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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土地租赁行为及其福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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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
"##G

(

"##C

年
D!E

个样本农户的微观面板数

据#首先运用
L&

9

/+8&0

模型#识别出了农户租入和租出土地决策的

影响因素#解决了以往文献所忽视的内生性问题和 )遗漏问题*&然

后运用多重内生处理效应模型估计了土地租赁的福利影响#解决了

不可观测的变量所导致的自选择性问题#结论表明只要是在自愿基

础上所进行的租赁#无论是租出土地还是租入土地#都会增加农户

效用#提高农户福利水平%

关键词
!

土地租赁#福利效果#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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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管理研究*!编号'

E!!GG##!

"和面上项目)我国农村信贷配给问题研究*!编号'

E#EEG##A

"的部分研究成果%

一!引
!!

言

转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

城镇和非农部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引人

注目%但是#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后#由于土地资源重新配置的市场

还没有形成甚至还处于抑制状态 !史清华和贾生华#

"##"

"#一方面已从事非

农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户没有时间耕种已分配给自己的土地#另一方面农业生

产效率高且想耕种更多土地的农户却得不到土地#在中国农村地区一度出现

了稀缺土地资源的 )撂荒*现象%此外#采用行政手段分配土地#无论在理

论还是在实践中不仅不能充分发挥农村劳动力的效率#而且也不能充分发挥

土地资源的适度规模效益#一定程度上阻遏了农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需要重新配置土地来解决日益凸显出来的效率损失问题%然而#由于存在信

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信贷配给等问题#依靠乡村干部#采用行政手段#重

新调整和配置土地资源的效果不仅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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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

衍生了许多土地寻租和腐败案例%

在行政手段配置土地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市场选择了它自己的方式#

!CC"

年广东南海进行了自
!CED

年来首次土地使用权租赁的改革#破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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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农户之间相互租赁土地的自发行为不断增多%对于非正式土地租赁

市场的兴起#政府一开始采取的是默认的态度%经过几年的实践后#政府现

在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并试图构建正式的土地租赁市场%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中国土地租赁发展很快#根据我们的样本#

"##C

年参与土地租赁的农

户占所有农户的比重已达到
"A5GB

%尽管土地买卖市场的功效还饱受争议#

但理论和国际经验表明'即使在其他市场 !譬如#劳动力市场$信贷市场和

保险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一个功能完好的土地租赁市场在优化农村生产

要素配置$提高农户的福利水平和农村公平性方面也都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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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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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钱忠好#

"##G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除非土地租赁市场能

够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否则的话#农村经济资源的配置将既无效率#也难以

达到公平 !

T(:+.210.+67J

#

"##!

&钱忠好#

"##G

"%因此#土地租赁市场在世

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租赁土地的农户所耕种的面积占

总面积的百分比#

!CC!

年菲律宾为
A!5GB

#

!CCF

年孟加拉国为
@"5GB

#

!CCG

年印度尼西亚为
!DB

#

!CC#

年乌拉圭为
@#5DB

!

70;.K(

#

"##E

"&在工

业化国家和非洲国家#被租赁的土地面积所占的比重也非常高#

!CC"

年美国

为
@GB

#

!CCC

年乌干达为
GF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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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及

其影响#引起了众多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催生了许多理论和经验分析文献%

以往的经验分析文献主要讨论了土地租赁市场的潜力和租赁合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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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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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资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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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传浩和

贾生华#

"##@

"#以及土地租赁市场在不同区域环境中的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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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而对农户土地租赁行为及其福

利效果进行经验估计和分析的文献还不是很多%以往文献用以识别显著影响

农户租入 !或租出"土地的因素的方法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文献以农户租

入 !或租出"土地的实际面积#或者农户是否租入 !或租出"土地 !租入或

租出土地为
!

#没有租入或租出土地为
#

"为因变量#再以农户特征$农业生

产能力$非农就业机会和交易成本等为解释变量#构建单方程模型#进行

7XT

估计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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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这类文献的缺陷是没有充分考虑土地

租赁的内生性%在中国#土地市场高度分割#具有明显的圈层结构特征#农

户租赁土地的行为表现为租入还是租出决策的反复纠结和权衡 !在此#农户

租入和租出土地的数量可以为
#

"#一些观察不到的因素既影响农户的租入决

策#也影响农户的租出决策#也就是说#农户租入和租出土地的行为相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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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立#而是具有很强的内生性特征%土地租赁行为的内生性特征在计量模

型的构建上表现为租入方程和租出方程的随机误差项是相互影响的#显然#

如果我们不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估计结果将会出现偏误%另一类文献

通过优化农户模型#推导出一个由三个方程构成的开关模型 !

;b&0*%&'

<

/1H

<

/1;;&+',+:12

"#其中租入土地的方程为上界函数#租出土地的方程为下界

函数#然后#进行完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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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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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文献虽然考虑到了土地租赁行为的内生性#但却存在严

重的 )遗漏问题*#在开关模型中#我们无法考虑同一农户在租入土地的同时

也租出土地的情形#根据本文的样本#

"##C

年这类农户占所有租地农户的比

率为
G5CB

%如果不考虑这种情形#将会损失样本信息#因此#要想无偏地识

别出农户参与土地租赁市场的影响因素#需要新的方法%

很多文献对土地租赁的产出效率进行了估计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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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海等#

"##G

&许庆等#

"##D

&李谷成等#

"##C

&钟甫

宁和纪月清#

"##C

"#而对土地租赁福利效果进行经验估计 !通常用农户纯收

入$消费支出和金融资产余额来衡量"的文献却非常少%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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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

(

"##@

年
D###

个样本农户的数据#分析了土地租赁对样本

农户人均收入分布的影响#并以扣除租金后的净收入为因变量#对租入的土

地面积和年哑变量 !以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因素的影响"进行固定效应回归#

发现租入土地能使农户的收入增加
!#B

&然后#再以同一地块租赁前后每亩

收入的差 !

"

=

"为因变量#对租入土地哑变量 !

2

&'

"$租出土地哑变量

!

2

+.0

"和地区哑变量 !

8

"进行回归#估计出了土地租赁对净生产率的影响%

但是#

d&'(':>1&'&'

<

1/

的研究在技术上没有很好地解决自选择性问题#并且

采用最小二乘法容易高估处理效应#所得到的估计量经常不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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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识别出农户租出和租入土地的影响因素#估计

出农户租出和租入土地所产生的福利效果%与以往文献不同#我们的研究充

分考虑到了土地租赁行为的内生性和自选择性特征#并解决了以往文献中存

在的 )遗漏问题*%首先#我们运用面板
L&

9

/+8&0

模型#解决了影响因素识别

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和 )遗漏问题*&然后#再运用面板多重内生处理效应模

型#解决了福利效果估计过程中不可观测的变量所导致的自选择性问题%因

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新意%

根据本文的目标#研究内容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对样本数据进行简

要的统计分析和说明&第三部分构建面板
L&

9

/+8&0

模型#识别出农户土地租

赁的影响因素#并对估计结果进行讨论&第四部分运用面板多重内生处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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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模型#估计出农户土地租赁行为的福利效果&第五部分总结研究结论#讨

论其政策含义%

二!数据来源及其分析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时间跨度为
"##G

(

"##C

年%由于采用追踪调查的形式#样本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样本

选择采取的是三阶段分层抽样战略#第一阶段#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情况#从

所有省份中采取分类抽样的方式#随机选择
!#

个省份#它们分别是辽宁$吉

林$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四川$甘肃$新疆%第二阶段#在上

述各省中#随机抽取
!D

个村庄&在抽取村庄的过程中#排除了面积和人口特

别大或特别小的村庄%第三阶段#从各村庄中排除特别富裕和特别贫穷的农

户后#随机选取
F#

个左右的农户#一共
!###

个农户#其中有
!DG

个农户既

没有土地#也不参与土地市场的租赁#因此#有效样本农户数为
D!E

个%

"##E

年和
"##C

年我们组织学生利用暑假对这
D!E

个农户进行了补充调查#

"#!!

年
E

月上旬我们对这
D!E

个农户的数据在实地进行了核查和校正%数据

库中收集了各样本农户
"##G

(

"##C

年每年的收入$支出$土地租赁活动$生

产经营活动$信贷活动$家庭和所处村庄的基本情况的详细数据#为本文的

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事实%由于数据缺乏权重方面的信息#所以#样本数

据可能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所有农户#因此#我们应该谨慎地看待这篇论文的

研究结论的一般性%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相信这篇论文的研究结论为理解农

户土地租赁行为提供了有益的信息%

从表
!

可知#

"##G

(

"##C

年我国农户土地分布的基尼系数在
#5@C

(

#5AD

之间变动#略呈微小上升趋势#这表明土地租赁已使农户土地开始适度集中%

我国农户土地分布的基尼系数与许多亚洲国家基本一致#如孟加拉国
!CCF

年

为
#5AE

#印度
!CC!

年为
#5AD

#印度尼西亚
!CCG

年为
#5AF

#菲律宾
!CC!

年

为
#5A@

#泰国
!CCG

年为
#5A#

&而要小于诸多美洲国家#譬如#巴西
!CCF

年

为
#5DA

#秘鲁
!CC@

年为
#5DE

#乌拉圭
!CC#

年为
#5EE

#委内瑞拉
!CCE

年为

#5DD

!

70;.K(

#

"##E

"#除土地租赁外#导致我国土地分布的基尼系数较大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区域人口和土地分布不均衡%亚洲国家共同的特征是乡村

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土地高度集中的可能性不大#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共同

问题是如何通过土地租赁市场来有效地配置日益稀缺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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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G

(

"##C

年样本农户每年租入和租出土地的总户数及其百分比

年份 农户数
土地基

尼系数

参与租赁 仅租入 仅租出 既租入又租出

户数 比率 户数 比率 户数 比率 户数 比率 比率"

"##G D!E #(@C !@A !E(E#B F" E(F#B ED C(A#B A #(F#B G(@#B

"##@ D!E #(A! !AF !C(!#B FE D("#B DG !#("#B F #(E#B G(D#B

"##A D!E #(A" !FF "#(G#B EA C("#B DA !#(@#B F #(E#B G(F#B

"##F D!E #(A@ !E@ "!(G#B D! C(C#B DD !#(D#B A #(F#B "(C#B

"##E D!E #(AA !CG "G(F#B DE !#(F#B CC !"(!#B E #(C#B G(F#B

"##D D!E #(AF !CC "@(@#B C# !!(##B !#" !"(A#B E #(C#B G(A#B

"##C D!E #(AD "#E "A(G#B CA !!(F#B !#@ !"(E#B D #(C#B G(C#B

年均
D!E #(A@ !EE(! "!(E#B EC(F C(E#B C!(G !!("#B F(G #(D#B G(A#B

注')比率*为占所有样本农户的比率#)比率"

*为占所有租赁土地农户的比率%

从表
!

还可以看出#我国乡村参与土地租赁的农户数逐年递增#参与土

地租赁的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率从
"##G

年的
!E5EB

增加到
"##C

年的

"A5GB

%其中#仅仅租入土地的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率从
"##G

年的
E5FB

增加到
"##C

年的
!!5FB

&仅仅租出土地的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率从
"##G

年的
C5AB

增加到
"##C

年的
!"5EB

&既租入又租出土地的农户数占总农户数

的比率从
"##G

年的
#5FB

增加到
"##C

年的
#5CB

%租出土地的农户数明显多

于租入土地的农户数#这意味着随着农村非农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乡村土地

通过租赁正适度集中%

表
"

给出了各省样本农户年均租入和租出土地的总户数及其百分比%从

表
"

可以看出#我国土地租赁的地区差异非常显著%辽宁$江苏$福建和山

东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参与土地租赁的农户占所有农户的比率都很高#均在

"EB

以上#远高于所有样本的平均值%吉林$河南$四川和甘肃四个人口和

农业大省参与土地租赁的农户占所有农户的比率都比较低#均在
!D5AB

以下%

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新疆参与土地租赁的农户占所有农户的比率仅为
@5@B

%

由于生活习惯和语言方面的差异#新疆农户外出找到工作的难度要大得多#

因此#参与土地租赁的农户占所有农户的比率自然也就要低一些%除吉林外#

所有省区租入土地的农户数均要少于租出土地的农户数%这些结果意味着土

地租赁市场的发育程度与非农产业的发达程度$区域经济条件和民族密切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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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各省样本农户年均租入和租出土地的总户数及其百分比

省份 村庄数 农户数
参与租赁 仅租入 仅租出 既租入又租出

户数 比率 户数 比率 户数 比率 户数 比率 比率"

辽宁
" D! "G(@ "D(C#B !#(@ !"(D#B !!(C !@(E#B !(! !(@#B @(E#B

吉林
" DE !F(! !D(A#B E(C C(!#B E(F D(E#B #(E #(D#B @(G#B

江苏
! DF "G(F "E(@#B !! !"(D#B !!(@ !G(G#B !(! !(G#B @(E#B

福建
! D@ "F(! G!(!#B !"(! !@(@#B !G(! !A(F#B #(C !(!#B G(@#B

山东
G !#G G#(E "C(D#B !@(! !G(E#B !A(G !@(C#B !(G !(G#B @("#B

河南
" !#! !A(C !A(E#B F(@ F(G#B C(! C(##B #(G #(G#B !(C#B

湖北
! A@ !"(F "G(G#B @(C C(!#B E(@ !G(E#B #(G #(F#B "(@#B

四川
" DF !@ !F(G#B F E(##B E(E C(##B #(G #(G#B "(!#B

甘肃
" DG !"(A !A(!#B A(C E(!#B F(@ E(E#B #(! #(!#B #(D#B

新疆
" A" "(G @(@#B #(C !(E#B !(G "(A#B #(! #("#B @(G#B

总计
!D D!E !EE(! "!(E#B EC(F C(E#B C!(G !!("#B F(G #(D#B G(A#B

注')比率*为占所有样本农户的比率#)比率"

*为占所有租赁土地的农户的比率%

表
G

给出了各省
"##G

(

"##C

年样本农户每亩土地平均的租赁价格%从表

G

可以看出#各省每亩土地的租赁价格都是不断上升的#

"##C

年所有样本农

户每亩土地租赁价格的均值比
"##G

年增加了
"5@A

倍#年均增长率为
""5CB

%

土地租赁价格的地区差异非常明显#

"##C

年江苏$福建和山东土地租赁价格

均在
"F#

元以上#而河南$四川$甘肃和新疆土地租赁价格却均不超过
G#

元%进一步调研的结果显示#

"##C

年江苏$福建和山东土地租赁发生在亲友

之间的只占
@#5FB

#而河南$四川$甘肃和新疆土地租赁发生在亲友之间的

所占的比率高达
D#5DB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土地租赁价格的地区差异如此

之大%土地租赁价格之所以不断上升可能与政府取消农业税$进行粮食补贴

和鼓励土地租赁有密切的关系%

表
G

!

样本农户每亩土地平均的租赁价格!单位'元"

!!!

年份

省份
!!!

农户数
"##G "##@ "##A "##F "##E "##D "##C

均值

辽宁
D! @# AG FC D@ !#G !@@ !DG CF(A

吉林
DE G# @# AD F@ E# D# CA F"(@

江苏
DF D# CD !!G !@C "G# "F@ G#E !EE(G

福建
D@ !#G !"E !FD !CE "FG "EC G!G "#E(!

山东
!#G EA D# DC !"E !FF "!G "F! !@@(@

河南
!#! !A "# "# "# "A "A G# ""(!

湖北
A@ "# "D @# @@ F# E# D@ @C(@

四川
DF !# !A !A "# "A "A G# "#(#

甘肃
DG !# !# !A !A !A !A "# !@(G

新疆
A" A A A !# !# !A !A C(G

均值
D!(E GD(D @E(F AC(" EG CF(E !!G !GG(D D#(G

注'亩均租赁价格
[

农户租入土地的支出总额
s

租入面积%

表
@

给出了样本农户的地块数与大小分布%从表
@

可以看出#农户的地

块总数是逐年递减的#从
"##G

年的
A@@G

块减少至
"##C

年的
@@"!

块%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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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耕地非常零碎#

"##C

年农户耕地面积不足
!

亩的地块所占比率高达

AE5EB

#面积为
!

(

G

亩的地块所占比率为
"D5DB

#面积为
G

(

A

亩和
A

亩以

上的地块所占比率分别仅为
!#5GB

和
G5"B

#

DF5AB

左右的地块面积不超过
G

亩%面积不足
!

亩的地块所占比例呈逐年递减趋势#而面积为
!

(

G

亩和
G

(

A

亩的地块所占比例呈递增趋势#这说明土地租赁扩大了土地规模#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表
@

!

样本农户地块数与大小分布

年份 总地块数
不足

!

亩
!

(

G

亩
G

(

A

亩
A

亩以上

地块数 比率 地块数 比率 地块数 比率 地块数 比率

"##G A@@G GAAG FA(G#B !GE! "A("#B GE" F(D#B !@E "(E#B

"##@ A"!" GGC" FA(!#B !G!G "A("#B G@G F(F#B !F@ G(!#B

"##A A!DE G"F@ F"(C#B !GF# "F("#B GDA E(@#B !ED G(A#B

"##F @C!G G#A! F"(!#B !G#D "F(F#B GDE E(C#B !FE G(@#B

"##E @F"F "DAF F!(E#B !"!A "F(G#B @!G D(C#B !@" G(!#B

"##D @A#A "F!" AD(##B !"C@ "D(E#B @"" C(@#B !EE G(C#B

"##C @@"! "A@C AE(E#B !"E@ "D(D#B @AE !#(G#B !@! G("#B

平均
@C#! G#GC F"(##B !G#A "F(F#B GCE D(!#B !F# G(@#B

注'

!

(

G

亩包括
G

亩#

G

(

A

亩包括
A

亩%

表
A

给出了
"##G

(

"##C

年各省样本农户年均耕地面积$年均地块数与大

小分布%从表
A

可以看出#各省土地细碎化的程度差异显著%四川$湖北和

福建面积不足
!

亩的地块所占的比率分别高达
CA5EB

$

DE5CB

和
EF5"B

#而

甘肃$新疆$江苏和辽宁面积不足
!

亩的地块所占的比率分别仅为
G@5CB

$

G!5GB

$

!A5@B

和
G5GB

%四川和湖北土地细碎化的程度非常高#其参与土地

租赁的农户所占的比率却不是特别高%相反#辽宁和江苏这两个省土地细碎

化的程度较低#但其参与土地租赁的农户所占的比率却非常高%这说明土地

细碎化并不是农户参与土地租赁市场的唯一原因%

表
A

!

"##G

(

"##C

年各省样本农户年均耕地面积$年均地块数与大小分布

省份 农户数
年均总

耕地面积

年均总

地块数

不足
!

亩

所占比率

!

(

G

亩所

占比率

G

(

A

亩所

占比率

A

亩以上

所占比率

辽宁
D! GEG(" !FD(@ G(GB GG(@B @"("B "!(!B

吉林
DE FED(G A@A(C GD(#B G#(EB !G(DB !E(FB

江苏
DF @D!(C GDC(" !A(@B GG(DB G!(!B !C(EB

福建
D@ !D"(E F#D(E EF("B "G(DB #(#B #(#B

山东
!#G GDG(# AF!(@ A!(EB @G(AB C(GB @(EB

河南
!#! @!"(" F#E(C AG(FB @"("B "(DB !(@B

湖北
A@ "#!(G @!@(F DE(CB !"(#B #(#B #(#B

四川
DF "!F(E E!E(@ CA(EB @(GB #(#B #(#B

甘肃
DG A@C(F FGD(F G@(CB @C(@B !!(GB @(AB

新疆
A" @EE(D "@D(C G!(GB AE(#B C(#B "(EB

总计
D!E GCAF(E @C#!(# F"(#B "F(FB D(!B G(@B

注'

!

(

G

亩包括
G

亩#

G

(

A

亩包括
A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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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

给出了本文计量分析模型中所有变量的样本数据的基本统计特征#

并且对每一个变量都做了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表
F

!

模型所涉及变量的样本数据的基本统计特征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

&'

AE!C #(!#A! #(G#FE # !

2

+.0

AE!C #(!!C@ #(G"@G # !

(

<

1 AE!C @!(" !@("C!D !C EC

1:. AE!C F(DGEG "(@C@! # !"

(0/ AE!C #(!@D# #(GAA" # !

'(0/ AE!C #(#CD" #("CEA # !

&';. AE!C #(#GD! #(!C!F # !

0/(' AE!C #("@#C #("DC# # !

(/1( AE!C @(C@GD !#(!DFC #(" D#

/1'0

&'

AE!C AG(@EA !E@(CFG # AA#

/1'0

+.0

AE!C EF(CED "@"(!AF # F"#

;&I1 AE!C #(CGD! #(CD!" #(! "#(#

9

/+*( AE!C E#DF(@! !AACG(!" # @"FF##

2&

P

.&:&0

3

AE!C "A@("! GD#("! # !A@#A(#@

*/1:&0 AE!C #(AC!D #(@C!A # !

/12( AE!C #(!@!D #(GA!C # !

/1'

h

.' AE!C GC(E!#A "#"(!E @(#F EC(E!

9

2(&' AE!C #(@GFC #(@CF# # !

1

9

/+\ AE!C #(@!D@ #(@CGG # !

0/(';

9

+ AE!C G(!DGE @(A"F# # "#

*+';., AE!C !""F"(ED !A"#@(EC !F## "@DF##

'&'*+, AE!C !ACDE(AE !"FE#("C _A@E#A ""##AE

!

2

&'

[#

#

2

+.0

[#

"

AE!C #(EDG" #(@!"!

!

2

&'

[#

#

2

+.0

[!

"

AE!C #(!!!E #(G!A!

!

2

&'

[!

#

2

+.0

[#

"

AE!C #(#CE@ #("CFA

!

2

&'

[!

#

2

+.0

[!

"

AE!C #(##EE #(#DE@

注'!

!

"

2

&'为农户是否租入土地#

!

是#

#

否&!

"

"

2

+.0为农户是否租出土地#

!

是#

#

否&!

G

"

(

<

1

为户主

年龄#单位为年&!

@

"

1:.

为户主受教育年限#单位为年&!

A

"

(0/

为农户是否有家庭成员接受农业培训#

!

是#

#

否&!

F

"

'(0/

为农户是否有家庭成员接受非农培训#

!

是#

#

否&!

E

"

&';.

为农户是否参与养老保险#

!

是#

#

否&!

D

"

0/('

为农户非农收入所占比重#等于非农纯收入
s

家庭纯收入&!

C

"

(/1(

为农户年末实际经

营的土地总面积#等于承包耕地
j

自留地
j

山地
j

园地
j

牧草地
j

水面
j

转包地
_

转租地#单位为亩&

!

!#

"

/1'0

&'是租入土地的价格!元3每亩"#

/1'0

+.0是租出土地的价格!元3每亩"&!

!!

"

;&I1

为农户平均每块

地的大小#等于年末土地面积
s

地块数&!

!"

"

9

/+*(

为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单位为元&!

!G

"

2&

P

.&:&0

3

为

家庭年末可支配金融资产余额#等于年末存款余额
j

年末现金余额#单位为百元&!

!@

"

*/1:&0

为农户是否

受到信贷配给#

!

是#

#

否#可采用部分可观测的
L&

9

/+8&0

模型估计出来&!

!A

"

/12(

体现土地租赁双方关系

的变量#即为农户是否在亲友之间发生租赁行为#当农户从亲友处租入土地或将土地租赁给亲友时取值

!

#否则为
#

&!

!F

"

/1'

h

.'

为农户所在村人均非农纯收入#单位为百元&!

!E

"

9

2(&'

为农户所在村是否位于

平原#

!

是#

#

否&!

!D

"

1

9

/+\

为农户所在村是否位于东部省份#

!

是#

#

否#辽宁$江苏$福建和山东为东部

省份&!

!C

"

0/(';

9

+

为农户所在村离码头或车站的距离#以公里为单位&!

"#

"

*+';.,

为农户家庭年生活

消费支出#单位为元&!

"!

"

'&'*+,

为家庭纯收入#单位为元&!

""

"!

2

&'

[#

#

2

+.0

[#

"$!

2

&'

[#

#

2

+.0

[!

"$

!

2

&'

[!

#

2

+.0

[#

"$!

2

&'

[!

#

2

+.0

[!

"分别为没有参与土地租赁市场$只租出土地$只租入土地$既租出又

租入土地的农户占所有样本农户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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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租赁的面板
L&

9

/+8&0

模型及其经验分析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将
L&

9

/+8&0

模型的估计方法由横截面推广到面板

情形#然后识别农户租入和租出土地的影响因素#并对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和

讨论%

!一"面板
L&

9

/+8&0

模型

识别影响农户参与土地租赁市场的因素#并对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评估#

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

L&

9

/+8&0

模型既能解决土地租赁行为的内生性问

题#又能解决开关模型所固有的 )遗漏问题*#为我们识别和评价农户参与土

地租赁市场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合适的方法%对于面板情形的
L&

9

/+8&0

模型#

]('+

!

"##D

"给出了随机效应条件下#动态
L&

9

/+8&0

模型的拟极大似然

!

O(Z&,.,T&,.2(01:X&K12&%++:

"估计方法#该方法虽然可以控制个体 )异

质性*的影响#但计算过程较为繁冗#模型适用性较差%借鉴
6&12;+'.+67(

!

"##@

"处理不同方程间个体 )异质性*的思路#本文给出了随机效应条件下#

L&

9

/+8&0

模型的另一种估计方法%

令
2

&'

"

)+

表示
+

时农户
)

租入土地意愿的潜变量#

2

&'

)+

表示
+

时农户
)

是否租

入土地的决策变量&

2

+.0

"

)+

表示
+

时农户
)

租出土地意愿的潜变量#

2

+.0

)+

表示
+

时农户
)

是否租出土地的决策变量&

!

!

)+

为
+

时影响农户
)

租入土地的解释变

量#

!

"

)+

为
+

时影响农户
)

租出土地的解释变量&构建模型如下'

2

&'

"

)+

&%

)

"

!1

!

)+

!

"#

)+

#

2

&'

)+

&

!

#

&S2

&'

"

)+

<

#

#

#+0%1/b&;1

#

2

+.0

"

)+

&

;

)

"

!1

"

)+

""=

)+

#

2

+.0

)+

&

!

#

&S2

+.0

"

)+

<

#

#

#+0%1/b&;1

*

+

,

#

!

!

"

其中
%

)

和
;

)

均不随
+

变化#分别为租入方程和租出方程中的个体效应 !

&':&H

\&:.(21SS1*0

"#反映个体异质性 !

&':&\&:.(2%101/+

<

1'1&0

3

"&

#

)+

#

=

)+

分别为租

入方程和租出方程的特质随机误差项 !

&:&+;

3

'*/(0&*1//+/;

"#

!

!

)+

#

!

"

)+

均严格

外生#为保证模型的可识别性#

!

!

)+

和
!

"

)+

中至少有
!

个变量不相同%假设特质

随机误差项服从二元正态分布#即'

!

#

)+

#

E

)+

"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除此之外#还假设
B

!

%

)

"

[B

!

;

)

"

[#

#

%

)

#

;

)

M#

)+

#

=

)+

#且
%

)

#

;

)

M

!

!

)+

#

!

"

)+

%根据

!

!

"式#租入方程和租出方程间存在不同的个体效应
%

)

和
;

)

%

6&12;+'.+67J

!

"##@

"在处理不同方程间个体 )异质性*时#假设方程组中不同个体效应

%

)

和
;

)

服从
"̂ "

支撑点上的二元离散分布#然后再对个体效应进行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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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得到参数的
OX)

%借鉴
6&12;+'.+67J

!

"##@

"的研

究思路#本文给出了随机效应条件下#土地租赁面板
L&

9

/+8&0

模型的估计

过程%

令
0

[

+

!

#

"

#

$

#

#

-

#

3

#

%

#

;

-表示估计参数族#那么#农户
)

在
+

时的似然函

数如下'

L

)+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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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相关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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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元正态分布密度函数%与一般

OX

估计方法不同#本文的模型首先得到似然函数#然后取对数再求导#而

非直接得到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所以在 !

G

"式中需要分别将四种情形加

总#以避免样本信息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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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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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表示个体效应的联合分布函数#

/

为时间截面数%然后对每个

农户
)

的似然函数取对数#求和并求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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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估计量%

!二"经验分析结果及其讨论

首先#我们将所有时间截面上的样本数据看做一个时间横截面上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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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一组参数估计值&然后#将这些参数估计值作为初始值#代入面板数据

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由表
E

给出%

从表
E

可以看出#户主年龄对农户租入土地的影响呈 )

c

*形#而对农户

租出土地的影响呈 )

N

*形#两者的极值分别是
@#5A

岁和
GF5#

岁%一般来

说#年轻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较多#从事非农生产活

动的动机更强烈#更愿意租出土地#以谋求边际收益更高的就业机会%随着

年龄的增长#农民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机会少了很多#许多农户重新回到自

己的家乡#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户主受教育程度$上年是否参与养老保险$上年非农收入比重$上年是

否受到信贷配给$所在村上一年的人均非农纯收入对农户租入土地的影响为

负#而对农户租出土地的影响为正#且分别在
!#B

$

AB

或
!B

的统计水平上

显著%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就越强#追求高收益就业

机会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因此#更愿意租出土地%数千年以来#农户一直将

土地视为维持生存与延续生命的最后屏障#乡村养老保险体系一定程度上可

替代土地养老的功能#从而减轻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上年非农收入比重越

高说明该农户从事非农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能力就越强#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

度就越弱#因此#更愿意租出土地%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规模的

扩张#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与信贷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因此#其遭受信贷配给的程度越高#则租入土地的意愿就越弱%所在村上一

年人均非农纯收入越高说明该村非农产业就越发达#或该村外出从事非农经

营活动的劳动力就越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就越少#因此#农户租

出土地的意愿也就越强烈%

土地租赁价格对农户租入和租出土地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从其亲戚和

朋友处租入土地的农户占所有租入土地农户的比重大约为
FA5!B

#将其土地

租给亲戚和朋友的农户占所有租出土地农户的比重大约为
D#5"B

%当农户将

其土地租给亲戚和朋友时#一般不会考虑租赁价格的高低#他们更为重视的

是土壤肥力的维持和保护#及其所承包的土地的使用权的安全性%

上年平均每块地的面积大小$上年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对农户租入土地

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户租出土地的影响为负#且分别在
!#B

或
AB

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上年平均每块地的面积越大#农户租入地块周边的小地块以获得

适度规模效益的愿望就越强烈&反之#由于小地块不利于生产要素的配置#

农户更愿意将其租出%农户上年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越多#则放弃农业生产

的机会成本就越高#而租入土地扩大生产规模能降低平均生产成本#获得更

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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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租入方程 租出方程

估计系数 标准误 估计系数 标准误

(

<

1

_#(##D!

"

#(##@@

#(##E"

"

#(##GC

(

<

1

"

#(###!

"""

#(####

_#(###!

"""

#(####

1:.

_#(#"!D

"

#(#!"

#(#"C!

"

#(#!AD

(0/

_!

#(#@!!

"

#(#""D

'(0/

_!

#(#@DE

""

#(#"@!

&';.

_!

_#(!ACE

""

#(#EC#

#(!"#@

"""

#(#G#E

0/('

_!

_#(#"A@

"

#(#!@!

#(#"GC

""

#(#!!C

(/1(

_!

#(#!#A #(#C@D _#(##D" #(##CE

/1'0

_!

&'

_#(##EF #(#!#G

/1'0

_!

+.0

#(##AD #(##@C

;&I1

_!

#(#G#D

""

#(#!A!

_#(#@!A

"

#(#"G#

9

/+*(

_!

#(#F!#

""

#(#G#@

_#(#@E!

"

#(#"F!

2&

P

.&:&0

3

_!

_#(#GD@ #(#"DC

#(#"!E

"

#(#!"#

*/1:&0

_!

_#("@#A

"""

#(#AEG

#(G!EA

"

#(!E"F

/12(

_!

#("F"C

""

#(!G!A

#(G@GF

"""

#(!#C"

/1'

h

.'

_!

_#(@#@!

"""

#(#CF@

#(GD"@

""

#(!C#C

9

2(&'

#(G#!F

"""

#(#DAG

#("CED

"""

#(#EE@

1

9

/+\

#("A@D

"""

#(#E#C

#("#!D

"""

#(#FAD

0/(';

9

+

_#(#!"D

"

#(##E# _#(##D" #(#!#!

*+';0('0!

_!(#GGD

"""

#("@GE

*+';0('0"

!("G@!D

"""

#(G#GC

*+';0('0G

G(@A!#

"""

#(FCEG

*+';0('0@

_!(F"DG

"""

#(G#!C

J

!!

#(!#C"

"""

#(#GF!

J

!"

#("#EG

"""

#(#@C"

J

"!

#(G!AA

""

#(!AEA

J

""

#("!DG

"""

#(#A!F

-

_#(@!!"

""

#("#AG

$

#

#(AC#D

"""

#(!E"!

X+

<

H2&K1%++: _FC!#(A"

a(2:*%&"

!

G@

"

G!E!(F@

6.,81/+S*(;1; AE!C

注'!

!

"

"

$

""

$

""" 分别表示在
!#B

$

AB

和
!B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

*+';0('0!

#

*+';0('0"

#

*+';0('0G

和
*+';0('0@

分别为
%

!

#

%

"

#

;

!

#

;

"

的估计值&!

G

"

J

!!为!

;

!

#

%

!

"的联合概率#

J

!"为!

;

!

#

%

"

"的联合

概率#

J

"!为!

;

"

#

%

!

"的联合概率#

J

""为!

;

"

#

%

"

"的联合概率&!

@

"估计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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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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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_!

的单位为万元&!

A

"变量下标表示该变量上一年的值&!

F

"

"##"

年数据可用插值法

得到#样本数仍为
AE!C

%

土地租赁关系$是否位于平原地区和东部地区对农户租入和租出土地的

影响均为正#且分别在
!B

或
AB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农户更愿意从其亲友处

租入土地#因为从亲友处租入土地的价格非常低#有时甚至是无偿的%同时#

农户也更愿意将土地租给自己的亲友耕种#尽管土地的价格比较低#但不担

心失去土地或土地质量会遭到严重破坏%平原地区和东部地区不仅经济非常

发达$市场化程度很高#而且土地的使用价值也较高#且农户遭受信贷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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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比较低#因此#农户租入和租出土地的活动非常活跃和频繁%

上年是否接受过农业培训对农户租入土地的影响为正#且在
!#B

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上年接受农业培训意味着农户有很强的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动

机%上年是否接受过非农培训对农户租出土地的影响为正#且在
AB

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上年接受非农培训意味着农户决定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活动#更愿

意租出土地%上年可供支配的金融资产余额对农户租出土地的影响为正#且

在
!#B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对于租入土地无影响%这意味着理性的农户更

愿意选择向边际收益更高的非农生产经营活动投资%所在村离码头或车站的

远近对土地租入的影响为负#且在
!#B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所在村离码头或

车站越远#销售农产品和获得相关市场信息的成本就越高#农户租入土地获

得高收益的难度就越大%

上年末的实际耕地面积对农户租赁土地的行为无显著影响%这主要是因

为上年末的实际耕地面积对租赁土地的行为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土地面

积越大#农户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效率就会越高#因而获得的规模收益

也就越多%另一方面#土地面积越大#需要支付的农业生产成本就会越多#

然而我国农村信贷市场是高度配给的#农户难以筹措到相应的生产资本&除

此之外#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监督雇用劳动的成本也非常高%因此#这两个

相反方向作用的最终结果使实际耕地面积对农户租赁土地的行为并不产生显

著影响%

四!福利效果的处理效应模型及其经验分析

从理论上来说#只要是在自愿基础上所进行的租赁#无论是租出土地还

是租入土地#都会增加农户的效用#提高他们的福利水平%对于理性的农户

来说#之所以租出土地#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工资率更高或效用更大的就业机

会&之所以租入土地#是因为重新配置他们的农业生产要素#能够获得更多

的利润%理论分析的结果果真如此吗0 尚需运用经验事实予以检验%

在这部分#我们首先构建用于估计农户土地租赁行为福利效果的多重内

生处理效应模型&然后#运用样本数据#进行估计和分析%

!一"面板多重内生处理效应模型

在评估一个项目或政策的影响时#譬如#土地租赁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11'

!

"##G

"认为简单地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容易高估处理效应#所

得到的估计量是不一致的#且不能解决自选择性问题%

平均处理效应 !

UY)

"模型最初应用于评价接受医疗处理的效果#后来

在项目和政策评估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当我们所关心的解释变量是二元时#

这类模型总是适用的 !

a++2:/&:

<

1

#

"##"

'第
F#G

页"%在估计土地租赁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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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福利的影响时所处理的问题也是二元的#所以采用平均处理效应模型是合

适的%在土地租赁市场上#农户面临租入和租出两种决策#此时#运用多重

处理效应模型能够很方便地估计出租出土地和租入土地二者对农户福利水平

的影响%

a++2:/&:

<

1

!

"##D

"采用多重内生处理效应模型并运用两阶段估计

方法有效地解决了不可观测的变量所导致的自选择性问题%本文参照
a++2H

:/&:

<

1

!

"##D

"的研究思路#给出了面板数据情形时多重内生处理效应模型的

两阶段估计程序%

首先规定农户
)

在时刻
+

关于决策
*

!

*

[!

表示租入#

*

["

表示租出"的

决定方程如下'

-

)

*

+

&@

+

%

)

*

"

!

1

)+

0

!

*

"

$

1

)+

0

"

*

"+

)

*

+

(

#

-# !

F

"

其中
-

!

表示是否租入土地#

-

"

表示是否租出土地#

@

!7"为示性函数&显

然#农户决策变量组为 !

-

!

#

-

"

"#根据表
F

可知农户的决策可分为四种类型'

没有参与土地租赁$只租出土地$只租入土地$既租出又租入土地#即为

!

#

#

#

"$!

#

#

!

"$!

!

#

#

"和!

!

#

!

"&

!

)+

表示影响农户租入或租出决策的解释变量#

$

)+

表示工具变量#规定
$

"

)+

[$

)+

O

!

)+

&

%

)

*

表示第
*

个决策方程的个体 )异质

性*&

+

)

*

+

表示第
*

个决策方程的特质随机误差项%模型 !

F

"中共有
@

个不同

的决策方程#此外还有
!

个产出方程#每个方程各包含
!

个反映个体 )异质

性*的变量#采用
6&12;+'.+67J

!

"##@

"的方法进行处理#需要考虑
"

A 个支

撑点上的二元离散分布#非常繁琐%对此#

$%(,81/2(&'

!

!CD"

"提出了一个

运用更为广泛的随机效应模型 !

$(,1/+'(':Y/&\1:&

#

"##A

#第
E!C

页"#此

时假设个体 )异质性*可表示为回归元的加权和#即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

其中
#

)

*

表示误差项#规定'

4

)

*

+

[

+

)

*

+

j

#

)

*

#则 !

E

"式最终可写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0

!

*

"

$

1

)+

0

"

*

"

4

)

*

+

(

#

-# !

D

"

并进一步假设
4

)

*

+

M

$

"

)

#且有
4

)

*

+

E

$

"

)

+

?

!

#

#

!

"#

+[!

#

"

#,#

/

#其中
$

"

)

[

!

$

"

)!

#

$

"

)"

#,#

$

"

)/

"%

此外我们规定'

^

)+

[

.

)+

jS

1

)+

-

)+

j.

)+

#

.

)+

和
S

)+

表示个体异质性&由于农户面临

是否租入土地或租出土地两个选择#所以
-[

!

-

!

#

-

"

"

1

&同样的#

S[

!

S

!

#

S

"

"

1

#

S

)+

为不可观测的 )异质性*的向量函数%试图估计出每个
S

)+

是不容易实现的#

但我们可以求其平均效果 !

UY)

"#即有
UY)[

!

[B

!

S

)+

"%参照
a++2:/&:

<

1

!

"##D

"的研究思路#我们可以得到面板多重内生处理效应模型的两阶段估计

程序%

!

!

"对于每个决策
*

#作
-

)

*

+

关于变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混

合横截面概率回归 !

?++21:?/+8&0W1

<

/1;;&+'

"#得到
,

*

[

!

(

!

*

#

(

"

*

#,#

(

/

*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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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1

的估计量W

,

*

&规定'

&

k

)

*

+

[

&

*

!

;

)+

W

,

*

"#

W

-

)

*

+

[

W

7

*

!

;

)+

W

,

*

"

[

W

7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阶段应根据具体模型选择工具变量
$

)+

%此外#

&

k

)!+

#

&

k

)"+

一般称为 )控制函数*#用于控制自选择性偏误%

!

"

"对方程'

^

)+

&"

)

"

!

1

)+

""

!

!

-

)!+

"

-

)!+

!

!

)+

'

7

!

+

"

3

!

"

!

"

-

)"+

"

-

)"+

!

!

)+

'

7

!

+

"

3

"

!"

-

!

&

k

)!+

"

-

"

&

k

)"+

"

R)+

!

C

"

作面板随机效应回归#则 !

!

!

#

!

"

"为多重内生处理效应的估计量#此阶段工

具变量为第一阶段的工具变量的函数组#一般可写为

+

!

)+

#

W

7

)!+

#

W

7

)!+

!

!

)+

'

7

!

+

"#

W

7

)"+

#

W

7

)"+

!

!

)+

'

7

!

+

"#

&

k

)!+

#

&

k

)"+

-

(

!

!#

"

!!

在第一阶段的混合横截面概率回归中#可将样本农户
)

的初始观测值作为

工具变量
$

)+

#即 !

-

)!#

#

-

)"#

"%本文将
"##G

年视为第
#

期#将
"##@

年视为第
!

期#以此类推%

!二"估计结果及其讨论

采用
"##G

(

"##C

年
D!E

个样本农户的数据#运用两阶段估计方法#我们

可以分别估计出租入土地和租出土地的福利效果%估计结果由表
D

给出#其

中
UY)

&'和
UY)

+.0分别表示租入和租出土地的福利效果的估计量%

在第一阶段的估计中#工具变量 !

2

&'

)@

#

2

+.0

)@

"的检验值分别在
AB

和
!#B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第二阶段的估计中#三个回归方程的 !

-

!

#

-

"

"的联合

检验值也均在
!B

$

AB

和
!#B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工具变量和修正函数

的引入有意义且必要%

从表
D

可以看出#土地租赁显著影响农户的福利水平%对所有样本农户

而言#租入土地使农户的纯收入和年末可支配金融资产余额分别增加了

!#DA5F

元和
!D#F5!

元#占农户纯收入和年末可支配金融资产余额的比重分

别为
F5ECB

和
E5!!B

#且分别在
AB

和
!#B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对农户消

费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信贷高度配给的农村市场#农户几乎完全靠自有

资金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租入土地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大量增加#从而在

短期内抑制了农户消费支出的增长%对所有样本农户而言#租出土地使农户

的纯收入$消费支出和年末可支配金融资产余额分别增加了
!"DG5D

元$

!GAD5E

元和
G"G#5C

元#占农户纯收入$消费支出和年末可支配金融资产余

额的比重分别为
D5#GB

$

!!5#DB

和
!"5E"B

#且分别在
!#B

$

AB

和
AB

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从表
D

我们发现#租出土地对农户纯收入和年末可支配金融

资产余额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租入土地#说明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边际收益要

高于农业生产活动%



"D@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

卷

表
D

!

土地租赁对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

变量 均值
UY)

&'

3

<

\ UY)

&'

B UY)

+.0

3

<

\ UY)

+.0

B

'&'*+, !ACDE(F

!#DA(F

""

#(#@! F(ECB

!"DG(D

"

#(#E@ D(#GB

*+';., !""F"(D _ACF(# #(GCE _@(DFB

!GAD(E

""

#(#G" !!(#DB

2&

P

.&:&0

3

"A@##("

!D#F(!

"

#(#FC E(!!B

G"G#(C

""

#(#@! !"(E"B

注'!

!

"在第一阶段#所选取的特征变量
!

分别为表
E

中显著影响租入土地或租出土地的那些变量#

其中均不包括
(

<

1

"

&!

"

"

UY)

&'为租入土地对所有样本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

UY)

+.0为租出土地对所有

样本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

G

"

UY)

&'

B[

!

UY)

&'

s

均值"

^!##B

#

UY)

+.0

B[

!

UY)

+.0

s

均值"

^

!##B

&!

@

"

"

$

""和"""分别表示在
!#B

$

AB

和
!B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微观面板数据#运用
L&

9

/+8&0

模型#识别出了影响农户土地租

赁行为的因素&并运用多重内生处理效应模型#估计出了土地租赁对农户福

利水平的影响程度%我们的研究解决了以往文献所忽视的内生性问题$自选

择性问题和 )遗漏问题*#并充分体现了个体 )异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明'土地租赁行为显著影响农户的福利水平%对所有样本农户而言#租入土

地使农户的纯收入和年末可支配金融资产余额分别增加了
F5ECB

和
E5!!B

&

租出土地使农户的纯收入$消费支出和年末可支配金融资产余额分别增加了

D5#GB

$

!!5#DB

和
!"5E"B

%

户主年龄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租赁行为#一般来说#年轻户主更愿意租

出土地#而年龄比较大的户主更愿意租入土地%户主受教育程度$上年是否

参与养老保险$上年非农收入比重$上年是否受到信贷配给$所在村上一年

的人均非农纯收入对农户租入土地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对农户租出土地的影

响显著为正%上年平均每块地的大小$上年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对农户租入

土地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农户租出土地的影响显著为负%土地租赁关系$

是否位于平原地区和东部地区对农户租入和租出土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上

年是否接受过农业培训对农户租入土地的影响显著为正%上年是否接受过非

农培训对农户租出土地的影响显著为正%上年可供支配的金融资产余额对农

户租出土地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农户租入土地的行为影响不显著%所在村

离码头或车站的远近对土地租入行为的影响显著为负%土地租赁价格和上年

末的实际耕地面积对农户租赁土地的行为无显著影响%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论#构建多种形式的土地租赁市场和信贷市场#提高

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健全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实施农村劳动力的

就业培训计划#将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坚持土地租赁的

自愿原则#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福利水平和平等性#并刺激消费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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