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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农地整理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从整体意愿#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认知水平等方面分析农民参与评

价农地整理项目的意愿!并对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受访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

较高!超过八成$不同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认知水平的受访农民参与评价意愿存在差别$农业劳动力数量#农民对

农地整理项目评价的认知程度#政府对农民的规划设计意见的重视程度和政府对项目政策宣传的重视程度等
E

个

变量显著影响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性别#是否村干部和是否党员等
%

个变量对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没有显著影

响"因此!政府部门应改革现有项目评价制度!重视农民在项目各阶段评价中的作用!加大农民培训和政策宣传力

度!提高农民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为耕地流转和农民转向非农部门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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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地整理项目评价是指对项目的实施效果或实

施过程的评估!包括立项评价)规划设计评价)竣工验

收评价和后评价*在立项评价方面!薛继斌等&

#'!

'利

用物元理论和优度评价法!构建土地整理项目立项决

策评估指标体系(关涛等&

$

'在考虑全面性)可比性)有

效性)代表性和操作性等原则的基础上!构建
%

个一

级指标和
&(

个二级指标的立项决策评价指标体系(

赵微等&

E

'利用属性简约方法探讨了土地整理立项决

策过程!从市场和社会需求)技术可行性)建设规模合

理性)项目效益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在规划设计评

价方面!彭枫&

(

'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农地整理项目的

规划设计成果质量*在竣工验收评价方面!肖光强

等&

&

'从组织)方案和实施
$

个层面选取指标!评价了

农地整理项目的成功度(胡振琪等&

G

'则认为一次性验

收不是很妥当!应将验收阶段分为竣工验收和项目后

期验收
!

个阶段*而有关农民参与农地整理的研究

也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如王瑷玲等&

%

'利用问卷资料

分析了农民参与的现状)对农地整理的认知和参与意

愿(李庆强&

H

'探讨了农民参与农地整理的程序问题!

强调要征求农民意见!要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全

程参与!使农民参与由被动转为主动(王文玲等&

#"

'

认为村干部身份)农户耕地面积)村干部对农地整理

的态度)参与的程序规范性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参

与的程度(汪文雄等&

##

'认为户主文化程度)耕地面

积)非农收入比例)认知程度)政策宣传和管护资金

来源等影响农民参与的意愿*目前!农地整理项目

评价是政府或专家主导的评价!农民的意见难以得

到重视!有关农民参与评价的研究也鲜见报道*实

际上!农民参与对完善农地整理项目评价制度)提高

农民参与积极性和参与效果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

利用湖北省
(

个县区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农

民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旨

在为完善农地整理项目评价制度提供科学参考*

!

!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

!

研究区

农户问卷旨在调查农地整理区农民对参与项目

评价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湖北省是农地整理开展

较好的省份!近年来其农地整理事业取得很大进展!

!""#

.

!"##

年共实施了
H""

多个农地整理项目!其

中约
&%@H!M

的项目集中在武汉城市圈*因此!本

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区域!选定武汉市江夏区)

武汉市蔡甸区)咸宁市嘉鱼县)鄂州市鄂城区和鄂州

市华容区的
G

个农地整理项目区作为调查区*

!)"

!

数据来源

农户调查包括预调查和正式调查*

!"#!

年
E

月
!$

日进行预调查!地点选在武汉市江夏区金口

镇!采取面对面的封闭式问卷调查法*针对预调查

发现的问题!对调查问卷进行修改后得到正式问卷*

!"#!

年
E

月
!(

.

E

月
!%

日进行正式调查!调查组

#E

人先后到江夏区)嘉鱼县)鄂城区)华容区和蔡甸

区开展调研!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方法!每个项目区发

放问卷
E"

"

#""

份*正式调查共发放问卷
E"G

份!

获得有效问卷
$H"

份!问卷有效率
H(@%!M

!其中江

夏区
E#

份!蔡甸区
%H

份!嘉鱼区
E$

份!鄂城区
#"%

份!华容区
#"H

份*

"

!

农民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的意愿

")!

!

受访农民整体参与意愿

调查获得有效问卷
$H"

份!考虑到后期计量分

析影响因素时应保证因素符合正态分布!删除了农

户家庭耕地面积特别多的
(

份样本数据!仅使用其

中
$%(

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
$%(

位受访者中!

愿意参与评价的受访者有
$E!

位!占
%%@%$M

(不愿

意参与评价的受访者有
E$

位!占
##@#GM

*

")"

!

个体特征不同的受访农民的参与意愿

表
#

显示$男性农民意愿参与比例为
%H@G!M

!

而女性农民意愿参与比例为
%&@E#M

!男性农民参

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的意愿稍强于女性*在不愿意

参与的农民中!

E#

"

("

岁农民占
(#@#&M

!

(#

"

&"

岁的农民占
#$@H(M

!

&"

岁以上的农民占
!G@H#M

!

而
E"

岁以下的农民比例较小(在愿意参与的农民

中!

E#

"

("

岁农民占
$G@#EM

!

(#

"

&"

岁的农民占

$$@"EM

!

&"

岁以上的农民占
#%@G#M

!而
E"

岁以下

的农民比例也较小*从年龄来看!

$#

"

E"

岁农民意

愿参与的比例为
H!@##M

!

E#

"

("

岁农民意愿参与

的比例为
%(@!EM

!

("

"

&"

岁农民意愿参与的比例

为
HE@H&M

!

&"

岁以上的农民意愿参与的比例达

%E@!!M

*从教育程度看!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意愿

参与的比例为
%H@EEM

!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意愿

参与的比例为
%%@E#M

!而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意

愿参与的比例为
%%@%HM

!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的

参与意愿比例略有差异*从社会资本来看!村干部

意愿参与的比例为
#""M

!普通农民意愿参与的比

例相对较低(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民意愿参与的比例

很高!不愿意参与评价的都是普通农民*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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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个体特征不同的受访农民的参与意愿

T.?/:#

!

D-A393A+./62.,.67:,3;736;*0,:;

=

*-A:-7;.-AZ3//3-

5

-:;;*00.,L:,;

变 量

W.,3.?/:;

描 述

B:;6,3

=

73*-

不愿意
8-Z3//3-

5

愿意
P3//3-

5

样本数%人

].L

=

/:;

比例%
M

R,*

=

*,73*-

样本数%人

].L

=

/:;

比例%
M

R,*

=

*,73*-

性别
]:>

男
!H &G@EE !($ G$@H%

女
#E $!@(& %H !&@"!

年龄%岁
4

5

: !"

"

$" " " $ "@%%

$#

"

E" $ &@H% $( #"@!$

E#

"

(" !! (#@#& #!G $G@#E

(#

"

&" & #$@H( ##$ $$@"E

&"

以上
#! !G@H# &E #%@G#

教育程度
KA+6.73*-

小学
#( $E@%% #!G $G@#E

初中
!E ((@%! #%$ ($@(#

高中
E H@$" $! H@$&

是否村干部
1.A,:

是
" " EE #!@%G

否
E$ #""@"" !H% %G@#$

是否党员
R.,7

<

是
" " #( E@$H

否
E$ #""@"" $!G H(@&#

")#

!

家庭特征不同的受访农民的参与意愿

表
!

显示$愿意参与农地整理项目评价的农民

中!农业收入比例在
!"M

"

E"M

有
#!!

个农户!所

占比例为
$(@&GM

!而不愿意参与农地整理项目评

表
"

!

家庭特征不同的受访农民的参与意愿

T.?/:!

!

Q.L3/

<

62.,.67:,3;736;*0,:;

=

*-A:-7;.-AZ3//3-

5

-:;;*00.,L:,;

变 量

W.,3.?/:;

描 述

B:;6,3

=

73*-

不愿意
8-Z3//3-

5

愿意
P3//3-

5

样本数%人

].L

=

/:;

比例%
M

R,*

=

*,73*-

样本数%人

].L

=

/:;

比例%
M

R,*

=

*,73*-

农业收入比例%
M

&

!" $ &@H% G$ !#@$(

D-6*L:

!"

"

E" !! (#@#& #!! $(@&G

E"

"

&" G #&@!% &# #G@%E

&"

"

%" ! E@&( $" %@GG

%"

"

#"" H !"@H$ (& #&@$G

农业劳动力%人
" # !@$$ $ "@%%

Y.?*,

# % #%@&" (& #&@$G

! $$ G&@GE !(# G$@$H

$ # !@$$ #H (@(&

E " "@"" #" !@H!

( " "@"" $ "@%%

耕地面积%
2L

!

"@$$ H !"@H$ %( !E@%(

Q.,L/.-A

"@$$

"

"@&& !% &(@#! #H( (G@"!

"@&&

"

#@"" ( ##@&$ E! #!@!%

#@""

"

#@$$ # !@$! #& E@&%

#@$$ " "@"" E #@#G

""!



!

第
&

期 吴九兴等$农民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价的农民中!农业收入比例在
!"M

"

E"M

有
!!

个

农户!所占比例为
(#@#&M

*从家庭农业劳动力看!

农业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评价的意

愿越高!在愿意参与评价的农民中!家庭农业劳动力

为
$

人的农户数为
!(#

个!占愿意参与人数比例的

G$@$HM

*农户耕地面积不同!农民的参与意愿有所

差别!

"@$$2L

! 以下)

"@$$

"

"@&&2L

!

)

"@&&

"

#@""

2L

!

)

#@""

"

#@$$2L

! 的农民愿意参与农地整理项

目评价的比例分别为
H"@E!M

)

%G@EEM

)

%H@$&M

)

HEJ##M

*

")$

!

认知水平不同的受访农民的参与意愿

表
$

显示$愿意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的人中!

有
#G&

人知晓评价的内容和过程!所占比例为

(#JE&M

!而不知道评价内容和过程的人数有
#&&

人!所占比例为
E%@(EM

*在不愿意参与评价农地

整理项目的人中!有
#$

人知晓评价的内容和过程!

占
$"@!$M

!不知晓评价内容和过程)也不愿意参与

的农民人数有
$"

人!占比例为
&H@GGM

*从规划设

计是否征求过意见看!愿意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

的
$E!

人中!有
#!G

人被征求过意见!所占比例为

$G@#$M

!但更多的是没有被征求意见的农民共有

!#(

人!所占比例为
&!@%GM

!而不愿意参与评价的

E$

人中!只有
#"

人被征求过意见!还有
$$

人没有

被征求意见*从项目竣工验收是否征求过意见看!

愿意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的
$E!

人中!有
!"

人被

征求过意见!所占比例为
(@%(M

!但更多的是没有

被征 求 意 见 的 农 民 共 有
$!!

人!所 占 比 例 为

HEJ#(M

!而不愿意参与评价
E$

人中!只有
!

人被征

求意见!

E#

人没有被征求意见*从后期管护是否征

求过意见看!愿意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的
$E!

人

中!占绝对部分的人没有被征求过意见!而不愿意参

与评价的人中!没有被征求意见的比例则更高*

表
#

!

认知水平不同的受访农民的参与意愿

T.?/:$

!

1*

5

-373*-/:9:/*0,:;

=

*-A:-7;.-AZ3//3-

5

-:;;*00.,L:,;3-9*/9:A

3-72::9./+.73*-*0.

5

,36+/7+,.//.-A6*-;*/3A.73*-

=

,*

F

:67

变 量

W.,3.?/:;

描 述

B:;6,3

=

73*-

不愿意
8-Z3//3-

5

愿意
P3//3-

5

样本数%人

].L

=

/:;

比例%
M

R,*

=

*,73*-

样本数%人

].L

=

/:;

比例%
M

R,*

=

*,73*-

知晓评价内容和过程 是
#$ $"@!$ #G& (#@E&

1*-7:-7.-A

=

,*6:;; 否
$" &H@GG #&& E%@(E

项目规划设计是否征求过意见 是
#" !$@!& #!G $G@#$

R/.--3-

5

.-AA:;3

5

- 否
$$ G&@GE !#( &!@%G

项目竣工验收是否征求过意见 是
! E@&( !" (@%(

1*L

=

/:73*-.-A.66:

=

7.-6: 否
E# H(@$( $!! HE@#(

后期管护是否征求过意见 是
# !@$$ #! $@(#

X.-.

5

:L:-7.-A

=

,*7:673*- 否
E! HG@&G $$" H&@EH

当前农地整理项目评价模式认知 政府主导
!E ((@%# !($ G$@H%

K9./+.73*-

=

.77:,- 专家主导
#H EE@#H %H !&@"!

农民主导
" " " "

是否享有评价权利 是
E" H$@"! $$& H%@!(

K9./+.73*-,3

5

27; 否
$ &@H% & #@G(

!!

一般来看!农地整理项目的评价模式大致分为

$

种!可分别定义为$政府主导评价模式是指评价方

法)评价过程和评价内容由政府部门来定!评价结果

是否合理以政府部门的结论为依据(专家主导评价

模式是指评价方法)评价过程和评价内容由专家组

来定!评价结果是否合理以专家组的结论为依据(农

民主导评价模式是指评价方法)评价过程和评价内

容由农民及农民组织来定!评价结果是否合理以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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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组织的结论为依据*

$

种评价模式可单独存在!

在农地整理项目运作的不同阶段得到体现*从农民

对当前农地整理项目评价模式的认知来看!愿意参

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的
$E!

人中!有
!($

人认为当

前农地整理项目的评价是政府主导型评价模式!所

占比例为
G$@H%M

!其余
%H

人认为是专家主导型评

价模式!所占比例为
!&@"!M

(而不愿意参与评价农

地整理项目的
E$

人中!有
!E

人认为当前农地整理

项目的评价是政府主导型评价模式!所占比例为

((@%#M

!有
#H

人认为是专家主导型评价模式!所占

比例为
EE@#HM

*

从农民对是否享有评价权利来看!绝大部分农

民认为自己享有评价农地整理项目的权利!无论是

否愿意参与评价的!认为应享有权利的比例分别为

H%@!(M

和
H$@"!M

*

表
E

显示$对政府主导模式!农民打分均值只有

!@!G

!标准差为
"@HH

(对专家主导模式!农民打分均

值稍有增加!均值为
!@%"

!标准差
"@&(

(对农民主导

模式!农民打分均值为
E@E!

!标准差为
"@&(

*可见!

在农民看来!政府)专家和农民主导的评价模式在反

映农民利益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农民对政府和专家

主导的评价模式不是很信任!农民更相信自己的评

价能力和自身代表农民利益的可靠性*

表
$

!

#

种评价模式反映农民利益差异

T.?/:E

!

B300:,:-6:;*072:0.,L:,;k3-7:,:;7,:0/:67:A

?

<

72,:::9./+.73*-L*A:/;

指 标

D-A:>

!!

政府主导模式

V*9:,-L:-7'/:A

专家主导

模式

K>

=

:,7'/:A

农民主导

模式

Q.,L:,'/:A

最小值
X3- # # !

最大值
X.>3L+L ( ( (

均值
X:.- !@!G !@%" E@E!

标准差
]B "@HH "@&( "@&(

表
(

显示$在问及政府主导模式是否能代表农民

利益时!

&#@%!M

的农民认为政府不能代表农民的利

益(持不确定的态度的有
H(

人!所占比例为
!EJ&%M

(

比较同意或完全同意政府主导模式能代表农民的利

益的共有
(!

人!所占比例为
#$@("M

*在问及专家

主导模式代表农民利益的程度!占
E#J"EM

的农民

持不确定的态度!有
!!@%&M

的农民认为专家能代

表农民的利益评价项目!还有
$&J#"M

的农民认为

专家不能代表农民利益评价项目*在问及农民主导

评价模式代表农民利益的程度时!占
H#@&HM

的农

民认为比较同意或完全同意(认为农民不能代表自

身利益对农地整理项目进行评价的仅有
#

人!而持

不确定态度的农民所占比例为
%J"(M

*

表
%

!

农民对
#

种评价模式代表自身利益的认知

T.?/:(

!

Q.,L:,;k6*

5

-373*-*-72,:::9./+.73*-L*A:/;*0,:

=

,:;:-73-

5

72:3,*Z-3-7:,:;7

模 式

X*A:/

完全不同意

T*7.//

<

A3;.

5

,::

不同意

B3;.

5

,::

不确定

8-6:,7.3-

比较同意

X*,:.

5

,::

完全同意

T*7.//

<

.

5

,::

样本数%人

].L

=

/:;

比例%
M

R,*

=

*,73*-

样本数%人

].L

=

/:;

比例%
M

R,*

=

*,73*-

样本数%人

].L

=

/:;

比例%
M

R,*

=

*,73*-

样本数%人

].L

=

/:;

比例%
M

R,*

=

*,73*-

样本数%人

].L

=

/:;

比例%
M

R,*

=

*,73*-

政府主导模式
H& !E@HE #E! $&@%% H( !E@&% (" #!@H% ! "@(!

V*9:,-L:-7'/:A

专家主导模式
!% G@!G ### !%@%$ #(% E#@"E %( !!@"% $ "@G%

K>

=

:,7'/:A

农民主导模式
" " # "@!& $# %@"( #(% E#@"E #H( ("@&(

Q.,L:,'/:A

#

!

农民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意愿的影响

因素

#)!

!

变量选取

理性+经济人,农民的选择有一定的约束条件!

这些约束条件包括内部约束和外部环境!即个体特

征)家庭特征)政府支持和认知水平等方面*本研究

将农民参与评价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四类$

#@!@!

!

农民个体特征

主要是指户主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是否村

干部和是否党员等*之所以这样划分!是由于在农

村地区!担任过村干部)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往往有

更多的机会与政府部门官员接触!其政治敏感性和

觉悟都较高*户主的性别对参与意愿有一定的影

响!但方向不确定!男性户主较女性户主有更强权利

意识!担心打击报复的较少!敢于就农地整理项目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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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女性户主往往有些畏缩!

害怕对农地整理项目发表不满意见招来敌视和报

复*不同年龄段的农民的参与意愿有一定的差异!

农民年龄越大!农业耕作经验和社会经验越丰富!出

去非农务工的机会减少!因而年龄越大的农民对农

地整理越重视!对参与评价项目越感兴趣(相反年龄

较小的农民倾向于从事非农工作!自然对参与评价

项目的兴趣降低!据此认为年龄与参与意愿呈正相

关*农民的社会资本"担任过村干部和党员身份#越

多!越为政府部门官员所+重视,!被要求参与各种会

议的机会增多!而大多数人重视这种非经济利益所

得!即被人看得起成为农民参与重要理由*在实践

中村干部也确实是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常客!具有

党员身份的农民也被要求配合农地整理项目的各项

工作*因此!可以认为担任村干部的经历和党员身

份对农民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

!

农户家庭特征

本研究中的农户家庭特征主要指家庭农业收入

比例)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家庭耕地面积
$

个方面*

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用来反映农户对农

业生产的经济依赖程度*一般来说!农业收入比例

越高!对农业生产依赖程度越大!相反以非农业收入

为主的农户则不重视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收入!据此

认为农业收入比例与农民参与评价意愿呈正相关*

农业劳动力数量!反映的是农户人力资源多少*农

业劳动力越多的家庭耕地面积可能较多!而在耕地

面积既定的情况下!家庭农业劳动力越多则每个劳

动力的负担越轻!农民更有可能腾出时间参与农地

整理项目评价活动(相反!本来就缺少农业劳动力的

农户!则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农业耕作!据此认为

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民参与评价意愿呈正相关*家

庭耕地面积越多!农民受到农地整理实施的影响越

大!自然农户更重视农地整理!并愿意花费时间参与

农地整理项目评价活动!据此可认为家庭耕地面积

与农民参与评价意愿呈正相关*

#@!@#

!

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评价的认知程度

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评价的认知程度包括
E

个

方面$对农地整理项目评价内容和过程的认知)对当

前项目评价模式的认知)对不同评价模式代表农民

利益程度的认知)对是否享有评价权利的认知*就

农民对评价内容和过程的认知来看!农民对其认知

越清楚和透彻!则农民具有更充分的准备参与农地

整理项目评价!其参与意愿也随之增加*如果农民

认为是以政府主导的评价模式!没有农民说话的余

地!则农民参与意愿更加强烈(而专家主导评价模式

也一样因为不能很好的反映和代表农民的利益偏

好!为农民所排斥*正如数据统计所显示的那样!当

前缺乏的农民主导的评价模式为农民所偏好*农民

对自身享有的权利越清楚!则农民越倾向于参与评

价农地整理项目的活动*据此可认为农民对农地整

理评价的认知程度与农民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的

意愿呈正相关*

#@!@$

!

地方政府对农民参与评价的支持程度

一般来看!若地方政府重视农地整理政策的宣

传工作!则农民获得的相关政策信息就越充分和完

整!农民参与意愿可能越高*地方政府对规划设计

过程中农民意见的重视程度较高!则农民参与评价

的意愿也较高*地方政府越重视农民在施工建设中

的参与工作!则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越高*地方政

府越重视农民参与验收!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越高*

据此!可假定农民参与评价意愿与政府政策支持程

度呈正相关*

#)"

!

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农民参与评价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四类$第一!

农民个体特征$性别"

]:>

#)年龄"

4

5

:

#)教育程度

"

KA+6.73*-

#)是 否 村 干 部 "

1.A,:

#)是 否 党 员

"

R.,7

<

#(第 二!农户 家庭特征$农 业 收 入 比 例

"

D-6*L:

#)农业劳动力数量"

Y.?*,

#)家庭耕地面积

"

Q.,L/.-A

#(第三!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评价的认

知程度$对农地整理项目评价内容和过程的认知

"

1*-7:-7.-A

=

,*6:;;

#)对当前项目评价模式的认

知"

K9./+.73*-

=

.77:,-

#)对不同评价模式代表农民

利益 程 度 的 认 知 "

V*9:,-L:-7'/:A

!

K>

=

:,7'/:A

!

Q.,L:,'/:A

#)对 是 否 享 有 评 价 权 利 的 认 知

"

K9./+.73*-,3

5

27;

#(第四!政府政策对农民参与评

价的 支 持 程 度$农 地 整 理 政 策 宣 传 "

R*/36

<

=

,*

=

.

5

.-A3\:

#)农民对规划设计的意见"

R/.--3-

5

.-AA:;3

5

-

#)农民对施工建设的意见"

1*-;7,+673*-

?+3/A

#)农民对竣工验收的意见"

1*L

=

/:73*-.-A

.66:

=

7.-6:

#*农民参与评价意愿的函数形式为$

农民参与评价意愿
eR

"农民个体特征!农户家

庭特征!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评价的认知程度!政府

政策对农民参与评价的支持程度#

f

随机扰动项

本研究所考察的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是一个二

元选择变量!结果只有+愿意,和+不愿意,

!

种!令愿

意
e#

!不愿意
e"

*因此!采用二元
R,*?37

模型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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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估计!见公式"

#

#*

#

e

(

"

;:>

!

.

5

:

!

:A+6.73*-

!

6.A,:

!

=

.,7

<

!

3-6*L:

!

/.?*,

!

0.,L/.-A

!

6*-7:-7

=

,*6:;;

!

:9./+.73*-

=

.77:,-

!

5

*9:,-L:-7N/:A

!

:>

=

:,7N/:A

!

0.,L:,N/:A

!

:9./+.73*-,3

5

27;

!

=

*/36

<=

,*

=

.

5

.-A3\:

!

=

/.--3-

5

A:;3

5

-

!

6*-;7,+673*-?+3/A

!

6*L

=

/:73*-.'

66:

=

73*-

#

f

.

"

#

#

式中$

#

是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

.

是残差项*

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

表
&

*

表
&

!

农民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意愿影响变量定义及描述

T.?/:&

!

B:03-373*-.-AA:;6,3

=

73*-*03L

=

.679.,3.?/:;*00.,L:,;k

=

.,7363

=

.739::9./+.73*-

Z3//3-

5

-:;;3-.

5

,36+/7+,.//.-A6*-;*/3A.73*-

=

,*

F

:67

变量名称

W.,3.?/:;-.L:

变量定义

W.,3.?/:;A:03-373*-

均值

X:.-

标准差

]B

预期方向

K>

=

:67.-6

<

A3,:673*-

农民个体特征
D-A393A+./62.,.67:,3;736;

户主性别
]:>

男性
e#

!女性
e! #@!& "@EE N

年龄
4

5

: !"

"

$"

岁
e#

(

$#

"

E"

岁
e!

(

E#'("

岁
e$

(

(#

"

&"

岁
eE

(

&"

岁以上
e(

$@(H "@HE f

教育程度
KA+6.73*-

小学
e#

!初中
e!

!高中
e$

!大专
eE

!大专以上
e( #@G! "@&! f

是否村干部
1.A,:;

是村干部
e#

!非村干部
e! #@%% "@$! N

是否党员
R.,7

<

党员
e#

!非党员
e! #@H& "@#H N

农户家庭特征
*̂+;:2*/A62.,.67:,3;736;

农业收入比例
D-6*L:

农业收入%总收入!

M "@E& "@!H f

农业劳动力
Y.?*,

实际数据!个
#@HE "@&( f

耕地面积
Q.,L/.-A

实际数据!

2L

!

G@HH E@#" f

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评价的认知程度
Q.,L:,;k6*

5

-373*-

是否知晓农地整理评价内容和过程

1*-7:-7.-A

=

,*6:;;

是
e#

!否
e! #@(# "@(" N

当前农地整理项目评价模式

K9./+.73*-

=

.77:,-

政府主导
e#

!专家主导
e!

!农民主导
e$ #@#H "@$H N

政府主导评价反映农民利益

V*9:,-L:-7'/:A

完全不同意
e#

!不同意
e!

!不确定
e$

!比较同意
eE

!

完全同意
e(

!@!G "@HH N

专家主导评价反映农民利益

K>

=

:,7'/:A

完全不同意
e#

!不同意
e!

!不确定
e$

!比较同意
eE

!

完全同意
e(

!@%" "@%H N

农民主导评价反映农民利益

Q.,L:,'/:A

完全不同意
e#

!不同意
e!

!不确定
e$

!比较同意
eE

!

完全同意
e(

E@E! "@&( f

是否享有评价项目权利

K9./+.73*-,3

5

27;

是
e#

!否
e! #@"! "@#( N

政府政策对农民参与评价的支持程度
]+

==

*,7/:9:/

政府重视政策宣传

R*/36

<=

,*

=

.

5

.-A3\:

完全不同意
e#

!不同意
e!

!不确定
e$

!比较同意
eE

!

完全同意
e(

!@&( #@"& f

重视农民参与规划设计提的意见

R/.--3-

5

.-AA:;3

5

-

完全不同意
e#

!不同意
e!

!不确定
e$

!比较同意
eE

!

完全同意
e(

!@$" "@HG f

重视农民参与施工建设提的意见

1*-;7,+673*-?+3/A

完全不同意
e#

!不同意
e!

!不确定
e$

!比较同意
eE

!

完全同意
e(

!@#( "@H$ f

重视农民参与竣工验收提的意见

1*L

=

/:73*-.-A.66:

=

7.-6:

完全不同意
e#

!不同意
e!

!不确定
e$

!比较同意
eE

!

完全同意
e(

#@H$ "@%E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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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吴九兴等$农民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

!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农民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意愿的影响因素估

计结果见表
G

*从模型的对数似然值和
YS

统计量来

看!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很好*具体分析如下$

#

#农民对农民主导评价模式代表农民利益的程

度的认知在
#M

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农民参与评价

的意愿!其回归系数为正!与理论预期一致*这表明!

农民认为只有农民主导的评价模式能代表农民利益!

则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越强!反之越低*

!

#农民对政府主导评价模式代表农民利益的程

度的认知在
(M

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农民参与评价

农地整理项目的意愿!其回归系数为负!与理论预期

一致*这表明!若农民认为政府主导的评价模式不能

代表农民的利益!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越强(反之!认

为政府主导的评价模式能很好代表农民的利益时!农

民参与评价的意愿随之减弱*

$

#政府部门对政策宣传的重视程度)对规划设计

农民所提意见的重视程度分别在
(M

)

#"M

的显著性

水平上影响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评价的意愿*其

中!政策宣传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符合理论预期!这

表明政府部门越重视政策宣传!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

目评价的意愿越高!反之减弱*而政府部门对规划设

计中农民所提意见的重视程度与农民参与农地整理

项目评价的意愿呈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既然政府

部门如此重视农民在规划设计中所提意见!农民对政

府部门会给予更多的信任!也就不需农民自己亲自评

价农地整理项目才能体现农民利益*

E

#农业劳动力数量在
#"M

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

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评价的意愿!其回归系数为

正!与前文的理论预期一致*这说明家庭的农业劳动

力数量越多!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评价的意愿越

强(反之!越弱*

(

#户主的年龄)教育程度对农民参与意愿没有显

著的影响!而其回归系数的符号与预期相反!可能的

原因是农民的年龄越大!其接受新知识能力越差!对

改善农村现状缺乏信心!导致其参与意愿反而越低(

教育程度与参与意愿负相关!也与假设相悖!可能的

解释是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其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

也会随之增加!导致其对参与农地整理项目评价的意

愿降低*

表
'

!

农民参与评价意愿影响因素
8<9I=A

模型估计结果

T.?/:G

!

K:;73L.73*-,:;+/7;*0R,*?37L*A:/3-

5

.?*+73L

=

.670.67*,;*00.,L:,;k

=

.,7363

=

.739::9./+.73*-Z3//3-

5

-:;;

变 量

W.,3.?/:;

回归系数

P

标准差

]B

6'

统计量

6']7.73;736;

D'

显著性水平

D'9./+:

年龄
4

5

: N"@"G"& "@#"&" N"@&&(G "@("(&

教育程度
KA+6.73*- N"@##&H "@#&"( N"@G!%% "@E&&#

农业收入比例
D-6*L: N"@#E"( "@$!"G N"@E$%# "@&&#$

农业劳动力
Y.?*,

"@!G&#

#

"@#&$& #@&%G& "@"H#(

是否知晓农地整理评价内容和过程
1*-7:-7.-A

=

,*6:;;

N"@$H&E

#

"@!#E# N#@%(#$ "@"&E#

当前农地整理项目评价模式
K9./+.73*-

=

.77:,- N"@#(HH "@!$"" N"@&H($ "@E%&H

政府主导评价反映农民利益
V*9:,-L:-7'/:A

N"@!#%G

##

"@#"$E N!@##($ "@"$EE

农民主导评价反映农民利益
Q.,L:,'/:A

"@$H%$

###

"@#E#E !@%#&& "@""EH

是否享有评价项目权利
K9./+.73*-,3

5

27; N"@(HHG "@EHE" N#@!#E" "@!!EG

政府重视政策宣传
R*/36

<=

,*

=

.

5

.-A3\:

"@!G%&

##

"@#$"G !@#$#! "@"$$#

重视农民参与规划设计提的意见
R/.--3-

5

.-AA:;3

5

-

N"@!$&&

#

"@#E#E N#@&G$( "@"HE!

常数
1*-;7.-7 #@$"GE #@$$$& "@H%"E "@$!&H

对数似然值
Y*

5

'/3O:/32**A9./+: N##&@"%#G

YS

统计量
YS;7.73;736

$G@$&"$

###

R,*?

"

YS

统计量#

R,*?

"

YS;7.73;736

#

"@"""#

!!

注$

###

)

##

)

#

分别表示
#M

)

(M

和
#"M

的显著性水平*

[*7:

$

###

!

##

!

#

B:-*7:#M

!

(M.-A#"M;3

5

-3036.-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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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业收入比例对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也

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其回归系数的符号为负!即

农业收入比例越高反而不愿意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

评价活动!与前文理论预期相反*一般来说!农业收

入比例反映了家庭对农业更多的依赖程度!农民应越

加重视农地整理可能带来的收入增加的机会才对*

可能的解释是!家庭农业收入是由多种因素所影响

的!农业收入比例越高不等于农户家庭的耕地面积越

多!受到农地整理的影响越大!作物类别和品质)产量

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再

者!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家庭的空闲时间可能较少!而

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是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对具有

时间耕作偏好"喜欢多投入时间)少投入资本#的农民

来说!这是理性的选择*

G

#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评价内容和过程的认知

程度在
#"M

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农民参与农地整理

项目评价的意愿!其回归系数为负!与前文的理论预

期一致"反向赋值#*这说明!农民对项目评价的内容

和过程认知越清楚!其参与意愿越强(而那些对项目

评价内容和过程一无所知的人!自然不会有参与评价

的意愿*

%

#农民对当前农地整理项目评价模式的认知!对

其参与农地整理项目评价的意愿未表现出显著的影

响!回归系数的符号为负!与前文的理论预期一致*

即农民认定当前是政府主导模式!则农民参与评价的

意愿反而越强烈(当农民认为当前已经是农民自己主

导的评价模式时!农民的参与意愿就低*

H

#农民对是否享有评价农地整理项目的权利认

知!对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其

回归系数为负!与前文的理论预期一致*由于对权利

的认知采取的是反向编码!导致其作用方向为负向*

#"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还有几个变量没有

进入最终模型!包括性别)是否村干部)是否党员)家

庭耕地面积)对专家主导评价模式代表农民利益的程

度认知)政府部门对施工建设)竣工验收中农民意见

的重视程度等
%

个变量!对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没有

影响*

$

!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利用湖北省
(

个县区的农户问卷调查数

据!分析了农民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的意愿及其影

响因素!得到研究结论$

#

#受访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

较高!超过八成(不同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认识水平

的受访农民参与意愿存在差别*

!

#农业劳动力数量)

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评价的认知程度)政府对农民的

规划设计意见的重视程度)政府对项目政策宣传的重

视程度等
E

个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

$

#性别)是否村干部和是否党员等
%

个变量对农民参

与评价的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从研究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

#改革现有的农

地整理项目评价制度!构建农民主导的农地整理项目

评价机制!为农民积极)有效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创造

条件(

!

#政府不仅应重视农民在农地整理项目规划设

计评价中的作用!还应重视农民在立项评价)竣工验

收评价以及项目后评价中的作用!提高农民在项目整

个过程中的地位(

$

#加强对广大农民的培训和宣传力

度!提高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的认知程度!使农民充

分地了解农地整理对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

的重要意义!提高农民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的意愿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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