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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探析
———基于福建省部分地区的调研

⒇郑 兴 明

（福建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基于福建省４０２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对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及退出条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

析；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实证分析，揭示出影响农民工承包地退出意愿的显著因素。研究表明，对农民工土地退出意

愿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分别是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城镇定居意愿、人均耕地面积、地区经济状况、村距最近县

城距离、农田灌溉条件、农地流转情况等，据此提出了促进土地承包权良性退出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９１０７（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１９－０６

　　 引　言

当前，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深

层次的矛盾和困难。其中，突出的问题是：一方面，
农村人口空心化导致的农地抛荒、闲置浪费现象日

益凸显；而在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点无序扩张、侵占

耕地更加严重［１］。这既造成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

下降，也危及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经济的全面健康

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

发展，农村人口流动愈发频繁，而我们尚未找到一条

行之有效的农地承包权退出机制。由于退出机制的

缺失，导致了农民在社会流动中选择永久地退出农

村和农地 的 比 率 极 低。从 长 远 来 看，这 种“退 而 不

出”的人口流动模式加剧了经济结构二元化，严重制

约了农民市民化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

浪费。
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劳动力储备留在农村，使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这是中 国 城 市 化 滞 后 且 不 稳 定 的 主 要 原 因［２］。因

此，推动农民市民化，实现农村人口有效转移的重要

环节是要构建一种农民退出农地经营、退出农村的

新型机制。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如吕天强［３］、钟涨

宝、聂建亮［４］、王 建 友［５］、楚 德 江［６］等 对 农 民 退 出 农

地承包权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他们主要从宏观层

面探讨了建立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的必要性、

制约因素以及对策建议等。一些地方也进行了农民

“退地”的改革实践，如成都的“双放弃”、重庆的“土

地换户口”以及嘉兴的“两分两换”等。但是，从社会

各界的反应来看，这些“退地”实践并不成功，并没有

带来“土地退出”的良性发展，甚至还引发了社会各

界的普遍质疑。这些“退地”实践尽管存在诸多消极

的因素，但是，并不违背市场化改革的价值取向，从

长远来看，不仅有利于农地的集约利用与规模经营，

也是实现农 民 市 民 化 与 城 镇 化 协 同 发 展 的 必 然 趋

势，同时，也为我们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许

多宝贵的经验。

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农民退出土地承

包权行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已有研究倾

向于从宏观层面来研究，缺乏微观层面分析。实践

证明，建立一种健全的农地承包权退出机制，必须以

农民为主体，充分尊重农民的权益和意愿，而目前国

内基于农户视角的农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及其相关影

响因素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弥补此空白，对于完

善农地退出机制的理论与模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

⒇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１７
作者简介：郑兴明（１９６８－），男，福建农林大学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

意愿调查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分布

本文论证所 需 要 的 原 始 资 料 来 自 于２０１１年７
月２１日至８月１１日为分析农民工农地承包权退出

意愿情况所做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地点为福建省

三大中心城市：福州、厦门、泉州等三个设区市，这些

城市经济较发达，也是农民工最集中的地方。根据

劳动保障部（２００６）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建筑施工

业、电子电器业、制衣制鞋业、住宿餐饮业、商务服务

业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从事的主要行业，因此，我们

主要针对建筑工地、企业厂房、住宿餐饮以及街头摆

摊等就业的农民工或农民工家属进行调查。为了避

免样本过分集中，排除主观因素，我们把样本尽量分

散到上述的农民工就业点。调查主要采用了随机抽

样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共获取４２５份样本资

料。由于本文研究的内容是农地退出意愿情况，所

以必须剔除２３个耕地被征用或由于种种原因散失

耕地的样本，这样关于退地意愿调查的有效样本为

４０２个农民工。
（二）农民工承包地退出意愿分析

获取真实可靠的数据，是本文实证研究并得出

正确结论的关键，为此，本文在问卷调查表上有针对

性地设置了３个相关问题：

Ａ１：如果您 不 再 从 事 农 业，愿 意 将 承 包 地 无 偿

地退还给集体吗？

Ａ２：如果满足Ａ３ 中某个条件，您愿意退出承包

的土地吗？

Ａ３：如 果 愿 意（不 愿 意 的 无 需 回 答），什 么 情 况

下您会退出承包的土地？

下面，我们将上述问题所反馈的数据进行深入

分析：

１．农民工退地意愿方面。在４０２个拥有耕地的

有效样本中，无一人愿意无偿地退还承包地。愿意

“有条件退出”的 有２１６人，占 比 约５３．７％；而 无 论

如何都不愿意退出的有１８６人，占比４６．３％。很明

显，本次调查的数据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

相关数据有较大差异，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农村经济研究部 做 了 大 型 调 查，走 访６　２３２个 农 民

工，对于承包地，８０％的农民工表示在城里落户后不

放弃［７］。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把农民工

土地退出与城镇融入问题结合起来，调查问卷详细

说明了“退地的满足条件”，一些农民工起初选择“不
愿意”，当看到一些条件可以得到满足，或者说融入

城镇变得相对容易，退地态度就会发生转向，这种情

况在我们实地调查时候经常遇到。

２．关于农民工退地的条件。针对农民工愿意退

出土地承包权的条件，调查问卷设置了备选项（见表

１），要求农民工按优先序次选择三项（不要求全部选

择）。
由表１可以 看 出，２１６个 愿 意 退 出 的 样 本 都 回

答了第一选项。在第一选项中，有５６个农民工样本

集中选择了选 项３“以 土 地 置 换 城 里 的 住 房”，占 比

２５．９％。选择频数最多的前三个依次是：“以土地置

换城里的住房”、“在城里有稳定的工作”和“以土地

置 换 养 老 保 险 与 医 疗 保 险”。三 项 占 比 之 和 为

５８．８％，说明了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解决 住 房、就

业以及养老与医疗保障问题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目

标。有２０８个样本回答了第二选项，按频数次序为：
“给予一笔补偿金”、“以土地置换养老保险与医疗保

险”、“可 以 解 决 城 里 户 口”和“在 城 里 有 稳 定 的 工

作”，另有１５１个样本回答了第三选项。

　　表１　农民工退地条件优先序次分析 个、％

选项
第一 第二 第三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１　 ２７　 １２．５　 ３９　 １８．８　 ２２　 １４．６
２　 ２２　 １０．１　 ３２　 １５．４　 １８　 １１．９
３　 ５６　 ２５．９　 ２５　 １２．０　 ２３　 １５．２
４　 ３８　 １７．６　 ３１　 １４．９　 ２５　 １６．６
５　 １７　 ７．９　 ９　 ４．３　 ７　 ４．６
６　 ３　 １．４　 ８　 ３．８　 ６　 ４．０
７　 ３３　 １５．３　 ３６　 １７．３　 ２３　 １５．２
８　 １９　 ８．８　 ２８　 １３．５　 ２７　 １７．９
９　 １　 ０．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合计 ２１６　 １００．０　 ２０８　 １００．０　 １５１　 １００．０

　　注：１．给予一笔补偿金；２．可以解决城里户口；３．以土地

置换城里的住房；４．在 城 里 有 稳 定 的 工 作；５．如 果 子 女 都 在

城里生活与工作；６．如 果 没 有 家 庭 成 员 在 老 家 生 活；７．以 土

地置换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８．可以解决子女就学或就业问

题；９．其他（请详细说明）

　　　　　　　　　　　　　　表２　农民工退地条件多响应变量分析 个、％

选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合计

频数 ８８　 ７２　 １０４　 ９４　 ３３　 １７　 ９２　 ７４　 １　 ５７５
占比 １５．３　 １２．５　 １８．１　 １６．３　 ５．７　 ３．０　 １６．０　 １２．９　 ０．２　 １００．０

　　注：选项序号的含义同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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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考 察 农 民 工 退 地 条 件 选 项 的 总 频 数 与 占

比，本文进一 步 做 了 多 响 应 变 量 分 析（见 表２）。从

表中可以看出，农民工选择最多的选项是“以土地置

换城里 的 住 房”，其 次 是“在 城 里 有 稳 定 的 工 作”。
“以土地置换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给予一笔补偿

金”、“可以解决子女就学或就业问题”以及“可以解

决城里户口”等 选 项 占 比 也 达 到１０％以 上。显 然，
住房、工作、福利保障以及户口等都是农民工比较关

心的问题，也 是 制 约 农 民 工 融 入 城 镇 的 主 要 障 碍。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农民工就不会放弃手

中的土地。

二、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

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前面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在一定条件下

愿意退地的农民工样本占比５３．７％，其余的无论如

何都不愿 意 退 出 土 地 承 包 权。在 相 同 的 宏 观 背 景

下，为什么 这 些 农 民 工 会 做 出 截 然 不 同 的 决 策 呢？

基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农民工退地意

愿的相关影响因素。
（一）研究假设与变量设置

根据行为科学理论，行为动机是由需要产生的，
而需要又是个性和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因而我们

可以假设，农民工退出土地承包权意愿是他们内在因

素与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针对农民工退地意

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尚无相关文献可供参考或

借鉴。本文选取可操作性强的客观因素，尽量回避主

观性较强的影响因素，并结合农民工生产决策的实际

情况，将影响因素分成两大类型，基本理论假设如下：

１．农民工内在因素对其退地意愿有影响。内在

因素主要 包 括 个 人 条 件 和 家 庭 条 件 两 个 方 面。第

一，农民工个人 条 件：（１）性 别。一 般 而 言，女 性 就

业能力比男性弱，需要更多的保障，因而退地的意愿

可能较弱。（２）年龄。年龄大的农民工土地情结较

为浓厚，愿意 退 地 的 概 率 较 低。（３）婚 姻。有 家 庭

负担的农民工更珍惜土地的保障功能，但如果其就

业能力强，且定居城镇意愿强烈，也可能愿意有条件

地退出承包地，因此，婚姻因素对农民工退地决策影

响指向不明。（４）教 育 年 限。一 般 情 况 下，农 民 工

受教育程度越高，非农就业能力也越强，因而愿意退

地的可能性较大。但在另一方面，学历较高的农民

工，信息获取能力较强，同时土地权益意识强烈，在

退地补偿机制缺失，且土地价值越来越趋于上升的

背景下，他们也可能更倾向于保留土地承包权，因而

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地决策影响指向不明。（５）技

能状况。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非农就业能力较强，
愿意放弃土地的概率也越高。（６）打工年限。进城

打工时间越长，对土地的依赖性也越弱，退地的可能

性也越大。（７）城 镇 定 居 意 愿。定 居 城 镇 意 愿 越

高，越愿意退出土地承包权。（８）个人年总收入。个

人年总收入高，说明个人就业能力强，对土地依赖性

低，因 而 退 地 的 可 能 性 较 大。第 二，农 民 工 家 庭 条

件：（１）家庭 总 人 口。一 般 认 为，家 庭 规 模 越 大，经

济负担越 重，越 可 能 珍 惜 拥 有 的 土 地 承 包 权。（２）
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非农劳动力比例

越高，说明该家庭对农地的依赖程度越低，愿意退地

的可能性也越大。（３）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主

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的比例越高，对土地依赖性就越

高，退地意愿 就 越 低。（４）人 均 耕 地 面 积。一 般 情

况下，家庭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大，从土地获得的农业

经营性收入或土地流转收入就越高，愿意退地的可

能性就越小。

２．农 民 工 的 外 部 环 境 因 素 对 其 退 地 意 愿 有 影

响。本文选取了４个变量来体现影响农民工退地意

愿的外部因素：地区经济状况、距最近城镇的距离、
农田灌溉条件、农地流转是否顺畅等。一般而言，地
区经济越发达，地理位置越好，农田灌溉条件越好，
土地流转越顺畅，农民工愿意放弃土地的可能性就

越小，因而退地的概率就越低。
（二）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样本总数为４０２人（剔除无土地或被全部征用

的２３个样本）。依据调查问卷所反馈的数据以及上

述变量设置情况，本文对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

愿的各影响因素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详细见表３。
（三）模型的选择

由于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决策行为是一个二

向性（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问 题，计 量 经 济 学 中 常 将 这 类 问

题设置为１或０的 虚 拟 变 量，并 运 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

模型来处理这类问题。令ｙ＝１表示农民工愿意退

出土地承包权（在本文，都是指有条件地退出），ｙ＝
０表示农民工不愿意退出土地承包权。

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为：

ｌｏｇｉｔ（ｐ）＝１ｎ［ｐ１－ｐ
］＝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

βｎＸｎ
其中，βｎＸｎ 为农户农地撂荒行为发生比率的自

然绝对数值；Ｐ代表农民工愿意退出土地的概率；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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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１，２，…，ｎ）为解释变量，也就是主要的影响因

素；β０ 为常数项，βｉ（ｉ＝１，２，…，ｎ）为待估计系数。
（四）实证分析

借助ＳＰＳＳ　１６．０统计分析软件，为了更好地拟

合模型，避免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造成模型的偏差，使
模型结果更加严谨，结论更加准确，以最大局部似然

为基础作似然比检验，向后逐步选择自变量，即运用

向后逐步剔除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剔除模型变

量的标准是０．１０，变量进入模型的标准是０．０５。逐

步回归经过１１次迭代之后，得到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见表４。表中Ｂ、Ｓ．Ｅ、Ｗａｌｄ、ｄｆ、Ｓｉｇ．、Ｅｘｐ（Ｂ）分别代

表回归系数、标准误差、Ｗａｌｄ统计量、自 由 度、回 归

系数估计的显著性水平、发生比率。

表３　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因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总数＝４０２人）

变量（符号） 变量值及其分布情况 预期方向

性别（Ｘ１） １＝男（６２．７％）；０＝女（３７．３％） ＋
年龄（Ｘ２） 连续变量（岁），均值＝３４．６１ －
婚姻（Ｘ３） １＝已婚（６９．２％）；０＝未婚（３０．８％） ＋／－
受教育年限（Ｘ４） 连续变量（年），均值＝８．０２ ＋／－
有无技能（Ｘ５） １＝有（４５．７％），０＝无（５４．３％） ＋
打工年限（Ｘ６） 连续变量（年），均值＝１２．７８ ＋
城镇定居意愿（Ｘ７） １＝愿意（６８．２％），０＝不愿意（３１．８％） ＋
个人年总收入（Ｘ８） 连续变量（元），均值＝４０　６５２．９８ ＋
家庭总人口（Ｘ９） 连续变量（口），均值＝４．１１ －
家庭非农劳动人口比例（Ｘ１０） 连续变量，均值＝０．７０ ＋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

（１－ Ｘ１１；２－ Ｘ１２） １＝农业（１．２％）２＝以农为主兼业（１７．５％）
（３－ Ｘ１３；４－ Ｘ１４） ３＝以非农为主兼业（３６．８％）４＝非农业（４４．５％）

人均耕地面积（Ｘ１５） 连续变量（亩），均值＝０．９９ －
地区经济状况（Ｘ１６） １＝沿海发达地区（１８．９％），０＝欠发达地区（８１．１％） －
村距最近县城距离（Ｘ１７） 连续变量（千米），均值＝２０．８１ ＋
农田灌溉条件 －
（１－ Ｘ１８；２－ Ｘ１９；３－ Ｘ２０） １＝好或很好（５０．７％），２＝一般（１８．２％），３＝差或很差（３１．１％）

农地流转情况 －
（１－ Ｘ２１；２－ Ｘ２２） １＝容易或很容易（４５．１％），２＝一般（１１．９％）

　　　（３－ Ｘ２３） ３＝难或很难（４３．０％）

表４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参数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性别（Ｘ１） －１．６０８　 ０．８４４　 ３．６２７　 １　 ０．０５７　 ０．２００
年龄（Ｘ２） ０．１１３　 ０．０６４　 ３．０５２　 １　 ０．０８１　 １．１１９
受教育年限（Ｘ４） ０．４０５　 ０．２５０　 ２．６３０　 １　 ０．１０５　 １．５００
城镇定居意愿（Ｘ７） ２．４１３　 １．０５１　 ５．２６７　 １　 ０．０２２　 １１．１６８
人均耕地面积（Ｘ１５） －７．３０３　 ２．４２３　 ９．０８７　 １　 ０．０２２　 １１．１６８
地区经济状况（Ｘ１６） －４．０８９　 １．５２１　 ７．２３１　 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７
村距最近县城距离（Ｘ１７） ０．１９７　 ０．０５０　 １５．５５１　 １　 ０．０００　 １．２１８
农田灌溉条件（Ｘ１８） －２．２４１　 ０．９０６　 ６．１１５　 １　 ０．０１３　 ０．１０６
农地流转情况（Ｘ２１） －４．３５８　 １．１１９　 １５．１６１　 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农地流转情况（Ｘ２２） －２．７２７　 １．１６７　 ５．４６０　 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５
常数项 ０．６０１　 ３．９６４　 ０．０２３　 １　 ０．８８０　 １．８２４

　　模型通过了１％的显 著 性 检 验，其 中，－２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５５．７８２；Ｃｏｘ＆Ｓｎｅｌｌ　Ｒ２ ＝０．７１１；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２＝０．９５０，回归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五）结果与讨论

从表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农民工土地承包

权退出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分别是性别（Ｘ１）、
年龄（Ｘ２）、受 教 育 年 限（Ｘ４）、城 镇 定 居 意 愿（Ｘ７）、
人均耕地面积（Ｘ１５）、地区经济状况（Ｘ１６）、村距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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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距离（Ｘ１７）、农田灌溉条件（Ｘ１８）、农地流转情况

（Ｘ２１）、农地流转情况（Ｘ２２）。其中，性别（Ｘ１）、年龄

（Ｘ２）、受教育年限（Ｘ４）在０．１０水平上较显 著 地 影

响农民工的退地意愿，而其他变量则在０．０５水平上

显著影响农民工的退地意愿。显然，土地承包权退

出意愿是农民工受内因与外因交互作用影响下做出

一种决策行为。

１．性别较显著地影响农民工退地的决策。性别

在０．１０水平上统计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样本女

性更愿意放弃土地，这与本文先验判断相反。可能

的原因是女性定居城镇的意愿较为强烈。有研究表

明，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定居城镇。史清 华 等［８］认

为，女性对城市生活和子女教育的心理倾向超过男

性，因而女性的进城意愿更为强烈。葛晓 巍［９］通 过

实证研究表明，从事非农职业的女性在城镇定居的

概率比男性要 高８８．７９％，说 明 女 性 在 城 镇 定 居 的

概率非常大，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在城镇定居多为婚

嫁的原因。当然，由于本次调查女性样本所占的比

重仅为３７．３％，因此参数估计结果不足以充分证明

女性更倾向于放弃土地承包权，即结论并不具有普

遍意义。

２．年龄 因 素 对 农 民 工 的 退 地 意 愿 呈 现“倒 Ｕ
型”的特 征。年 龄 的 显 著 度 达 到０．０８１，且 系 数 为

正，说明在本次调查的样本中，年纪越大，放弃土地

的概率也越大。此结论与本文先验判断相反。可能

的解释是，３０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对土地的

情结弱化，渴望融入城镇社会，但是由于事业处于起

步阶段，收入水平较低，在涉及承包地时，他们比上

一代农民工更加珍惜这份财产，因而退地的意愿并

不强烈。同时，５０岁以上的农民工在“落叶归根”情

结影响下，放弃土地承包权的意愿也较弱，只是这部

分农民工样本所占的比重仅有１０．８％。整体来看，
年龄对退地意愿的影响有这样的规律性：３０岁以下

和５０岁以上的农民工退地意愿相对较弱，而愿意退

地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３０～５０岁之间，而该年龄段

的农民工占了样本总数的最大比重。因此，年龄对

农民工退地决策意愿的影响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倒

Ｕ型”的特征。

３．城镇定居意愿对农民工退地决策意愿产生显

著的影响。该变量显著度为０．０２２，系数为正，说明

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与退地决策意愿呈高度相关，
一般情况下，有退地意愿的基本上都有定居城镇的

意愿，而有定居城镇意愿的，除了新生代农民工（３０
岁以下）外，产生退地意愿的概率也就较高。

４．受教育年限也会影响农民工退地决策意愿，

但显著度不高。从参数估计结果来看，受教育年限

显著度为０．１０５，且系数为正。尽管显著度不高，但

也说明了在本次调查中，受教育年限较高的农民工

样本放弃土地承包权的概率也较大。当然，这种结

论具有局限性。原因在于，本次实证农民工样本的

教育年限均值仅为８．０２，亦即绝大部分农民工文化

水平是处于初中程度。因此，实证结果并不说明文

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愿意交出土地而转变为“彻
底”的城市市民。

５．农民工个人条件中的婚姻、技能、打 工 年 限、
个人总收入对其退地意愿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从参

数估计的结果来看，这些个人条件变量均未能进入

模型，说明农民工婚姻状态、技能情况、打工年限及

个人总收入对其退地意愿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６．农 民 工 家 庭 条 件 中 除 了 人 均 耕 地 面 积 变 量

外，对其退地决策意愿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人均耕

地面积的显著度为０．００３，且系数为负，说明人均耕

地面积对农民工退地决策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人

均耕地越多的农民工越不愿意放弃耕地的承包权。
人均耕地多，从土地获得的农业经营性收入或其他

财产性收入较高，因而农民工保留土地的意愿也就

越高。而家庭总人口、家庭非农劳动人口比例、家庭

主要收入来源等变量未能进入模型，说明对农民工

退地决策意愿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７．农民工所处的外部条件对其退地决策意愿产

生显著的影响。地区经济状况、村距最近县城距离、
农田灌溉条件以及当地农地流转情况都达到０．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这些外部条件变量对农民工退

地决策意愿均产生显著影响。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

水平较高且发展迅速，土地升值的空间大，农民工放

弃土地的意愿很低；村落距离县城越近，基础设施一

般也越完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也相对便利，而且土地

的级差地租较高，这些都导致了农民工更加珍惜拥

有的土地；农田灌溉条件越好，土地综合生产能力也

越高，农民工越倾向于保留耕地；农地流转越顺畅，
农民工获取流转租金的机会就越多，在农民工不想

放弃这种额外的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情况下，退地的

意愿也就越低。
总体而言，农民工所处的外部条件因素对其退

地决策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个人条件因素对其

退地意愿产生的影响较弱，且影响机理较为复杂。

三、政策建议

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土地资源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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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性问题将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构筑一种农民

从农村及农地良性退出的驱动模式是实现农民市民

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必然趋势。鉴于农民工退地

意愿是受内 在 因 素 与 外 部 条 件 交 互 作 用 影 响 的 事

实，我们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促进土地承

包权良性退出。
首先，农民工定居城镇的意愿对其退地决策会

产生显著的影响，此意味着，如果把农民土地退出与

城镇融入问题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到农民工土地退

出后的出路问题，增强农民工定居城镇的意愿，将会

大幅提高农民工退地的意愿。值得注意的是，新生

代农民工尽管定居城镇意愿较强，农地耕作能力在

不断下降，但是放弃土地的意愿并不高，这种似是矛

盾的结论意味着，期望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放弃土地

是不切实 际 的。必 须 通 过 城 市 公 共 管 理 体 制 的 创

新，破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提高新生代农民工

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其次，区位条件、人均耕地的大小以及农田的灌

溉条件对农民工退地决策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地

理位置越偏，土地越细碎化，基础设施越落后，土地

被荒废的可能性就越大，农民工意愿放弃土地的概

率也就越高，针对于此，实行退地改革实践的社会成

本相对较小，通过土地退出补偿机制的建立，有助于

减少耕地撂荒、闲置浪费现象的发生。
最后，对区位条件较好，拥有的土地质量也较好

的农民工退地意愿较弱。在尊重农民工决策意愿和

土地权益的前提下，除了用于公共利益需要征用外，
只能通过加快土地流转、发展农地金融等方法，促进

土地资本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土地的集约化与规

模化经营。一旦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成为不可逆转的

趋势，用落后的工具和耕作技术进行生产的小农经

济将不可避免地要被大农业所排挤，这也是世界农

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种趋势下，众多的农

户将逐渐退出农业与农村，走向工业部门与城市部

门，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市民化，这是客观的

历史进程与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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