“种不了那么多”而愿意转出土地的农村老年人就越多,这与西部地区主要留守且农村耕地相

对越多的事实相符;相反,越是靠近东部地区,因为“承包出去更划算”而愿意转出土地的农村老年人

就越多,这与东部地区农村土地相对较少、土地流转价格相对较高的情况相符.
表８　农村老年人不愿意转出土地原因的年龄分组和地区差异 ％

原因类型　　　　

年龄分组(P＞０．０５)

６０~６９岁 ７０~７９岁 ８０岁以上

所在地区(P＜０．００１)

东部
地区

中部
地区

西部
地区

要靠土地吃饭
是 ８０．４ ８２．６ ８４．３ 是 ７１．６ ８２．３ ８５．１
否 １９．６ １７．４ １５．７ 否 ２８．４ １７．７ １４．９

承包费太少
是 ４５．０ ４８．３ ４２．９ 是 ４８．４ ５０．５ ６２．７
否 ５５．０ ５１．７ ５７．１ 否 ５１．６ ４９．５ ３７．３

承包时间太长
是 １２．０ １５．６ １７．１ 是 ５．５ １９．５ １１．８
否 ８８．０ ８４．４ ８２．９ 否 ９４．５ ８０．５ ８８．２

耕地被破坏等
是 １０．６ １３．２ ４．３ 是 １２．９ ８．７ １３．０
否 ８９．４ ８６．８ ９５．７ 否 ８７．１ ９１．３ ８７．０

　　表８的统计结果表明:一是“要靠它吃饭”而不愿意转出土地的农村老年人占绝对多数,且在年龄

分组和地区之间高度一致.卡方检验表明,农村老年人不愿意转出土地原因的分组年龄差异并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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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P＞０．０５),而地区差异较为显著(P＜０．００１).二是从趋势上看,越是靠近西部地区,因为“要靠它

吃饭”而不愿意转出土地的农村老年人就越多,“承包费太少”也是西部地区农村老年人比东部地区老

年人更不愿意转出土地的重要原因.这说明,土地保障是西部地区农村老年人的重要保障来源,也是

他们不愿意转出土地的重要制约因素.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全国１２个省３６个县１１０４份农村调查数据,从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的角度,实证

分析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可能性及其实现路径,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１)适度规模经营,不仅是可能的,也是亟待解决的战略任务.土地流转是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

前提和基础,当前农村土地经营的主体是老年人,在坚持土地自愿流转的原则之下,农村老年人的土

地转出意愿,对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有着重要影响.实证表明,有接近５０％的农村老年人愿意转出

土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是非常可能的.农业劳动属于重体力

型劳动,农村老年人经营农村耕地的基本前提是健康状况良好.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健康状况恶

化是基本的规律,农村居民慢性病患病率近年来呈明显上升态势[３０],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随着农

村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农村老年人的劳动能力必将大大降低.这意味着如果不加快土地流转,高
强度的农业生产劳动,不仅会损害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权益,还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大大降低,带来土

地资源的浪费.从这个角度来看,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是亟待解决的战略任务.
(２)提高生存保障水平和土地流转收益,是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根本出路.农村老年人的土地流

转决策是理性的,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必须重视他们土地流转决策背后的原因.
实证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愿意转出土地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种不了那么多”(生存理性)和“承包出

去更划算”(经济理性);农村老年人不愿意转出土地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要靠它吃饭”(生存理性)和
“承包费太少”(经济理性).这即是说,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是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背后的真正动机,
其折射出的深层问题是农村老年人基本生存保障的缺失和土地流转收益偏低.这启示人们:优先解

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问题,是促进农村老年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第一步,
而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土地流转收益,才能够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流转土地经营权.因此,加大农村现

代社会保障建设力度,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安全预期;建设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提高农民土地流转收

益,将有助于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的顺利实现.
(３)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应该主次分明,因地制宜.农村老年人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农村

老年人土地流转意愿结构性差异的具体表现.反映家庭保障的核心指标,只有女儿数量、代际关系和

耕地面积对农村老年人的土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女儿数量对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并未起到正

向激励作用.相反,种植收入、转移收入和土地流转价格三个变量,对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均有显著

影响.而且变量标准化之后,土地收益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的综合解释力,明显高于家庭

保障因素对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的解释力,这说明土地收益是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的决定性因

素.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认为:改善农村代际关系、提高土地流转价格、增加老年人转移收入,将对农村

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验起到积极作用.优先促进７０岁以上且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村老年人

流转土地,积极促进距离县城较近农村老年人转出土地,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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