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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户意愿的宅基地复垦影响因素分析
———以忠县为实证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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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确定了基于农户意愿的宅基地复垦影响因素,为重庆市开展宅基地复垦提供科学依据．农户调查主要基于参

与式农村评估法(PRA),对重庆市忠县研究区域３个镇３个村,收集有效问卷１２１份．１２１户农户中,总人口４９５
人．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宅基地复垦的农户意愿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区域因素对农户复垦意愿有正向影

响,距城镇越远,农户复垦意愿越强;② 农户个体特征中性别、职业、户口性质的不同同样影响农户复垦意愿,家

庭非农业人口比重越大,复垦意愿更强烈;③ 同时农户未来生活计划中,有土地流转计划和建房计划的农户大都

不愿进行复垦;④ 住房条件以及农户补偿金状况对农户复垦意愿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住房条件越好,越不愿意

进行复垦;补偿金越高,复垦意愿越强．⑤ 此外,距城镇距离、家庭总收入、农户家庭房屋数量等对农户复垦意愿

具有促进作用,性别、家庭农业收入比重等诸因素是农户复垦意愿的阻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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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耕地质量不高、后备资源不足,农村宅基地复垦为合理

利用土地资源、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１]．复垦是拥有稳定的住所和生活

来源的农民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申请将闲置土地复垦为耕地,做到“先造地后用地”．农村宅基地复垦

的主要类型有:农民新村建设型、空心村整治型、自然小村落合并型、下山脱贫型等４种主要类型．它的研

究是一项综合性研究,中国起步晚、实践少,与国外尚有较大差距．随着国内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建设

目标和建设质量也会随之提高[２]．王崇敏、李旭斌、桑寅等致力于对宅基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研究,提出通过

认定公共利益、完善征收程序以及健全补偿制度来保障征收中的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权益[３－５]．任顺荣、邵玉

翠[１],孔龙、谭向平[６]等致力于宅基地复垦土壤培肥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土壤培肥技术．王谊[７]进行了

重庆市农村宅基地复垦拆除物现状分析与处置的利用研究,胡斐南、魏朝富[８]等对西南丘陵山区农村废弃

宅基地复垦工程技术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部分政策建议和实践措施．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依法享有的,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造、保有住宅及附属设施的权利[９]．宅

基地面积占农村居民点用地比例较小,而闲置用地面积却很大[１０]．研究者们也敏锐的觉察到了这一问题,
在不断强化在城市优先利用存量土地的同时,寻求各种措施提高农村建设用地利用率、降低闲置土地比

例、补偿耕地,缓解我国耕地保护的压力．重庆市作为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以及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

套实验区,承担着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机制、创新城乡发展模式的任务,地票交易作为一项联系城乡发展纽

带的创新举措,复垦是其首要环节．农户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具有自身的需求,整治工作应充分尊重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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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地位[１１],坚持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是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基本原则之一[１２]．本文根据建设用地复垦涉及

的农户意愿的农户宅基地复垦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重庆市忠县３个不同区位的乡镇作为研究区域,以问

卷调查及访谈的形式收集第一手资料．在理论假说基础上,从区域因素、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未来生活计

划、住房状况以及补偿意愿选取理论自变量,通过统计分析,运用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对农

户宅基地复垦及安置意愿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对重庆市宅基地复垦健康、稳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

忠县作为重庆市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同时也是三峡库区腹心地带,是三峡库区重点移民区,距离

主城区１８０km．总面积为２１８７０８km２．辖２２个镇、６个乡,３３１个村、３２个居民委员会,２６２３个村民小

组．２０１２年末全县总人口１０２万,农业人口约８３万人,占总人口８１３７％．２０１２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１５６８亿元,较２０１１年同比增长１４１％,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７７８９元,增长１５１％．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而且该区经济发展较快,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激增,人地矛盾更是严重．综上,

该区对土地需求大,有必要进行宅基地复垦．本次研究调查区域为忠县黄金镇、永丰镇、花桥镇,分别为忠

县的近郊镇、中远郊镇和远郊镇,对本研究具有代表性且意义深远．

２　数据收集

选用调查问卷、观察法、小型座谈会、知情人深入访谈等PRA 工具进行．调查样本共有１２１户农户,
总人口４９５人．选取了忠县花桥镇师联村、永丰镇东方村、黄金镇黄金村作为调查区域．共发放问卷１３０
份,回收问卷１３０份,其中,剔除无效问卷９份,共保留有效问卷１２１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３０８％．其中黄金

村共收集到有效问卷４３份,占总样本的３５５４％,东方村４６份,占总样本的３８０２％;师联村３２,占总样

本的２６４５％．
平均家庭人口３９３人．长期在农村人口比例０２６,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７７年．人均宅基地面积为

２８７m２,户均宅基地面积１１２６５m２/户．户均农业收入３１６０２元/户,户均总收入３５３４４元/户．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Logistic回归模型

Logistic回归为概率型非线性回归模型,是研究分类观察结果 Y与一些影响因素x之间关系的一种多

变量分析方法．适用于定量和定性变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将农户复垦意愿作为有序反应变量,为多分类反应变量,反应变量为０,１,２,,S,反应变量有k个水

平:１,２,,k;X＝(x１,x２,x１,x１m)为自变量．Y 取i水平的概率πi＝p(y＝i|x),π１＋π２＋πk＝１,
按二分类logistic回归的原理,对多分类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将k 个水平分为两类:{１,２,

i}与{i＋１,i＋２,k},按两分类反应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的原理,对多分类有序反应变量logistic回归,
拟合两分类logistic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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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 为截距,bi 为回归系数．在复垦意愿研究中,应变量有３个水平．
在农户宅基地复垦意愿模型中,以农户复垦的意愿作为因变量．在进行农户复垦意愿调查中,设计意

愿问题为“你是否愿意对现有的宅基地进行复垦?”选择答案设为“愿意”、“不愿意”、“说不清”３种情况．将

不愿意复垦定义为０,说不清定义为１,愿意定义为２．在受访的１２１户农户中,选择愿意复垦的有５４人,
占有效问卷的４４６２％,选择说不清的有１８人,占有效问卷总数的１４８８％,选择不愿意的有４９人,占有

效问卷总数的４０５％．
３２　影响因素的选取

根据统计学影响因素数量要求,在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时,总样本数量应大于５倍的影响因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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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理论假设及其他相关研究借鉴,为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先选取了２２个影响因子．自变量主要从区域因

素、个体因素、家庭因素、住房条件、农户未来生活计划以及农户补偿意愿进行考虑．其中区域因素选取１
个变量,农户个体特征选取了６个变量,农户家庭特征选取了５个变量,农户生活计划选取４个变量,住房

及设施状况选取５个变量,农户补偿意愿选取１个变量．各变量定义如下:
表１　农户复垦意愿自变量定义及预期作用方向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　量　定　义 预计作用方向

区域因素 X１区域 师联村＝１,东方村＝２,黄金村＝３ ＋
农户个体特征 X２性别 男＝１,女＝２ －

X３年龄
３０岁以下＝１,３０~４０岁＝２,４０~５０岁＝３,５０~６０岁＝４,６０
~７０岁＝５,７０岁以上＝６,≥３０

－

X４婚姻 已婚＝１,未婚＝２ ＋
X５教育程度 文盲＝１,小学＝２初中＝３,中专/高中＝４,大专＝５,本科＝６ ＋

X６职业 农业＝１,兼业＝２,非农业＝３ ＋
X７户口性质 农业户籍＝１,非农户籍＝２ ＋

农户家庭特征 X８已婚比重 ０５以下＝１,０５~０７５＝２,０７５~１＝３ －
X９非农比例 ０２５以下＝１,０２５~０５＝２,０,５~０７５＝３,０７５~１＝４ ＋

X１０耕地面积
７００m２ 以下＝１,７００~１４００m２＝２,１４００~２１００m２＝３,２１００

~２８００m２＝４,２８００~３５００m２＝５,３５００m２ 以上＝６
－

X１１农业收入比重 实际输入 －

X１２家庭总收入
１００００元以下＝１,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元＝２,２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元＝３,

３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元＝４,４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元＝５,５００００元以上＝６
＋

农户生活计划 X１３土地流转计划 是＝１,否＝２ －
X１４建房计划 是＝１,否＝２ －
X１５农转非 是＝１,否＝２ －

X１６迁移中心村 是＝１,否＝２ －

住房及设施状况 X１７房产数量 实际输入 ＋

X１８房屋使用年限
１０年以下＝１,１０~２０年＝２,２０~３０年＝３,３０~４０年＝４,４０
年以上＝５

＋

X１９建筑面积
１００m２ 以下＝１,１００m２~２００m２＝２,２００m２~３００m２＝３,３００

m２ 以上＝４
_

X２０路面状况 碎石＝１,水泥＝２ －

X２１居民点规模
单独一户＝１,５户以下＝２,５~１０户＝３,１０~２０户＝４,２０户

以上＝５
－

补偿意愿 X２２补偿意愿 补偿金足够购买新住房才会复垦＝１,
补偿后,补贴全家１~２年收入可购买新建房屋愿复垦＝２, ＋
补偿后,补贴全家２~３年收入可购买新建房屋愿复垦＝３,
补偿原房屋成本价,少了不复垦＝４,
补偿金额少于原房屋成本价１０％~２０％＝５,
补偿金额少于原房屋成本价２０％~３０％＝６,
补偿多少都不会复垦＝７
高于村民间交易价格就会复垦＝８
补偿多少都会复垦＝９

４　结果与分析

４１　模型运用

运用SPSS１３０软件进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出部分无意义变量,同时将部分相关性较大的影响变量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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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然后将剩余变量带入模型进行分析．由于选取的变量较多,样本总量不大,所以先进行单因素分析,为

保证所有重要因素能够进入方程,进行单因素分析时,将p 值＜０２的变量全部进入方程,然后再进行回

归分析,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经过因素分析,耕地面积、建筑面积与复垦意愿相关性较小,显著性检验值远大于０１５,未通过相关

性检验,将几个因素剔除,其他自变量再进入logistic回归模型．
表２　农户复垦意愿模型似然比检验结果

模　型 似然值估计 卡方 自由度 显著值

常规模型 ２４４３１９
最终模型 １８４１５１ ６０１６９ ２２ ００００

　　从表４３－１中可以看出,模型的整体拟合的卡方值为６０１６９,检验的显著性P值为００００,因此,总

体上自变量对应变量的作用整体上有统计意义．
表３　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优势比 显著值

X１区域 ００３ ０３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９３
X２性别 －０７３ ０５０６ ２０８１ ００４９
X３年龄 －００９４ ０１１３ ０６９１ ０４０６
X４婚姻 ２２６６ １５８ ２０５８ ０１５１

X５教育程度 －０２６８ ０２９９ ０８０６ ０３６９
X６职业 ０２６７ ０２９９ ０７９７ ００７２

X７户口性质 ０２４７ ０５５４ ０１９９ ００５６
X９非农比例 ０８２３ ０４４６ ３４０６ ００６５

X１１农业收入比重 －０９９７ ０７９５ １５７５ ００８９
X１２家庭总收入 ０３２８ ０１６５ ３９４９ ００４７

X１３土地流转计划 －０９６３ ０４８４ ３９６８ ００４６
X１４建房计划 －１５６６ ０６７ ５４６ ００１９
X１５农转非 １１５６ ０９８４ １３７８ ０２４

X１６迁移中心村 －１１９９ ０７５７ ２５０９ ０１１３
X１７房产数量 ０６８２ ０５２２ １７０７ ００９１

X１８房屋使用年限 －０１７１ ０２ ０７３６ ０３９１
X２０路面状况 １００９ ０４６５ ４６９７ ００３

X２１居民点规模 －０２０７ ０１９１ １１８２ ０２７７
X２２补偿金 ０２７６ ００９５ ８４６１ ０００４

　　注:p＜００１,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p＜００５,表示在５％水平上显著;p＜０１,表示在１０％水平上显著．

４２　区域因素

区域因素对农户复垦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距离城镇越远,农户复垦意愿越强烈,近郊农户复垦意愿不

强烈,远郊农户复垦意愿较强烈,但影响并不显著,与分析存在差异．区域因素在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４３　农户个体特征

农户个体特征６个自变量进入模型运行后,其中p值小于０１的因素是被访农户的性别、职业及户口

性质,三者通过影响因素的显著性检验,而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P值均大于０１,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对农户复垦意愿无显著性影响．
１)性别对农户复垦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呈负相关关系,表现为男性复垦意愿强于女性,与理论分

析一致．相对于男性,农村地区女性在面临家庭选择时更保守,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低,女性更愿意

维持现状．
２)职业对农户复垦意愿具有重要影响,从事非农业职业农户复垦意愿强于农业从业农户．而从事农业

生产农户对承包地及养殖设施等依赖性较强,实施复垦后无法保证其获取同样面积的养殖设施,复垦后势

必改变其农业生产经营条件[１３]．因此,非农业农户复垦意愿大于从事农业生产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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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户口性质对农户复垦具有较大影响,非农业户籍农户复垦意愿强于农业户籍农户．随着重庆市户籍

制度改革的实施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部分农户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已经进入中心村、城镇及城市居住,
根据重庆户籍改革制度,农户已经实施农转非,即多数农民转户但并没有放弃农村土地资源．农村土地退

出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严燕[１４]等人认为可采取“转户”配套“流转”,明确农村土地退出的补偿

标准及保障措施,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等．
４)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复垦意愿无显著影响．其中,一般认为年龄与农户复垦意愿呈

负相关,但是本次研究中,年龄并未表现出显著性影响．年老的农户为了自己儿女着想,一部分也愿意进行

宅基地复垦．模型检验出婚姻状况对于农户复垦意愿无显著影响,一般认为,未婚农户复垦意愿较强烈,可

以解释为未婚农户多为青年,这部分群体更向往城镇生活,但是工作时间较短,无充足的经济积累．已婚农

户虽有一定经济积累,但面临着供养家庭的压力,部分年龄较大已婚农户有着浓重的乡土情结,所以面临

着复垦选择时都比较谨慎,未婚和已婚农户复垦意愿未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与理论分析偏离的是受教育程

度,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复垦意愿越强,而分析结果并非如此,可以解释为留在村内的多为长

期留在农村农户,教育水平差别不大,且都以在农村从事农业活动及私营活动为主,部分受教育较高农户

已进入城镇,未获取这部分农户复垦意愿信息．
４４　农户家庭特征

在进入模型的家庭特征因素中,家庭非农业人口比重、家庭农业收入比例、家庭总收入通过显著性检

验,家庭已婚比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家庭已婚比重与农户复垦意愿无相关关系．
１)家庭非农比例对农户复垦意愿有正影响,家庭非农人口比重越大,农户复垦意愿越强烈,且影响较

大,影响回归系数为０８２３．农村宅基地对其重要性降低,故复垦意愿较强烈．
２)家庭农业收入比例与农户复垦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农业收入比例越高,农户复垦意愿越弱,且影响

较大,影响回归系数为－０９９７．
３)家庭总收入农户复垦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呈正相关关系,农户家庭收入越高,复垦意愿越强．农户

家庭收入越高,可支配家庭收入也越高,支付能力也越强．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改善居住条件是最基

本的需求．当农户具备这种改善居住条件的能力时,其愿望就强烈．农户对宅基地进行复垦就是为了重新选

择自己居住地及住房．
４５　未来生活计划

经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农户未来生活计划中,土地流转计划和建房计划通过检验,而迁移中心村计划

未通过检验．
１)农户土地流转计划对农户复垦意愿有显著影响,影响回归系数为－０９６３．农村土地流转是我国农

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优化农村土地资源再配置的有效途径之一．
重庆市目前最主要的农地流转模式包括两种: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农地流转取

决于有效的农地需求和农地供给[１５],由于农业经营收益偏低,农户计划流转土地,一方面可以获取租金收

益,同时通过从事二、三产业,获取更多的收入．所以他们并不愿意进行复垦,把已有的经营权一次性让给

国家．
２)建房计划是农户复垦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影响回归系数为－１５６６．越是有建房计划的,农户复垦

意愿越低．想在农村建房的,必然是扎根于农村的农户,这些人对于复垦存在很多不情愿的因素,故复垦意

愿较低．但是新增耕地和因迁建而得的新居房产,是农户新获取的重要物质资产,利用掌握的社会资产寻

找非农就业机会、拓展就业渠道对农户改善生计至关重要[１６]．
４６　住房特征

住房特征包含农户住房数量、房屋年限、道路路面状况及现有居民点规模．
根据模型运行结果,住房数量和道路路面状况通过显著性检验,房屋年限与现有居民点规模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住房数量和道路路面状况对农户意愿有显著性影响,房屋年限与现有居民点规模与农户复垦意

愿无显著影响．
１)农户住房数量对农户复垦意愿具有重要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呈现正向影响,即农户住房数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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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农户复垦意愿越强烈．与预期作用方向相同．农户房屋数量越多意味着闲置宅基地数量越大,根据效用

理论,闲置宅基地、闲置房屋的效用远低于补偿金对于农户的效用,除部分特殊偏好的农户外,例如乡土

情结浓重的农户,农户更倾向于获取满足农户一定期望资金补偿而不是保有闲置宅基地．农户住房数量越

多,房屋本身居住的功能未能实现,其退出宅基地进行复垦的意愿强．对于只有一处住宅农户来说,房屋不

仅仅是其日常居住场所,也是其最后的安身立命之地,他们对于复垦更加谨慎．
２)路面状况对农户复垦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较显著．与一般认识相反,理论上认为,农户现居

住地附近道路路面状况越差,农户复垦意愿越强．但事实上,路面状况越差的地方农户保守意识越强,他们

往往安土重迁,越不愿意复垦．
４７　补偿意愿

补偿意愿对农户复垦意愿具有极其显著的影响,影响达１％的极显著水平．补偿的高低直接影响复垦

实施后农户的负担情况．补偿金金额高,农户复垦后生计负担轻,农户复垦意愿强．

５　结　论

预期选取的区域因素、农户个体特征、家庭因素、农户未来生活计划、住房条件以及农户补偿金状况

都对农户复垦意愿产生影响．具体影响因素为区域因素、性别、职业、户口性质、家庭非农比例、家庭农业

收入比例、家庭总收入、农户土地流转计划、建房计划、农户住房数量、路面状况、补偿金状况．其中距城

镇距离、被访者职业、户口性质、家庭非农人口比例、家庭总收入、农户家庭房屋数量、农户补偿金状况对

农户复垦意愿具有促进作用,性别、家庭农业收入比重、土地流转计划、农户建房计划对农户复垦意愿有

阻碍作用．
土地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开展土地集约利用研究对于提高土

地利用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１７],而宅基地使用权的合理补偿更是宅基地复垦的核心,
也应该是农户复垦意愿的研究重点,但由于国家层面尚没有出台统领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全局的相关

政策,使得地方的许多试点实践总体上仍是初步的,实践成效也大打折扣[１８],所以补偿金的合理性还需

进行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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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theFactorsInfluencingFarmers
WillingnessforHomesteadReclamation

———AnEmpiricalCaseStudyofZhongxian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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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Bo１,　CHENChengＧlong１

１School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６,China;

２LandResourcesandHousingAuthorityinTongliangDistrictofChongqing,Chongqing４０２５６０,China

Abstract:Inordertounderstandtheinfluencingfactorsforfarmerswillingnesstohavetheirhomesteads
reclaimedandthus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ruralhomesteadreclamationinChongqing,asurvey
basedonthe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PRA)approachwasmadeinthestudyareaＧ３townshipsand３
villagesinZhongxianCountyofChongqing．Atotalof１２１validquestionnaireswerecollected,involvinga
totalpopulationof４９５．TheLogisticmodelwasusedtoanalyzethedataobtained．Thelocationfactorwas
showntohaveapositiveimpactonfarmerswillingnessforhomesteadreclamation:thefartherawaythe
sitewasfromthetown,thestrongertheirwillingnesswas．OftheindividualcharacteristicsofthefarmＧ
ers,gender,occupationandthetypeoftheirregisteredpermanentresidencehadconsiderableinfluenceson
theirwillingnessforhomesteadreclamation:thegreatertheproportionofnonＧagriculturalregisteredperＧ
manentresidenceintheirhousehold,thestrongertheirwillingnesswouldbe．Farmerhouseholdswithland
transferandhousebuildingintheirfuturelifeplansweregenerallyreluctanttosupportreclamation．The
presenthousingconditionsandhouseholdcompensationconditionshadacrucialimpactonfarmerswillＧ
ingnesstohavetheirhomesteadreclaimed．Thebettertheirhousingconditionswere,themorereluctant
theywouldbetocarryoutreclamation．Thehigherthecompensationwas,thestrongertheirdesireforrecＧ
lamationwouldbe．Thedistancefromthetown,theoccupationofrespondents,thetypeoftheirregistered
permanentresidence,theproportionofnonＧagriculturalpopulationintheirhousehold,familytotalinＧ
come,thenumberofagriculturalfamilyhousesandfarmerscompensationconditionspromotedfarmers
willingnessforreclamation,whilegender,familyfarmincomeproportion,landtransferprogram and
farmershousebuildingprogramwerethehinderingfactorstofarmerswillingnessforreclamation．
Keywords:farmershomesteadreclamation;farmerswillingness;Logistic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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