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5卷第4期         西
 

南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2023年4月

Vol.45 No.4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Apr. 2023

DOI:
 

10.13718/j.cnki.xdzk.2023.0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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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生物学烙印理论引入村干部行为研究,
 

探讨了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村土地租赁的影响,
 

并考察了宗

姓认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研究发现:
 

第一,
 

村干部从军经历显著促进了农户土地租赁,
 

进一步分类发现,
 

村干部

从军经历主要是促进了农户土地租入行为,
 

这一结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Heckman二阶段模型等方法

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且村庄宗姓认同在村干部提升农户土地租入行为中发挥了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第二,
 

机制检验表明,
 

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减少了村庄外出务工劳动力、
 

加大了村庄生产投资,
 

从而加大了农户

土地租入需求.
 

第三,
 

进一步讨论发现,
 

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对农户土地租入的影响在交通不发达、
 

地貌特征为

平原、
 

遭遇自然灾害的村庄更为显著;
 

经济后果检验表明,
 

村干部从军经历有助于村庄农户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及

村庄农业总产值提升.
 

本文基于烙印理论视角拓展了村干部特征和行为的研究范式,
 

也为村干部选拔聘用制度的

完善提供了启示.
关 键 词:村干部;

 

从军经历;
 

土地租赁;
 

宗姓认同;
 

烙印理论;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01.3;
 

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 章 编 号:1673 9868(2023)04 0136 20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Village
 

Cadres
 

Military
 

Experience
 

on
 

Rural
 

Land
 

Leasing
———Adjustment

 

Effect
 

Based
 

on
 

Clan
 

Identity

CHEN
 

Jianying, WANG
 

Dingx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biological
 

imprinting
 

theory
 

into
 

the
 

study
 

of
 

village
 

cadres
 

behavior,
 

ex-
plores

 

the
 

impact
 

of
 

village
 

cadres
 

military
 

experience
 

on
 

rural
 

land
 

leasing,
 

and
 

examines
 

the
 

role
 

played
 

by
 

clan
 

ident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ly,
 

village
 

cadres
 

military
 

experienc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rural
 

land
 

leasing,
 

and
 

further
 

classification
 

revealed
 

that
 

village
 

cadres
 

military
 

experience
 

mainly
 

promo-
ted

 

rural
 

land
 

renting
 

behavior.
 

This
 

finding
 

was
 

still
 

valid
 

after
 

controlling
 

the
 

possible
 

endogeneity
 

prob-

  收稿日期:2022 10 18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一般项目(XDJK2019C006);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8PY61).
作者简介:陈建英,

 

博士研究生,
 

正高级会计师,
 

主要从事会计、
 

农业经济管理研究.



lems
 

with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PSM)
 

and
 

Heckman
 

two-stage
 

model.
 

The
 

village
 

clan
 

iden-
tity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gulatory
 

effect
 

on
 

enhancing
 

rural
 

land
 

renting
 

behavior
 

of
 

village
 

cadres.
 

Secondly,
 

the
 

mechanism
 

test
 

showed
 

that
 

village
 

cadres
 

with
 

military
 

experience
 

reduced
 

the
 

village
 

labor
 

force
 

of
 

migrating
 

workers,
 

increased
 

village
 

production
 

investment,
 

and
 

thus
 

increased
 

farmers
 

land
 

rent-
al

 

demand.
 

Thirdly,
 

further
 

discussion
 

revealed
 

that
 

the
 

effect
 

of
 

village
 

cadres
 

military
 

experience
 

on
 

farmers
 

land
 

renting
 

behavior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villages
 

with
 

less
 

developed
 

transportation,
 

plain
 

topography,
 

and
 

natural
 

disasters.
 

Economic
 

effect
 

tests
 

showed
 

that
 

village
 

cadres
 

military
 

experience
 

was
 

helpful
 

to
 

increase
 

the
 

average
 

income
 

level
 

of
 

village
 

farmers
 

and
 

the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of
 

villages.
 

This
 

paper
 

expands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village
 

cadres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s
 

based
 

on
 

the
 

imprinting
 

theory
 

perspective,
 

and
 

provides
 

the
 

enlightenmen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village
 

cadres
 

selection
 

and
 

recruitment
 

system.
Key

 

words:
 

village
 

cadres;
 

military
 

experience;
 

land
 

leasing;
 

clan
 

identity;
 

imprinting
 

theory;
 

rural
 

revi-
talization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加快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是国家解决土地细碎化的重要举措[1],
 

不仅可以有效保护

农民的土地权益,
 

还可以改善农业经营的规模经济性[2].
 

近年来,
 

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强调要健全土地经营

权流转(以下简称土地流转)服务体系,
 

2021年农业农村部以第1号令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

办法》,
 

旨在通过保障农村土地流转当事人合法权益,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加快推

动农业现代化.
 

然而,
 

随着我国粮价的逐年走低,
 

以及化肥、
 

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升,
 

农户通

过土地获取的收益持续下降,
 

这极大影响了农户土地流转(特别是土地租入)的热情[3],
 

使得中国农地流转

低效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4].
 

如何提高土地生产种植收益、
 

带动农户土地流转积极性、
 

实现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难题.
 

已有文献发现,
 

村干部作为村庄的合法领导人,
 

在带动农户产出增

效、
 

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提升农民生产种植热情以及推动土地流转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5-7].
 

然而,
 

由

于村干部个人综合素质的差异,
 

其在农户土地流转中表现出企业家型村干部、
 

中间人以及旁观者等不同的

行为模式[8],
 

从而对农村土地流转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
 

个人的综合素质往往源于以往职业的历练,
 

村

干部不同的职业经历会对其事物认知能力、
 

组织领导能力、
 

风险承担能力等综合素质产生决定性影响,
 

从

而影响村干部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作用.
 

因此,
 

村干部的自身职业经历对于农户土地流转起到了关键性作

用[9].
 

而在所有职业经历中,
 

从军经历是极为重要的.
退役军人陆续加入地方工作,

 

许多退役军人回到农村成为村干部.
 

根据《中国退役军人》杂志统计,
 

各

地区积极选拔退役军人担任村干部,
 

如重庆市武隆区专门下发《关于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充分发挥退役军

人作用的通知》,
 

使得200余名退役军人担任村干部;
 

贵州省共有“兵支书”9226人,
 

规模庞大;
 

江苏省沛县

任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中具有从军经历的比例不低于30%.
 

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显示,
 

村

干部具有从军经历的比例约有10%.
 

由此可见,
 

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已较为常见.
 

根据生物学烙印理

论[10],
 

在军队特殊组织体系下进行的思想教育、
 

军事训练、
 

集体生活、
 

组织管理无疑会给从军经历村干部

留下深刻印记,
 

这种印记会对村干部随后的思想、
 

性格、
 

能力以及行为模式产生极大影响.
 

从理论上而言,
 

由于从军经历村干部习惯了军队集体行动的模式,
 

以及军队日复一日的严格管理和军事训练强化其组织领

导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
 

使得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更愿意组织村民进行农业规模化生产种植,
 

从而可能

加大本村农户租入土地的需求.
 

那么,
 

实际之中,
 

土地租赁作为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
 

村干部的从军经历

能否影响农户土地租赁? 如果可以,
 

这其中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样的? 此外,
 

除村干部这一正式权威外,
 

村

庄中宗姓认同这类非正式权威在其中又发挥了何种作用?
带着这些问题,

 

本文基于CFPS数据,
 

研究了宗姓认同、
 

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赁的影响机理

和经济效果.
 

研究发现:
 

第一,
 

村干部从军经历显著促进了农户土地租赁,
 

进一步分类发现,
 

村干部从军经

历主要是促进了农户土地租入行为,
 

这一结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Heckman二阶段模型、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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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法等方法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且村庄宗姓认同在村干部提升农户土地租入行为中发挥

了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第二,
 

机制检验表明,
 

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减少了村庄外出务工劳动力,
 

加大了

村庄生产投资,
 

从而加大了农户土地租入需求.
 

第三,
 

进一步讨论发现,
 

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对农户土

地租入的影响在交通不发达、
 

地貌特征为平原、
 

遭遇自然灾害的村庄更为显著;
 

经济效果检验表明,
 

村干

部从军经历有助于村庄农户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及村庄农业总产值提升.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贡献可能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基于烙印理论视角拓展了村干部特征和行为的研究范式.
 

以往关于村干部的研究主要从其年

龄、
 

知识、
 

素质等视角展开[5,
 

7,
 

11],
 

忽视了村干部职业经历,
 

特别是从军职业经历对其认知和能力产生的重

要影响.
 

根据生物学的烙印理论,
 

由于军队在组织文化、
 

纪律规矩、
 

政治教育、
 

军事训练等方面的鲜明特

征,
 

村干部的从军经历必然对其认知和能力打下烙印,
 

从而影响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的行为模式.
 

本文将

生物学的烙印理论运用于村干部行为研究,
 

不仅拓展了村干部特质和行为的研究范式,
 

也从农村领导者行

为视角丰富了烙印理论的应用范畴.
第二,

 

从村干部从军经历视角丰富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研究.
 

从农户土地流转需求侧视角的已

有研究认为,
 

农地产出收益、
 

农药和化肥等生产资料的价格、
 

农业补贴等因素决定了农户土地转入需

求[3,
 

12-13],
 

忽视了村庄领导人和治理人过往经历对于农户土地租入意愿的影响,
 

本文从村干部从军经历视

角对农户土地流转需求侧视角的研究予以丰富.
第三,

 

将村干部这一正式组织领导与宗姓认同这一非正式组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
 

从农村集体主义视

角丰富了现有关于土地流转的文献.
 

已有文献基本单方面考虑村干部这一正式权威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发挥

的作用,
 

然而,
 

宗族组织作为非正式权威在农户的思想认识、
 

集体行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9,
 

14-15],
 

单

方面考虑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可能会忽视村庄非正式权威的作用,
 

由此,
 

本文将宗姓认

同纳入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分析框架中,
 

全面揭示村干部从军经历、
 

宗姓认同对农村土地流

转的影响.

1 文献梳理与假说提出

1.1 村干部特质与农村土地流转的文献梳理

关于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早期的文献主要从制度层面、
 

供给层面、
 

需求层面等方面进行了详细、
 

全面的研究.
 

从制度层面发现,
 

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不全引发的较高交易成本严重阻碍了农村土地流

转[16-18].
 

从供给层面的研究发现,
 

由于土地是绝大多数农户赖以生存的根本,
 

出于生活、
 

医疗以及养老等

方面的考虑,
 

土地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替代物,
 

导致农地转出意愿不高[19].
 

从需求层面的研究认为,
 

农地

产出收益的高低决定了土地转入需求的大小[12],
 

农药、
 

化肥等生产资料的价格直接影响农地产出收益而影

响土地转入需求,
 

而农业补贴有助于促进农地经营者土地转入[3,
 

13].
 

随着研究的深入,
 

近年的研究发现村

干部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其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行为模式可以分为企业家型村干部、
 

中间

人以及旁观者三种类型[8],
 

这些行为模式对农户土地流转的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
 

现有关于村干部影响农

户土地流转的文献大体可以分为村干部促进流转意愿和促进流转能力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
 

村干部促进农

户土地流转意愿视角的文献认为,
 

村干部在参与农户土地流转中可以同时获得政治和经济收益,
 

一方面村

干部积极促进农户土地流转有助于促进规模化经营,
 

可以突显乡镇政府工作业绩,
 

容易获得上级政府肯定

并保障其领导权威[8];
 

另一方面,
 

村干部作为农户土地流转的第三方中介,
 

在参与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可以

获得可观的中介服务费[9].
 

有研究指出,
 

村干部在农地流转中不仅担任流转中介和组织协调者,
 

还是流转

双方的代理人,
 

并且日益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6].
 

因此,
 

出于政治和经济激励,
 

现有文献认为村干部有意

愿促进农户土地流转.
 

第二,
 

村干部促进农户土地流转能力视角的文献认为,
 

与普通农户相比,
 

村干部通

常具有良好的政策认知能力和更强的社会资源优势,
 

这一特征使其在土地流转中拥有更多的便利条件,
 

使

得村干部身份会显著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20].
 

贾晋等[9]发现以经商能人为代表的村干部对农村土地有

偿流转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洪名勇等[21]发现,
 

村干部作为村庄正式权威,
 

是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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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的参与主体,
 

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
具体到农户土地租赁这一主要流转方式的影响因素研究中,

 

已有的研究缺乏基于多维视角的因素分

析,
 

并且缺少对农地租赁行为的细分研究.
 

已有研究基于村干部学历背景、
 

宗姓认同所承载的传统思维观

念、
 

农地资源供求状况、
 

农地相关制度、
 

农户特征等视角对农地租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但这些研究偏向单因素分析框架,
 

较少探究多种因素对农户租赁行为的联合影响.
 

同时,
 

在探究农户土地

租赁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时,
 

较少将土地租赁细分为土地租入、
 

土地租出、
 

土地未租赁,
 

导致对影响因素

的分析不够细致且作用方向不够明朗.
 

此外,
 

宗族组织作为非正式权威在村庄的政治治理、
 

资源配置、
 

劳

动力流动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4,22].
 

为此,
 

本文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到土地租赁这一具体的流转方

式上,
 

基于村干部从军经历的视角,
 

试图打开村干部职业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赁的“黑箱”,
 

同时将宗姓认

同这一村庄非正式权威纳入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赁的分析框架中,
 

全面揭示村干部从军经历、
 

宗

姓认同对农户土地租赁的影响机制.
1.2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村干部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
 

在上级政府的指导和帮助

下,
 

依法管辖村庄事务.
 

村干部是国家和农户间的桥梁纽带,
 

扮演了政府“代理人”和乡村“当家人”的双重

角色[23].
 

这一双重角色使得村干部有权参与村庄内资源的配置和人员的协调工作,
 

是农户土地流转中最为

重要的参与主体之一[24].
 

有研究指出,
 

村干部在参与农户土地流转中可以同时获得政治和经济收益,
 

一方

面村干部积极促进农户土地流转有助于促进规模化经营,
 

可以突显乡镇政府工作业绩,
 

容易获得上级政府

肯定并保障其领导权威[8];
 

另一方面,
 

村干部作为农户土地流转的第三方中介,
 

可以获得可观的中介服务

费[9].
 

因此,
 

村干部有很强的意愿推动农户土地流转.
 

然而,
 

对于村干部而言,
 

能否获取农户的信任和有效

推动土地流转,
 

与其个人的特质紧密相关.
 

有研究发现,
 

村干部的个人素质是影响村庄农业产出、
 

农户收

入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5,
 

7].
 

优秀管理者的组织管理风格、
 

抗压能力、
 

人格魅力以及持之以恒的价值

观等个人素质往往源自多年的人生历练[25],
 

因此,
 

村干部的人生职业经历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重要因

素[9].
 

不同于其他的职业经历,
 

军旅生涯对个人的领导力、
 

抗压力以及人格魅力的塑造弥足珍贵,
 

如任正

非等一大批优秀的管理者,
 

均认为从军经历对其个人的人生和事业上的成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军队特

殊组织体系下进行的思想教育、
 

军事训练、
 

集体生活、
 

组织管理无疑会给从军村干部留下深刻印记,
 

这种

印记会对村干部随后的思想、
 

性格、
 

能力以及行为模式产生极大影响.
 

根据生物学的烙印理论,
 

村干部的

从军经历使其在认知和能力两方面被打上烙印[10],
 

从而影响村干部对村庄资源的配置方式以及对农户的

管理模式,
 

进而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
 

接下来本文对村干部从军经历与农户土地租赁行为的关系进行理

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
1.2.1 村干部的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赁行为的影响分析

第一,
 

从心理认知上分析.
 

军队特别重视思想道德、
 

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教育,
 

在组织建制上强调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下级服从上级;
 

在意识形态上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在纪律执行方面强调服从

命令、
 

听从指挥[25].
 

因此,
 

村干部的从军经历使得其对“集体主义”
 

“团结合作”
 

“牺牲精神”等具有深刻的

认知烙印,
 

从而会将军队“拧成一根绳”的管理模式带入村庄管理,
 

会尽可能避免村民各自外出打工而出现

“散成一盘沙”的情况.
 

因而,
 

从心理认知上分析,
 

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更希望管辖的村民像军队战士一

样能集体行动.
 

由此,
 

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会将军队中集体意识带到村庄治理,
 

进行集体规模化生产种

植,
 

实现发家致富,
 

从而促进农户租入土地.
第二,

 

从交易成本上分析.
 

一方面,
 

有研究发现,
 

从军经历可以显著提升管理者的组织领导、
 

沟通合作以

及人格魅力[26-27],
 

这些品质不仅有助于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本人说服和带领农户兴办企业或是从事规模化

农业生产,
 

也使得村庄的农户愿意相信村干部在土地租赁中的协调人作用,
 

从而使得村干部可以处理租赁双

方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进而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农户土地租赁.
 

另一方面,
 

军队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训练

不断强化了管理者应对挑战、
 

承担风险以及抗击压力的能力[25,28],
 

使得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敢于将村庄的

公共资源投入于有利于农户发家致富的设施,
 

这可能会导致的结果是:
 

如果将资源投入农业生产(如购买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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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农业生产设备、
 

整修水利设施等),
 

将会为留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创造良好的作业条件,
 

极大降低农户

土地交易后的生产种植成本,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这不仅进一步增大留村农户租入土地的需求,
 

也会吸引外出

务工人员返乡参加农业生产,
 

进而促使农户租入土地.
 

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1:
 

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将促使农户租入土地.
1.2.2 宗姓认同对村干部的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赁行为的调节效应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
 

宗姓认同在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
 

经济发展、
 

村民自治中发挥了

正式行政体制难以替代的作用[15,
 

29].
 

特别是在资源较为匮乏的农村地区,
 

宗姓认同既可能发挥加强村民信

任、
 

提供公共资源的作用,
 

也可能产生排斥局外人、
 

限制知识与人员流动的作用[30].
 

有研究发现,
 

宗姓认

同在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冲击中有积极作用,
 

宗族凝聚力显著影响了老龄劳动力的土地流转行

为,
 

在老龄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投入、
 

粮食作物生产和经济作物生产中均发挥了显著作用[31].
 

伍骏骞等[15]基

于243个村庄的区域全样本调研数据实证发现,
 

宗姓认同将对农地流转率和农地流转价格产生显著的作

用.
 

因此,
 

从已有研究来看,
 

村庄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不仅受到上述村干部从军经历的影响,
 

还会受到宗

姓认同的影响.
 

宗族组织是一个村庄的非正式权威,
 

宗姓认同越高的村庄更容易产生集体行动[9].
 

因而,
 

在宗姓认同越高的村庄,
 

村民的集体意识、
 

合作精神越强,
 

产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大.
 

这与具有从军经

历村干部在军队中打下的“集体主义”
 

“团结合作”等方面的烙印相吻合,
 

使得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规模

化生产种植政策更容易得到村民的拥护和支持,
 

从而提升村民土地租入需求,
 

促进农户土地租入.
 

此外,
 

从生物学同群效应理论分析,
 

宗姓认同越高的村庄,
 

相同姓氏的村民之间学习模仿效应更强,
 

如果一个农

户家庭通过租入土地规模化经营获得了成功,
 

那么相同姓氏的其他村民也会学习模仿.
 

因此,
 

基于同群效

应理论,
 

在宗姓认同更高的村庄中,
 

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说服村民留村规模化生产种植的成本更低、
 

成

功的概率更高.
 

由此,
 

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2:
 

宗姓认同越高,
 

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对农户土地租入的促进作用越强.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全国调查问卷,
 

具体包括了村庄、
 

家庭和个人

问卷中的微观数据.
 

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自2010年正式开始组织实施、
 

每两

年一次的跟踪调查,
 

主要是通过面访、
 

电访、
 

代答等多种形式收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微观信息,
 

旨在反映

我国的社会、
 

经济、
 

教育等变迁情况.
 

考虑到“村干部从军经历”这一特殊调查数据仅在2014年的“村/居”
问卷中,

 

因此本文选取CFPS
 

2014年的数据,
 

并将其中的村庄、
 

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数据库合并,
 

对变量的

缺失值进行删除处理,
 

保留村委会样本及25个省份的样本后,
 

最终得到了包括村干部从军经历、
 

宗姓认

同、
 

农户土地租赁等变量在内的17
 

404个有效观测值.
2.2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是农户土地租赁,
 

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
 

主要研究村干部从军经历、
 

宗姓认同对农户土地租入的影响,
 

因此,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土地租入行为(Lease).
 

同时,
 

使用是否

发生农户土地租出行为(Rent)和农户土地租赁行为(Drent)作为排除性检验变量.
2)

 

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是村干部是否拥有从军经历(Army),
 

对应CFPS问卷中的问题“本村/居

主任是否有过参军经历”,
 

如果村主任有参军经历则Army 赋值为1,
 

否则Army 赋值为0.
3)

 

宗姓认同.
 

参照贾晋、
 

郭云南等[9,32]的衡量方法,
 

构建了村庄大姓占比作为衡量宗姓认同的代理

变量.
4)

 

控制变量.
 

参照已有研究文献[9,
 

33],
 

选取来自农户个人层面(年龄、
 

婚姻、
 

教育、
 

健康)、
 

家庭层面

(农业工作、
 

土地征用)及村庄层面(流动人口比例、
 

距县城的距离、
 

拥有土地面积、
 

农业劳动力占比)的控

制变量,
 

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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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的定义

被解释变量 土地租入 Lease 过去12个月,
 

农户有租入土地行为则记为1,
 

否则记为0
土地租出 Rent 过去12个月,

 

农户有租出土地行为则记为1,
 

否则记为0
土地租赁 DRent 过去12个月,

 

农户有租赁土地行为则记为1,
 

否则记为0

解释变量 村干部从军经历 Army 村主任有从军经历记为1,
 

否则记为0

个人层面控制变量 年龄 Age 为农户的实际年龄,
 

剔除18岁以下农户

婚姻 Marriage 已婚则记为1,
 

否则记为0
教育 Education 为农户的受教育年限

健康 Health
农户认为自己健康状况:

 

选择“非常健康”
 

“很健康”和“比

较健康”则记为1,
 

选择“一般”和“不健康”记为0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农业工作 Agriculturist
过去12个月,

 

家庭中有人从事农林牧副渔方面的工作则

记为1,
 

否则为0

土地征用 Land_Acquisition 过去12个月,
 

家庭的土地被征用则记为1,
 

否则为0

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流动人口比例 Population_Mobility 村庄流动人口/村庄总人口

距县城距离 Distance 所在村委会距本县县城的距离(单位:
 

里)

拥有土地面积 Area
所在村拥有的耕地、

 

山地、
 

林果地、
 

水面、
 

牧场等类型的

总面积的对数

农业劳动力占比 Labor 所在村实际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与劳动力总数的比例

2.3 模型设定

基于农户租赁为二值虚拟变量,
 

本文选用Probit模型来研究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赁的影响.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P(Totali,j =1)=α0+α1Armyi,j +α2Individuali,j +α3Housei,j +α4Villagei,j +∑iProi+εi,t (1)

式中,
 

Totali,j 包含了在i地区的j农户的土地是否租入(Leasei,j)、
 

土地是否租出(Renti,j)、
 

土地是否租赁

(DRenti,j).
 

Armyi,j 表示村干部是否具有从军经历的虚拟变量;
 

Individuali,j 表示农户个人层面的控制

变量,
 

包括了年龄Age、
 

婚姻Marriage、
 

教育Education 及健康Health;
 

Housei,j 代表了家庭层面的控制

变量,
 

包括了是否从事农业工作Agriculturist、
 

土地是否征用Land_Acquisition;
 

Villagei,j 表示村庄层面

的控制变量,
 

包括了流动人口比例Population_Mobility、
 

距县城距离Distance、
 

拥有土地面积Area 及农

业劳动力占比Labor;
 

Pro为地区固定效应;
 

ε为残差项.
 

模型中,
 

若α1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则说明具有

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可以显著促进农户土地流转,
 

本部分的假设将得到证明.
2.4 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
 

平均有16.3%的农户发生过

土地租入行为,
 

且平均有12.5%的农户发生过土地租出行为.
 

总体而言,
 

平均有27.8%的农户发生过土地

租赁行为,
 

由此说明大部分的农户土地都是没有进行租赁的,
 

并且土地租入的农户大于土地租出的农户.
 

农户所在村庄的村干部有从军经历的均值为10.7%,
 

说明村庄中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有一定规模.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Mean Sd Min Max

Lease 17
 

404 0.163 0.369 0 1

Rent 17
 

404 0.125 0.330 0 1

DRent 17
 

404 0.278 0.448 0 1

Army 17
 

404 0.107 0.309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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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分析

3.1.1 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土地租赁行为的影响

表3考察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赁行为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所示,
 

表中第(1)列未加入控制变

量和地区固定效应,
 

第(2)列加入农户个人层面控制变量,
 

第(3)列在此基础上再加入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第(4)列再加入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第(5)列再加入地区固定效应,
 

反映了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

村干部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赁行为的回归结果.
 

结果表明,
 

无论是否加入农户个人、
 

家庭、
 

村庄层面

的控制变量,
 

以及是否加入地区固定效应,
 

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对土地租赁行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从

第(5)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Army 的回归系数为0.127,
 

说明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可以提升农户土地租赁

行为概率12.7%,
 

这一结果在1%的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上述检验结果证明了假设H1,
 

即村干部的

从军经历确实会在认知和能力上打下烙印,
 

从而影响农户的土地租赁行为.
表3 村干部从军经历与农户土地租赁行为的基准回归分析

变量
(1)

DRent

(2)

DRent

(3)

DRent

(4)

DRent

(5)

DRent

Army 0.147*** 0.147*** 0.145*** 0.152*** 0.127***

(4.597) (4.588) (4.519) (4.697) (3.807)

Age 0.000 -0.001 -0.000 -0.000
(0.227) (-0.856) (-0.562) (-0.356)

Marriage 0.024 0.053** 0.053** 0.045*

(0.922) (2.024) (2.030) (1.693)

Education 0.006** 0.004 0.004* 0.005*

(2.477) (1.607) (1.658) (1.666)

Health -0.021 -0.020 -0.018 -0.001
(-0.918) (-0.876) (-0.777) (-0.050)

Agriculturist -0.445*** -0.480*** -0.451***

(-16.750) (-17.604) (-16.094)

Land_Acquisition -0.306*** -0.290*** -0.317***

(-7.381) (-6.961) (-7.444)

Population_Mobility -0.185*** -0.324***

(-2.974) (-4.859)

Distance -0.002*** -0.001***

(-6.373) (-2.734)

Area 0.100*** 0.040***

(10.884) (3.845)

Labor 0.002*** 0.001**

(4.050) (2.529)

_cons -0.606*** -0.657*** -0.242*** -1.030*** -5.210***

(-56.349) (-12.561) (-4.208) (-10.559) (-79.184)

Pro
 

fe No No No No Yes
N 17

 

404 17
 

404 17
 

404 17
 

404 17
 

404
Pseudo

 

R2 0.001
 

0 0.001
 

4 0.017
 

2 0.025
 

7 0.052
 

3

  注:
 

***、
 

**、
 

*分别表示1%、
 

5%和10%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t值.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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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入的影响

前文考察了村干部从军经历在农户土地租赁行为中的显著影响,
 

但究竟影响土地租入还是土地租出需

进一步考察.
 

表4报告了村干部从军经历与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基准回归分析.
 

按照前文的检验思路,
 

第

(1)至(5)列分别为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地区固定效应、
 

加入农户个人层面控制变量、
 

加入家庭层面控制变

量、
 

加入村庄层面控制变量以及加入地区固定效应的检验结果,
 

结果表明,
 

村干部从军经历显著促进了农

户土地租入行为.
 

从第(5)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Army 的回归系数为0.180,
 

说明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可

以提升农户土地租入行为概率18.0%,
 

这一结果在1%的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这一检验结果进一步

证明了假设H1,
 

即村干部的从军经历确实会在“集体主义”
 

“团结合作”等方面打下烙印,
 

从而影响农户的

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
 

进而增大了所在村庄农户的土地租入需求.
表4 村干部从军经历与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基准回归分析

变量
(1)

Lease

(2)

Lease

(3)

Lease

(4)

Lease

(5)

Lease

Army 0.156*** 0.160*** 0.162*** 0.167*** 0.180***

(4.410) (4.520) (4.490) (4.608) (4.715)

Age -0.006*** -0.005*** -0.005*** -0.005***

(-7.321) (-6.237) (-6.001) (-5.511)

Marriage 0.151*** 0.125*** 0.130*** 0.135***

(5.009) (4.014) (4.140) (4.252)

Education -0.011*** -0.008** -0.007** -0.006*

(-3.756) (-2.575) (-2.423) (-1.905)

Health -0.041 -0.048* -0.045* -0.020

(-1.576) (-1.813) (-1.703) (-0.741)

Agriculturist 1.058*** 1.057*** 1.120***

(20.373) (20.055) (20.180)

Land_Acquisition -0.212*** -0.190*** -0.210***

(-4.420) (-3.917) (-4.195)

Population_Mobility 0.103 -0.115

(1.413) (-1.474)

Distance -0.001*** -0.000

(-4.449) (-1.003)

Area 0.121*** 0.068***

(11.101) (5.538)

Labor 0.001** 0.000

(2.453) (0.503)

_cons -1.001*** -0.752*** -1.723*** -2.745*** -5.325***

(-82.624) (-12.820) (-22.249) (-22.330) (-39.774)

Pro
 

fe No No No No Yes

N 17
 

404 17
 

404 17
 

404 17
 

404 17
 

404

Pseudo
 

R2 0.0012 0.0060 0.0471 0.0566 0.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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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出的影响

表5报告了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出行为的基准回归分析.
 

遵循前文的检验思路,
 

第(2)至(5)列
依次加入农户个人、

 

家庭、
 

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以及地区固定效应.
 

由表可知,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和地区

固定效应,
 

Army的回归系数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村干部的从军经历不会对农户的土地租出行为产生显

著影响.
 

这一结果表明,
 

村干部的从军经历会显著促进农户土地租赁行为,
 

进一步分为农户土地租入和土地租

出后发现,
 

村干部的从军经历主要促进了农户土地租入行为.
 

这一结果与假设H1的预期一致.
表5 村干部从军经历与农户土地租出行为的基准回归分析

变量
(1)

Rent

(2)

Rent

(3)

Rent

(4)

Rent

(5)

Rent

Army 0.065 0.060 0.061 0.064 0.012
(0.667) (0.631) (0.551) (0.593) (0.124)

Age 0.007*** 0.005*** 0.005*** 0.005***

(6.185) (4.342) (4.596) (4.547)

Marriage -0.127*** -0.050 -0.052 -0.073*

(-3.570) (-1.353) (-1.401) (-1.946)

Education 0.023*** 0.018*** 0.017*** 0.016***

(5.708) (4.061) (3.998) (3.706)

Health 0.000 0.005 0.004 0.018
(0.012) (0.134) (0.118) (0.526)

Agriculturist -1.166*** -1.210*** -1.196***

(-16.517) (-16.827) (-16.958)

Land_Acquisition -0.301*** -0.305*** -0.328***

(-2.874) (-2.926) (-3.217)

Population_Mobility -0.537*** -0.512***

(-2.949) (-2.772)

Distance -0.002* -0.001
(-1.782) (-1.420)

Area 0.033 -0.013
(1.193) (-0.392)

Labor 0.001 0.002
(0.913) (1.086)

_cons -1.160*** -1.525*** -0.577*** -0.751*** -4.777***

(-28.994) (-16.568) (-5.213) (-2.763) (-14.347)

Pro
 

fe No No No No Yes

N 17
 

404 17
 

404 17
 

404 17
 

404 17
 

404

Pseudo
 

R2 0.000
 

2 0.007
 

4 0.132
 

4 0.139
 

2 0.164
 

3

3.2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入的基准回归模型中,
 

可能存在选择偏差、
 

遗漏变量等较为严重的内生

性问题.
 

一方面,
 

不同村庄的农业劳动力人数、
 

交通情况、
 

地貌特征等方面的不同,
 

可能会使得具有从军经

历村干部的村庄和没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村庄间存在显著差异,
 

导致基准回归模型中选择偏差问题,
 

本文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控制.
 

另一方面,
 

村干部是否选择参军受其个人的年龄、
 

政治面貌、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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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等内在因素以及地区拥军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个人的这些内在因素同样会影响村干部的综合素质

从而影响土地租入行为,
 

外在因素也会影响村庄生产种植条件从而影响农户土地租入意愿.
 

因此,
 

基准回

归中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促进,
 

可能并非是村干部的从军经历导致的,
 

而是受内外因素

的共同影响,
 

从而导致选择偏差问题,
 

参照已有文献的做法,
 

本文使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进行控制.
3.2.1 倾向得分匹配法

如前文所述,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控制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入行为基准回归模型中的

选择偏差问题.
 

选择农户个人层面(年龄、
 

婚姻、
 

教育、
 

健康)、
 

家庭层面(农业工作、
 

土地征用)、
 

村庄层面

(流动人口比例、
 

距县城距离、
 

拥有土地面积、
 

农业劳动力占比)等方面的特征作为协变量,
 

并选择最近邻

匹配(1∶2)和核匹配(Kernel),
 

为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村庄(Army=1)匹配特征相似的没有从军经历村

干部的村庄(Army=0).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如表6所示,
 

最近邻匹配(1∶2)的ATT
为0.035

 

4,
 

T 值等于2.92,
 

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核匹配(Kernel)的ATT 为0.038
 

2,
 

T 值等

于3.86,
 

也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由此说明,
 

相较于匹配上的特征相似的没有从军经历村干部

的村庄,
 

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村庄,
 

农户的土地租入行为平均要高3.6%和3.82%.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

检验结果强化了本文基准回归分析结论.
 

进一步地,
 

将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样本与匹配上的特征相似的

没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6第(1)至(2)列所示,
 

虽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进行匹配后样本数大量减少,
 

但Army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37和0.180,
 

依然均在1%的水平上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上述结果表明,
 

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控制可能存在的选择偏差内生性问题后,
 

本文的

基准回归结果依然成立,
 

即村干部从军经历有助于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发生.
表6 村干部从军经历与农户土地租入: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Heckman二阶段模型

变量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最近邻匹配(1∶2) 核匹配(Kernel)

(1)

Lease

(2)

Lease

Heckman二阶段模型

(3)

Lease

Army 0.137*** 0.180*** 0.151***

(2.972) (4.718) (2.832)

IMR -0.205***

(-3.523)

Age -0.004** -0.005*** -0.004***

(-2.268) (-5.022) (-2.809)

Marriage 0.172*** 0.150*** 0.126***

(2.888) (4.344) (2.609)

Education 0.005 -0.004 -0.007

(0.800) (-1.201) (-1.463)

Health -0.100* -0.037 0.007

(-1.955) (-1.246) (0.162)

Agriculturist 1.026*** 1.087*** 1.190***

(10.961) (17.985) (12.711)

Land_Acquisition -0.240** -0.172*** -0.080

(-2.382) (-3.132) (-0.989)

Population_Mobility 0.124 -0.167* -0.439***

(0.831) (-1.899) (-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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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6

变量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最近邻匹配(1∶2) 核匹配(Kernel)

(1)

Lease

(2)

Lease

Heckman二阶段模型

(3)

Lease

Distance -0.002** -0.000 0.001**

(-2.302) (-0.454) (2.230)

Area 0.079*** 0.051*** 0.063***

(2.703) (3.667) (3.104)

Labor 0.001 -0.000 0.001

(0.931) (-0.277) (0.927)

_cons -2.444*** -2.342*** -2.278***

(-8.705) (-15.968) (-9.089)

Pro
 

fe Yes Yes Yes

N 4
 

626 14
 

675 8
 

017

Pseudo
 

R2 0.087
 

4 0.072
 

8 0.068
 

7

ATT Diff=0.035
 

4***;
 

T=2.92 Diff=0.038
 

2***;
 

T=3.86

3.2.2 Heckman二阶段模型

上述分析表明,
 

村干部的从军经历可能并非是随机的,
 

从村干部个体特征来看,
 

年龄、
 

政治面貌、
 

教育

程度等内在因素会影响其从军意愿,
 

从外部因素来看,
 

地区的拥军氛围等方面也会对其从军意愿产生较大

影响.
 

为此,
 

本文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进行检验.
 

第一阶段,
 

使用Probit模型,
 

估计村干部年龄、
 

政

治面貌、
 

教育程度、
 

地区固定效应对村干部从军经历的影响,
 

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MR).
 

第二阶段,
 

将逆

米尔斯比率(IMR)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6第(3)列所示,
 

逆米尔斯比率

(IMR)的回归系数为-0.205,
 

在1%的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这些内外因素确实会显著影响村干

部从军意愿,
 

影响村干部从军经历的比例达到了20.5%,
 

表明基准回归模型中的确存在选择偏差问题,
 

必

须要加以控制.
 

第二阶段在加入逆米尔斯比率(IMR)以后,
 

Army 的回归系数为0.151,
 

依然在1%的水平

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由此说明,
 

本文在进一步考虑可能存在的选择偏差问题后,
 

村干部从军经历促进农

户土地租入行为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3.3 宗姓认同、

 

村干部从军经历与农户土地租入

进一步地,
 

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设H2,
 

参照贾晋、
 

郭云南等[9,32]的衡量方法,
 

以村庄大姓占比作为衡量

宗姓认同的代理变量.
 

同时,
 

为了检验宗姓认同的强弱对村干部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差异,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进行检验:
 

第一种方法,
 

按照各省市中村庄大姓占比的中位数,
 

分为宗姓认同高和宗姓

认同低两组进行分组检验,
 

如果大于此中位数的村庄,
 

宗姓认同 Net则记为1;
 

不大于此中位数的村庄,
 

Net记为0.
 

第二种方法,
 

将主要解释变量村干部从军经历Army 与宗姓认同Net进行交乘,
 

再根据模型

(2)重新进行回归.

P(Totali,j =1)=α0+α1Armyi,j +α2Neti,j +α3Armyi,j ×Neti,j +α4CVsi,j +∑iProi+εi,j (2)

  表7中报告了宗姓认同对村干部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调节作用.
 

其中,
 

第(1)至(2)列为

分组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
 

宗姓认同高组和宗姓认同低组中Army 的边际效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

著,
 

但是宗姓认同高组中的边际效应更大;
 

在宗姓认同高组中Army 的边际效应要比宗姓认同低组大

21.6%,
 

说明在宗姓认同高的村庄,
 

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入的促进概率要高21.6%.
 

此外,
 

引入

交乘项(Army×Net)进行检验,
 

第(3)列报告了检验结果,
 

交乘项的边际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

明了村庄宗姓认同会促进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入的影响;
 

分组检验的组间系数检验结果在1%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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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同样证实了这一结论.
 

上述分组检验和交乘检验结果说明,
 

在宗姓认同越高的村

庄,
 

村民的集体意识、
 

合作精神越强,
 

产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大.
 

这与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在军队中打

下的“集体主义”
 

“团结合作”等方面的烙印是相吻合的,
 

使得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规模化生产种植政策更

容易得到村民的拥护和支持,
 

从而提升村民土地租入需求,
 

促进农户土地租入,
 

本文的假设H2得到证明.
表7 宗姓认同、

 

村干部从军经历与农户土地租入

变量

分组检验

宗姓认同高组 宗姓认同低组

(1)

Lease

(2)

Lease

交乘检验

(3)

Lease

Army 0.342*** 0.126** 0.097*

(5.621) (2.368) (1.874)

Army×net 0.184**

(2.377)

Net -0.024
(-0.910)

Age -0.007*** -0.004*** -0.005***

(-4.983) (-2.993) (-5.553)

Marriage 0.132*** 0.135*** 0.135***

(2.747) (3.136) (4.259)

Education -0.008* -0.005 -0.006**

(-1.648) (-1.211) (-1.986)

Health -0.050 0.003 -0.020
(-1.224) (0.089) (-0.726)

Agriculturist 0.954*** 1.363*** 1.118***

(13.012) (15.169) (20.187)

Land_Acquisition -0.193*** -0.233*** -0.206***

(-2.597) (-3.331) (-4.112)

Population_Mobility -0.531*** 0.027 -0.129*

(-3.725) (0.252) (-1.647)

Distance -0.001** 0.000 -0.000

(-2.049) (0.821) (-0.838)

Area 0.047** 0.076*** 0.069***

(2.375) (4.212) (5.515)

Labor 0.000 0.000 0.000
(0.171) (0.591) (0.519)

_cons -1.955*** -5.571*** -5.327***

(-9.547) (-26.773) (-37.941)

Pro
 

fe Yes Yes Yes

N 7
 

568 9
 

791 17
 

404

Pseudo
 

R2 0.089
 

6 0.094
 

9 0.086
 

2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1)-(2)=0.216***,

 

chi2=7.14,
 

P=0.00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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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一步讨论

4.1 机制检验

上文的基准回归检验以及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证实了村干部从军经历可以促进农户土地租入行为,
 

那

么,
 

村干部的从军经历是如何影响土地租入行为的?
 

其中的传导机制是怎样的? 在本文理论框架中,
 

根据

生物学烙印理论,
 

一方面,
 

从军经历可以显著提升管理者的组织领导、
 

沟通合作以及人格魅力[26-27],
 

这些

品质不仅有助于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说服和带领农户从事规模化农业生产,
 

也使得村庄的农户愿意相信

村干部的领导,
 

从而使得农户减少外出务工,
 

留村加入农业生产队伍,
 

进而加大农户租入土地的需求.
 

另

一方面,
 

军队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训练不断强化了管理者应对挑战、
 

承担风险以及抗击压力的能

力[25,
 

28],
 

使得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敢于将村庄的公共资源投入于农业生产(如购买大型智能农业生产设

备、
 

整修水利设施等),
 

从而为留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创造良好的作业条件,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这不仅

进一步增大留村农户租入土地的需求,
 

也会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参加农业生产,
 

进而促使农户租入土

地.
 

因此,
 

减少村庄人员外出务工和加大村庄生产投资可能是村干部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入的作用机

制,
 

本文通过分组检验和交乘检验对其进行验证.
 

交乘检验的模型如下:

Leasei,j =α0+α1Army×Mi,j +α2Mi,j +α3Armyi,j +

α4Individuali,j +α5Housei,j +α6Villagei,j +∑iProi+εi,j (3)

式中,
 

M 为机制变量按中位数分组的虚拟变量.

4.1.1 减少外出务工人数

根据理论分析逻辑,
 

减少外出务工人数是村干部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入的机制之一.
 

为验证这一

作用机制,
 

本文通过村庄外出务工人数占比(Work)进行检验,
 

按照村庄外出务工人数占比的中位数进行分

组,
 

大于中位数则为外出务工人数比例高组,
 

DWork取值为1;
 

否则为外出务工人数比例低组,
 

DWork 取

值为0.
 

模型(3)的检验结果如表8第(1)列所示,
 

交乘项(Army×DWork)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

正,
 

说明村庄外出务工人员越多,
 

村干部从军经历促进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边际效果就越好,
 

由此说明村

干部从军经历可以减少村庄人员外出务工,
 

从而加大农户土地租入需求.
 

此外,
 

分组检验结果如表8第(2)

至(3)列所示,
 

在第(2)列外出务工人数比例高组中,
 

Army 的回归系数为0.278,
 

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说明从军经历村干部可以提升农户土地租入概率27.8%;
 

而在第(3)列外出务工人数比例低组中,
 

Army 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进一步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由

此说明,
 

分组检验结果同样证实村干部从军经历可以减少村庄外出务工人数,
 

从而促进农户土地租入行

为.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
 

减少村庄外出务工人数是村干部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作用机制.
表8 村庄外出务工比例的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交乘检验

(1)

Lease

分组检验
外出务工人数比例高组

(2)

Lease

外出务工人数比例低组

(3)

Lease
Army×DWork 0.253***

(3.069)

DWork 0.056*

(1.852)

Army 0.005 0.278*** -0.030
(0.075) (5.670) (-0.413)

Age -0.005*** -0.006*** -0.003**

(-5.610) (-5.400)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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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8

变量

交乘检验

(1)

Lease

分组检验
外出务工人数比例高组

(2)

Lease

外出务工人数比例低组

(3)

Lease
Marriage 0.135*** 0.143*** 0.115**

(4.245) (3.581) (2.142)

Education -0.006** -0.006 -0.010*

(-2.034) (-1.420) (-1.847)

Health -0.017 -0.056* 0.047

(-0.640) (-1.652) (1.011)

Agriculturist 1.119*** 1.128*** 1.139***

(20.205) (16.354) (11.786)

Land_Acquisition -0.215*** -0.160*** -0.317***

(-4.307) (-2.693) (-3.383)

Population_Mobility -0.144* -0.144 -0.277

(-1.847) (-1.590) (-1.206)

Distance -0.000 -0.000 -0.000

(-1.258) (-1.126) (-0.230)

Area 0.067*** 0.076*** 0.070***

(5.365) (4.639) (2.959)

Labor 0.001 0.001 -0.000

(1.381) (1.538) (-0.515)

_cons -5.373*** -5.282*** -2.589***

(-58.007) (-26.597) (-10.723)

Pro
 

fe Yes Yes Yes

N 17
 

404 11
 

370 6
 

034

Pseudo
 

R2 0.087
 

0 0.094
 

5 0.093
 

2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2)-(3)=0.308***,
 

Chi2=12.45,
 

P=0.000
 

4

4.1.2 加大村庄生产投资

如前文所述,
 

为验证村干部从军经历通过加大村庄生产投资进而促进农户土地租入行为这一作用机

制,
 

本文通过村庄生产投资(Invest)进行检验,
 

按照村庄生产投资的中位数进行分组,
 

大于中位数则为村

庄生产投资多组,
 

DInvest取值为1;
 

否则为村庄生产投资少组,
 

DInvest取值为0.
 

首先,
 

交乘项检验结果

如表9第(1)列所示,
 

交乘项(Army×DInvest)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村庄生产投资越

少,
 

村干部从军经历促进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边际效果就越好,
 

由此说明村干部从军经历可以加大村庄生

产投资,
 

从而为农户生产种植创造较好的条件,
 

提高农户土地租入需求.
 

此外,
 

分组检验结果如表9第(2)

至(3)列所示,
 

在第(2)列村庄生产投资多组中,
 

Army 的回归系数为0.066,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而在第

(3)列村庄生产投资少组中,
 

Army 的回归系数为0.271,
 

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从军经历

村干部可以提升农户土地租入概率27.1%;
 

进一步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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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由此说明,
 

分组检验结果同样证实村干部从军经历可以加大村庄生产投资,
 

从而促进农户土地租入行

为.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
 

加大村庄生产投资是村干部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作用机制.
表9 村庄生产投资的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交乘检验

(1)

Lease

分组检验
村庄生产投资多组

(2)

Lease

村庄生产投资少组

(3)

Lease
Army×Dinvest -0.214***

(-2.787)

Dinvest 0.029

(1.082)

Army 0.294*** 0.066 0.271***

(5.326) (1.223) (4.594)

Age -0.005*** -0.003** -0.008***

(-5.517) (-2.207) (-6.117)

Marriage 0.135*** 0.093** 0.198***

(4.253) (2.222) (4.029)

Education -0.006* -0.001 -0.013***

(-1.918) (-0.350) (-2.730)

Health -0.020 0.009 -0.066

(-0.739) (0.253) (-1.588)

Agriculturist 1.124*** 0.984*** 1.373***

(20.208) (14.414) (13.634)

Land_Acquisition -0.212*** -0.242*** -0.138

(-4.240) (-3.814) (-1.606)

Population_Mobility -0.113 -0.231** 0.166

(-1.446) (-2.042) (1.307)

Distance -0.000 -0.001** 0.001

(-0.734) (-2.153) (1.566)

Area 0.069*** 0.093*** 0.045**

(5.527) (5.314) (2.167)

Labor 0.000 0.000 -0.000

(0.533) (0.255) (-0.433)

_cons -5.225*** -2.689*** -5.018***

(-30.138) (-14.924) (-23.235)

Pro
 

fe Yes Yes Yes

N 17
 

404 9
 

899 7
 

469

Pseudo
 

R2 0.086
 

3 0.088
 

8 0.100
 

0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3)-(2)=0.205**,
 

Chi2=6.55,
 

P=0.0105

051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5卷



4.2 异质性检验

4.2.1 村庄交通情况的影响

村庄交通条件一方面会影响村民外出务工的意愿,
 

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农产品的运输和销售.
 

一般而

言,
 

交通条件不便利的村庄,
 

村民外出务工不方便,
 

有利于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发挥作用.
 

为验证上述推测,
 

本文按照交通便利情况进行分组,
 

根据问卷中村庄是否通公路和铁路作为分组的标准,
 

如果村庄通公路和

铁路,
 

则分为村庄交通便利组;
 

否则分为村庄交通不便利组.
 

分组检验结果报告于表10第(1)至(2)列所

示,
 

在第(1)列村庄开通公路和铁路的组别中,
 

Army 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而在第(2)列村庄未

开通公路和铁路的组别中,
 

Army 的回归系数为0.219,
 

在1%的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在未开通

公路和铁路的村庄,
 

村干部从军经历更有助于村民规模化生产种植,
 

从而加大土地租入的需求.
 

进一步组

间差异检验结果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这一结果验证了上述推测.
表10 村干部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入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村庄交通情况
便利组

(1)

Lease

不便利组

(2)

Lease

村庄地貌特征
平原组

(3)

Lease

非平原组

(4)

Lease

村庄遭受自然灾害情况
遭受组

(5)

Lease

未遭受组

(6)

Lease
Army -0.054 0.219*** 0.303*** 0.070 0.173*** 0.017

(-0.432) (5.208) (5.736) (1.209) (3.790) (0.213)

Age -0.007*** -0.005*** -0.005*** -0.005*** -0.005*** -0.003*

(-3.113) (-4.890) (-3.725) (-4.382) (-5.003) (-1.794)

Marriage 0.105 0.138*** 0.066 0.170*** 0.142*** 0.147***

(1.433) (3.881) (1.266) (4.190) (3.637) (2.597)

Education -0.025*** -0.003 -0.008 -0.006 -0.005 -0.002

(-3.397) (-0.717) (-1.553) (-1.490) (-1.257) (-0.317)

Health -0.064 -0.019 -0.062 0.001 -0.059* 0.088*

(-0.994) (-0.630) (-1.375) (0.042) (-1.784) (1.794)

Agriculturist 0.785*** 1.201*** 1.227*** 1.095*** 1.081*** 1.228***

(6.949) (18.838) (12.846) (15.376) (15.802) (12.061)

Land_Acquisition -0.366*** -0.182*** -0.354*** -0.128** -0.229*** -0.170**

(-3.099) (-3.265) (-3.704) (-2.113) (-3.499) (-2.109)

Population_mobility 0.239 -0.105 0.419*** -0.442*** -0.126 -0.198

(0.784) (-1.245) (3.032) (-4.316) (-1.350) (-1.218)

Distance 0.002*** -0.001* 0.001 -0.000 -0.001* 0.001

(2.786) (-1.650) (0.972) (-0.486) (-1.920) (1.639)

Area 0.011 0.069*** 0.104*** 0.067*** 0.044*** 0.085***

(0.313) (4.744) (3.751) (4.561) (2.981) (3.332)

Labor -0.003** 0.001 0.002** -0.000 -0.002*** 0.002*

(-2.183) (1.629) (2.458) (-0.207) (-2.713) (1.790)

_cons -1.453*** -5.265*** -5.577*** -2.457*** -2.024*** -5.625***

(-4.053) (-30.298) (-24.864) (-14.881) (-12.539) (-2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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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10

变量

村庄交通情况
便利组

(1)

Lease

不便利组

(2)

Lease

村庄地貌特征
平原组

(3)

Lease

非平原组

(4)

Lease

村庄遭受自然灾害情况
遭受组

(5)

Lease

未遭受组

(6)

Lease
Pro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
 

400 14
 

004 7
 

162 10
 

110 11
 

158 6
 

204

Pseudo
 

R2 0.077
 

6 0.098
 

4 0.093
 

2 0.094
 

8 0.100
 

5 0.091
 

0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2)-(1)=0.273**,

 

Chi2=4.28,
 

P=0.038
 

6

(3)-(4)=0.233***,
 

Chi2=8.93,
 

P=0.002
 

8

(5)-(6)=0.156*,
 

Chi2=2.83,
 

P=0.092
 

7

4.2.2 村庄地貌特征的影响

相较于其他地貌而言,
 

平原地区由于更加便于使用农业机械代替人力生产,
 

这样的地貌更加适合进行

农业生产开发,
 

特别是进行大规模、
 

产业化的农业生产经营.
 

有研究指出,
 

由于平原地区具备的天然地理

优势,
 

在平原地区中发生农地有偿流转的概率更高[9],
 

平原地区农户土地租入或者租出的面积也要远大于

山岭地区[33].
 

因此,
 

可以预期在平原地区从军经历村干部发挥的作用应该更大.
 

为了验证上述猜想,
 

本文

根据问卷中“请选择一项最能描绘被访村/居地貌特征的选项”选项,
 

选择“平原”的,
 

村庄地貌特征为平原

组;
 

否则村庄地貌特征为非平原组.
 

表10第(3)至(4)列报告了分组检验结果,
 

第(3)列在平原地区的村庄,
 

Army 的回归系数为0.303,
 

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在平原地区,
 

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可

以提升农户土地租入概率30.3%;
 

而在第(4)列非平原地区村庄,
 

Army 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进

一步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由此说明,
 

平原地区强化了村干部从军经历

对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影响.

4.2.3 村庄是否遭遇自然灾害的影响

一般而言,
 

干旱、
 

洪涝等自然灾害会极大影响农业产出,
 

也会影响农户的种粮意愿和土地租入需求.
 

因此,
 

本文在异质性检验中考虑村庄是否遭遇干旱、
 

洪涝等自然灾害对生产种植的影响.
 

根据调查问卷,
 

将受到干旱、
 

洪涝影响的村庄分为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组;
 

否则分为未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组.
 

表10第(5)至
(6)列报告了分组检验结果,

 

第(5)列在村庄遭受干旱、
 

洪涝影响的组别中,
 

Army 的回归系数为0.173,
 

在

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第(6)列未遭受干旱、
 

洪涝影响的组别中,
 

Army 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
 

并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这一结果说明,
 

村干部从军经历为其打下了“吃苦耐劳”
 

“不懈奋斗”
 

“攻坚克难”的烙印,
 

使得其在恶劣的环境下更能激发斗志,
 

带领村民共同奋进,
 

从而当遭遇干旱、
 

洪涝等

自然灾害时,
 

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发挥的边际作用更大.

4.3 经济效果检验

从军经历可以显著提升村干部的组织领导、
 

沟通合作以及人格魅力[26-27],
 

从而使得村干部可以带领农

户从事规模化农业生产,
 

且军队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训练不断强化了管理者应对挑战、
 

承担风险以及抗

击压力的能力[25,
 

28],
 

使得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增加农业生产投资,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按此逻辑,
 

具有从

军经历的村干部最终将会带动农户收入水平提升和带动村庄农业总产值提高.
 

为验证上述逻辑,
 

本文从全

村农户平均收入和全村农业总产值视角展开检验.

4.3.1 提升全村平均收入

以调查问卷中村人均收入衡量全村平均收入(Income),
 

并删除缺失值后取自然对数加1.
 

因全村平均

收入(Income)是连续变量,
 

此处进行OLS检验,
 

验证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是否可以带动全村农户平均

收入的提升.
 

检验结果如表11第(1)列所示,
 

Army 的回归系数为0.175,
 

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T 值高达12.380,
 

由此说明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优良品质促进了农户土地租入,
 

最终的结果是带动

251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5卷



了全村农户平均收入的提升.
表11 村干部从军经历的经济效果检验

变量

全村平均收入

(1)

Income

全村农业总产值

(2)

TCZ
Army 0.175*** 0.109**

(12.380) (2.563)

Age 0.002*** 0.002**

(5.862) (2.554)

Marriage 0.051*** 0.102***

(3.671) (3.487)

Education 0.013*** 0.009***

(9.556) (3.155)

Health 0.020 -0.019

(1.640) (-0.740)

Agriculturist -0.103*** 0.061**

(-7.083) (1.966)

Land_Acquisition 0.065*** -0.360***

(3.326) (-7.366)

Population_Mobility -0.172*** -0.145**

(-4.524) (-2.127)

Distance -0.003*** -0.002***

(-23.431) (-6.179)

Area 0.040*** 0.505***

(7.191) (39.216)

Labor 0.001*** 0.004***

(5.120) (8.837)

_cons 8.156*** 1.135***

(172.373) (10.799)

Pro
 

fe Yes Yes

N 17
 

104 15
 

128

r2a 0.323 0.345

4.3.2 提升全村农业总产值

以调查问卷中村农业总产值的自然对数加1(TCZ)来检验村干部从军经历促进农户土地租入的经济

效果,
 

并删除缺失值.
 

与上述检验一致,
 

因村农业总产值(TCZ)为连续变量,
 

故进行OLS检验.
 

表11第

(2)列报告了检验结果,
 

Army 的回归系数为0.109,
 

在5%的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具有从军

经历村干部的军队印记有助于促进农户土地租入,
 

从而提升农户生产种植热情,
 

最终带动全村农业总产

值提升.
 

上述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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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和建议

如何加快推动农村土地流转、
 

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难题.
 

村干部作为政府“代理

人”和乡村“当家人”,
 

其个人综合素质被认为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7].
 

但个人综合素质往往

源于过往职业经历,
 

从村干部职业经历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村干部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发挥的作用.
 

本文基

于CFPS调查数据,
 

研究了村干部从军经历、
 

宗姓认同对农户土地租赁的影响机理和经济效果.
 

研究发现:
 

第一,
 

村干部从军经历显著促进了农户土地租赁,
 

进一步分类发现,
 

村干部从军经历主要是促进了农户土

地租入行为,
 

这一结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Heckman二阶段模型等方法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后依然成立;
 

且村庄宗姓认同在村干部提升农户土地租入行为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
 

第二,
 

机制检验表

明,
 

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减少了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
 

加大了村庄生产投资,
 

从而加大了农户土地租入

需求.
 

第三,
 

进一步讨论发现,
 

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对农户土地租入的影响在交通不发达、
 

地貌特征为

平原、
 

没有遭遇自然灾害的村庄更为显著;
 

经济效果检验表明,
 

村干部从军经历有助于村庄农户平均收入

水平提高和村庄农业总产值提升.
本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
 

进一步完善村干部选拔培养机制.
 

如重庆市武隆

区印发了《关于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作用的通知》,
 

将从军经历作为选拔培养基层干部的

重要参考,
 

本文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
 

因此,
 

在村干部的选拔培养中,
 

不应仅考虑学历、
 

年龄等方面的特

征,
 

还应考虑村干部的职业经历.
 

第二,
 

上级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村干部从军经历的作用.
 

本文发现,
 

具有

从军经历的村干部促进了农户土地租入行为,
 

有助于农业规模化生产种植,
 

最终带动全村平均收入和全村

农业总产值的提高.
 

因而,
 

政府部门在推动土地流转和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种植的过程中,
 

应当充分发挥

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积极作用.
 

第三,
 

从军经历村干部的选聘应当因地制宜.
 

本文异质性检验表明,
 

具

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在交通不发达、
 

平原地区以及遭遇干旱、
 

洪涝等自然灾害的村庄,
 

发挥的作用更好.
 

因此,
 

在选聘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时,
 

应当根据村庄的特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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