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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组内土地禀赋差异会影响农户“一户一田”实施意愿吗
———基于山东省468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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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更好地化解农地细碎化问题,结合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基于山东省468个农户调查数据,构建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村组内土地禀赋差异对“一户一田”实施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82.91%的农户愿意实施

“一户一田”,实施意愿较为强烈;2)村组土壤肥力、排水能力和灌溉条件差异均对“一户一田”实施意愿具有显著负

向影响,即土壤肥力、排水能力和灌溉条件存在差异村组的农户“一户一田”实施意愿较低;3)地块数量、距家均距

离、户主年龄、非农收入占比、是否信任干部对“一户一田”实施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块均面积、家庭规模对“一户

一田”实施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政府应允许村组实施“一户一田”,消除村组土地禀赋差异,改善粮食生产

条件,满足农户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迫切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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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helandendowmentdifferencesamongvillageaffectfarmers’
willingnesstoimplement“onehouseholdoneplot”:

Basedonthesurveydataof468farmershouseholdsinShandong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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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understandfarmers’willingnesstoimplement“onehouseholdoneplot”andbettersolvetheproblemof
farmlandfragmentation,basedonthesurveydataof468farmershouseholdsinShandongProvince,thisstudyemploys
theanalysisofinducedinstitutionalchangetheory.Thebinarylogisticregressionmodelisconstructedtoinvestigatethe
impactofthedifferencesofthevillagelandendowmentsonfarmers’willingnesstoimplement“onehouseholdone

plot”.Theresultsshowthat:1)Farmers’willingnessof“onehouseholdoneplot”is82.91% whichisrelatively
strong;2)Thedifferencesinlandfertility,floodrisk,andirrigationconditionhavesignificantlynegativeeffectsonthe
willingnessof“onehouseholdoneplot”;3)Thenumberofplots,theaveragedistancefromhome,age,non-
agriculturalincomeratiohavesignificantpositiveeffectson“onehouseholdoneplot”willingness,andtheaveragearea
ofplotsandhouseholdsizenegatethewillingnessof“onehouseholdoneplot”.Policyimplicationsareproposedinthis
studyasfollows:Thegovernmentshouldallowthevillagetoimplement“onehouseholdoneplot”tosatisfythe
farmers’urgentwishonlandallocation,eliminatethedifferencesinthevillagelandendowmentsandimprovethefood

productionconditions,thustomeetthefarmers’urgentwishonthelandfragmentationmanagement.
Keywords onehouseholdoneplot;landendowment;farmer’swillingness;binarylogistic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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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深冬,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村民以“托
孤”的方式按下红手印,开启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探索,推动了我国在农地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

性,释放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红利,推动了农业生产

力发展,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农户人口平均分配耕地的方式造

成了农地细碎化问题,即单个农户拥有面积较小且

彼此互不相连的多块土地[1]。农地细碎化会增加农

业生产成本[2]、降低经营效率[3]、减少农户收入[4]。
因此,国家日益重视农地细碎化问题,并鼓励通过互

换实现土地连片。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中指出“在有条件的村组,结
合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引导小农户自愿通过村组内

互换并地、土地承包权退出等方式,促进土地小块并

大块,引导逐步形成一户一块田”;2019年底出台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

久不变的意见》也指出,“各地可在农民自愿前提下

结合农田基本建设,组织开展互换并地,发展连片种

植”。但在实际中,由于地块过小和交换链条较长,
土地互换地方式很难实现大范围内的地块整合[5]。

为更好地治理农地细碎化、提高粮食生产效率,
安徽、陕西、河南等地一些村组借助土地确权登记颁

证和当地农地大调整契机,通过实施“一户一田”,一
定程度上治理了农地细碎化问题。本文中的“一户

一田”是指村集体通过土地“打乱重分”大调整实现

地块整合,由原来每户分配多块不同位置、面积相对

较小的承包地改为分配一块集中的大面积承包地。
各地对此称呼有所不同,如安徽怀远和蒙城为“一户

一块田”[6-7]、陕西榆阳为“一户一田”[8]、河南民权为

“互换并块”[9]、新疆玛纳斯、辽宁彰武和甘肃金昌为

“互换并地”、广西龙州为“小块并大块”[8]、湖北沙洋

为“按户连片集中耕种”[10-12]、广东清远为“整合确

权”[13]等①。本文将符合上述定义的治理农地细碎

化的实践统称为“一户一田”。
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事物,鲜有学者对农户“一

户一田”实施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仅赵小睿

等[15]对河南省粮食主产县535个农户地块整合意

愿研究后发现,78.3%的农户希望通过整合减少地

块数量,其中52.3%的农户整合预期为一块,此外,
地块数量、块均面积、劳动力人数显著影响农户地块

整合意愿。同时,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作为“一户一

田”的实现方式,其实施意愿影响因素的文献相对较

多且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户家庭特征,户主

性别[16]、年龄[16]、受教育年限[17-18]、无地人口占家

庭人口比例[16]、家庭外出打工状况[16,18]、医疗保险

和养老保险[18]、政治关联[17]、物资水平[17]、非农劳

动力转移比例[19]、农业收入占比[19]等家庭特征都对

农户土地调整意愿有显著影响。二是农地特征。人

均农地面积[19]、村庄地形(主要表征农地调整的测

量成本)[17]、交通条件[19]、到县城距离[19]、距离上次

调地时间[16]也会对农地调整意愿产生影响。三是

政策因素。罗明忠等[19]发现农地确权能够有效地

降低由地势恶劣、土壤肥力低下及非农劳动力转移

比例较高所引起的农地调整的频率及程度。对“不
得调地”政策的态度也是影响农户“一户一田”实施

意愿的重要因素[16-17,20]。此外,土地调整意愿还受

到个体饥荒经历等因素的影响[21]。
上述研究结论都颇具洞察力,但仍存在较大扩

展空间。一方面,鲜见关于“一户一田”实施意愿及

影响因素的文献;另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意

愿研究大多聚焦于农户层面的家庭特征、不同村组

之间的农地特征差异和外部政策因素,鲜见关注村

组内部土地禀赋差异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对于极

度追求土地分配公平的农民而言,是否愿意实施“一
户一田”取决于“村里的地是否相同”。只有村组内

部土地禀赋相同,不会因其差异造成分配不公,农户

实施意愿才会较强。因此,农户“一户一田”实施意

愿究竟如何? 村组内部土地禀赋差异对“一户一田”
实施意愿有何影响? 不同方面的土地禀赋差异影响

是否相同? 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鉴于

此,本研究基于农户视角,利用一手调研数据分析农

户“一户一田”实施意愿,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模

型,检验村组内土地禀赋差异及其他因素对农户“一
户一田”实施意愿的影响,以期为优化农村土地三轮

承包方案、化解农地细碎化问题,进一步释放土地制

度改革红利提供决策参考。

① 需特别说明的是,由于目前土地政策限制其调整,一些基层干部通过更换土地确权证书等方法对“一户一田”进行包装,并使用“土地

互换”、“小块并大块”等名称模糊化处理,本质上仍是土地调整[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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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分析与假说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表明,现行制度转变为其

他制度是一种成本昂贵的过程。除非新制度安排下

的个人净收益超过制度变迁的成本,否则不会发生

自发的制度变迁[22]。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是否愿

意实施“一户一田”,关键是“一户一田”预期收益和

成本的对比结果。若农户实施“一户一田”的预期收

益大于成本,则农户愿意实施,否则不愿意。农户

“一户一田”实施意愿表达式可设定为:

will=I-C (1)
式中:I为实施“一户一田”后农户预期收益,主要包

括两部分:一是“一户一田”减少农业劳动时间,进而

增加外出打工时间提高的收益;二是“一户一田”降
低生产成本(包括人工成本、机械成本、农资成本)而
增加的收益[23-25]。随着“打工经济”兴起,农民外出

务工就业机会明显增多,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第

一大收入来源[26],外出打工时间增多会使农户收益

明显增加。同时,地块整合对于农业生产成本影响

相对有限,农民预期收益增加便主要来源于外出打

工收入。

C为“一户一田”实施中的交易成本和实施后的

经营成本。交易成本主要为土地调整时的测绘费用

和人员工资等,与地形显著相关[17],平原地区费用

相对固定且较低①。农户预期成本是指农户分到资

源禀赋较差土地时改进生产条件的成本,如肥力改

良、土地平整、灌溉设施修缮等。虽然实施“一户一

田”的村组中,农户交易成本和预期成本在大多数情

况下由村集体和上级政府承担,但仍有部分成本由

农户承担②。除了一线城市和南方富庶地区,现阶

段村集体和地方财政大多比较困难,国家高标准农

田改造等项目难以实现全覆盖,若村集体想提升土

地禀赋并实施“一户一田”,只能靠农户自发筹资,因
此本研究将其归入农户预期经营成本。若此费用无

需农户承担,则为0。
若will=I-C>0,则农户愿意实施“一户一

田”;否则,农户不愿意实施。在农户预期收益方面,
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占比重越高,越会将劳动力投入

到非农领域[27],进而影响农户预期收益。在农户预

期成本方面,除已有研究关注的地块数量、块均面

积、地块到家距离外,村组内土地禀赋,即土壤肥力、
排水能力、灌溉条件会使实施后的农户预期成本差

异甚大,进而影响“一户一田”实施意愿。土壤肥力

差异是指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相同的情况下地块单

产差别。很多村组内土壤肥力存在差异,若实施“一
户一田”,必有农户分到的土地位于土壤肥力较差的

区域,此时须通过增施肥料等措施保障原有粮食产

量,增加预期成本。排水能力差异是指雨季时村组

中土地排水能力的差异。有些村组土地地势不同,
局部地势较为低洼,夏季暴雨来临时排水困难,对于

作物产量会产生很大影响。若这些村组实施“一户

一田”,必有农户分到的土地位于排水能力较差的区

域,此时须通过将地块垫高等方式规避风险进而增

加预期经营成本。灌溉条件差异是指村组中土地灌

溉难易程度存在区别,即部分地块易于灌溉,亦有地

块灌溉困难甚至只能靠天吃饭。若这些村组实施

“一户一田”,必然有农户分到的土地位于灌溉条件

较差的区域,此时农户须通过修建灌溉设施等办法

改进粮食生产条件,机井修建费用根据地势不同存

在差异,多的可达十余万元。现阶段土地调整时,绝
大多数村组均采用“两次抽签法”③,保证地块分配

的随机性,即每个农户都有可能分配到土地禀赋较

差的土地,增加预期成本,进而降低实施意愿。基于

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H1:村组土壤肥力差异会降低农户“一户一田”
实施意愿。

H2:村组排水能力差异会降低农户“一户一田”
实施意愿。

H3:村组灌溉条件差异会降低农户“一户一田”
实施意愿。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构建

Logistic回归模型多用于因变量为定性数据的

实证研究,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具体影响趋势和

程度,其因变量包括二分类变量(取值为0或1)和
多分类变量(分类数大于3)。研究意愿问题时,大
多采用二分类变量,如许佳彬等[28]、李福夺等[29],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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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研究团队曾对22个实施“一户一田”的村组进行调研,此项费用村组均8554元,以1000人/村组计算,人均费用不足10元。

22个村组中,16个村组费用由地方政府和村集体承担,4个村组由农户均摊,2个村组由农户和村集体共同承担。
即第一轮抽顺序签,确定农户下一轮抽签顺序,第二轮抽地块签,确定农户地块位置。



 第5期 张成鹏等:村组内土地禀赋差异会影响农户“一户一田”实施意愿吗———基于山东省468份调查……

此,本研究将农户“一户一田”实施意愿分为“愿意”
和“不愿意”两类,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

研究。模型构建过程如下:
假设因变量Y服从于二项分布,其取值范围为

0和1,即农户愿意实施“一户一田”为1,不愿意实

施为0。模型设计为:

ln Pi

1-Pi  =α+∑
m

j=1
βjxj (2)

式中:Pi 为农户愿意实施“一户一田”的概率;1-Pi

为其不愿意实施的概率;xj 为“一户一田”实施意愿

影响因素;α为常数项,与xj 无关;βj 是各影响因素

的偏回归系数,表示当其他自变量取值保持不变时,
该自变量取值增加一个单位引起发生比的自然对数

值的变化量。

2.2 模型检验

本研究采用 HL(Hosmer-Lemeshow)指标检

验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当 HL指

标统计显著时,表示模型拟合不好;反之表示模型拟

合效果好。其公式如下[30]:

HL=∑
J

j=1

(Yj-NjPj)
NjPj(1-Pj)

(3)

式中:J是分组数,J≤10;Yj 为第j 组事件的观测

数量;Nj 为第j组中的案例数,Pj 为第j组预测事

件;NjPj 为预测数。

2.3 变量含义及赋值

1)因变量。与农户访谈时,询问“您是否愿意实

施一户一田”,并加以解释“一户一田”是指村组通过

土地调整,由原来每家分多块土地改为只分一块土

地,从而实现地块整合。随后按照“愿意=1;不愿意

=0”对农户“一户一田”实施意愿进行赋值。

2)核心变量。本研究主要考察村组内土地资源

禀赋差异对“一户一田”实施意愿的影响情况,因此

将村组内土地禀赋差异定位为核心解释变量。根据

预调研与农户访谈状况,本研究将村组内土地禀赋

差异分为土壤肥力、排水能力、灌溉条件3个维度。
在调查过程中分别询问“您所在村组土壤肥力存在

差异吗? 有没有粮食产量特别高的地?”、“您所在村

组土地都能够及时排水吗? 有没有排水不畅容易积

水的地?”和“您所在村组灌溉条件存在差异吗? 有

没有容易灌溉的地? 有没有难以灌溉的地?”。

3)控制变量。参考赵小睿等[15]的研究,本研究

选择地块数量、块均面积、地块距家均距离、农业经

营决策人年龄、教育年限、家庭规模、非农收入占比

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块均面积、地块距家均

距离分别询问“您家承包地面积有多大?”;“您家承

包地有几块? 每块地离您家有多远?”。并根据受访

者回答计算相关数值。此外,考虑到农户对“一户一

田”调整中公平风险的担忧,在控制变量中加入“是
否相信干部”变量。调研时询问农户“如果实施‘一
户一田’,您相信村干部会在土地调整时保持公平公

正吗?”对上述变量定义及说明如表1所示。

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3.1 数据来源

“一户一田”需将每户土地调整到一起,以山地

丘陵为主的地区实施困难较大,因此本研究选择山

东省鲁西平原地区的济宁市和德州市作为研究区

域①。确定样本市后,在济宁市和德州市分别选取

任城区、邹城市、曲阜市、汶上县、微山县、嘉祥县和

齐河县、陵城区、庆云县、乐陵县、禹城市、夏津县共

计12个县市区。问卷数据收集工作于2020年8—

12月完成,共计发放农户调查问卷480份,得到有

效问卷468份,有效率为97.5%。

3.2 样本描述性分析

农户“一户一田”实施意愿如表2所示,有388
个农户表示愿意实施“一户一田”,占比82.91%;有

80个农户表示不愿意实施“一户一田”,占比17.
09%,实施意愿均值为0.83,可见农户对“一户一

田”实施意愿较为强烈。
农户愿意实施“一户一田”的原因如表3所示,

349个农户认为“一户一田”有利于减少耕种时间,
占比74.57%。“一户一田”可实现地块整合,农民

耕种、灌溉、施肥、除草灭虫、收割等作业可一次性完

成,农户排队等水、挪动灌溉设备、等待机械时间和

地块间交通时间可显著降低,省时省工。330个农

户认为“一户一田”有利于机械化,占比70.51%。
“一户一田”可解决地块太小机械难以作业的困境,
进而促进农业机械普及和农业外包服务采纳[31]。

263个农户认为“一户一田”有利于降低种植成本,

① 济宁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地形以平原洼地为主;德州市位于山东省西北部,处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地形特点为平原之中起伏不平,岗、
坡、洼相间分布。两市包含多种地形地貌,高地平地洼地俱全、河滩地和内陆地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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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选取及假设

Table1 Variableselectionandassumptions

维度  
Dimension  

变量

Variable

变量定义

Definitio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预测方向

Expected
direction

意愿

Willingness

“一户一田”实施意愿 愿意=1;不愿意=0 0.83 0.38

土壤肥力差异 土壤肥力是否存在差异:

存在=1,不存在=0
0.62 0.49 -

核心变量

Corevariable

排水能力差异 排水能力是否存在差异:

存在=1,不存在=0
0.46 0.50 -

灌溉条件差异 灌溉条件是否存在差异:

存在=1,不存在=0
0.35 0.48 -

地块数量 块 2.74 1.53 +农地特征变量

Farmland
characteristics

块均面积 hm2 0.17 0.13 -

距家均距离 km 0.70 0.83 +

年龄 岁 50.37 14.32 +

受教育年限 年 8.36 4.42 +

家庭规模 人 4.42 1.72 -家庭特征变量

Family
characteristics

非农收入占比 % 0.71 0.27 +

是否信任干部
是否相信干部在土地调

整时保持公平公正:

信任=1,不信任=0

0.75 0.43 +

占比56.20%。尤其在机械成本方面,地块连片会

降低机械行走成本,减少燃料在路途中的损耗;在雇

工成本方面,由于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用工量大幅度

减少,用工费用自然降低。161个农户认为“一户一

田”可促进农地流转,占比34.40%。实施“一户一

田”后,同一面积地块涉及农户数量大幅度减少,降
低了流转大户谈判成本和流转难度,他们也就愿意

相较周围更高价格流转实施“一户一田”村组的土

地。128个农户认为“一户一田”有利于增加粮食产

量,占比27.35%,实施“一户一田”后,农户交通、
等待作业等时间会大幅度减少,农业劳动投入将

更多地配置到农业生产过程当中,“误农时”现象

会明显减少,特别是小麦玉米在抽穗、拔节等关键

生长期能够得到及时灌溉,因此产量得以提升。

66个农户认为“一户一田”有利于增加土地面积,
占比14.10%。地块细碎分散会导致田埂、地界、

生产道路过多,大量良田被占用。实行“一户一

田”后,小地块间大量田埂垄沟得以去除,水渠和

小路得到整治,村中荒地进行整理,进而增加有效

耕种面积。
表4描述了样本农户村组内土地禀赋差异情

况。从土壤肥力差异来看,61.54%的农户所在村组

土壤肥力存在差异,可见土壤肥力差异非常普遍,这
是农户实施“一户多田”的重要原因。从排水能力来

看,近半数农户所在村组排水能力存在差异,说明有

部分地区存在难以排水的地块,进而影响粮食产量。
从灌溉条件差异来看,34.83%的农户所在村组灌溉

条件存在差异,比例相对较低,意味着随着国家对农

田水利设施修建,大多数村组水利条件得到了很好

的改善。整体来看,村组内土地禀赋差异在平原地

区较为普遍,因差异情况较小而影响实证结果情况

的可能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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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农户对“一户一田”实施意愿的分组统计

Table2 Willingnessoffarmersto“onehouseholdoneplot”

实施意愿   
Willingness   

赋值

Assignment

农户数

Numberof
household

占比/%
Proportion

均值

Mean

愿意 Willingtoimplement 1 388 82.91
0.83

不愿意 Notwillingtoimplement 0 80 17.09

表3 农户愿意实施“一户一田”的原因

Table3 Reasonaffectingthewillingnessof“onehouseholdoneplot”

原因    
Reason    

农户数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有利于减少耕种时间

Conducivetoreducethefarmingtime
349 74.57

有利于机械化

Conducivetomechanization
330 70.51

有利于降低种植成本

Conducivetoreduceplantingcosts
263 56.20

有利于土地流转

Conducivetolandtransfer
161 34.40

有利于增加粮食产量

Conducivetoincreasegrainproduction
128 27.35

有利于增加土地面积

Conducivetoincreasethelandarea
 66 14.10

表4 村组内土地禀赋差异情况

Table4 Differencesinthelandendowmentofvillages

变量    
Variable    

分组

Group

农户数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土壤肥力差异

Differenceinlandfertility

存在 288 61.54

不存在 180 38.46

排水能力差异

Differenceinfloodrisk

存在 214 45.73

不存在 254 54.27

灌溉条件差异

Differenceinirrigationcondition

存在 163 34.83

不存在 305 65.17

4 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共设立5个模型,模型I仅加入农地特

征和家庭特征变量,模型II~V依次加入村组内土

地禀赋差异相关变量,运用STATA15.0软件进行

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根据模型V分析村组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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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禀赋差异对农户“一户一田”实施意愿的影响,为
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在回归之前,对模

型中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方差

膨胀因子(VIF)均<2(即远小于10),可以判断各自

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可进一步采用二元

Logistic模 型 对 结 果 估 计。模 型 的 HL 指 标 为

6.086,P 值为0.638,统计不显著,表明模型拟合效

果很好。

表5 二元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

Table5 Regressionresultsofthebinarylogisticmodel

变量   
Variable   

模型Ⅰ
ModelⅠ

模型Ⅱ
ModelⅡ

模型Ⅲ
ModelⅢ

模型Ⅳ
ModelⅣ

模型Ⅴ
ModelⅤ

地块数量

Numberofplots
0.019
(0.013)

0.025**

(0.013)
0.021*

(0.012)
0.028**

(0.013)
0.031**

(0.013)

块均面积

Averageareaofplots
-0.019***

(0.007)
-0.016**

(0.007)
-0.014**

(0.007)
-0.018**

(0.007)
-0.014*

(0.007)

距家均距离

Averagedistancefromhome
0.036**

(0.016)
0.038**

(0.017)
0.035**

(0.016)
0.040**

(0.017)
0.038**

(0.017)

年龄

Age
0.003**

(0.001)
0.004**

(0.001)
0.002*

(0.001)
0.003*

(0.001)
0.003**

(0.001)

教育年限

Education
0.002
(0.005)

0.001
(0.005)

0.002
(0.005)

0.003
(0.005)

0.001
(0.005)

家庭规模

Familysize
-0.020**

(0.010)
-0.020**

(0.010)
-0.022**

(0.010)
-0.021**

(0.010)
-0.021**

(0.010)

非农收入占比

Non-agriculturalincome
0.173***

(0.060)
0.188***

(0.059)
0.135**

(0.062)
0.163***

(0.059)
0.152**

(0.062)

是否信任干部

Trustleaders
0.201***

(0.029)
0.193***

(0.028)
0.205***

(0.028)
0.193***

(0.028)
0.193***

(0.027)

土壤肥力差异

Differenceinlandfertility

-0.130***

(0.036)
-0.087**

(0.038)

排水能力差异

Differenceinfloodrisk
-0.119***

(0.036)
-0.080**

(0.036)

灌溉条件差异

Differenceinirrigationcondition
-0.127***

(0.035)
-0.075**

(0.041)

地级市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性标准误。

Note:*,**and***representthesignificanceatthelevelof10%,5%and1%,respectively.Theregressioncoefficientsare

themarginaleffect.Thenumbersinbracketsaretherobuststandarderrors.

4.1 村组内土地禀赋差异对“一户一田”实施意愿

的影响

在模型V中,所在村组内土地土壤肥力、排水

能力和灌溉条件差异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87、

-0.080、-0.075,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农

户所在村组土壤肥力、排水能力、灌溉条件差别越小

的农户,越愿意实施“一户一田”,这一估计结果验证

了假设H1~H3 的正确性。当村组内土地禀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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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3个方面的差异时,农户不会因分到土壤肥力、
排水能力和灌溉条件差的地块而增加生产成本,因
此更愿意实施“一户一田”。在土壤肥力方面,调研

地区 的 不 同 地 块 单 季 粮 食 作 物 产 量 差 别 多 达

7500kg/hm2,若所在村组土壤肥力不同,很可能因

分到地块较差的土地影响实施意愿。所调研区域低

洼地较多,容易发生积水,进而弱化排水能力。雨季

来临时,若排水不及时,玉米将会发生一定程度涝

灾,因此其对实施意愿影响较为显著。调研区域个

别地块地势较高,处于灌溉困难、“靠天吃饭”的状

态。农户如果分到此类土地,也会对粮食产量产生

影响,进而影响实施意愿。

4.2 其他变量对农户“一户一田”实施意愿的影响

在模型中Ⅴ,地块数量回归系数为0.031,在

5%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农户地块数量越多,从事

农业劳动时,在家和地块之间、不同地块之间交通时

间也就越多,或挤占外出务工时间,进而更愿意实施

“一户一田”。块均面积回归系数为-0.014,在

10%置信水平下显著,地块面积越小,越不利于机械

化生产,越倾向于实施“一户一田”。距家均距离回

归系数为0.038,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农户

地块距家均距离越近,越不愿意实施“一户一田”,因
为他们担心土地被调整到远处影响耕种。

农户年龄回归系数为0.003,在5%置信水平下

显著。农户年龄越大行动越不方便。若实施“一户

一田”,农户在田间劳作时间会明显减少,劳动强度

会显著降低,因此年龄越大越愿意实施。受教育年

限对“一户一田”实施意愿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受教

育年限不同的农户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对是否实

施“一户一田”分歧不大。家庭规模回归系数为

-0.021,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农忙时节农业劳

动力必须集中投入,家庭成员较少会导致劳动时间

拉长以及强度增大,所以规模较小家庭希望通过地

块合并降低劳动强度。非农收入占比的回归系数为

0.152,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与前文理论分析相

符。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越愿意把时间花费到

非农劳动中去,因此他们更愿意实施“一户一田”,节
约农业劳动时间,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是否信任

干部的回归系数为0.193,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
若农户相信干部在实施“一户一田”过程中会保持公

平公正,则不会担心利益受到侵犯,进而更愿意实施

“一户一田”。

5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结合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基于山东省

鲁西平原2个地级市12个县市区468个种植户的

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村组内

土地禀赋差异对农户“一户一田”实施意愿的影响。
结果表明:1)388个农户表示愿意实施 “一户一

田”,占比82.91%,实施意愿均值达到0.83,较为强

烈。2)村组内土地禀赋差异对农户“一户一田”实施

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即村组内土壤肥力、排水能力、
灌溉条件存在差异村组的农户“一户一田”实施意愿

相对更低。3)地块数量、距家均距离、年龄、非农收

入占比、是否信任干部对“一户一田”实施意愿有显

著正向影响,块均面积、家庭规模对“一户一田”实施

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启示:1)尊重民意,

允许基层探索实践。通过土地调整方式实现“一户

一田”,能满足农民解决农地细碎化问题,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的迫切心愿[32]。目前,全国范围内二轮承

包即将到期,不妨借此机会给予村组和农户更多自

主权,允许在农户实施意愿强烈的村组通过土地调

整实现“一户一田”,改善农村土地细碎格局,进一步

释放土地制度改革红利[26]。2)加强投入,改进农业

生产条件。实证结果表明,农户所在村组内土壤肥

力、排水能力、灌溉条件对“一户一田”实施意愿有较

大影响。若地方政府有意向推动地块整合,化解农

地细碎化问题,应先着力消除土壤肥力、排水能力、
灌溉条件的差异,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等项目改进

农业生产条件,消除村组内土地禀赋差异,进而增加

农户“一户一田”实施意愿。3)因地制宜,妥善推进

“一户一田”。本研究对象为山东省鲁西平原农户,
以山区丘陵为主的地区是否可以实施“一户一田”还
需进一步讨论。此外,农户地块数量、距家均距离、
块均面积、年龄、非农收入、家庭规模、是否信任干部

都是影响农户“一户一田”实施意愿的因素,因此地

方政府不宜“一刀切”推进地块整合,需要深入了解

当地农民“一户一田”实施意愿,在不同地区和不同

特征村组中因地制宜、妥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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