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

!"#$

!

!%

"

#

#$

#F%&#$H

()*+,-.)/012,-3

4

+25*.6*+-.7,289+:26

;

166

<

$

"

=

4

,

;

>??@A2

B

)*+,-.:A5,

CDE

$

#"A##F%#

%

B

A2::,A#""G&%HHHA!"#$A"#A!!

成员外出务工#家庭人口结构与农户土地流转参与

+++基于
7$6!

的微观实证

钱 龙#

!

陈会广!

!

叶俊焘H

#

"

#A

南京财经大学 粮食经济研究院!南京
!#"""H

&

!A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

&

HA

浙江科技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杭州
H#""!H

#

摘
!

要
!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
0LVJ!"#!

全国大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成员外出务工和家庭人口结构对农

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表明&

#

"随着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率的提升#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土

地%

!

"与以往成果不一致#本研究并没有发现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土地转入行为有显著负面影响$

H

"家庭人口结

构老年化会负向影响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和土地转出率#而家庭人口结构女性化对农户是否流转土地和流转参与率

均没有显著影响$

%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外出务工之所以不再负向影响农地转入#关键在于农业机械很好的替代

了流失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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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钱龙等$成员外出务工'家庭人口结构与农户土地流转参与+++基于
0LVJ

的微观实证

!!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进入城镇

工作*截止
!"#G

年底!农民工规模达到了
!AFI

亿

人左右*农村劳动力流失在深刻改变中国城乡面貌

的同时!也重新塑造着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一个

显著的特点是!越来越多的农家呈现出-半工半耕.

特征(

#

)

!集中表现为农业副业化!非农收入成为家庭

收入主要来源*主流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

工主要是为了分散家庭生计风险(

!

)而进行的劳动力

资源重新配置(

H

)

*通常而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会

影响到家庭农地资源的再配置*但问题的关键在

于!农户行为是否与预期保持一致!进而通过农地流

转市场来实现土地利用效率的最优化*如果答案是

肯定的!那么良好运作的土地流转市场就能将土地

从生产效率低的个体向生产效率更高的个体转

移(

%

)

!达到减缓土地细碎化(

'

)

'实现土地规模经营'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提升流转双方福利等多个维度

的帕累托改进(

I

)

*

有部分成果表明!农户确实会进行适应性调整!

对土地资源进行市场化再配置(

G

)

!高外出务工率的

家庭!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更高!通常更倾

向流转土地(

F&$

)

&而劳动力充裕的家庭!则有着扩大

经营规模和提升农业经营性收入水平的激励!因而

更希望转入土地(

#"

)

*供需双方的合力最终表现为

外出务工有效促进了土地流转(

##

)

*但也有一些研

究指出发现!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缺失'交易费用过

高'人地禀赋限制'农业效益低下'农户控制权偏好'

土地流转中介缺失等因素的限制!导致外出务工并

没有很好的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

#!

)

*如叶剑平

等(

#H

)对
#G

省"市#的调查发现!

#$$$d!""'

年期间!

虽然样本农户外出务工比例增加了近
!"

个百分点!

但土地流转规模并没有相应增加*在解释为何外出

务工不能够促进导致土地流转的文献中!其中一种

观点主张从家庭内部性别分工出发予以解释!认为

农户家庭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各成员的分工优势(

#%

)

!

实行-男工女耕.式的分工!在经营规模有限的情景

下!外出务工并不必然促进土地流转(

#'

)

*还有一种

代表性观点从替代效应视角予以解释*该观点认

为!虽然外出务工会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但非农收

入的增加拓展了收入约束边界!使得农户能更多使

用雇工和农业机械以替代流失劳动力(

#I

)

!从而表现

为外出务工不一定促进土地转出*

同时!也需要意识到!土地流转会反向影响外出

务工(

#G

)

*如
U*..-,

等(

#F

)对中国!

C9W+-*Z

等(

#$

)

对埃塞俄比亚'

C9W+-*Z

等(

!"

)对撒哈拉非洲的研

究均证实!当农户流转权利受到限制'土地租赁市场

发育缓慢时!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

就会受到负面影响*相反!流转顺畅的土地市场能

有效提升农村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率*如
a-,

4

等(

!#

)对中国的研究'

C)

等(

!!

)对越南的研究均证实!

繁荣的土地租赁市场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那么!如此一来就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如何解决土地

流转与外出务工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联系*遗

憾的是!当前绝大部分成果没有进行很好处理*

有一点也不能被忽略!那就是当前农业劳动力

日趋严重的老年化和女性化*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

下!年轻劳动力并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劳动力

主要是中老年群体(

!H

)

*年轻人的外流加快了农业

劳动力老年化的进程!

!"#"

年全国层面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农业从业人员构成中!

%'

岁及以上年龄的

占比高达
%GA#\

(

!%

)

*按照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

划分!这意味着我国农业已经迈入老年化时代*长

期以来!中国农村家庭的分工模式是传统的-男耕女

织.!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户家

庭形成了 -男工女耕.的新分工模式(

#'

)

!这导致了

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占比渐趋上升*

0Y3TKJ

数

据显示!虽然男女的农业参与率都有所下降!但相对

而言!女性下降比例更慢!留在农业领域更多的还是

女性(

!'

)

*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人口结构

的老年化和女性化很可能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产生

影响!然而!目前来看!还少有研究关注家庭层面人

口结构如何影响农户土地流转参与*

总体而言!以往的研究多是基于区域性调查!关

于外出务工如何影响土地流转也没有定论*对于外

出务工和土地流转之间可能反向因果!已有成果较

少进行有效处理*涉及家庭人口结构如何影响土地

流转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利

用北京大学动态追踪调查数据"

012,-/-Q2.

;<

-,9.

:6*>29:

!

0LVJ

#大样本数据!从农户家庭层面对外出

务工如何影响农地流转这一经典问题进行再考察*

数据方面!本研究使用的
0LVJ!"#!

不仅样本量更

大!而且具有全国层面代表性(

!I

)

*研究方法方面!

对于可能的内生性!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有效

处理!研究结论更加可靠*本研究还重点分析了家

庭人口结构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检验了日

益凸显的老年化和女性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深化

了本领域的研究*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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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

!

数据来源和识别

数据来自于
0LVJ!"#!

数据库!由于
0LVJ

全

国基线调查覆盖
!'

个省"市'自治区#!采用三阶段

不等概率的整群抽样设计!因此!

0LVJ

数据可以视

为一个全国代表性样本!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I

)

*为

检验新时期外出务工对农户土地转入和转出参与的

影响!本研究主要使用
0LVJ!"#!

数据*鉴于

0LVJ!"#!

缺乏社区层面信息!因而先将
0LVJ!"#!

与
0LVJ!"#"

进行匹配!只保留同时参加过两次调

查的 家 庭 与 成 员 信 息*经 过 处 理!最 终 获 得

0LVJ!"#!

调查中
!%

个省"市'自治区#'

#H%

区县'

%!"

个村庄共
IGF'

户农户的有效信息*

)*+

!

变量说明

按照新迁移经济学(

H

)

!家庭是一个独立的决策

单位!会统筹安排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而所有的

成员均会为提升家庭收益最大化而努力*因而!本

研究主要从家庭层面来设置相关变量!具体如下$

#

#土地流转参与*本研究采纳上述两种测度

方式予以测度*其一!遵循大多数成果!使用-农户

家庭是否参与土地流转.这一变量来测度其土地流

转参与行为(

!G

)

&其二!使用土地流转参与率这一变

量来更为细致的测度农户土地流转参与程度(

!F

)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土地流转并不是广义的

各类土地!而仅仅指耕地流转(

!$

)

*

!

#成员外出务工*考虑到成员外出务工的本

质是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因而!本研究借鉴

S*,

4

(

H"

)和马瑞等(

#!

)

!使用-非农劳动力占家庭总劳

动力之比.来测度!即成员外出务工率来表示*

H

#家庭人口结构*正如前文所述!本研究主要

关注两个维度的家庭人口结构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其一是人口结构老年化*人口老年化和农业劳动力

老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本研究使用-家庭成员

平均年龄.来测度家庭生命周期可能的影响*其二

是人口结构女性化*家庭成员中女性通常留守在农

业!呈现明显的-男工女耕.特征(

#%

)

!本研究使用-家

庭成员中女性成员比例.予以测度女性化对土地流

转可能的影响*

%

#其他控制变量*为尽可能控制其他因素影

响以提高模型的稳健性!本研究进一步引入劳动力

禀赋'农村雇工'土地禀赋'家庭财富特征'农业机

械'村庄特征'区域特征
I

个维度共
#"

个控制变量*

具体而言$

/

以家庭劳动力人数来控制家庭劳动力

禀赋特征&

0

以农村雇工日均工资水平"对数#来控

制雇工特征&

.

以家庭人均承包地面积来控制土地

资源禀赋特征&

2

以家庭净资产"对数#来控制家庭

财富水平&

3

以家庭拥有农业器械价值"对数#来控

制农业机械的特征&

4

村庄特征*土地流转在很大

程度上是一个村庄内部市场(

H#

)

!为进一步控制老年

化和女性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引入村庄层面老年

化和女性化两个变量予以控制*另外!引入村庄经

济水平'村庄交通便利性和地形地貌来控制经济发

达水平'交通区位和地貌因素可能的影响*

5

以省

份虚拟变量来控制区域层面因素的影响*表
#

对上

述变量进行了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

!

模型选择

借鉴已有文献!将本研究的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7

I#

c,

"

h/

#

#

)//&/-+Qh/

!

#

).>&+-62)h

/

H

/&+-62)h

7

N

2

X

I#

h56h

*

I#

"

#

#

其中$

7

I#

是村庄
8

中农户家庭
2

的土地流转行为*

变量
)//&/-+Q

为家庭层面外出务工!

).>&+-62)

和
/&

+-62)

分别表示家庭人口结构老年化和女性化*

X

I#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6

为省份虚拟变量!

*

I#

为随机

扰动项*

,

"

为常数项!

/

#

'

/

!

'

/

H

'

N

#

'

5

为相应的影响

系数*

具体模型选择方面!当
7

I#

为是否有土地转出或

土地转入时!本研究选择二元
V+)@26

模型&当
7

I#

为

土地流转率时!由于土地流转率介于
"

"

#

!本研究

选择
R)@26

模型进行分析*

表
)

!

变量设置与描述

R-@.9#

!

J6-62:625-.>9:5+2

<

62),)/8-+2-@.9:

变量名称

b-+2-@.9

变量定义

C9:5+2

<

62),)/8-+2-@.9:

均值

U9-,:

标准差

J6-,>-+>>982-62),

土地转出
R+-,:/9+)*6 #c

农户参与土地转出&

"c

没有
"A#! "AH!

土地转入
R+-,:/9+2, #c

农户参与土地转入&

"c

没有
"A#' "AHI

土地转出率
R+-,:/9+)*6+-69

土地转出面积
#

#""

%家庭承包地面积!

\ GA#H !HAIH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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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变量名称

b-+2-@.9

变量定义

C9:5+2

<

62),)/8-+2-@.9:

均值

U9-,:

标准差

J6-,>-+>>982-62),

土地转入率
R+-,:/9+2,+-69

土地转入面积
#

#""

%家庭总耕种面积!

\ $A!! !HA!#

外出务工
D//&/-+Q

非农劳动力人数
#

#""

%家庭总劳动力人数
I#AGH !GAF!

家庭人口结构老年化
3

4

2,

4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岁
H'A"% #'A!!

家庭人口结构女性
L9Q2,2=-62),

家庭成员中女性比例
"A'% "A#F

劳动力禀赋
K-@)+9,>)ZQ9,6

家庭劳动力人数!人
#AI' "A$H

农村雇工市场
T*+-.9Q

<

.)

;

Q9,6

村庄雇工日均工资水平!元!对数!

%A"H "AHI

土地禀赋
K-,>9,>)ZQ9,6

家庭人均承包地面积
#

#'

!

1Q

!

%人
#A'G !A%!

家庭净资产
L-Q2.

;

,96-::96:

家庭总资产+家庭总债务!元!对数
##A!G #A#$

农业机械
3

4

+25*.6*+-.Q-512,9+

;

家庭拥有的农业器械价值!元!对数
!AF! HAI"

村庄经济水平
b2..-

4

995),)Q25

本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对数
GAF' "AF$

村庄老年化
b2..-

4

9-

4

2,

4

村庄常住人口中
I"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 #IAI! $AGG

村庄女性化
b2..-

4

9/9Q2,2=-62),

村庄农业劳动力中女性占比!

\ %IAGF #$A!'

村庄交通便利性
b2..-

4

96+-//25

村委会所在地到县城所花的时间!小时
#A#! #AG#

村庄地形地貌
b2..-

4

9.-,>:5-

<

9 #c

丘陵&

!c

高山&

Hc

平原&

%c

其他!对照组
!A#$ #A"'

+

!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描述性分析

整体层面描述结果显示"表
#

#!参与土地转入的

农户比例为
#'\

!参与土地转出的农户比率为
#!\

!

总参与率达到了
!G\

*按照土地转入或转出将样本

区分为两个分样本!结果显示"表
!

#!转出户外出务

工率远高于转入户*从家庭人口结构老年化视角来

看!转出户的平均年龄接近
%"

岁&而转入户平均年龄

只有
H%A%

岁!推测老年化可能会促进转出而不利于

转入*从家庭人口结构女性化视角来看!转出户和转

入户家庭的女性成员比例没有明显差异!预示着女性

化对土地转入转出可能没有显著影响*当然!描述性

分析不能揭示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表
+

!

描述性统计分析

R-@.9!

!

C9:5+2

<

6289:6-62:625-.-,-.

;

:2:

变量

b-+2-@.9

土地转出户

V9-:-,6:6+-,:/9+)*6)/.-,>

土地转入户

V9-:-,6:6+-,:/9+2,)/.-,>

均值

U9-,

标准差

J6-,>-+>>982-62),

均值

U9-,:

标准差

J6-,>-+>>982-62),

外出务工
D//&/-+Q G$A%H !FA"$ '%A'% !HA%!

家庭人口结构老年化
3

4

2,

4

H$A$H #FA'I H%A%" #%AI#

家庭人口结构女性化
L9Q2,2=-62), "A'% "A!# "A'H "A#G

+*+

!

基准模型

基准回归显示"表
H

#!外出务工在
#\

的显著性

水平上正向促进农户转出土地和土地转出率*由于

基准模型中已经控制住农村雇工和农业机械化的影

响!因而这一结果也间接的表明!劳动力替代效应并

不会成为农户转出土地的障碍!部分学者的猜测并

不成立(

#I

)

*同时!外出务工分别在
'\

和
#"\

的显

著性水平负向影响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入率*即

外出务工不利于农户家庭转入土地!这与已有的研

究保持一致(

H!

)

*

家庭人口结构老年化和女性化的影响方面"表

H

#!老年化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土地转入和

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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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转入率!但其对农户是否转出和土地转出率的

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家庭人口结构老

年化虽然不影响土地转出市场!但已经对土地转入

产生一定负面效应*女性化方面!结果显示!家庭成

员女性比例对农户土地转出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

家庭性别分工并不构成农户转出土地的障碍!部分

学者的推断并不成立(

#%

)

*但家庭成员女性比例对

农户土地转入有显著负向影响!表现为女性化比例

越高!农户转入土地需求越弱*当前更需要关注女

性化对土地转入的不利影响*

表
,

!

基准回归

R-@.9H

!

W-:25+9

4

+9::2),

变量

b-+2-@.9

是否转出

R+-,:/9+)*6

是否转入

R+-,:/9+2,

土地转出率

R+-,:/9+)*6+-69

土地转入率

R+-,:/9+2,+-69

外出务工
D//&/-+Q "A""$

###

d"A""H

##

"A"#!

###

d"A""!

#

"

dIAH%

# "

d!A%$

# "

d'A$I

# "

d#A$'

#

家庭人口结构老年化
3

4

2,

4

d"A"""

d"A""'

#

d"A"""

d"A""I

##

"

d"A"%

# "

d#AFH

# "

d"A"!

# "

d!AH!

#

家庭人口结构女性化
L9Q2,2=-62), d"A!#$ d"AHI!

##

d"A!$F d"AHI!

###

"

d#AH%

# "

d!A%!

# "

d#AHF

# "

d!A$F

#

劳动力禀赋
K-@)+9,>)ZQ9,6 d"A!!%

###

"A#$H

###

d"A!FI

###

"A#'!

###

"

d'A%"

# "

d'AG'

# "

d'A"!

# "

d'A%H

#

家庭净资产
L-Q2.

;

,96-::96: "A"!' "A"FF

###

"A"HF "A"IF

###

"

d#A"%

#

dHAIF

# "

d#A#'

# "

dHAH$

#

农业机械
3

4

+25*.6*+-.Q-512,9+

;

d"A"%"

###

"A"'"

###

d"A"%F

###

"A"%#

###

"

d%AI'

# "

dGAGI

# "

d%A#%

# "

dGAF%

#

农村雇工市场
T*+-.9Q

<

.)

;

Q9,6 "A##' "A"%G "A#%$ "A"I%

"

d#A%!

# "

d"AI$

# "

d#A%H

# "

d#A#G

#

土地禀赋
K-,>9,>)ZQ9,6 "A""$ d"A"I!

###

"A"!I

##

d"A"FF

###

"

d"AG!

# "

d%AH#

# "

d!A!I

# "

dGA"#

#

村庄老年化
b2..-

4

9-

4

2,

4

d"A""% d"A"##

###

d"A""F

#

d"A""F

###

"

d#AHI

# "

d%A#F

# "

d#A$"

# "

dHAI$

#

村庄女性化
b2..-

4

9/9Q2,2=-62), "A""# "A""# "A""" "A"""

"

d"AG#

# "

d"A%$

# "

d"A"$

# "

d"AH!

#

村庄经济水平
b2..-

4

995),)Q25 "A"HH d"A!"F

###

"A""I d"A#G'

###

"

d"A$$

# "

dGA%G

# "

d"A#H

# "

dGA'#

#

村庄交通便利性
b2..-

4

96+-//25

d"A#$F

###

d"A"HH

#

d"A!H'

###

d"A"!!

#

"

d%AGI

# "

d#A$%

# "

d%A##

# "

d#AG!

#

村庄地形地貌
b2..-

4

9.-,>:5-

<

9 d"A"#! d"A"'I

##

"A"!I d"A"G#

###

"

d"A%'

# "

d!A%%

# "

d"AG%

# "

dHAGI

#

省份
V+)82,59

已控制

0),6+)..9>

已控制

0),6+)..9>

已控制

0),6+)..9>

已控制

0),6+)..9>

常数
0),:6-,6 d!A"'F

###

d"A"FH d!A%HH

###

"A#%G

"

d%AHG

# "

d"A!"

# "

dHA$"

# "

d"A%!

#

J2

4

Q-

!!! !!!

#A!##

###

"AF!$

###

!!! !!!

"

d!"A'!

# "

dH#A##

#

样本量
X*Q@9+)/)@: %'%I %'H# %##! %##I

!!

注$

###

!

##

!

#

分别表示
#\

!

'\

和
#"\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H

值*

X)69

$

###

!

##

!

#

T9

<

+9:9,6#\

!

'\-,>#"\:6-62:625-.:2

4

,2/25-,59.989.+9:

<

956289

!

H/2

4

*+92,

<

-+9,619:9:A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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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变量方面!劳动力禀赋显著促进农户转出

土地和土地转出率!同时显著负向影响农户转入土

地和土地转入率*说明家庭劳动力禀赋越丰富!农

户越可能转出土地而越不可能转入土地!这与外出

务工的效应可以相互印证*家庭净资产对农户土地

转出和土地转出率均无显著影响!但在
#\

显著性

水平正向促进土地转入行为和土地转入率*表明农

户经济能力越强!农户越可能'也越有能力转入土地

来扩大经营规模*农业机械对农户是否转出土地和

土地转出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农户是否转入

土地和土地转入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农户拥

有的农业机械越多!越可能转入土地而不太可能转

出土地*农村雇工对农户是否转出土地或是否转入

土地没有显著影响!并且对土地转出率和土地转入

率也没有影响*因而!这一结果表明农村雇工因素

对农户是否进行土地流转没有影响*土地禀赋在

'\

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农户土地转出率*说明农户

人均耕地禀赋越充裕!农户越可能多的转出土地*

同时!土地禀赋在
#\

显著性水平负向影响农户土

地转入行为和土地转入率!表明人均耕地禀赋越充

裕!农户越不可能转入土地*

与家庭层面类似!村庄老年化对农户是否参与

土地转出和土地转出率均没有显著影响&但在
#\

的显著性水平负向影响农户是否转入和土地转入

率*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很大程度上来说依然是

一个村庄内部流转市场!这一结果意味着随着农村

人口老年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可能会导致土地流

转市场陷入需求不足的境地*对于村庄女性化!结

果发现农业生产中的女性化比例对土地转入或转出

均无显著性影响*即在村庄层面!女性化尚未构成

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

村庄经济水平对农户是否转出土地和土地转出

率均没有显著影响!但在
#\

显著性水平负向影响

农户是否转入土地和土地转入率*这一结果表明村

庄经济越发达!农户越不太可能转入土地来扩大生

产规模*村庄交通便利性对农户是否转出土地和土

地转出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其对农户是否转入

土地和土地转入率也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交通

越不便利!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越低*村庄地

形地貌对农户是否转出土地和土地转出率没有显著

影响!但分别在
'\

和
#\

显著性水平负向影响农户

是否转入土地和土地转入率!表明村庄地形地貌仅

仅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有负面影响*

,

!

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讨论

,*)

!

工具变量法

在基准模型中!外出务工显著正向促进土地转

出!同时负向影响土地转入!这与主流文献保持一

致(

F

)

*然而!正如前述分析中指出的那样!土地流转

和外出务工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如不进行有效

处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会较低(

H"

)

*为解决这一问

题!本研究使用-农户家庭是否有宗谱或族谱.作为

外出务工的工具变量*之所以选择这一变量!主要

是基于下述考虑*第一!在农村地区!人们最为倚重

的就是血缘和亲缘关系网络!在外出务工时!这一网

络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家

庭社会网络能够通过减少搜寻成本'城市生活成本'

提高就业匹配概率等多种途径来有效促进农户外出

务工(

HH

)

*第二!这一变量对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却

是相对外生的(

H%

)

!符合工具变量的基本条件*

为了避免弱工具变量问题!本研究做了进一步

的检验*由于!当前仍然没有较为有效的方法对受

限因变量的弱工具变量问题进行检验(

H'

)

!因而参照

学界通常做法!通过第一阶段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

的显著性来做一个初步判断(

HI

)

*本研究构建了第

一阶段劳动力外出务工方程!结果显示!-农户家庭

是否有宗谱或族谱.在
#\

显著性水平正向促进劳

动力外出务工!因此可以认定弱工具变量问题不太

严重*进行工具变量的
!JKJ

回归!第二阶段回归

结果如表
%

所示*不难发现!外出务工在
#\

的显

著性水平正向促进农户土地转出!并且在
'\

的显

著性水平正向促进土地转出率*但对于是否进行土

地转入和土地转入率!虽然外出务工的影响方向依

然为负!但始终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上述结

果也揭示出!如果考虑到外出务工和土地流转之间

的内生性!外出务工对土地转入有负向影响的结论

不再成立*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家庭人口结构老年化

对是否转出土地和土地转出率有显著影响!而对是

否转入土地以及土地转入率的影响不再显著*因

而!这一结果表明!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后!基准回

归中的结果不再成立*即家庭层面老年化对农户土

地转入没有负面影响!只是会负面影响到农户转出

土地行为*这可能是由于土地对于老年人来说更是

一种社会保障和就业方式!年龄越大!农户越不太可

能转出土地*家庭人口结构女性化仍然对农户是否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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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稳健性检验

R-@.9%

!

T)@*:6,9::69:6

变量

b-+2-@.9

是否转出

R+-,:/9+)*6

是否转入

R+-,:/9+2,

土地转出率

R+-,:/9+)*6+-69

土地转入率

R+-,:/9+2,+-69

外出务工
D//&/-+Q

"A"%!

###

d"A""$

"A"G'

##

d"A""I

"

dIAFH

# "

d"A%H

# "

d#A$G

# "

d"AH$

#

家庭人口结构老年化
3

4

2,

4

d"A"#%

###

d"A""H

d"A"!I

#

d"A""H

"

dHA'G

# "

d"A%"

# "

d#AIF

# "

d"A'"

#

家庭人口结构女性
L9Q2,2=-62), d#AHF$ d"A#I% d!A%F' d"A#I$

"

d'AHH

# "

d"A!H

# "

d#AF!

# "

d"AH#

#

村庄老年化
b2..-

4

9-

4

2,

4

d"A"""

d"A"##

###

d"A""H

d"A""G

###

"

d"A#"

# "

d%A##

# "

d"A'%

# "

dHAI$

#

村庄女性化
b2..-

4

9/9Q2,2=-62), "A""# "A""# "A""# "A"""

"

d"AG"

# "

d"A'G

# "

d"AH$

# "

d"A#H

#

其他变量
D619+8-+2-@.9:

已控制

0),6+)..9>

已控制

0),6+)..9>

已控制

0),6+)..9>

已控制

0),6+)..9>

样本量
X*Q@9+)/)@: %'!' %'#" %%!# %H%$

!!

注$

###

!

##

!

#

分别表示
#\

!

'\

和
#"\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H

值*下同*

X)69

$

###

!

##

-,>

#

+9

<

+9:9,6#\

!

'\ -,>#"\:6-62:625-.:2

4

,2/25-,59.989.:

!

+9:

<

956289.

;

AH/2

4

*+92:2,

<

-+9,619:9:AR19:-Q9@9..)ZA

转出土地和土地转出率没有显著影响!且不再显著

影响农户是否转入土地及土地转入率*表明考虑到

内生性问题后!家庭层面女性化对土地流转没有显

著影响*

在村庄层面!村庄老年化程度仅仅对农户是否

转入土地和土地转入率有显著影响!而对农户是否

转出土地和土地转出率没有显著影响*通过表
H

和

%

!不难发现!村庄老年化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有负

面影响的结论十分稳健*这与家庭人口结构老年化

负向影响农户土地转出可以相互印证!正是因为农

户家庭其他农户家庭转出土地的可能性降低!才会导

致在村庄层面想扩大经营规模的农户难以转入土地*

村庄女性化程度依然对农户是否转入或转出'土地转

入率或转出率没有显著影响*即村庄层面农业劳动

力女性化对土地流转没有影响的结论也十分稳健*

,*+

!

进一步讨论

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验证!此时外出务

工仍然显著促进土地转出!说明无需担心供给不足

导致的流转市场发育滞缓*但外出务工对土地转入

的负向影响不再显著!这与当前已有成果并不一

致(

HG

)

*已有文献多发现外出务工会显著降低农户

转入土地的倾向(

H"

!

H!

)

*之所以如此!这可能与新时

期外在约束条件发生变化密切相关*本研究猜测外

出务工不再负向影响土地转入的关键在于农业机械

对劳动力的有效替代*即外出务工家庭虽然因为劳

动力流失而陷入劳动力短缺困境!但只要保证充足

的农业机械投入!这一类家庭依然可以克服劳动力

不足!能够转入土地来扩大经营规模*

新时期!由于国家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的大力支

持!中国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类农业机械的使用日益

普及*大力推进农业机械的一个好处是!机械对流

失劳动力形成了有效替代!使得劳动力短缺的农户

家庭也能够转入土地来扩大经营规模(

HF

)

*表
H

和

表
%

中!农业机械始终显著促进农户转入土地!表明

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确实十分有效*为验证农业机

械的广泛使用是否为外出务工不再负向影响土地转

入的关键所在!在表
%

中引入外出务工和农业机械

的交叉项!以考察农业机械对外出务工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农业机械负向调节外出务工对土地转入

影响!即两者有显著替代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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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钱龙等$成员外出务工'家庭人口结构与农户土地流转参与+++基于
0LVJ

的微观实证

进一步的!本研究按照农户持有农业机械价值

是否大于农业机械价值均值!将整体样本分为农业

机械不足'农业机械充足两组!再次分析外出务工对

两组农户是否转入或转出的影响*结果表明"表

'

#!在农业机械使用不足这一组!外出务工显著正向

促进农户转出土地!同时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土地转

入!这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但在农业机械充足的

分样本!外出务工对农户是否转入和是否转出行为

均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当农户拥有充足的农业

机械时!由于农业机械能够有效替代流失劳动

力(

H$

)

!外出务工不再成为农户转入土地的障碍性因

素*前述猜测得到印证*

表
9

!

外出务工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分组回归

R-@.9'

!

EQ

<

-56)/Q2

4

+-,6Z)+[9+:),.-,>6+-,:/9+

$

+̂)*

<

+9

4

+9::2),

变量

b-+2-@.9

农业机械不足 农业机械充足

是否转出

R+-,:/9+)*6

是否转入

R+-,:/9+2,

是否转出

R+-,:/9+)*6+-69

是否转入

R+-,:/9+2,+-69

外出务工
D//&/-+Q

"A"##

###

d"A""!

#

"A""% d"A""H

"

dIAH"

# "

d#AI#

# "

d#A'%

# "

d#A%"

#

其他变量

D619+8-+2-@.9:

已控制

0),6+)..9>

已控制

0),6+)..9>

已控制

0),6+)..9>

已控制

0),6+)..9>

样本量
X*Q@9+)/)@: !I%" !I!F #$"I #$"H

-

!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
0LVJ!"#!

全国大样本数据!从家

庭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劳动力资源质量视角!分析了

成员外出务工和家庭人口结构对农户土地流转参与

的影响*尽管在基准回归中!依然证实外出务工会

显著促进土地转出!同时不利于土地转入!即人动与

地动保持高度协调!这与多数成果保持一致*然而!

鉴于已有文献很少处理其中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

研究应用工具变量法来予以有效处理!来进一步验

证了外出务工对土地转入和转出的影响*进而发

现!外出务工依然会显著促进农户的转出土地行为!

但对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不再有显著负向影响*为

何外出务工不会阻碍到农户转入土地!发现关键原

因在于农业机械的应用*农业机械能够弥补劳动力

流失导致的农业劳动力不足!即使农户家庭即使有

外出务工情形存在!也能够继续扩大经营规模*至

于家庭人口结构方面的影响!基准回归表明!家庭人

口结构老年化和女性化会不利于农户家庭土地转

入!但对土地转出没有显著影响*但解决内生性问

题后!上述结论不再成立!此时家庭人口结构老年化

对农户转出土地参与有显著负面影响!对土地转入

参与没有显著影响!且家庭人口结构女性化对土地

转入与土地转出均不构成实质性影响*此外!研究

还发现村庄层面老年化不利于农户转入土地!但对

土地转出没有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首先!无需担心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之后的农地流

转市场发育缓慢*已有成果多担心!家庭内部分工

会阻碍到农地流转!从而导致土地流转陷入供给不

足型的发育滞后*但本研究发现!在新时期!无需担

心这一问题!因为外出务工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家庭

的土地转出*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农地流转市场也证

实!农地流转市场必然会伴随着非农就业市场的繁

荣而日益普遍*同时!也不需要担心需求不足导致

的流转市场发育滞后*本研究表明!即使农户家庭

存在外出务工现象!但如果这一家庭想转入土地!仍

然是可行的!非农就业不会对农户扩大经营规模有

特别严重的负面效应*因而!为促进土地流转市场

的快速发展和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后续仍然需要加

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大力推动人口城

镇化*其次!要加快农业生产领域的农业机械应用*

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有助于减少农业生产领域的过剩

劳动力!但劳动力大量转移也会导致农业生产领域

一定程度的劳动力短缺*本研究表明!那些有外出

务工的家庭!如果想扩大经营规模也是可行的*前

提是拥有足够的农业机械!从而对流失劳动力进行

有效替代*因而!建议后续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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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主体的农机补贴!提升农业机械使用率!特别是

对那些有意向成为规模经营主体!或者已经是规模

经营主体的!要重点予以扶持*对于那些没有能力

购置农业机械或者购买农业机械不划算的小农户!

重点不是鼓励其进行购置!而是应该大力支持农业

机械社会化服务发展壮大!给予政策优惠予以扶持!

让小农户也能够享受到便利的农机服务*第三!要

密切关注劳动力老年化可能引致的负面效应!有效

管控老年化对土地流转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人口

老年化和农业劳动力老年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在未

来
!"

年!这一进程还会越来越快*本研究表明!家

庭层面老年化对农户转出土地有负面影响*而上升

至村庄层面!人口老年化对农户家庭土地转入也有

显著负面影响*因而!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农村社会

保障体系建设!让老年人敢于转出土地*另一方面!

要继续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弥补传统

小农土地转入需求的不足*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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