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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业兴方能促进农业强，农业强方能国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锚定建

设农业强国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农地流转在盘活农村土

地沉睡资产的同时对农民收入结构以及农民间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甘

肃省作为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农地质量差异显著，农业经营多样

化，发展特色农业的潜力较大，借助农地流转可有效盘活甘肃省农地资产，提高

农地利用效率，并对农户间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围绕甘肃省农地

流转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以期为甘肃省农地流转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中甘肃省乡村农户数据，采用倾向得

分匹配法计算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收入效应，在此基础上采用基尼系数法

和收入分位数法分析流转前后不同类型农户的收入差距，最后采用夏普里值分析

法研究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通过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甘

肃省具有农地流转率低、农户工资收入占比高的特点。甘肃省样本农户流转率达

17.87%，非农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明显高于农副产品收入，同时在非农收

入类型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最大。（2）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化。

户主年龄和户主健康状况对农地转入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农业经营总支出和农

副产品总值对农地转入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户主年龄、生产性固定资产与工作

收入总额对农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用机械总值和农业经营总支出对农地

转出有显著负向影响。（3）农地流转对不同流转类型和不同收入类型农户的增

收效应不同。对不同流转户，农地流转对流转户和转出户具有增收效应，对转入

户则得出相反结果。对于不同收入类型农户，农地流转对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

和以农业经营经营收入为主农户均产生正向收入效应，但对后者而言，农地流转

对家庭收入效应的拉动作用更强。（4）农地流转扩大不同流转类型和不同收入

类型农户间的收入差距。流转前后基尼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大，收入分位数法

计算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可显著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体

中的中等收入农户和高等收入群体收入，进而使得各农户间存在收入差距。（5）

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存在差异。对于不同流转类型农户，

农地流转相关变量对转入户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最高，对不同收入类型农户，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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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特征变量对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和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的贡献度最高。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认为提高农地浓转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需要采取综

合性、针对性的政策措施。（1）合理划分农地，加大投资力度，助力农地流转。

（2）拓宽销售渠道，发展数字经济，增加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3）提供科技

引擎，减少农业经营支出，助力农业发展。（4）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促进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关键词：农地流转 收入差距 基尼系数 收入分位数 夏普里值分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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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prosperity can promote strong agriculture, strong

agriculture can make the country strong.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anchoring of

the goal of building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are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s for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powerhouse and realizing

the country'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an all-round way.The ultimate

goa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While revitalizing the dormant assets of rural land,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tructure of farmers'

incomes and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farmers.Gansu Province,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grain-producing areas in the northwest of China,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divers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and a greater pot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ty agri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can

effectively revitalize the assets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Gansu Province,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have an

impact on the inequality of income among farm households.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centers on the study of issues related to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Gansu Province,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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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data of rural households in Gansu Province in the

database of "China Household Tracking Survey", this paper adopts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income effect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s, and on the basis of

which, it adopts the Gini coefficient method and the income quartile

method to analyze the income gaps of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nsfer, and finally, it adopts Shapley's value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come gaps of

farmers.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from the study of this paper:

（1）The sample farm households are characterized by low turnover rate

and high proportion of wage income. In Gansu Province, the turnover rate

of the sample farmers reaches 17.87%, and the proportion of non-farm

income in the household income of farmer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income from agricultural and sideline products; meanwhile, among

the types of non-farm income, wage income accounts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2）There is differentiation i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among the sample farmers. Age of the head

of household and health status of the head of household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while total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and total value of agricultural by-product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Age of the

head of household, productive fixed assets and total income from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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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while

the total valu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total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3）The income-enhancing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s differ for different types of transfers and for different income

types of farm households. For different transferring households,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can increase the per capita net household

income of transferring households and transferring households, but

reduce the per capita net household income of transferring household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income households,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has a positive income effect on both households with wage income and

households with agricultural business income, but for the latter,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has a stronger pulling effect on household

income.（4）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widens the income gap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transfer and different income types of farm

households. The Gini coeffic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nsfer have

expanded to different degrees, and the results of the income quartile

method show that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income of the middle-income group, middle-income farm

households with agricultural business income as the mainstay, and the

income of high-income groups, which, in turn, leads to the existence of

income gaps among various farm households.（5）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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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to the income gap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 household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transferring

farm households, the variables related to farmland transfer have the

highest contribution to the income gap of transferring households, and for

different types of income households, the variables of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have the highest contribution

to the agricultural business income dominant farm households and the

wage income dominant farm household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omprehensive and targeted policy measures are needed to increase the

concentr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while reducing income disparities.（1）

Rationalize the divis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increase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facilitate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2）Broaden sales

channels and develop the digital economy to increase the net per capita

income of farming families.（3）Provide a technology engine to reduce

farm business expenses and help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 4 ）

Strengthening investment in rural human capital and promoting the shift

from a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a talent dividend.

Keywords：Farmland transfer; Income gap; Gini coefficient; Income

quartile ;Shapley decomposi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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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从被提出

之日起到现在一直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重点关注的一部分，也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一步，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增长，从而缓解城乡发展

的不平衡和乡村发展的不充分则显得尤为重要。从 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以来，农民收入得到大幅提升。随后，一系列“三农”改革建设的壮举也促

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到 2020年，我国已打赢脱贫攻坚战，但“三农”问题

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其核心问题农民问题依然值得关注。随着城镇化、工业化

进程加速，大量农村劳动力为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逐渐转移到城镇和非农部门，

农民收入结构发生改变，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备受关注。根据中国统计年

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情况来看，截止到 202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差距高达 38225.6元，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差距达 7947.9元。在共同富裕背景之下，关注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

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农村居民不同收入主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并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为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居民收入，大

量的农村劳动力逐渐转移到了城镇和非农部门。加上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农村

土地的劳动力供给逐渐紧张，引发了对农村土地资源重新配置的要求，适度的农

地流转则显得尤为重要。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具有农村人口基数大、收入占

比低、城乡收入差距大和财富分配不均等特点。农地流转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

径之一，可以有效提高农户人均收入水平。农地流转是土地资源在不同主体之间

的再配置，在我国农村和农业发展到特定阶段时，实施了一项重大的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该改革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上。在我国，农地流转一般指的是

农户承包的耕地使用权的转移。截止到 2021年我国家庭承包耕地面积超 5.55亿

亩，占家庭面积承包比例的 40%，农地流转率达 40%。在农村收入差距不平衡

的情况下，农户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对缩小贫富差距产生怎样的影响，其收入效应

的作用程度如何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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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气候类型丰富，因而造就了多样化的农业经营，

农地质量也参差不齐。但总体来说，甘肃省的农地资源表现为总量巨大但质量欠

佳、资源配置高度分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水土资源分布不均衡以及后备资

源开发利用难度较高等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该地区农地合理有序流转带来

挑战。甘肃省作为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农民收入构成中农业收入

比重较其他地区更大，对于甘肃省农民来说，农地的经济作用同时也承担着社会

保障功能。与此同时，现代城镇化的发展让农村居民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甘肃

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也发生改变，根据甘肃省 2021统计年鉴数据表明，农户工

资性收入占比逐年增加，工资性收入和第一产业经营性收入占比最大。收入增加

的同时也扩大了收入差距，2021 年农村居民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的差额高达

24946元。因此研究甘肃省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有利于缩小甘肃省与其他地区的农民收入以及农民与农民之间的收入，缩

小贫富差距，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1）丰富农地流转理论内涵，拓展农地流转对收入差距的研究视角，完善其研

究内容

本文在农地产权理论、农地地租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等理论基础上，加入了

行为经济学中的禀赋效应理论，丰富了农地流转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农村内部收

入贫富差距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国家倡导农村农地流转旨

在有效促进农户增收，缓解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本文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

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能有效识别农地流转政策下，为完善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

配不平等理论提供重要参考，还为相关政策的调整与优化提供了依据。同时将农

村居民收入主体分为以农业经营收入主体和工资性收入主体两大类来研究农地

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并系统的构建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框

架，完善农地流转对收入差距的研究体系，为农地流转收入效应以及缓解农村居

民收入不平等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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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收入差距的核算方法，提升收入不平等测算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现有对收入不平等的核算方法不统一，造成的核算结果存在差异，所得到的

“不平等”概念并不精准。因此为使测算结果准确，本文在运用基尼系数测算的

基础上，考虑到农村家庭要素禀赋的差异性，以家庭收入为分类标识，利用收入

分位数法进一步研究农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差异化，不仅为我们理解个体收入不平

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更加全面的测算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

的程度。

1.2.2 现实意义

（1）有利于优化农地流转政策，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以产业就业为主要目

标，不断缩小收入和发展差距，引导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推动适度规模经营

的发展，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结合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逐步解决农地碎片化

问题。农地流转是解决土地空置现象、土地细碎化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加强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本文基于甘肃

省农地流转对收入差距的研究，为实现农户增收、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提供切实有

效的指导意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提高农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规模效益

针对农地流转增速逐年放缓，农地流转增收效应递减的现状。本文通过研究

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有助于指引农地资源更合理地配置到农业

经营者手中，实现农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农地资源的促农增收提供实现路径

和依据，有助于实现农地流转的规模效益和帕累托改进。

1.3 研究方法、内容和技术路线

1.3.1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不仅需要理论基础的完善与分析，

同时需要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的论证与支持。通过对涉及农地产权理论等相关文

献进行查阅和总结为本文提供理论支撑，运用相关实证模型进行验证和分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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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农地流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因此，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

括文献综述法、数学模型法和对比分析法。

（一）文献综述法

在搜集和整理国内外己有农地流转与农户家庭收入相关的资料与文献的基

础上，对学者们的观点进行高度的归纳和提炼，撰写本文国内外动态部分，在借

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深入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为本文科学

问题的界定提供思路。

（二）数学模型法

利用 Logit模型分析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估算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概

率得分，并通过倾向值匹配法对结果进行验证，通过构造一组与流转户样本相匹

配的虚拟的非流转户的样本，建立反事实框架。然后，借助基尼系数公式和收入

分位数回归法来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此来衡量农地流转

是否扩大或缩小了农户家庭收入差距，最后利用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值分解法分析

了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

（三）对比分析法

本文将农村居民进行分类，按照农地流转情况，将农村居民分为转入户、转

出户和未流转户；按照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划分为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和工资性收

入为主两类。把不同类型的农户及不同土地流转方式对其影响程度进行对比分析，

以发现不同的影响机制和路径，找寻不同的问题，并提出合理有效的建议。

1.3.2 研究内容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农地流转和收入不平等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借鉴相关理论

和方法，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分析农地流转对研究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首先分析研究区农地流转和收入现状。其次，采用 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来计算农地流转对农户的收入变化情况，用基尼系数和收入分位数法分

别分析农地流转后转入户、转出户和未流转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并将农村居民收

入主体分为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和以工资收入为主两类，分析农地流转对两类主

体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运用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值分解法分析了农地流转后，农

户家庭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及其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值，并最终得出了本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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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具体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五部分：

第一部分为论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确定研究的内容与方法。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对国内外农地流转对收入差距的相

关研究和研究方法进行梳理与评价，获得研究启示。

第二部分为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介绍农地流转的基本概念界定、相

关理论和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分析。

第三部分为论文的第五章。主要是对甘肃省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实证

研究，首先介绍研究区农地流转和农村居民收入现状，其次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计算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最后根据计算结果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村居

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第四部分为论文的第六章。主要基于夏普里值分解法分析甘肃省农地流转对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影响。

第五部分为论文的第七章，即结论部分。总结研究的主要结论，并在所得结

论的基础上提出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及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1.3.3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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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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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针对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细分农地流转行为类型和收入

类型，提升研究精度

关于现有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文献，针对农村居民的农地流转问

题，多数学者将农地流转行为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未根据研究对象的流转行为进

行分类细分，因不同行为类型引致不同的行为结果，由此导致测算结果的针对性

与精度欠缺，不能准确地反映农村居民收入不平衡的现状。因此，本文根据农地

流转行为情况，将农村居民农地流转细分为转入户、转出户和未流转户三种类型，

有针对性地分析三种农地流转类型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根据农村居民的主要

收入来源情况，将农村居民分为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和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两种

收入类型，分析农地流转对这两类人群收入差距的影响，将农村居民按不同类别

进行划分计算收入差距将有助于全面反映当前社会农村居民收入不平衡的情况，

有利于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升研究的精度。

1.4.2采用分位数回归法测算收入差距，提升收入不平衡测算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多数学者采用基尼系数法作为收入不平衡的测算方法，该方法只能整体、笼

统地测算收入差距，不能分离出土地这一解释变量进行专门分析，并且该方法用

于整体测算全部人群的收入差距，容易忽略低收入群体。因此，为了全面准确地

测算收入差距，本文基于基尼系数指标，采用收入分位数回归法将农村居民收入

分为低、中、高三部分测算收入差距，此方法可把土地作为分析变量，将农村居

民整体纳入分析范围，将更为全面地测算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提升收入不平衡测

算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1.5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和农地流转现状，并基于甘肃省

农地资源情况分析阻碍农地流转的原因以及农地流转可能会对农户收入差距造

成的影响。其次，对本文研究甘肃省农地流转对农村收入差距的理论意义和现实

意义做出具体阐述，认为该研究对完善农地流转理论研究、增加农户收入以及农

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作用。最后，就论文研究的主要方法、研究内容、技

术路线图以及论文存在的创新之处做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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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农地流转的相关研究涉及多个方面，但要精准剖析甘肃省农

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不能一以概之，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农地

流转的相关理论及对农户收入差距的研究现状进行准确归纳。为此，本章在前文

甘肃省农地流转现状以及当前收入不平衡大背景的指导下，对国内外学者研究现

状按研究所需进行分类总结，旨在通过有关文献梳理，分析相关研究存在的优势

与不足，进而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创新内容。

2.1 国内外农地流转的相关理论研究

2.1.1 农地产权与农地流转的相关研究

产权理论的研究一开始作用于企业制度，后逐渐延伸并应用到土地资源。国

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农地产权的稳定及其明晰对农户做出农地流转行为具有积极

作用。Besley（1995）的研究表明，通过研究农村土地与产权关系二者之间的关

系，认为土地产权规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交易成本，这在提高农民的投资热

情的同时，增进土地的价值。通过对印度很多农村土地的研究，Deininger（2008）

认为，如果让农户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并且这些土地可以随意支配，会无形中促

进土地租赁市场效率的提高。从转让权稳定的角度来看，Deininger and Jin（2006）

认为农地转让权稳定可以促进农户参与农地交易。农户通过农地流转市场把所持

有的农地转出，将农地流转到有能力投资的个体或集体，实现帕累托效率改进，

进而促进农地资源合理配置。Wang et al.（2015）的研究证实，与没有土地承包

证书的农户相比，有承包证书的农户更敢于把农地流转给亲属关系之外的农户。

国内学者也认为农地产权会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流转。从产权理论视角下，黎

毅等（2021）通过农地确权的进一步明确和加强，有助于增强农户的产权意识和

稳定性，进而有利于推动农地的流转。王光海等（2022）基于 297份农户调研数

据，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产权权能强度、交易成本与农地转出三者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农地产权权能强度对农户农地转出的总体效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黄祖辉（2008）通过实地调研浙江省流转相关数据，发现明确农村土地产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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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提高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基于现代产权

理论的观点，李宁（2017）提出完整的农地产权结构包含排他的使用权、独享的

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

2.1.1 地租理论与农地流转的相关研究

地租理论是土地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亚当·斯密（1972）提出土地所

有者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地租形成的前提条件。在经济学理论中，马克思指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耕地租金实质是超额利润的转化。马歇尔（1964）认为其大

小由“改良土地的总收入超过回报他所投资本与劳动所需要的数额的余额”决定，

萨缪尔森（2006）和范里安（1994）也认为租金是由市场均衡价格决定、由耕地

产品派生而来而非相反。受经济学地租理论的影响，学界对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价

格形成机制的研究大都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等角度展开。

例如申云等（2012）、伍振军等（2011）和王春平等（2011），他们将研究关注

点集中于民间自发土地流转中土地流转价格低廉这一因素。根据地租理论和人地

关系理论，丁永潮（2017）认为农户将转出农地获得租金，经营承包地减少进而

引发剩余劳动力活动的变化。吴春丽（2017）也认为农地确权政策中的农地的三

权分离是土地地租的基础。李尚蒲等（2021）认为村集体主导或者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参与推动也是农地租金上涨的必然结果，既是自发流转市场的产物，也是村

集体主导的结果。

2.1.3 规模经营、规模经济与农地流转的相关研究

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机械技术的提高使得耕地集中规模经营已成必然，并引发

相关政策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英国经济学家阿瑟杨格在《农业经济论》中首先

提出农业的规模经营（Young，1770），认为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调整生产要素

的配比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经营效益。但 Chaianov（1986）强调尽管扩大农地经

营面积能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但其结果并非必然。由于要素投入边际产出呈现

递减，当经营规模扩大获得的收益开始小于其平均成本时，会带来规模不经济的

农业生产。Elizabeth&Smith（2002）认为农地流转会影响土地利用方式以及经营

规模农地分割细碎是影响农业规模化生产和效率的重要因素。Brümm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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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及众多学者认为耕地流转是农业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

对于我国而言，耕地资源总量有限且稀缺，可供进一步开发利用的资源不足，

耕地总面积短时间内难以扩大。为实现农地规模经营，重新配置耕地经营权是有

效方式。陈奕山（2017）研究结果表明部分农户减少或完全放弃耕地经营，从而

为有意愿扩大经营农地面积的农户提供机会。徐志刚等（2017）也认为耕地流转

市场的发展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实现规模经营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梁中（2010）

发现，安徽省的农地流转主要为分散形式，集中连片流转耕地的情况较少。同时，

陈海磊等（2014）研究指出，耕地流向不同的收益主体具有不同的经济含义，向

大规模户流转可有效提高耕地资源配置效率，向普通户流转则有助于增进社会公

平和减少收入差距。刘晶等（2022）认为不同模式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实施，均

能够显著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

2.1.4 禀赋效应的相关研究

Thaler(1980) 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挑战，提出禀赋效应这

一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与得到某物品所愿意支付的金钱相比，个体出让该物

品所要求得到的金钱通常更多”。自禀赋效应这一概念提出之后,行为经济学中许

多研究者们都开始研究禀赋效应出现的机制，并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禀赋效应的

存在以及内在机制(Kahneman, Knetsch, & Thaler, 1990; Knetsch & Sinden,1984;

Franciosi, Kujal, Michelitsch, Smith, & Deng, 1996; Shefrin & Caldwell, 2001)。 行

为经济学认为市场交易中的禀赋效应是普遍存在的，禀赋效应被认为是“行为经

济学领域最稳定的现象之一”（Boven et al., 2003）。

近些年，国内一些学者运用行为经济学中的禀赋效应、前景理论等对农村土

地问题展开研究，涉及土地经营权流转、宅基地退出、农地整治项目以及征地拆

迁等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启示性的观点和建议( 杨玉珍，2015; 蔡洁等，2017) 。

农地流转市场中，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使得农户的转入农地的意愿出价低于的

转出农地意愿接受价，因此阻碍了买卖方的交易进而抑制农地流转（钟文晶和罗

必良，2013；胡新艳等，2017）。基于历史原因和社会因素，中国农民对农地具

有天然的依赖性，增强了农地流转市场的禀赋效应，因此农户的禀赋效应是抑制

农地流转的主要原因之一（罗必良，2014）。另一方面，在农地流转中农户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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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价值的主观评价也是禀赋效应的原因之一，并随着禀赋效应依农地流转对象分

别为“亲友邻居-普通农户-生产大户-龙头企业”而逐渐增强（钟文晶和罗必良，

2013）。南光耀等（2020）认为农民土地所有权认知、农地的可替代性及农户面

临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会对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产生影响。

2.2 国内外农户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

2.2.1 农户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研究

Piketty et al．（2019）认为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不平等居高不

下的主要驱动力。唐平（2006），陈宗胜（2013），李实（2019），万海远（2022）

等认为我国农村收入差距在近几十年一直处于高水平，并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

Jin and Deininger（2009） 通过对我国主要农业大省五年期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表明，土地户通过流转土地使之整体福利水平增加了大约四分之一，各

年土地流出的农户增加的幅度明显大于转入。Jin 和 Jayne（2013）对肯尼亚农

户的 10年面板数据展开分析，结果表明，土地转入户的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和总

收入分别增加了 25.1%和 6.6%。但也有少数学者持相反观点，Zhang（2008）

通过对浙江省农户流转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土地自由流转能够有效提高低收入农

民的家庭收入，同时可减缓因非农就业导致的农户收入差距。瞿忠琼等（2018）

和罗楚亮（2020）则认为我国收入差距在 2010年后有着缩小的趋势。

2.2.2 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

尹志超等（2020）、李瑞琴（2014）、 杨晶等（2020）从宏观层面出发，

探析就业创业、地理位置与区域、税费保险与社会政策、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农村

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而赵国昌等（2022）、史常亮（2022）、吴超等（2022）、

王晶等（2021）从微观角度出发，探析人力资本、土地流转和生计多样性等因素

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Sanzidur R.（2010）根据对孟加拉国的调查探究，

倾向于转入农地的农户土地较为肥沃、农业设备较为完善，而倾向于转出农地的

农户则相反。Wang et al.（2018）通过分析全国农地流转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

认为社会经济条件等是制约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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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农户收入差距结构研究

James Kai-sing（2002）经过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交易及其市场的发展与农

村劳动力向市场转移的时间相吻合，表明农地流转可推动劳动力非农转移，促使

农民收入结构发生改变。杜鑫（2021）从收入来源分析，认为农村居民的收入结

构已发生改变，正逐步从经营性收入为主转变为工资性收入为主。程名望等（2015）

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提高对于缓解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起到显著

的积极作用，而经营性收入占比的提高则呈现出扩大收入差距的效果。穆哈·拜

提等 ( 2018）利用 2000—2015年省级数据，发现二三产业发展迅速的同时，农

村收入分配格局也发生改变，因而认为二三产业的发展对农村收入分配格局具有

显著影响。

2.3 国内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影响研究

2.3.1 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

学术界对于农地流转是否会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存在分歧。多数学者认为农户

参与农地流转可以形成规模效益，促进农户增收。Jin和 Jayne 对肯尼亚样本农

户 10 年面板数据展开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后转入户的家庭人均农业收入

和总收入均有所提升，其中家庭人均农业收入的增收效应最为明显，增加了约四

分之一。苑明杰（2017）通过对吉林省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研

究结果同样表明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增收效应。邓远远等（2021）使用 Heck man

模型，在反事实假设的方法基础上对农户数据进行检验，也得出同样观点。但也

有学者通过测算不同地区农地流转收入效应以及不同流转类型对农户收入差距

的影响，得出相反的结论。郭君平等（2018）基于湖北省 27 个村农户的调查，

认为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显著，但农地转出无此效应。汪小勤等（2019）通过对

湖南省连续十五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

土地流转政策对当地区域农户的收入效应并未产生正向影响。

2.3.2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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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不平衡也使得学术界将研究视角转入到农地流转对农

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上。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农地流转是否会扩大还是缩小农

户收入差距存在分歧。陈斌开等（2020）用二十多年的数据和工具变量法也进行

深入探讨，总结出土地流转扩大收入不平等。马乾（2021）通过对大量文献进行

研究分析后认为农地流转会加大流转户、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间农户收入差距。

邓远远等（2021）采用 2015年全国多省农户的横截数据得出，土地流转后经济

条件好的农户收入大幅高于条件较差的农户，进而扩大农户间收入差距。但也有

学者得出相反结论，柴志贤等（2016）运用杭州市农村区域的随机调研数据，采

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得出，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杨子等（2017）

用 PSM和 Sharply 法经过研究后发现，土地流转对扩大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

并非为扩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2.4 国内外家庭收入不平等的测度研究

学术界早已对收入不平等测度进行研究，构建恰当指标度量收入不平等，受

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对不平等测度的研究最早从 Gin（1912）提出基尼系数

的概念开始，其引入标志着在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时迈出了重要一步，并得到广

泛应用。除基尼系数外，传统的收入不平等测度方法还有泰尔指数、收入分位比

以及两极化指标等。国内研究收入不平等常用的方法就是利用基尼系数进行测算，

测量流转前后农户收入对比，分析某国或者某地区农民整体的基尼系数有何转变，

以此推测出前后收入差距的演变。许彩华和余劲（2020）通过采用基尼系数，对

粮食生产大省进行前后对比分析得知，土地流转大幅增加了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基

尼系数且转入户的增幅较之更大，所以拉开了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朱建军和胡

继连（2015）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得出的结论也与上述结论相契合，结

果表明土地流转后得到的基尼系数值显著高于流转前，即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加剧

农民收入不平等程度。

如何得到更真实的收入分布来刻画收不平等引起了学者们的热议，万广华

（2004）指出，每种度量方法都有优缺点，如果没有考察分解方法的应用条件和

前提，可能导致错误的估计结果。Gibson et al.（2001）认为相比其他国家而言，

使用年度总收入度量的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不平等被低估，而使用月收入数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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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水平提高了，王海港和周开国（2006）也证实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

配的不平等程度被低估。蔡昉和王美艳（2009）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数据进行分

析的结果表明统计局官方基尼系数被低估。刘穷志和罗秦（2015）建了隐性收入

估计方法和评估收入分布函数优劣的方法，验证了农村家庭收入基尼系数不断增

大的趋势。

为使收入差距测量的结果更为准确，学术界开始找寻可以替代基尼系数的计

算方法来弥补其不足。除基尼系数之外采用最多的方法为收入分位数法，即按农

民收入水平划分为不同层次，在此基础上对农地流转后产生的结果进行比较。朱

建军和舒帮荣（2012）基于 2006年数据，运用分位数法计算结果得出，土地集

约化程度高降有助于高收入农户提高其收入水平，但为低收入农户增长幅度偏低，

因此分位数法计算出的结果加大了农户间的收入差距。杨雨龙（2020）使用 2015

年的截面数据，在采用了基尼系数的方法同时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最终也得出

相同观点。栾江，张玉庆，李登旺等（2021）基于全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分位

数效应发现，土地流转由于对收入层次处于低位的农户增收效应偏低，进而加剧

农户间收入差距。

近年来，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方向发生转变，学术界从关注整体收入不平

等转向研究个体不平等。kakwani个体相对剥夺指数作为个体收入不平等指标，

逐渐成为学术界测算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方法。近年来，任国强等（2019）基于个

体相对剥夺（Podder指数、Kakwani指数、Yitzhaki指数）视角讨论了农村家庭

收入不平等决定因素及其对健康的剥夺效应，并且，率先把相对剥夺理论引入基

尼系数的子群分解中。温兴祥（2019）利用村内其他居民作为参照组构建 Deaton

指数，验证相对剥夺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2.5 研究评论与启示

2.5.1 研究评论

通过对国内外农地流转和收入不平等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可知，国内外关

于农地流转和农户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较为成熟，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农地

流转的影响因素以及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但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结论，同时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15

测量收入差距的方法也较为单一。目前已有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内容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1）农地流转与相关理论的研究。学术界对农地流转相关理论的研究多集

中在农地产权理论、地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农地产权的完善会影响农户参与

农地流转，多数学者认为产权明晰有利于激发农户农地流转的积极性，降低交易

成本，增加农地收入；地租关系着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会获得多少收入，土地绝

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前提是土地所有权的确定；众多学者认为农地流转是农业经

营规模的必由之路，经营面积的扩大有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生产设备的

技术进步。农地的规模经营使农地在不同农户之间流转，是造成农户收入不平衡

的原因之一。同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到规模户的现象极为罕见，农

地流转是否会促进规模经营需结合实际情况考虑；禀赋效应的提出是对传统经济

学中“理性人经济人”假设的一种挑战，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时

采用了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少数学者采用禀赋效应来研究农村土地问题和土地

流转问题。

（2）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学术界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分为三

类：第一是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趋势进行分析，总的来说，多数学者认为农地流

转是会扩大农村居民总体收入差距、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的差距。但也有少数学

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农地流转能够有效提高低收入农民的家庭收入，同时对非农

就业导致的农户收入差距产生一定的缓解作用。因此，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

差距的影响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第二类是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众多学者

分别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分析多种因素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为促进农村土地合

理流转提出了可行性的方案和建议；第三类是研究农村收入差距结构，认为农地

流转有助于推动农村收入结构调整，逐步由经营性收入为主逐渐向为以工资性收

入为主的方向变迁。

（3）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农地流转是否会

促进农户增收以及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上存在分歧，并未形成统一结论。总体

来说，多数学者认为农地流转对增加农户收入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在研究内容上，

大量学者以流转户整体作为研究对象，部分学者将流转户分为转入户和转出户进

行研究，并得出不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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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庭收入不平等的测度及影响研究。对于收入差距的测算，最常用的

方法就是基尼系数法，但基尼系数计算的准确性也引发了学者们的热议。为使收

入差距测量的结果更为准确，少数学者开始用收入分位法、分位数回归法、相对

剥夺指数来计算收入差距。

2.5.2 研究不足

（1）研究内容方面

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农地流转

可以增加低收入农村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但也有学者得出相反的结论，因

此还需对此进行进一步讨论。同时，大多数文献研究收入差距多集中在研究农地

流转对研究区域的总体收入差距，鲜有文献将农地流转行为类型和农村居民收入

主体进行区分，一方面，农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产生的收入差距不甚相同，

故需根据农地流转行为类型区别分析。另一方面，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来源逐渐

增多，直接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整体收入差距会使结果出现偏差，不能全面

反映当前社会农村居民收入不平衡的情况，影响政策实施的可行性。

（2）研究方法方面

关于收入差距的计算方法较多，但每种测算方法各有优劣，不同测算方法的

计算结果差异较大，无法结合实践具体运用。现有文献大多使用基尼系数法计算

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法测量收入差距虽然应用较广，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它只能

反映整体情况，不能分离出土地这一解释变量的详细、具体情形，同时还容易忽

略收入较低的群体。为使计算结果准确，少数学者开始用收入分位法、分位数回

归法、相对剥夺指数计算收入差距。

2.6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农地流转相关理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农地流转

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测算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进展，总结认为目前在农地流转

对农户收入差距的研究在内容和测算方法还存在一些不足。因此，为更为全面研

究农地流转相关问题，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内容和方法上深入分析甘肃省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不足之处进行补充，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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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地流转与农户收入差距的相关理论概述

在具体研究甘肃省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研究之前，需要对农地流转以及

收入差距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所蕴含的内在理论基础进行深入了解。为此，

本章将对农地流转和收入差距等相关概念进行阐述和界定，同时对本文研究的理

论基础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与总结，在与本文研究内容结合的同时为后续实证分

析提供理论基础。

3.1 相关概念界定

3.1.1 农地流转

土地流转具有广义和狭义的概念，从广义上看，土地流转包括土地所有权和

承包经营权的交易；狭义的土地流转是指在确保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性质不变的情

况下，土地经营权由承包者转移到其他经营者的过程。本文所研究的农地流转指

狭义的土地流转，即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本质是农地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再配置。

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流转一般分为五种方式，主要包括转包、出租、转让、互换和

股份合作(刘同山等，2022）。农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衍生物，通过这一过

程，可以促进农业经营模式的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农地流转应维护农民的

合法权益，遵循“自愿、有偿、依法”的原则，确保流转行为合法、自愿、公平、

公正。

3.1.2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分为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根据收入水平可分为

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广义上说，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

员在一年内从农副业生产和其他合法劳动经营中获得的净收入总和。具体来说，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主要由种植养殖所得、劳务报酬、合法继承遗产或受赠收益、

土地承包权转移收入、以及财产租赁和转让所得构成。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是指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经过扣除各项费用和保险后，居民能够自由支配的收入，

包括现金和实物收入。从农村经济收入来源的角度来看，农户的收入主要包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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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四个方面。本文所研究的农户

家庭收入为农户家庭纯收入和农户家庭人均收入。

3.1.3 收入差距

由于家庭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每个家庭的收入水平会大相径庭，进而造成

收入差异。收入差距也叫收入不均或者收入不平等，它是指一个国家、群体或者

社会当中个人与个人之间获取财富收入的差异，与收入均等相对应。收入差距可

分为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相对差距以收入比重或收入相对额表示，可通过将总

体收入按高低分组来衡量。计算各组占总体的比重，并计算之间的差距。绝对差

距指以货币或实物指标衡量的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收入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在

适度范围内可以推动健康竞争，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与收入差距需进行区分的一个概念是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是收入差距扩大到

相当程度后的悬殊表现，是对社会财富占有的表现。贫富差距可分为收入差距和

财富差距两部分，前者体现在经济方面，后者体现在社会方面。因此，不能将收

入差距和贫富差距一概而论，要进行区分。目前，对于收入差距的研究与探讨多

集中于区域间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将研究视角集中在乡村地区，具

体研究某一地区农户家庭收入之间的差距。

3.2 相关理论基础

3.2.1 土地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的基本观点表明，市场如果想要合理有效的配置资源，进行交易的

前提是，交易者对交换物拥有明确、排他和可自由转让的所有权。基于科斯定理

的观点，只要财产权明确，交易成本为零或接近零，无论最初财产权归属于何人，

市场资源配置都会有效，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在实践中，由于交易费用的

存在，资源配置效率受到不同权利界定和分配的影响，因此，产权制度的设立成

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石。

土地产权理论是产权理论在土地资源上的延伸与发展，最为经典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主义土地产权理论。该理论中所描述的土地产权由多种权利组合而成，

包括终极所有权及其衍生出来的使用权、占有权、出租权、转让权等，以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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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多种权利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组合运行和动态转移，促进了土地资源的

利益最大化。马克思认为土地产权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是土地权利在不同个

体之间的分配，由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关系所决定。同时，土地产权之间的权

能具有可分离性，多数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可单独运行，其他权利并未受到影

响。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中的产权分离对我国土地制度具有一定的影响，表现为

1978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分离，这是我国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之一。因此，本文研究的农村土地流转本质是运用了马克思土

地产权理论中农地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三权分立的理论，保持农地所有权

稳定，使用权和经营权动态流转，促进农地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

3.2.2 地租理论

地租理论是土地所有权价值得以实现和增值的形式。地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上讲，地租是指人们使用任何生产要素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包括土地、房

屋以及其他财产性出租。从狭义地租理论出发，地租严格指人们使用土地所赢得

的超额收益，通常我们所研究的内容便涵盖了此范围。鉴于地租产生的原因和条

件各异，因此将地租划分为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绝对地租指由于土地私有权的

存在，土地所有者凭借对土地的垄断所获得的地租，其形成条件是土地资本的有

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使得农产品的价格超过社会平均生产价格，进而带

来额外的利润。级差地租相对于绝对地租，指个别农业资本家向农地所有者缴纳

的地租。级差地租又分为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级差地租Ⅰ指因农地肥力和

地理位置不同，等量资本投入不同农地产生的超额利润进而转化成地租，级差地

租Ⅱ是指在同一土地上连续进行投资，每次投资都会带来不同的劳动生产率，高

于劣质土地的生产水平，从中产生超额利润，这种由差异引起的额外利润转化为

级差地租Ⅱ，其基础是级差地租Ⅰ。本文研究的农地流转中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所

获得的收入效应本质是级差地租Ⅱ在产权理论作用基础上超额利润的实现形式，

即将农地流转经济价值量化的过程。同时，级差地租经济效益的不同导致农地流

转收入不均，进而对转入户间内部收入差距以及转入户、转出户与未流转户三者

间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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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收入分配理论

收入分配理论在经济学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关乎经济质量的发展，同

时也对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收入分

配理论为基础，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主体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为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核心思想

为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以及生产关系对分配关系的决定作用。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劳

动是分配劳动者消费的唯一尺度，按劳分配不是社会总产品的全部，劳动者仅获

取自身劳动价值的部分，剩余劳动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剩余价值分配理论是不

同阶级对社会剩余产品的占有结果，是资本家和工人阶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

源，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积累，占取资本份额，进而导致不同阶级收入

分配差距的加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所阐述的分配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分别是

生产条件的分配和生产成果的分配。生产条件的分配是生产要素在社会成员的分

配，生产成果的分配涉及到社会必需的已消耗生产资料的恢复和收入部分，以及

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与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相一致，以我国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为依据，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农地作为一种土地生

产要素，通过农地流转实现资源要素在农户之间的合理分配，农地流转后所带来

的收入效应则是生产成果的分配。由于本文研究主体农地资源禀赋不同，土地资

本在不同农户间所占优势不同，因而不同农户在农地流转的收入分配中会具有较

大优势，进而导致农户间收入差距的加大。

3.2.4 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表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经济效益增加，这反映了生产要素集中

程度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联系，而生产规模的决定取决于经济效益的大小。规模经

济又分为内在规模经济和外在规模经济。内生规模经济表示的是生产经营单位通

过自身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实现的经济效益增长。外在规模经济表示经济规模和土

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以及产量增加导致成本的下降，从而带来企业的收益。规模收

益又分为规模收益递增，规模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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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的规模经营，其实质是农地的规模经济问题，指把一定数量的土地集中

经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能力，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

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形式是家庭经营，虽然极

大的促进了农民种地积极性，但也造成了土地细碎化，无法实行家庭的规模经营。

从世界农业发展的形式看，农地规模经营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转变

农业经济的重要途径。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实质是农地生产经营的帕累托改进，

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的有效手段。规模经济理论不仅为农地流转后因农地经营规

模扩大增加农户收入效应提供理论支持，同时因农地资源禀赋的不同，规模经济

理论发挥的作用效果不同，从而对农户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3.2.5 禀赋效应理论

禀赋效应由 Richard Thaler（1980）提出的理论，指个体一旦拥有某一物品，

对该物品的价值评估会显著增加。当对某一物品的意愿接受价格与意愿支付价格

之比大于 1时，即可确认存在禀赋效应。从交换的角度来说，对于同样的物品，

一个人的意愿卖价要高于意愿买价。从行为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角度看，特殊的

人地关系决定着特殊的农户行为，农地对于农民来说不仅仅是农业生产经营获得

收入来源的一种生产要素，更是自古以来扎根于农户内心深处极为浓厚的土地情

结，农地与农户之间特殊关系使得农地的价值高于实际价值。

为研究利益最大化问题，通常学术界将农户看作是理性经济人，但从行为经

济学角度看，农户是社会人，并非无限理性，因此本文将农户当作社会人，基于

禀赋效应理论对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这一行为进行分析。

3.2.6 理论总结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可知，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离不开相关理

论基础的支撑。土地产权理论作为农地流转的基础理论，从土地角度阐述了农地

流转的前提条件，即产权理论中的农地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动态流转。禀

赋效应理论则将农户视为社会人，从社会人角度解释农户特有的人地关系对农地

流转行为的影响。农地流转行为发生的过程中，地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收入

分配理论发挥作用，三者通过作用于农地，使农地流转得以价值转化，对农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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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产生影响，进而扩大或缩小不同类型农户间的收入差距。以上理论的相

互作用和协调，构成了农地流转对收入差距影响机制的基本理论，为下文机制分

析提供理论基础。

3.3 本章小结

为了更深入了解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本章分为

相关概念阐述和相关理论基础两部分。在概念界定上，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进行

更为详细的界定，同时，对收入差距的相似概念进行对比区分，明确本文研究主

体。在理论基础上，对相关理论基础进行归纳，并将其与农地流转相结合进行阐

述与分析，解释为何选用农地产权理论、农地地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收入分

配理论以及禀赋效益理论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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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机制分析

基于第三章农地流转与农户收入差距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阐述，本章将在

上文论述的基础上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为具体分析农地流

转对农户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本文将农户分为流转类型和收入类型两大类进行

机制分析，旨在为下文实证研究提供可行性论证。

4.1 农地流转对不同流转类型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与其他自然资源相比，农地具有非迁移性。家庭联产承包制下农户拥有的地

块分散，细碎化问题严重，农地质量参差不齐。农地流转的目的是将细碎的地块

流转起来，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现有农村居民的农地流转问题研究，多数学者

将农地流转行为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未根据研究对象的流转行为进行分类细分，

因不同行为类型引致不同的行为结果，由此导致测算结果的针对性与精度欠缺，

不能准确地反映农村居民收入不平衡的现状。因此，本文根据农地流转行为情况，

将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村居民细分为转入户、转出户和未流转户三种类型，有针对

性地分析三种农地流转类型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问题。

4.1.1 农地流转对转入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对于转入户，由于农地具有非迁移性，转入农地可与现有农地连片或分散。

对于农地连片的农户，转入户农地生产可形成规模化经营，在此基础上为了提高

农业经营效益，需要投入的成本除固定的租金支出和机械设备外，还需要土地要

素投入，如改良土地质量所需的增设有机肥、土地深耕、疏松土壤等。农地规模

与规模报酬之间存在三种关系：一是固定规模报酬，即农地投入量的增加量与规

模报酬的增加量相同；二是递增规模报酬，即农地投入量的增加量小于规模报酬

的增加量；三是递减规模报酬，即农地投入量的增加量大于规模报酬增加量。因

此，扩大经营规模并不一定会带来收入效益，投入成本和农业产出的不同会导致

农户与农户之间存在转入户之间的内部收入差距。而对于转入农地与现有农地分

散的农户，则很难形成农地的规模化经营，对于农地生产经营的投入成本也少于

上述所描述的机械设备投入和土地要素投入，所获得的收入也存在差异。回归现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24

实，我国的农地流转主要是在小规模户之间流转，转入户对农地的利用效益并未

有明显提高，流转前后，农地利用效益相差不大，农户的收入效应也未有明显提

升。同时，农地利用效率也受到土地细碎化的影响，即使农户参与了流转，但流

转后的农地并不集中连片，分散化使得转入户难以增加对农地的投入，进而农地

的利用效率也会降低。因此，对于转入户而言，农户之间的内部收入差距主要来

源于转入农地连片和转入农地不连片的农户以及不同农户经营农地成本与产出

的不同造成的收入差距。

4.1.2 农地流转对转出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对于转出户，农户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为非农就业收入和农地租金收入。城

镇化发展及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为农户提供了多元化的就业机会，大部分农户为

获得较高收入选择进城务工。而大量农户外流进入城镇会导致一个现实问题，即

出现农地撂荒，尤其是外出工作的多为青年劳动力，留在农村的多为老人和小孩，

加剧了农地撂荒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农村土地撂荒属于违法行为，《土地管

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即有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

基本农田的条款，而且对于连续两年以上撂荒农村基本农田，发包方甚至可以直

接收回。除此之外在《土地承包法》第六十四条中也有明确规定：土地撂荒两年

以上，可能会给土地带来破坏。而土地破坏就需要赔偿。因此为解决农地撂荒问

题，农户选择将闲置农地流转出去。进城务工进行非农就业会获得工资性收入，

除此之外还会获得固定的农地租金收入，因而对于转出户，参与农地流转会增加

农户收入。但不同转入户因所从事行业不同，使得工资收入存在差距，同时由于

农地流转的“人情市场”占主导地位，农户对不同的交易对象存在明显的禀赋效

应的差序化特征，亲友邻居的禀赋效应最弱，龙头企业的禀赋效应最强，因此，

多数农户愿意将农地流转给自己所熟悉的人，农地租金收入也会不同，农地流转

后转出户与转出户之间会出现内部收入差距。

4.1.3 农地流转对不同流转类型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对于未流转户，还是维持原有生产经营状态，收入并未发生改变。农地转入

户由于转入农地的地理位置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规模效益，同时不同转入户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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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农业产出的差异也会使转入户的收入发生改变。农地转出户由于转出农地

解放劳动力获得非农收入和租金收益，因而转出户参与农地流转会使收入增加。

由此可知，农地流转会带来转入户、转出户、未流转户三者之间带来不同的收入

效应，进而使三者之间存在收入差距。

图 4.1 农地流转对不同流转类型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4.2 农地流转对不同收入类型农户收入差距的机制分析

自古以来，农地是农户安身立命之本，农地维持农户生活所需，并增加农户

收入。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化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乡村生产方式、生活

方式的转变，农户的收入来源发生改变。农户的流动性大幅提升，冲破地缘限制，

离开家乡和土地从事市场化、职业化的新型生产劳动。现代农户的收入来源从单

一收入转变为多元收入，大致分为工资性、家庭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四个方

面的收入，其中主要收入来源以农业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为主。

4.2.1 农地流转对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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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业经营收入为主的农户，以农为生，多为规模户，农地的经营生产对

与其生产生活至关重要。此类农户流转前期具有一定的经营基础，在农地数量、

农地质量、人力资本、农业机械设备、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优势。通过参与农地

流转，在农地资源初始禀赋具有优势的前提下，容易形成农地的集约化生产，进

而促使农户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盘活农地资产，增加农业经营收

入。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部分，农地流转的内部规模经

济中指出，由于单个设备的不可分性，大规模生产能够通过提高生产设备的利用

率和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规模效益。比如农业机械设备在一定规模的农地上可以

正常作业，扩大农地规模可以提高农业机械设备的充分利用。对于农地流转的外

部规模经济指出，整个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和产量增加，成本下降，从而使农户增

加了收益。总体来说，在一定规模条件下，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增加农户的

收入，但由于农业经营农户在农地规模扩大时也有可能由自身内部所引起收益下

降，出现内部规模不经济，如农地规模扩大导致管理不便，效率低下等问题。基

于以上分析机制可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在参与农地流转后会因生产经营的

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产生内部收入差距。

4.2.2 农地流转对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对于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农户，对农地的关注度较低，农地流转对其有较低

的吸引力，其可支配收入并未发生较大改变。同时，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农户在参

与农地流转行为时倾向于转出农地获得租金收入，从而将双手从农地中解放出来，

获得较多工资性收入。对于现代小规模农户而言，农户的收入来源多为外出打工

收入，对农地的依赖性低，进而获取农地流转相关信息的渠道也会减少，同时在

农地经营上缺乏一定的人力资本，工作上耗费的大量时间使得对农地的投入少，

因而参与农地流转并未对此类农户经济上产生较大波动。

因此，农地流转行为会影响农业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的收入差距。

同时对于农业经营收入为主的农户，由于农地经营规模禀赋不同、投入农地要素

不同等，各个农户之间也会存在内部收入差距，而对于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

由于农户家庭基本特征，户主年龄，健康以及受教育情况不同，这部分农户之间

也会存在一个内部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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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农地流转对不同收入类型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4.3 本章小结

为了更深入了解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本章对农户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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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甘肃省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基于上一章对农户收入差距影响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本章选用中国家庭追

踪数据中的甘肃省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计算农地流转带来的收入差距，并在

此基础上计算农户流转前后农户的收入差距状况，为下文分析农户收入差距影响

因素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

5.1 研究区农地流转概况与数据来源

5.1.1 研究区概况

甘肃省位于中国西北部地区，地处黄河上游，地形呈狭长状，地貌复杂多样

且跨越多个气候带，由北向南依次为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大陆

性干旱气候和高原山地气候。在总体来说，甘肃省气候干燥少雨，昼夜温差大，

白昼较长，日照充足，因此造成了独特的生态景观，同时也使得农地质量参差不

齐，农业经营多样化。

甘肃省土地资源丰富且类型多样，大致为三分山地、三分草原、两分沙漠、

一分林地和一分耕地。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全省共有农村人口 1195万人，

土地总面积 4258.95万公顷。全省主要地类构成及面积为：耕地 519.94万公顷，

种植园用地 42.86万公顷，林地 796.70万公顷，草地 1429.79万公顷，湿地 118.53

万公顷，城镇、村庄用地总计 86.19万公顷，交通运输用地占 12.40万公顷，水

域和水利设施用地占 41.03万公顷，其他用地占 1211.51万公顷。从整体上来看，

甘肃省的自然条件较为恶劣，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农业发展面临多方面的限制因

素，但同时也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潜在的特色农业发展前景较为广阔。目前，

甘肃省已经初步确立了草畜、马铃薯、水果、蔬菜等具有战略主导地位的产业，

以及制种、中药材、啤酒原料等具有区域性优势的产业，同时还培育了食用百合、

球根花卉、黄花菜、花椒、油橄榄等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和产品。

5.1.2 数据来源与样本数据分析

1.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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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 2020年数据的甘肃省数据，

样本数据总共 1300户，其中城镇样本 458户，乡村样本 842户。鉴于本文研究

重点在于农地流转的相关问题，因此剔除所有涉及城镇的样本。通过将个人特征

和家庭经济两部分数据进行横向合并处理，删除了是否参与农地流转中的缺失值

样本，最终得到了有效样本 610户。

2.研究区样本农户农地流转数据分析

农地流转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有

序发展，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意义显著。关于研究区样本农户流

转现状如表 5.1 所示：

表 5.1 研究区样本农户农地流转现状

流转类型 是 否

是否参与农地流转 109 501
是否参与农地转入 54 556
是否参与农地转出 57 553
转入和转出均有 2 608

总样本 610 -

由表 5.1农地流转现状统计数据可知，研究区 610位样本农户中共有 109户

参与了农地流转，转入户 54户，转出户 57户，既转入也转出农地 2户。样本农

户流转率达 17.87%，整体流转率偏低。究其原因在于，与其他自然资源相比，

农地具有非迁移性。家庭联产承包制下农户拥有的地块分散，细碎化问题严重，

农地质量参差不齐。农地流转的目的是将细碎的地块流转起来，提高资源的优化

配置。但土地自身所拥有的特质使得农地规模流转难度大，许多有意愿租赁农地

的企业或者农地大户都希望转入的农地是集中连片的，土地的非迁移性制约了农

地的流动，使得农地流转市场在交易的过程中存在困难。农地的非迁移性无形之

中也增加了流转双方的治理成本，尤其是在地形不平坦的地区，由于转入农地分

布不集中且质量不同，加大了农户对农地治理的难度，提高了农户治理农地的成

本。同时，农地作为农户维持生计的特有财产，具有较强的禀赋效应，禀赋效应

的存在使得农户农户将给予农地更高的价值评价，意愿接受价格也会高于意愿支

付价格，农户持有农地的禀赋效应也会加强，从而使得农地流转的交易难以达成。

3.研究区样本农户收入类型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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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拉

动国内农村消费需求的引擎最基本的前提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近些年来，随着

城镇化加速和乡村振兴政策的推进，农村居民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村人口

逐渐向城镇转移的同时其收入结构也发生改变，农户收入逐渐由单一化转为多元

化。以前农户收入多为小规模户且农业经营主体较为单一，因此农户收入主要以

农业经营收入为主，且农业经营成果多为自给自足。随着农村产业融合模式的多

样化，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非农收入比重对农民收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研究区样本农户收入情况如

表 5.2所示：

表 5.2 研究区样本农户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家庭收入类型 均值 标准差

农户家庭纯收入 6.701 1.811
农副产品收入 1.420 4.415
工资性收入 4.132 4.504

非农业经营性收入 0.900 2.266
财产性收入 0.044 0.277
转移性收入 0.608 3.366

由表 5.2可知，通过对研究区 610位样本农户收入情况进行统计，农户家庭

户均年收入为 6.701万元，农副产品年收入 1.42万元，工资性年均收入 4.132万

元，除农业外经营性年均收入 0.9万元，财产性年均收入 0.044万元，转移性年

均收入 0.608万元。非农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明显高于农副产品收入，同

时在非农收入类型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最大，数据表明目前对于研究区样本而言，

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和重要渠道。主要原因为，目前

我国农民依旧为小规模农户为主，工资性收入的机会成本较少，同时由于农业生

产经营的复杂性，对于大多数普通农户而言，种植农地受天气因素和耕作方式影

响，农业生产多为传统耕作模式，依靠机械耕作较少，同时农业种植周期长，投

入成本大且收入较为稳定，产出除生活所需外，经营收入较少。因此面临城镇化

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时，普通农户大都选择外出打工，工资性收入不仅可以解决

农村发展不平衡问题，而且对于多数外出打工家庭而言，可以提供较为良好的教

育资源和医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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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户而言，除农业生产经营外，还有非农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

性收入，这三类收入类型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较少。农户的非农经营收入主要

包括销售非农商品收入，由于缺少销售渠道，农村销售市场规模小，因此这类收

入并未显著增加农户收入。农户财产性收入主要包括银行存款获得利息收入、购

入股票获得的股权分红收入、房屋出租收入、购买保险获得的保险收益以及出售

闲置物品获得的收入等。由于农村金融市场落后，对金融行业缺乏了解，理财意

识薄弱，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偏低。农户的转移性收入指农民从政府、企业或他人

获得的收入，包括政府补贴、社会福利以及养老金等。这类收入虽较为稳定，但

总体偏低。

4.研究区样本家庭情况分析

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不仅要对样本农户农地流转和收入情

况进行简要分析，而且也应关注农户家庭基本特征，为后续具体分析农地流转的

影响因素提供了数据支持。因此本文将从农户年龄、受教育情况、健康状况三者

分析户主基本特征。

（1）农户年龄分布情况

随着全球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和老龄化的加剧，世界卫生组织（WHO）对

年龄分析进行了重新划定，规定：在生命周期中，0至 6岁的年龄段被归类为婴

幼儿期；7至 12岁为少儿期；13至 17岁为青少年期；18至 44岁为青年期；45

至 59岁为中年期，也称壮年期；60至 74岁为年轻老年期；75至 89岁为老年期；

90岁以上为长寿老年期，而超过 100 岁的则是百岁老年期。由于本文研究重点

集中于农户行为，因此仅选取 18岁以上农户进行调查分析，样本年龄分布情况

如图 5.1所示：

图 5.1 样本农户各年龄段分布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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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1可知，45-59岁中年农户占比最高，占比数接近六成，其次是 18-44

岁青年农户，占比为 37.7%，60岁以上农户最少，占比仅为 3%。由此可知，样

本区农户年龄偏低，劳动力充足，无论是外出打工还是进行农业经营，都具有一

定的年龄优势。

（2）农户受教育情况

在当代，发展的竞争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口素质，对于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

争力，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情况不容忽视。农户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提高农

村人口素质，同时也有利于对农地流转相关政策的了解和提升获取信息的能力。

为准确评估农地流转的相关问题，本文将对样本农户的受教育情况进行简要分析，

具体受教育情况如图 5.2所示：

图 5.2 样本农户受教育占比情况

由图 5.2可知，样本区农户受教育情况呈现两极分化，学历越高，占比越低。

从整体上看，文化素质偏低，高中以上学历还不到一成，文盲或半文盲人数最多，

占比达 30.49%。整体受教育情况偏低对于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会减少，同时对

国家发布有关农地相关政策的法律法规也缺少一定的了解，因此会影响农户参与

农地流转决策与扩大规模经营。近年来，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也对人力资本提

出了一定的要求，因此农户受教育情况偏低也会对农户外出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3）户主健康状况

三农问题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健康状况对于建设新农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同时农户的身体状况也影响着参与农地耕作和外出打工的能力。样本农户具

体健康状况如图 5.3所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33

图 5.3 样本区农户健康状况占比情况

由图 5.3可知，总体上，样本农户健康状况较好。比较健康农户占比最高，

达 46.07%，不健康农户占比第二，达 20.83%，非常健康和很健康农户占比相差

不大。数据表明，大多样本农户的身体状况对于进行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具有一

定的优势，同时也反映出现代农户的身体素质有所提高，但不健康农户占比的情

况也提醒相关部门应不断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5.2 模型构建

本文在进行甘肃省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具体实证分析之前，

需要进行两个准备工作。第一，为方便后续计算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需要

将农地流转的相关影响因素作定义与赋值；第二，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关研究的模

型。现将模型构建的内容介绍如下：

5.2.1 变量选取与说明

本次研究选取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转入、农地转出作为被解释变量，

选取户主特征（户主年龄、受教育情况、健康状况）、家庭生产要素（家庭人口

规模、农用机械总值、生产性固定资产）、生产经营特征（农业经营总支出、是

否得到政府补助、农副产品总值、工作收入总额）作为解释变量，各变量描述性

统计如表 5.3所示：

表 5.3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农户人均家庭收入 农户人均家庭收入（万元） 1.635 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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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农地流转 是否转入或转出土地：是=1；否=0 0.179 0.383

农地转入 是否转入土地：是=1；否=0 0.089 0.284
农地转出 是否转出土地：是=1；否=0 0.093 0.291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岁） 45.94 9.857

户主受教育情况 文盲/半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4；
大专=5；大学=6

2.369 1.172

户主健康状况 不健康＝1；一般＝2；比较健康=3；很健康＝

4；非常健康＝5
2.936 1.257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人口数量 4.470 1.713
是否收到政府补助 是否收到政府补助：是=1；否=0 0.693 0.461

农用机械总值 农用机械总值（万元） 0.771 2.616
农业经营总支出 农业经营生产的必要支出（万元） 0.710 2.421
生产性固定资产 单位价值大，使用时间长的固定资产（万元） 1.739 6.974
农副产品总值 农业生产经营总值（万元） 1.420 4.415
工作收入总额 参加工作收入总额（万元） 3.794 3.731

5.2.2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为了精准测算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主要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法、收入基尼系数法和收入分位数法三种研究方法。具体测算步骤为：首先，需

测算农地流转的收入效应，通过构建农地流转回归模型分析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并估算甘肃省 2020年的倾向得分值，在共同支撑域考察和平衡性检验通过的基

础上，采用倾向得分法计算 2020年甘肃省农地流转收入效应；其次，采用基尼

系数法测算农地流转前后不同类型农户的基尼系数值；最后，为准确评估农地流

转对收入差距，将农户按收入分为若干部分，采用收入分位数法测算农地流转对

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边际贡献程度。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1）农地流转决策方程的估计

农地流转决策方程中是否进行农地流转作为被解释变量，该变量是一个二分

变量，即农户愿意参与农地流转和不愿意进行农地流转。Logit模型是统计学中

最早以及应用最广泛的离散选择模型，因此选用 Logit模型来构建农地流转决策

方程，分析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关于农地流转决策 Logit模型的基本形式如式

1所示：

� = ln �
1−�

= � + �1X1 + �2X2 + ⋯⋯ + ��Xi + � （式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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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5-1中：�表示农户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Xi表示影响农户进行农地

流转的影响因素，即自变量；��表示自变量的系数，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程度；�、�分别表示常数项和残差。

（2）倾向得分匹配法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来计算农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倾向得分匹配法简

称 PSM，是使用非实验数据或观测数据进行干预效应分析的一类统计方法，倾

向得分匹配的理论框架是“反事实推断模型”（孙秋影，2018）。该模型应用到

解决农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基本思路为：通过建立农地流转的反事实推断模型来比

较事实结果和反事实结果。事实结果（实验组）指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所获得的

家庭收入，反事实结果（控制组）指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与之相匹配的未参

与农地流转农户的家庭收入。通过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数值差额可得农户参与农地

流转后的净收入效应（Rosenbaum P R，1985），即平均处理效应 ATT，关于 ATT

的计算公式如式 2所示：

��� = � ��
1 − ��

0 = � ��
1 Tran = 1 − � ��

0 Tran = 1 （式 5-2）

式 2中：��
1表示第 i 个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后所得到的家庭收入，��

0表示通过

倾向得分匹配法得到的第 i个农户未参加农地流转的家庭收入（刘新智等，2021），

���则表示两者之间的差值。

（3）收入基尼系数法

对于农户收入差距的计算，常用的计算方法为基尼系数法。依据数据来源不

同，基尼系数分为收入基尼系数和财富基尼系数，前者数据来源于一个国家或地

区的家庭收入统计，后者数据来源于家庭资产统计。两者计算方法大致相同，本

文所用的是收入基尼系数法，数据来源于甘肃省 610位样本农户的家庭收入统计。

收入基尼系数指在一个地区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

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当该地区所有人收入一致，表明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此时基

尼系数计算结果为 0；当该地区的收入集于一人时，表明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

此时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为 1。由于现实生活中以上两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为 0，

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一边介于 0-1之间。同时计算结果越接近 0，该国家或地区

收入分配越平均。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计算结果介于 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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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时，表明该国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但超过 0.4时，收入差距引发的社会民

生问题亟需引起政府关注。

基尼系数需要使用分户或分组的居民收入数据来计算。本文的计算公式来源

于国家统计局，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G = 1 − i=1
n ��� × 2�� − �� （式 5-3）

其中：�� =
�=1

�

���

或可写成如下公式：

G = 1 − i=1
n ��� × 2 k=1

1 ��� − �� （式 5-4）

这里��和��是指将调查户按收入由低到高进行排序，计算第 i 户代表的人口

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和第 i 户所代表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4）收入分位数法

为了更为准确全面的研究农户间的收入差距，除了使用收入基尼系数计算之

外，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边际贡献程度。

分位数回归法通过用数据进行统计建模来研究农户收入的分布情况，以此来分析

不同类型农户收入差异和增长趋势。分位数回归的主要思想是通过将农户按收入

分为若干部分，然后分析每个部分的收入情况。常用的分位数有二分位数、四分

位数、百分位数等。采用分位数回归既可研究不同分位数点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

差距的影响，亦可研究不同分位数点处影响农户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该方法可

以减少因受样本数据极端值影响造成的收入效果计算结果偏大或偏小情况，计算

结果较其他方法而言更具稳健性和可靠性。不同分位数下的回归系数估计量常常

不同，即解释变量对不同水平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不同。具体计算公式如式 5-5：

��[ income ∣�] = �0,� + �1,� into + �2,� out + ���,��� + �� （式 5-5）

其中，��[ income ∣�]表示农户在�分位上的人均年收入，into 表示农户是否

转入农地，out表示农户是否转出农地，��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家

庭生产要素与生产经营情况，�0,�为常数项，��为随机扰动项。

5.3 甘肃省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倾向得分匹配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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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算甘肃省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需先进行农地流转收入效应

的计算。首先我们需要用 4.2.2 所构建的 Logit模型来估计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

条件概率，然后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中的最邻近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

来匹配与实验组相近的样本，最后根据匹配的结果来计算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平

均处理效应。

5.3.1 基于 logit模型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决策的 Logit模型来分析农地流转的影

响因素。关于农地流转决策的 Logit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5.4所示。

表 5.4 农地流转决策 logit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农地流转 农地转入 农地转出

户主年龄 0.004 -0.030* 0.031*

户主受教育情况 -0.005 -0.144 0.118
户主健康状况 -0.149* -0.285** -0.078
家庭人口规模 -0.025 0.126 -0.078

是否收到政府补助 0.442* 0.536 0.509
农用机械总值 -0.109** -0.066 -0.154**

农业经营总支出 -0.340 0.354*** -0.116**

生产性固定资产 0.107** 0.084 0.108*

农副产品总值 0.049 0.110** -0.037
工作收入总额 0.019 -0.023 0.101**

_cons -1.538* -4.341** -3.664***

LR chi2(11) 13.36 54.28 35.8
Prob > chi2 0.007 0.000 0.000
Pseudo R2 0.047 0.149 0.095

注：*、**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对于甘肃省样本农户而言，户主年龄对农地转入和转出均有显著影响，对转

入有消极影响，对转出则产生积极影响。究其原因在于年龄的增长使得农户在进

行农业生产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更倾向于转出农地获得非农收入。户主健康状况

对农地流转和农地转入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户主身体越健康越不愿意转入农地，

身体健康的农户参与农地经营的机会成本高，因此农户为了获得更高的家庭收入

往往会选择进行外出打工，而体质差的农户则需要靠农地来维持生活所需。

是否收到政府补助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政府补助农户可

以增加农户家庭收入，农户可依据自身农地资源禀赋选择转入农地扩大经营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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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规模化经营，也可以转出农地获得非农收入。农用机械总值对转出农地有显

著的消极影响，对于农户而言，农用机械是农户生产经营中至关重要的资产，农

用机械总值大也反映出农户家庭有一定的农地经营规模，转出农地会使得农业生

产经营总值存在规模递减，是一种内部不经济行为，因而农用机械总值较高的农

户往往不愿意转出农地，也表明对于该类农户而言，转出农地所带来的机会成本

较高。农业经营总支出对农地转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对农地转出有显著的消极

影响，农业经营总支出越多，表明对农地投入的生产要素越多，对于该农户而言，

越容易产生规模效应获得规模收益，反之，农业经营总支出越少，投入农地的生

产要素越少，继续经营农地易产生内部规模不经济。与农业经营总支出相比，生

产性固定资产较具有较高的价值和长期性特点，例如土地资产以及厂房等。这类

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折旧费用会水涨船高，虽然生产性固定资产多的农户会促

进农户转入农地发挥规模效应的作用，但对农地转出的作用更为显著，因为相比

较转入农地所需的固定资产维修费用，转出农地减少农地经营的同时也会减少设

备的维修费用。农副产品总值和工资收入总额分别对转入农地和转出农地产生正

向作用，农副产品总值越高表明进行农业生产有利可图，可通过转入农地增加农

户收入，工资收入总额越高，农户可转出农地获得更高收入。

5.3.2 共同支撑域的考察与平衡性检验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分析之前，应进行共同支撑域的考察和平衡性检验。

首先是进行共同支撑域的考察，在匹配过程中，为了提高匹配的准确性，本文选

择仅保留倾向得分相互重叠的样本，如果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太小，则会产

生偏差。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本文仅展示农地流转基于最近邻匹配法与半径匹配

法的倾向得分值匹配，匹配结果如图 5.4所示。图 5.4表明，最近邻匹配法和半

径匹配法的倾向得分值匹配的多数观测值均在共同取值范围内，因此在匹配时仅

会损失少量样本。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39

图 5.4 倾向值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左：最近邻匹配法；右：半径匹配法）

在共同支撑域匹配质量较好的前提下，还需进行平衡性假设性检验。平衡性

检验的目的，是为了观察匹配后各变量的均值有无明显差异。检验平衡性需要用

到似 R、标准化偏差和 LR 统计量三个指标。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5.5所示，由表

可知，农地流转匹配前似 R具体值为 0.024，标准化偏差为 7.5，LR 统计量为

13.89，使用三种匹配方法匹配后，似 R、标准化偏差和 LR 统计量具体数值都

发生明显缩小，其中，最近邻匹配法下降最明显。以上数据表明匹配后流转户与

未流转户不存在明显显著差异，可更好匹配流转户与未流转户家庭特征，因此，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能有效平衡流转户和非流转户的数据。对于转入模型而言，

似 R、标准化偏差和 LR 统计量三个指标匹配前具体数值为 0.141、35.4、51.63，

三种方法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都在 10%以内，余下两个指标也发生显

著缩小，三种匹配方法中，半径匹配结果缩小最为明显。对于转出模型来说，似

R、标准化偏差和 LR 统计量三个指标匹配前具体数值为 0.095、26.3、35.81，

匹配后每个匹配方法的三个指标值也有所降低，半径匹配降低最为明显。表 5.5

平衡性假设性检验表明，农地流转决策方程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数

值具有可靠性。

表 5.5 平衡性假设性检验

流转类型 匹配方法 似 R 标准化偏差 LR 统计量

农地流转

匹配前 0.024 7.5 13.89
最近邻匹配 0.004 3.7 1.35
半径匹配 0.007 2.9 5.6
核匹配 0.008 4.8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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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5 平衡性假设性检验

流转类型 匹配方法 似 R 标准化偏差 LR 统计量

农地转入

匹配前 0.141 35.4 51.63
最近邻匹配 0.018 7.6 2.46
半径匹配 0.007 4 0.9
核匹配 0.007 3.9 0.98

农地转出

匹配前 0.095 26.3 35.81
最近邻匹配 0.023 7.3 3.65
半径匹配 0.009 5.5 1.27
核匹配 0.009 5.9 1.94

5.3.3 农地流转对整体农户的收入效应

在具体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之前，需对农地流转决策的收入

效应做倾向得分计算。在通过上文平衡性检验的基础上，本文运用 Stata17软件

对甘肃省农村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参与农地流转的总收

入效应如表 5.6所示：

表 5.6 农地流转总收入效应

匹配方式 流转后收入（万元） 流转前收入（万元） 差值（ATT）

匹配前 1.914 1.574 0.340
最近邻匹配 1.914 1.575 0.339
半径匹配 1.918 1.428 0.490
核匹配 1.933 1.458 0.475
均值 1.922 1.487 0.435

由表 5.6可知，样本农户农地流转前农户收入均值为 1.487万元，流转后农

户收入均值为 1.922万元，农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为 0.435万元，表明农户参与农

地流转可大幅增加家庭收入。究其原因，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

从农地产权理论角度看，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三权分立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

提供了政策支持，促进了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而使农地流转到需求方，增加

了流转户之间的整体收入；第二，从农地地租理论角度看，由于农户所拥有的农

地质量不同，同量资本投入质量不同的农地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不同，农地流转行

为对于转出户来说，可获得级差地租，流转后对在农地上追加投资获得超额利润，

因此，流转户可通过级差地租增加家庭收入；第三，从规模经济理论角度看，农

地流转对样本农户而言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由于我国农地历史遗留问题，流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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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细碎化问题较为严重，流转后细碎化问题得以有效缓解，农地连片形成

规模，在此基础上发挥内部规模经济作用；第四，机会成本的替代作用。农地的

机会成本指农户因从事其他生产活动导致损失的农地生产经营利益，由于大多农

户为小规模户，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二、三产业发展迅速，从事二、

三产业所获得的工资收入较普通农户农业生产所获得的农业收入而言，具有较强

的优越性，因此，农户选择从事非农行业获得高工资收入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基

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可简要解释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带来的正向收入效应，从整

体上看，农地流转可以增加农户家庭收入。

5.3.4 农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的收入效应

基于农地流转决策的差异，按照流转类型的不同，农户可分为转入户、转出

户和未流转户。本文探讨的重点为农地流转对农户的收入效应问题，对于未流转

户而言，农地流转并未改变其农业生产经营状态，即对该类农户的收入效应并未

发生影，因此本文将收入效应分析的关注点集中于转入户和转出户，对于不同流

转类型的农户，不同收入效应的作用机制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同样，本文运用

Stata17软件对甘肃省农村转入户和转出户的收入效应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

具体收入效应倾向得分值如表 5.7所示：

表 5.7 转入户和转出户收入效应

匹配方式
农地转入（万元） 农地转出（万元）

实验组 控制组 ATT 值 实验组 控制组 ATT 值

匹配前 1.819 1.617 0.202 1.973 1.600 0.373
最近邻匹配 1.671 2.033 -0.362 1.973 1.566 0.407
半径匹配 1.351 1.738 -0.387 1.980 1.558 0.422
核匹配 1.351 1.718 -0.367 1.980 1.553 0.427
均值 1.458 1.830 -0.372 1.977 1.559 0.418

由表 5.7可知，农地流转对于转入户产生负向收入效应作用，流转前转入户

人均收入均值为 1.83万元，流转后转入户收入均值为 1.458万元，转入户的收入

效应为-0.372万元，表明通过参与农地流转，转入户的家庭收入有所减少。对于

转出户，农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为正值，流转前转出户人均收入均值为 1.559万元，

流转后转出户人均收入均值为 1.977万元，转出户的收入效应为 0.418万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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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农地流转可大幅增加转出户的家庭收入。

对于转入户而言，参与农地流转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增加农户收入。多数学者

基于规模经济分析，理性认为转入农地后可形成规模化经营，提高农地利用率，

增加农户家庭收入。规模报酬机制指农户可通过转入农地增加农地经营面积，集

中连片的农地可以投入现代农业技术，减少生产成本，通过对农地的规模经营产

生规模报酬。但该机制运行的前提是农地的集中连片，若转入农地过于分散，农

户通过参与农地流转达到增收的目的将大打折扣。同时，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张不

一定是利好，规模过大可能会损害土地的产出效率和农民的就业机会，对于农业

生产的增长和农民的经济收益构成不利影响。从理论角度分析，小片农地只有流

转到高生产效率的大规模户中才能产生规模效应，进而提高农地利用率（朱莉芬

等，2022）。但回归现实，我国的农地流转主要是在小规模户之间流转，转入户

对农地的利用效益并未有明显提高，流转前后，农地利用效益相差不大，农户的

收入效应也未有明显提升。同时，农地利用效率也受到土地细碎化的影响，即使

农户参与了流转，但流转后的农地并不集中连片，分散化使得转入户难以增加对

农地的投入，进而农地的利用效率也会降低。对于转入户对农业生产经营追加的

机械设备投资发挥内部规模经济也有一定的使用条件，农业机械必须在一定面积

的农地上才能进行正常作业，当农地经济规模较小时，农业机械往往得不到充分

利用，因此会造成农业生产的内部规模不经济，进而使得农户家庭收入减少。基

于以上分析，甘肃省样本转入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决策后发生收入效应减少的现象

原因可能为规模效益机制未发生作用，农业机械在农地经营规模较小的基础上发

生内部规模不经济，同时本文数据采集来源于疫情初始时期的 2020年，农业经

营收益并不理想，导致投入大收益小，因此导致转入户的家庭收入出现负增长。

对于转出户而言，参与农地流转决策增加收入的主要得益于与劳动分工优化

机制发挥作用。劳动分工优化机制指农户通过参与农地流转解放双手，原先被占

用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潜在劳动力得到释放，农户可通过二、三产业寻找就业机

会，增加工资性收入。对于农地转出户，虽然转出土地减少了农业生产经营性收

入，但增加了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使得家庭总收入增加。转出农地通过转让、

转包、出租等方式将闲置农地转让出去，获得农地租金收入，也可以将农地入股，

获得农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的农地分红收入，这都是通过农地产权的财产化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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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财产性收入。其次，农户将家中闲置的农地转出之后，可支配时间变得充裕

起来，加上周边城市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农户可以选择进城务工从事非农劳

动，获得工资性收入。此外，从事农业生产的转入户比转出户收入效应低的一个

原因就是农村种地存在两种风险，第一是受到自然灾害的风险。第二种风险是收

获期粮食价格的下跌风险。从农业自身的特性分析，农业相对于其他产业收益低，

生产周期长，且容易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农业产品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因此

转入农地存在投入成本高于农业产值收益的可能性。

5.3.5 农地流转对农业经营收入主体与工资性收入主体的收入效应

上文从农地流转类型划分计算农户流转前后收入差距，通过倾向得分计算农

户收入效应，接下里本文将从收入类型划分农户，具体测算农地流转对以农业经

营收入为主的农户和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之间的收入效应。依旧采用 Stata17

软件对甘肃省农村两类农户的收入效应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具体收入效应倾

向得分值如表 5.8所示：

表 5.8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与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收入效应

匹配方式
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 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

实验组 控制组 ATT 值 实验组 控制组 ATT 值

匹配前 1.475 1.596 -0.121 2.456 1.527 0.929
最近邻匹配 1.489 1.437 0.053 2.423 1.876 0.546
半径匹配 1.504 1.414 0.090 2.424 1.788 0.636
核匹配 1.504 1.414 0.090 2.424 1.715 0.709
平均值 1.499 1.422 0.078 2.423 1.751 0.630

由表 5.8可知，农地流转对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和以农业经营经营收入为

主农户均产生正向收入效应，但对后者而言，农地流转对家庭收入效应的拉动作

用更强。流转前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人均收入均值为 1.422万元，流转后人均

收入均值为 1.499万元，收入效应为 0.078万元，表明对该类农户而言，通过农

地流转可小幅增加家庭收入。流转前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人均收入均值为

1.751万元，流转后人均收入均值为 2.423万元，收入效应为 0.63万元，表明对

于该类农户，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明显，且增收幅度较大。

对于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农业经营所占比重较低，农户对农地的依赖性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44

较为有限，导致该类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倾向转出农地，其农地流转增收效应的主

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通过农地流转解放双手，提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收入；二

是农地流转所获得的租金收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

重逐渐增大，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使得就业结构也发生明显改变，劳动

力供给下降的同时对劳动者能力也提出一定的要求，由图 5.1可知，样本农户年

龄集中于 45-59岁，这类农户上有父母需要赡养，下有子女需要抚养，生活压力

大，因此会选择花费长时间学习新技术、熟悉新设备。通过参与农地流转，将闲

置土地流转出去，可以利用经营农地的时间学习新技术，提高生计能力，增加劳

动报酬，同时也有助于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而对于租金收入，农

地资产流通机制导致了农户通过租金收入将其拥有的农地权益转换为货币形式，

这进一步增加了其财产性收入。但现实中农地流转的转入户多为转出户的亲朋好

友，租金较低甚至为零，资产变现机制受到阻碍。综合以上两点可知，农地流转

虽可提高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的收入，但由于提高劳动素质的时间成本较大和

租金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得收入效应甚微。

对于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农业经营所占比重较高，农户对农地的依赖

性较强，因此该类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多为转入农地。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后增加收

入主要依赖于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对于该类农户，拥有的农地面积多

于其他收入为主农户，通过农地流转可以扩大农地规模，当农地禀赋达到一定面

积后，即可发挥内部规模效益。内部规模经济的特点是农地生产要素之间具有相

互联系的不可分性，对于投入的农业机械设备，单个设备的不可分性促进了规模

经济的实现，使得大规模生产能够充分提高生产设备的利用效率和利润效益。同

时整个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也使得单个农户农地流转的成本降低，生产经营单位

增加，如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吸引青年劳动力返校就业，同时在农地上追加农地

有机肥投资，改善农地质量，使得农业生态环境有所改善。农地流转过程中内部

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共同发生作用拉动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的农户的家庭

收入增加。

5.4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

上文中已对农地流转对不同流转类型和不同收入类型农户的收入效应作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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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阐述，通过分析流转后倾向得分值可知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带来的收入效

应不尽相同，这势必会导致农户之间产生收入差距，因此本文将在上文农地流转

收入效应基础上计算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使得计算结果合理可靠，本文分别

使用基尼系数法和收入分位数法计算收入差距，具体计算结果如下。

5.4.1 基于基尼系数法对收入差距的分析

（1）转入户与转出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通过上文计算可知，农地流转会减少转入户和增加转出户的收入，这必然会

使得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发生改变，同时转入户和转出户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值

得讨论，对于不同流转类型流转后基尼系数计算结果如表 5.9所示：

表 5.9 流转前后基尼系数

流转类型 流转户 转入户 转出户

流转前基尼系数（最近邻匹配） 0.358 0.411 0.330

流转前基尼系数（半径匹配） 0.389 0.390 0.364

流转前基尼系数（核匹配） 0.344 0.401 0.376

流转前基尼系数均值 0.364 0.401 0.357

流转后基尼系数 0.421 0.489 0.435

本文基于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核匹配法分别计算不同流转类型基尼

系数值，由表 5.9可知，对于流转户，流转前基尼系数均值为 0.344，流转后基

尼系数值为 0.421，基尼系数差值为 0.057，表明通过参与农地流转，流转户之间

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更为不平衡；对于转入户，流转前基尼系数均值为

0.401，流转后基尼系数值为 0.489，基尼系数差值为 0.088，流转后农户间收入

差距也呈现不平衡；对于转出户，流转前基尼系数均值为 0.357，流转后基尼系

数值为 0.435，基尼系数差值为 0.078。因此可知，农地流转均会扩大不同流转类

型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对于转入户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最为明显。同时横向看，

流转前后，转入户的基尼系数值均大于转出户的基尼系数。

（2）农业经营收入主体与工资性收入主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通过上文计算可知，农地流转均会增加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和以农业经营收入

为主的农户，这必然会使得这两类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发生改变，对于不同收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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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流转后基尼系数计算结果如表 5.10所示：

表 5.10 不同收入类型为主农户基尼系数

收入类型 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 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

流转前基尼系数（最近邻匹配） 0.316 0.418
流转前基尼系数（半径匹配） 0.362 0.427
流转前基尼系数（核匹配） 0.323 0.418

流转前基尼系数均值 0.334 0.421
流转后基尼系数 0.372 0.532

对于不同收入类型农户的基尼系数计算依旧基于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

核匹配法进行计算。由表 5.10可知，对于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流转前基尼

系数均值为 0.334，流转后基尼系数值为 0.372，基尼系数差值为 0.038，表明该

类农户通过参与农地流转拉大了收入差距；对于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流转

前基尼系数均值为 0.421，流转后基尼系数值为 0.532，流转前后基尼系数差值为

0.111，表明农地流转也使得该类农户的收入差距扩大。同时表 5.10基尼系数结

果显示，流转前后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的基尼系数值均大于以工资性收入为

主的农户，农地流转对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最为明显。

5.4.2 基于收入分位数法对收入差距的分析

上文采用基尼系数法对农地流转前后整体农户收入差距进行简要阐述与分

析，为进一步准确分析农户间的收入差距，本文基于收入分位数法对不同收入阶

层农户收入情况进行均值回归，将农户人均收入按从小到大排列分为六个分位数，

Q15、Q30为低收入组，Q45、Q60为中等收入组，Q75、Q90为高收入组，并对

各组进行分位数回归估计，具体计算结果见下文。

（1）农地流转后农户间的收入差距

表 5.11 样本总体收入分位数法估计结果

Q15 Q30 Q45 Q60 Q75 Q90

是否参与农地流转 0.042 0.092 0.197* 0.319** 0.282 0.69
户主年龄 -0.001 0.002 0.004 0.004 0.005 -0.001

户主受教育情况 0.033 0.057** 0.113*** 0.179*** 0.195*** 0.405**

户主健康状况 0.062** 0.075*** 0.108*** 0.140*** 0.081 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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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1 样本总体收入分位数法估计结果

Q15 Q30 Q45 Q60 Q75 Q90

家庭人口规模 -0.079*** -0.085*** -0.118*** -0.181*** -0.226*** -0.312**

农业机械总值 -0.034** -0.038** -0.029 -0.081*** -0.091* -0.054
农业经营总支出 -0.004 -0.011 -0.013 -0.01 -0.019 -0.048
农业经营收入 0.019*** 0.017** 0.020* 0.024* 0.047* 0.084

是否收到政府补助 -0.05 -0.016 -0.017 -0.144 -0.463** -1.031**

工作收入总额 0.044*** 0.043*** 0.042*** 0.0451*** 0.040** 0.016
生产性固定资产 0.028* 0.037** 0.025 0.076*** 0.088* 0.055

注：*、**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由表 5.11可知，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在 Q45、Q60 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系

数分别为 0.197和 0.319，其他分位点上不显著，表明参与农地流转可显著增加

中等收入农户群体收入，而对于其他收入群体的作用不明显。农地流转对低收入

组的影响系数为 0.042、0.092，对高收入组的影响系数为 0.282、0.69。虽然影响

系数并非都显著，但通过表中数据可知，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影响系数也逐渐

扩大，表明收入水平越高，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越强。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

的家庭，资源禀赋越充足，农地流转后可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增加农业产量，

进而增加农户收入，这与表 5.11数据较为吻合，表明计算结果具有一定合理性，

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参与农地流转决策可扩大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使得富

者越富，穷者越穷。

对于其他变量，除 Q15 分位点外，户主受教育情况在其他分位点均通过显

著性检验，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逐渐扩大。户

主健康状况除高收入组外，其他收入分位点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均呈现显著的正

向影响，影响系数呈上升趋势。家庭人口规模在分位数点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有

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随收入增加负向影响逐渐加强。农业机械总值在低收入组和

中高收入组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在 Q15、Q30、Q60、Q75分位数上均通过显

著性检验，农业机械总值在生产经营中会产生折旧费，维修费等，从事农业生产

经营活动频率少使得农业收入成本大于收益，减少农户人均收入。农业经营收入

在、工作收入总额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在除 Q90分位数点外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且影响系数均为正值。

（2）农业经营收入主体间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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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收入分位数法估计结果

Q15 Q30 Q45 Q60 Q75 Q90

是否参与农地流转 0.046 0.129 0.419* 0.579* 1.319*** 0.903

户主年龄 -0.003 0.006 -0.010 -0.019 -0.004 -0.032

户主受教育情况 -1.373 -0.003 0.033 0.077 0.318*** 0.199**

户主健康状况 0.087*** 0.076 0.141* 0.176* 0.179 -0.056

家庭人口规模 -0.060*** -0.087** -0.152*** -0.203** -0.195** -0.180**

农业机械总值 -0.045** -0.039* -0.151*** -0.116** -0.071 0.084

农业经营总支出 -0.027* -0.024 -0.025 -0.008 -0.025 -0.091

农业经营收入 0.037*** 0.026 0.044* 0.041 0.046 0.129

是否收到政府补助 -0.239*** -0.177 -0.141 -0.702** -1.049** -1.604**

打工收入总额 0.045*** 0.049*** 0.059*** 0.073*** 0.058 0.065

生产性固定资产 0.044 0.045 0.155*** 0.138** 0.088 0.079

注：*、**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由表 5.12可知，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在 Q45、Q60、Q75分位数上通过显著性

检验，影响系数分别为 0.419、0.579、1.319，其他分位点上不显著，表明参与农

地流转可显著增加中等收入农户与中高等收入群体收入，而对于其他收入群体的

作用不明显。各分位数影响系数均为正值，表明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通过参与

农地流转均可增加农户收入，但对于 Q45、Q60、Q75分位数农户的增收能力较

强使得低收入群体与其他农户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加大了农户间的收入不平

衡。

从其他变量的分位数结果来看，户主受教育情况仅在高收入组通过显著性检

验，影响系数分别为 0.318、0.199，表明户主教育水平越高，生计能力越强，就

业选择机会较其他农户多，因此对高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带动水平越大。户主健

康状况在 Q15、Q45、Q60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户主健康对中低收入群体呈现

正向显著影响，低收入群体多数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对农户健康要求较高。家

庭人口规模在各分位数点上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均为负值，家庭人口数

越多，并未能带来农业收入的增加，对于大规模户，农业生产以机械作业为主，

对人力要求低，对于小规模户，农业生产作业时间短，也不需要大量人力，同时

人口规模的增加在农业经营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使得人均收入降低。农用机械总值

除高收入组外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影响系数均为负值，究其原因在于，农用机

械总值越高，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投入成本大于农业经营产出使得农户人均

收入减少，因此两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打工收入总额除高收入组外均通过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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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检验，影响系数均为正值。生产性固定资产在中等收入组通过显著性检验，

影响系数为 0.155、0.138，表明生产性固定资产对中等收入群体农户的收入拉动

作用强。

（3）工资性收入主体农户收入差距

表 5.13 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收入分位数法估计结果

Q15 Q30 Q45 Q60 Q75 Q90
是否参与农地流转 0.058 0.114 0.112 -0.003 0.002 0.252

户主年龄 0.004 0.006* 0.010* 0.007 0.008 -0.005
户主受教育情况 0.063** 0.097*** 0.137*** 0.165*** 0.199*** 0.408**

户主健康状况 0.073*** 0.057** 0.088** 0.065 0.081 -0.027
家庭人口规模 -0.071*** -0.088*** -0.141*** -0.183*** -0.255*** -0.316**

农业机械总值 -0.030 -0.017 -0.019 -0.083** -0.109** -0.720***

农业经营总支出 -0.007 -0.008 -0.009 -0.021 -0.020 -0.034
农业经营收入 0.018*** 0.015* 0.020* 0.022 0.036 0.084

是否收到政府补助 -0.015 -0.060 -0.033 -0.052 -0.241 -0.341
打工收入总额 0.014 0.021** 0.027* 0.019 0.026 0.002
生产性固定资产 0.019 0.010 0.009 0.068** 0.101** 0.749***

注：*、**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由表 5.13可知，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在在各分位点上均不显著，表明农地流

转对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的作用不强，影响系数值除 Q60外均为正值，表明

虽然农地流转可增加该类农户的收入。这与前文中农地流转对以工资性收入为主

农户的收入效应计算结果相契合。因此，基于收入分位数法计算结果可知，农地

流转并未能扩大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的收入差距。

从其他变量的分位数结果来看，户主年龄在 Q30、Q45分位点通过显著性检

验，影响系数为 0.006、0.01。户主受教育情况在各收入分位数上均通过显著性

检验，影响因素为正随着收入的增加呈上升趋势，表明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以

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的收入越高。户主健康状况在中低收入组分位点上通过显著

性检验，影响系数为正值，户主健康状况与农户收入呈正相关。家庭人口规模在

各收入分位数上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因素为负且随着收入的增加呈下降趋势。

农业机械总值在中高收入组分位点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为负，以工资性

收入为主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时间较少，对农业机械依赖性低，因此呈负值。

农业经营收入在中低收入组分位数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为正值，表明农

业经营收入对中低收入组农户收入的作用性强。打工收入在 Q30、Q45分位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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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打工收入可正向拉动农户收入。生产性固定资产在中高收

入组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影响系数为正值，表明生产性固定资产可显著正向拉

动中高收入组农户收入。

5.5 本章小结

本章是本篇论文实证研究的重点部分，为深入研究甘肃省样本农户农地流转

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本章实证分析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研究区

农地流转情况和样本数据来源进行简要阐述。表明该地区研究农地流转相关问题

的可行性，并对样本农户流转现状、家庭收入情况以及农户家庭基本特征进行简

要分析；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在此之前对研究变量进行描

述性统计，并选取 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法计算农地流转收入效应的计算模型，

基尼系数法与收入分位数法计算农地流转前后农户间的收入差距；第三部分基于

第二部分模型对农地流转的收入效应进行计算。在通过平衡性检验的基础上，计

算结果表明，从整体上分析，农地流转可增加样本农户收入。从不同流转类型分

析，认为农地流转对转入户产生减收效应，对转出户产生增收效应。从不同收入

类型主体分析，农地流转对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和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均

产生正向收入效应，且农地流转对后者收入的拉动效应更强；第四部分用基尼系

数法和收入分位数法计算农户间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计算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均

会扩大不同流转类型与不同收入类型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对转入户和以农业经营

收入为主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最为明显，且转入户的基尼系数值均大于转出

户，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的基尼系数值大于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收入分位数

法计算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可显著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

体中的中等收入农户和高等收入群体收入，进而使得各农户间存在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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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甘肃省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影响的原因分析

通过上一章计算结果可知农地流转会扩大农户间的收入差距，本章将围绕农

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问题进行分析。为了具体分析农地流转以及其

他因素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本章将基于上文计算结果，采用夏普里值分

解法分析农地流转以及相关因素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情况。

6.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夏普里值分解法是度量收入差距影响因素贡献度的主要方法，相较于其他收

入分解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很好解决模型中常数项和残差项对收入差距的贡献问

题，并且适用于任何收入决定函数和任何度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具体操作步骤分

为两部分：第一步，先确定农户收入决定方程。由上文研究结果可知，农地流转

对农户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但农地流转并非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唯一因素，农户

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也会对农户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在将收入决定方

程确定为农地流转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步，在收入决定方程回归结

果的基础上，运用夏普里值分解法估算各个变量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本

文将采用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的计量指标作用于收入决定方程两端来进行夏

普里值分解。

6.1.1 收入决定方程及其分解模型

（1）收入决定方程

在具体应用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前，首先要确定收入决定方程。影响农户收入

水平的因素较多，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上，设收入决定方程如 6-1：

ln �� = � + ���X� + w� （式6-1）

式 5-1 中，��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X�为影响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变量，��

为影响因素的系数，�，w�分别为常数项和误差。为使收入分布结果更趋于正态

分布，因此本文将家庭人均纯收入取对数，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52

（2）夏普里值分解法

夏普里值分解法是建立在收入决定方程的基础上对估计结果的回归系数进

行分解的方法。因为前面将收入、价格等具体数值都进行了对数化处理，直接进

入分解可能存在较大偏差，为消除半对数形式对收入变量分布的扭曲影响，对方

程两边都取指数（王瑜、汪三贵，2011），得到待分解的方程：

�� = exp (�
^
) ∙ exp (��

^
�X�) ∙ exp (w

^
) （式 5-2）

式 5-2 中，exp (�
^
)取指数后成为常数项，收入分解过程中不会产生干扰影

响。exp (w
^

)为该方程无法解释的残差项，可用农户家庭原始收入��差距与假定

exp (w
^

) 时收入��
^
的差值进行表示。

6.1.2 基于收入决定方程的变量选取

为了准确全面的分析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 CFPS数据库相关

变量的可获得性，将自变量分为农地流转相关变量、户主个体特征变量、户主家

庭特征变量三部分，每部分各选取三个自变量。对不同流转户和不同收入主体农

户，农地流转相关变量共有变量为农业经营总支出、农业经营收入，差异变量转

入户选取租用农地支出，转出户选取出租农地收入，以农业收入为主农户和以工

资性收入为主农户选取是否参与农地流转；户主个体特征变量选取户主年龄、户

主受教育情况、户主健康状况；户主家庭特征变量选取家庭人口规模、是否收到

政府补助、打工收入总额。与绝大部分研究者不同的是，本文将家庭人均纯收入

作为因变量，而不是选取家庭人均总收入，这是因为与家庭人均总收入相比，家

庭人均纯收入能更好地了解居民收入、消费、生产、积累和社会活动情况。具体

描述性统计如表 6.1、表 6.2所示：

表 6.1 不同流转户收入决定方程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转入户 转出户

因变量 家庭人均纯收入（万元） 1.819 1.973

自变量 农地流转相关变量

租用农地支出/出租农地收入（万元） 0.346 0.142
农业经营总支出（万元） 2.309 0.236
农业经营收入（万元） 4.512 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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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1 不同流转户收入决定方程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转入户 转出户

户主个体特征变量

户主年龄 45.054 47.212
户主受教育情况 2.352 2.491
户主健康状况 2.704 2.807

户主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人口规模 4.963 4.246
是否收到政府补助 0.796 0.719

打工收入总额（万元） 3.531 5.437

表 6.2 不同收入主体农户收入决定方程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农业经营收入为主

农户

工资性收入为主

农户

因变量 家庭人均纯收入（万元） 1.762 1.579

自

变

量

农地流转

相关变量

是否参与农地流转 0.253 0.141
农业经营总支出（万元） 1.352 0.401
农业经营收入（万元） 2.725 0.457

户主个体

特征变量

户主年龄 45.950 45.429
户主受教育情况 2,253 2.487
户主健康状况 2.864 2.980

户主家庭

特征变量

家庭人口规模 4.273 4.566
是否收到政府补助 0.712 0.685

打工收入总额（万元） 1.876 5.240

6.2 收入决定因素的回归结果分析

6.2.1 不同流转户间的收入决定回归结果

由第四章基尼系数与收入分位数计算结果可知，农地流转对不同流转户的收

入差距均有扩大作用，为具体分析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表 6.1中

各变量选取结果，采用 stata17对不同流转户收入决定方程进行回归，具体回归

结果如表 6.3所示。

表 6.3 不同流转户收入决定方程回归结果

变量 转入户 转出户

农地流转相关变量

租用农地支出 0.097*** —

出租农地收入 — 0.064**

农业经营总支出 0.174*** -0.054*

农业经营收入 0.031*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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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3 不同流转户收入决定方程回归结果

变量 转入户 转出户

户主个体特征变量

户主年龄 -0.011 0.018*

户主受教育情况 0.071 0.176**

户主健康状况 0.078 0.272***

户主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人口规模 0.096* -0.089
是否收到政府补助 0.442* 0.35*

打工收入总额 0.051** 0.047*

cons 7.659*** 7.496***

Adj R2 0.464 0.292
注：*、**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由表 6.3收入决定方程回归结果可知，对于转入户，农地流转相关变量和户

主家庭特征变量均显著影响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租用农地支出与农业经营总支

出对转入户呈显著正向作用，这是因为对农地施加投资越多，越容易形成规模递

增效应，这里的农业经营总支出包括种子化肥农药费、机器租赁费、雇工费与灌

溉费，这些是农地生产必不可少的投入要素，可以提高农地质量，增加农地产出。

农业经营收入增加提高农户转入农地积极性的同时，也显著的促进了农户家庭人

均纯收入。家庭人口规模对转入户呈正向显著作用，对于转入户而言，家庭人口

规模大不仅可以减少农地雇工支出，还可以通过非农收入，增加家庭总收入进而

增加人均收入。政府补助可以提高转入户生产积极性，增加农户收入。打工收入

总额作为获取收入的途径之一可以显著增加农户收入。户主健康状况与受教育水

平均对家庭人均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对于转出户，除家庭人口规模外，其余因素均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影响。农

地流转相关变量表明，出租农地收入对农户收入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转出农地获

得地租收入是转出户增加收入的途径之一，但由于地租的不确定性，影响系数偏

低。农业经营总支出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转出农地后继续增加对农地

的投入使得成本大于收益，不利于农户家庭收入的增长，因此相较于转入户，对

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系数偏低且呈负数。农业经营收入越多，可抵消因经营农地

的支出费用，因此可显著增加农户家庭收入。户主个体特征变量表明，户主年龄

对收入产生正向影响，我国正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年龄偏高，同时年龄

高的农户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业务能力，年龄的增加使得农户的生计能力也得

以加强。户主受教育情况以及健康状况对转出户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受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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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和拥有强健的体魄有较多的就业机会，随着科技创新的提高，智能化的普及，

各行各业对人力资本都提出一定的要求，因此提高教育素质水平有助于增加收入。

户主家庭特征表明，家庭人口规模增大使得转出户抚养比增加，降低收入水平。

收到政府补助可增加农户从事生产经营的初始资金，显著增加农户家庭人均收入。

打工收入总额可以减缓农户家庭必要的生活支出，增加农户人均纯收入水平。

6.2.2 不同收入主体间的收入决定回归结果

由第四章基尼系数与收入分位数计算结果可知，农地流转同时也对不同收入

主体的收入差距产生扩大作用，为具体分析不同收入主体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因

素，本文基于表 6.2中各变量选取结果，采用 stata17对不同收入主体农户收入决

定方程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6.4所示。

表 6.4 不同收入主体农户收入决定方程回归结果

变量 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 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

农地流转相关变

量

是否参与农地流转 0.368** -0.002
农业经营总支出 -0.034 -0.017
农业经营收入 0.062*** 0.024***

户主个体特征变

量

户主年龄 -0.012 0.007***

户主受教育情况 0.113* 0.124***

户主健康状况 0.162*** 0.064***

户主家庭特征变

量

家庭人口规模 -0.158*** -0.131***

是否收到政府补助 0.409*** -0.063
打工收入总额 0.061*** 0.018*

cons 9.550*** 9.096***

Adj R2 0.286 0.180
注：*、**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对于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而言，农地流转相关变量表明，参与农地流转

可显著增加农户收入，由第五章表 5.8计算结果及具体阐述可知，本文这里将不

再赘述。农业经营总支出对农户收入产生负向影响，对于以农业经营农户而言，

为扩大农地产量必然会追加农地投资改善农地质量，但追加的投资由于存在时间

成本，不能立马转换成收益，因此作为成本会减少农户家庭收入，但影响系数偏

小且不显著。农业经营收入作为该类农户重要的经营成果之一，收入增加的同时

可抵消农业经营支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的家庭收入，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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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收入与该类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存在区别，这里的农业经营收入是农地生产经

营的销售收入，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是指农业收入占比大于其他收入占比的

农户，因此二者存在概念上与数值上的不等同。户主个体特征变量表明，农地生

产经营需要强健的体魄，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各部分机能衰弱，因而导致农业

生产的效率下降，外出务工的能力也降低，因此对农户收入产生负向影响，同时

也反映出户主健康状况对家庭增收能力的重要性，健康状况越好的能力，增加农

户收入的效果越显著。户主受教育情况也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近年来，农业生

产逐渐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科技引擎，提高农户职业技能

可以不仅可以增加农户使用新型农业机械设备的能力，还可以提高农户非农就业

的竞争力，缓解农户生计脆弱性。户主家庭特征变量表明，人口规模对收入呈显

著负向影响，科技水平的提高解放了农户的双手，但若非农就业能力低，人均家

庭纯收入会因人口的增加而减少。收到政府补助和打工收入作为农户收入的重要

来源，可为该类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提供资金保障。

对于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而言，农地流转相关变量表明，参与农地流转对

农户的收入差距产生负向影响，但影响因素极低且不显著，这与第四章表 4.8中

的计算结果也相吻合，这里也不再做具体说明。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对农地的依

赖性很低，增加农业经营总支出使得该农户生产农业出现内部规模不经济，因此

降低农户收入。农业经营收入的增加可以满足基本日常家庭农产品所需，减少食

品支出，从而显著增加农户收入，但较以农业经营生产农户而言，影响系数偏低。

户主个体特征变量表明，户主年龄、受教育情况以及健康状况会显著增加农户家

庭收入，这三种因素可提高农户的就业能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与其他农户相比，

具有竞争优势，工资水平的高低与工作年限以及个人能力正相关，受教育年限的

提高增加农户个人能力，易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户主家庭特征变量表明，家庭

人口规模增加的同时生活成本也会提高，收入随之降低，因此会产生显著的负向

影响。政府补助对农户收入产生负向影响，对此本文给出的解释是，政府补助的

增加一方面减少了农户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受当年大环境的影响，企业经济的

萧条使得即使获得政府补助也不能缓解工资不足所带来的生活支出压力，因此对

人均纯收入产生负向影响，但影响系数较低且不显著。打工收入总额对农户收入

呈显著正向影响，但与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相比，影响系数偏低，这是因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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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天气因素的影响，年产收入不稳定，因此打工收入会给

以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带来收入保障，因此影响系数偏高，但对于工资性收入为

主农户而言，工资收入来源与前者相比较为稳定，而且从事打工的闲暇时间也较

少，所获得的收入也较少，因此影响系数偏低。

6.3 基于回归结果的夏普里值分解结果分析

为准确分析农地流转后不同类型农户间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对收入的贡献程

度，本文在 6.2收入回归结果的计算基础上，运用 stata17软件，采用夏普里值分

解法对不同类型农户进行夏普里值分解。为使分解的计算结果成立，在夏普里值

分解前，需要对方法模型进行检验，通过计算 1减去残差作用的比率进行分析（杨

子等，2017），发现转入户和转出户的估计结果分别为 67.77%和 64.49%，农业

经营收入为主农户和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的估计结果分别为 89.95%和 60.67%，

说明分解计算的结果成立，能够较好地衡量农户收入差距的具体因素贡献。

6.3.1 不同流转户间的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6.3的收入回归结果，采用夏普里值分解法对不同流转类型农户收入差

距影响因素的贡献程度计算结果如表 6.5所示。

表 6.5 不同流转类型农户收入差距分解结果

自变量 转入户 小计 转出户 小计

农地流转相关变量

租用农地支出/出租农地收入 24.28%
76.28%

9.75%
27.45%农业经营总支出 32.41% 5.40%

农业经营收入 19.59% 12.30%

户主个体特征变量

户主年龄 0.87%
11.27%

4.04%
55.38%户主受教育情况 7.40% 11.66%

户主健康状况 3% 39.68%

户主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人口规模 1.46%
12.45%

5.91%
17.17%是否收到政府补助 6.72% 3.47%

打工收入总额 4.27% 7.79%
总计 100% 100% 100% 100%

由表 6.5计算结果可知，对于转入户的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中，农地流转相关

变量显著高于户主个体特征变量和户主家庭特征变量，贡献度高达 76.28%。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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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对于转入户来说，农地流转相关变量的不同是导致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后出现收

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印证了第三章收入差距的机制分析内容。其中农

业经营总支出贡献度比重在所有影响因素贡献度中位列第一，表明相比较农业经

营总支出较少的转入户，增加农业经营总支出，提高机械设备投入以及施用有机

肥改善土地质量与肥力等可有效发挥农地生产经营的规模效应，提高农户收入。

租用农地支出排第二，贡献度为 24.28%，这与第四章所描述的情况相吻合，转

入的农地来源与农地质量不同，发挥的地租理论也不同，来源于亲友的农地，地

租较少甚至为零，来源于龙头企业或者生产大户的，地租较高，同时转入质量的

不同也使得地租价格不一致，因而导致转入户流转后扩大收入差距。农业经营收

入的不同也是扩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贡献度为 19.59%，排名第三。户

主的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也是转入户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贡献度

分别为 11.27%和 12.45%，户主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职业技术的加强以及拥有一

各健康的身体可以发挥人力资本优势，提高收入水平，扩大收入差距。政府补助

和打工收入总额虽然贡献度较低，但作为农户生产生活的资金保障，缓解农户的

生计脆弱性的同时扩大了收入差距。

转出户的收入差距分解结果则与转入户的大相径庭，户主个体特征变量对转

入户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最大，贡献度小计为 55.38%，是转入户收入差距扩大的

主要原因。其中户主健康状况位列榜首，贡献度高达 39.68%，户主受教育情况

在所有变量中排第三，贡献度为 11.66%，对于转出户，身体素质越好，获取非

农收入的机会和报酬就越多，进而拉大了转出户间的收入差距。同时，与转入户

相同，户主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可扩大收入差距。农地流转相关变量的贡献度排

第二，贡献度小计为 27.45%，农业经营收入的提高，出租农地的收入可以使农

户间获得不同的农业报酬和地租收入，两者的不同使得农地流转后转出户间的收

入情况发生变化，因而成为扩大转出户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户主家庭特征

变量对转出户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为 17.17%，表明人口规模的扩大、政府补助以

及打工收入总额虽是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但作用程度较小。因此为有效缓

解转出户之间的收入差距，还需从户主个体特征变量和农地流转相关变量入手。

6.3.2 不同流转类型间的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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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6.4的收入回归结果，采用夏普里值分解法对不同收入类型农户收入差

距影响因素的贡献程度计算结果如表 6.6所示。

表 6.6 不同收入类型农户收入差距分解结果

自变量
农业经营收入为

主农户
小计

工资性收入为

主农户
小计

农地流转

相关变量

是否参与农地流转 10.65%
25.18%

0.03%
12.75%农业经营总支出 1.68% 3.01%

农业经营收入 12.85% 9.71%

户主个体

特征变量

户主年龄 4.51%
28.79%

2.79%
31.05%户主受教育情况 10.86% 22.49%

户主健康状况 13.42% 5.77%

户主家庭

特征变量

家庭人口规模 10.75%
46.03%

52.82%
56.20%是否收到政府补助 8.67% 0.79%

打工收入总额 26.61% 2.59%
总计 100% 100% 100% 100%

由表 6.6计算结果可知，对于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户主家庭特征变量

是农户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整体贡献度高达 46.03%，其中打工收入总额

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排第一，贡献度达 26.61%，表明对于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

而言，打工收入获得的报酬不同是扩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究其原因在于，相

较其他产品，农产品的价格相对稳定，在农地经营规模不变以及不受天气等外界

因素影响的情况下，非农收入是扩大该类农户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反映

出当代农户收入来源的一个特点，即随着社会的发展，甘肃省农业经营收入为主

农户的收入来源中，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渐加大，非农收入带来的保障作用不断

加强。户主个体特征变量和农地流转相关变量也是农户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贡献度分别为 28.79%和 25.18%，同转入户和转出户一致，农户收入差距的不同

均对户主受教育情况和户主健康状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地流转和农业经营收

入的贡献度为 10.65%，表明农户可通过农地流转转入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农

业经营收入，进而扩大收入差距，也可转出土地增加租金收入，获取非农收入。

其他影响因素的贡献度较低，本文对此不再进行详细分析与解释。

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农户与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相同，户主家庭特征变

量是扩大农户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贡献度高达 56.20%，其中家庭人口规模

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对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的贡献作用最大，贡献度为 52.82%，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60

家庭人口数的增加使得抚养比发生改变，人数增加的同时生活压力也变大，支出

增多，人口增加也使得农户家庭得人力资本发生改变，工资报酬发生不一致，进

而扩大农户家庭收入。户主个体特征变量得贡献度达 31.05%，其中户主受教育

情况贡献度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排第二，占比达 22.49%，受教育程度对个人工资

收入水平有直接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获得更好得工作机会和工作待遇，

随着整个社会劳动力水平得提高，劳动力市场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增加，因而受

教育程度高的农户与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户会产生收入差距。农地流转相关变量的

贡献度为 12.75%，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收入差距，但较其他因素而言，拉

动作用小，这与第四章阐述的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对农地的依赖性较低有关，同

时也与第三章收入差距机制分析相吻合，表明研究结果具有可靠性。其他影响因

素也会扩大农户间收入差距，但贡献度较小，因而本文将分析重点放在重要影响

因素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上。

6.4 本章小结

本章在建立收入决定方程的基础上，基于收入决定方程回归结果运用夏普里

值分解法分析农地流转以及相关因素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情况。并将影响因素

分为农地流转相关变量、户主个体特征变量和户主家庭特征变量三部分。对于不

同流转户的回归计算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相关变量和户主家庭特征变量可显著增

加转入户家庭人均收入。除家庭人口规模外，其他因素均显著影响转出户家庭人

均收入。对于不同收入主体农户的回归计算结果表明，除农业经营总支出外，其

他影响因素均显著影响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的家庭人均收入。户主个体特征

变量、农业经营收入、家庭人口规模、打工收入总额对以工资性收入主体农户的

收入影响最为显著。夏普里值分解结果表明，对于不同流转类型农户，农地流转

相关变量对转入户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最高，最能扩大转入户间的收入差距。户主

个体特征变量对转出户的收入差距贡献度最高。对不同收入类型农户，户主家庭

特征变量对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和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的贡献度最高，其次是

户主特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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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地流转作为一项重要的土地改革制度对盘活农村沉睡资产，优化农民收入

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

响显著。对此本文选用甘肃省作为研究对象，将农户按流转类型和收入类型进行

分类，在农地流转决策方程的基础上，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计算农地流转对不同

类型农户带来的收入效应，并利用基尼系数法和收入分位数法计算农户间的收入

差距，最后利用夏普里值分解法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度进行计算，以期为甘肃

省农户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现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建

议总结如下：

7.1 研究结论

7.1.1 甘肃省具有农地流转率低、农户工资收入占比高的特征

（1）从流转情况分析，甘肃省样本农户流转率达 17.87%，转入户 54户，

转出户 57户，转入转出农地均有农户 2户，整体流转率偏低。农地的非迁移性

与禀赋效应是阻碍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重要原因之一，农地的非迁移性增加了流

转双方的治理成本，同时禀赋效应的存在也是得农地流转的交易难以达成。（2）

从收入情况分析，农户收入由单一化发展为多元化，非农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

比重明显高于农副产品收入，同时在非农收入类型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最大，非

农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这三类收入类型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

较少。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和重要渠道。

7.1.2 基于 Logit 模型获得农地流转的正负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 Logit模型对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正负相关性进行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1）户主健康状况和农用机械总值对农地流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是否

收到政府补助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农地流转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身体健康的农

户参与农地经营的机会成本高，农户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选择外出打工。农

用机械总值反映出农户具有一定会的农地经营规模，转出农地对于农用机械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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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农户是一种内部不经济行为。政府补助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可以增加农户家庭

收入，促进农地流转。（2）户主年龄和户主健康状况对农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农业经营总支出和农副产品总值对农地转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的增

长使得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更倾向于转出农地，（3）户主

年龄、生产性固定资产与工作收入总额对农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用机械

总值和农业经营总支出对农地转出有显著负向影响。生产性固定资产多的农户会

促进农户转入农地发挥规模效应的作用，但对农地转出的作用更为显著，农副产

品总值和工资收入总额分别对转入农地和转出农地产生正向作用。

7.1.3 农地流转对不同流转类型和不同收入类型农户的增收效应不

同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不同流转类型和不同收入类型农户的收入效应

进行测算，计算数据表明：（1）对不同流转户，农地流转可增加流转户和转出

户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但却减少转入户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农地流转的收入效应

为 0.435万元，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可大幅增加家庭收入。农地流转对于转入户产

生负向收入效应作用，转入户的收入效应为-0.372万元，表明通过参与农地流转，

转入户的家庭收入有所减少。对于转出户，农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为正值，转出户

的收入效应为 0.418万元，表明农地流转可大幅增加转出户的家庭收入。（2）

对于不同收入类型农户，农地流转对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和以农业经营经营收

入为主农户均产生正向收入效应，但对后者而言，农地流转对家庭收入效应的拉

动作用更强。农地流转对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的收入效应为 0.078万元，表明

对该类农户而言，通过农地流转可小幅增加家庭收入。农地流转对以农业经营收

入为主农户的收入效应为 0.63万元，表明对于该类农户，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

明显，且增收幅度较大。

7.1.4 农地流转扩大不同流转类型和不同收入类型农户间的收入差

距

本文采用基尼系数法对农地流转前后的基尼系数进行测算，并用收入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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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算农地流转对不同收入分位点农户的影响因素，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基尼系数法测算结果表明：（1）对于流转户，流转前后基尼系数值分别为

0.344和 0.421，基尼系数差值为 0.057，表明通过参与农地流转，流转户之间的

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更为不平衡；对于转入户，流转前后基尼系数值分别为

0.401和 0.489，基尼系数差值为 0.088，流转后农户间收入差距也呈现不平衡；

对于转出户，流转前后基尼系数值分别为 0.357和 0.435，基尼系数差值为 0.078。

（2）对于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流转前后基尼系数值分别为 0.334和 0.372，

基尼系数差值为 0.038，表明该类农户通过参与农地流转拉大了收入差距；对于

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流转前后基尼系数值分别为 0.421 和 0.532，流转前

后基尼系数差值为 0.111，表明农地流转也使得该类农户的收入差距扩大。同时

观察表格可知，流转前后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的基尼系数值均大于以工资性

收入为主的农户，农地流转对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最为

明显。整体而言，农地流转均扩大了不同流转类型农户间的收入差距。

收入分位数法测算结果表明：（1）对于流转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在 Q45、

Q60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分别为 0.197 和 0.319，其他分位点上不显著，

表明参与农地流转可显著增加中等收入农户群体收入，而对于其他收入群体的作

用不明显。农地流转对低收入组的影响系数为 0.042、0.092，对高收入组的影响

系数为 0.282、0.69。（2）对于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在

Q45、Q60、Q75分位数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分别为 0.419、0.579、1.319，

其他分位点上不显著，表明参与农地流转可显著增加中等收入农户与中高等收入

群体收入，而对于其他收入群体的作用不明显。（3）对于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

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在在各分位点上均不显著，表明农地流转对以工资性收入

为主农户的作用不强，影响系数值除 Q60外均为正值，表明虽然农地流转可增

加该类农户的收入。

7.1.5 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存在差异

本文采用夏普里值分解法计算各变量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度，研究结果表

明：（1）对于不同流转类型农户，农地流转相关变量对转入户收入差距的贡献

度最高，贡献度高达 76.28%，最能扩大转入户间的收入差距。户主个体特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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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转出户的收入差距贡献度最高，贡献度小计为 55.38%，是转入户收入差距

扩大的主要原因。（2）对不同收入类型农户，户主家庭特征变量对农业经营收

入为主农户和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的贡献度最高，其次是户主特征变量。户主家

庭特征变量对两类农户的贡献度分别为 46.03%和 56.20%，其中打工收入总额是

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贡献度达 26.61%，家庭人口

规模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对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户的贡献作用最大，贡献度为

52.82%。

7.2 政策建议

7.2.1 合理划分农地，加大投资力度，助力农地流转

农地流转是促农增收的重要途径之一，根据 7.1.1中甘肃省农地流转率偏低

的现状以及 7.1.2中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结论，本文打算从两方面改善农地流转

现状。第一、合理划分农地。对农地质量进行划分，对中低农田进行改造，缩小

农地质量差异，有利于解决农地细碎化问题，便于农地流转，同时有助于流转后

的农地发挥规模效应；第二，政府加大对农地投资力度，明确农地流转奖补政策

与发放机制，在购买农业机械设备、有机肥以及农作物价格上进行补贴，降低农

地治理成本，提高农地利用率。加大政府对农户在经营规模上的补贴，对小规模

经营的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进行农机补贴，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水平，

提高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

7.2.2 拓宽销售渠道，发展数字经济，增加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

随着智能化、数字化的发展，网购的盛行使得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方式受到冲

击，根据 7.1.2和 7.1.3的研究结论提高农副产品总值是促进农地流转，增加农户

收入，缓解收入差距的途径之一，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因势利导，对农业生产

进行数字化赋能，将有效提高农产品销售收入，进而提高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

第一，利用日益增长的网民优势，发展电商平台，进行农产品直播带货，通过实

现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可以实现销售链的垂直整合，降低中间环

节，从而减少销售成本。第二，完善农村物流与交通。为农产品销售提供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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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使消费者网购农产品的时间缩短，保障农产品的品质和时效性。

第三，实现农产品与旅游业的产业链对接，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有机融合，

推动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因地制宜，发挥当地农产品特色产业，利用网络平台

进行宣传，加大产品知名度，促进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

7.2.3 提供科技引擎，减少农业经营支出，助力农业发展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关键在于农业科技水平的发展。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科技

引擎是重要手段。由 7.1.2与 7.1.5可知科技水平的提高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流转以

及增加农户收入，因此，助力农业的发展应努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可通过以下

途径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促进农地有效流转：第一，强化科技设备支撑。加强农

业新技术的推广，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使用新型的农业机械设备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增加农业设备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促进农民增收。第二，优化科技资

源配置。完善产研学一体化协同发展，鼓励高校、企业助力农村，高校与科研机

构培育适宜当地生产的农产品品种，政府与企业投入资金支持，各主体职责明晰，

分工明确，提高农业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

7.2.4 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根据 7.1.2与 7.1.5研究结论可知，提升农户受教育水平，发挥农村人力资

本优势，是促进农村发展活力的重要举措。为促进农村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应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基础教育向农村倾斜，重视农村青少年素质教育，提

高农村人口素质的关键的同时也能留住农村年轻劳动力。第二、政府对农村人口

开办职业教育学校，加强对农户的职业技能培训，并对职业技能等级进行认证，

打造农村人口提升受教育程度的“成长链”，提升农户非农就业的竞争力，缓解

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7.3 研究展望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中有关甘肃省乡村农户数据的基础上，

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但不可避免，本文在研究时仍存在一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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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基于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展开三点展望：（1）由于数据获取的能力和渠道

有限，本文研究未能把有关市场的影响因素考虑进内，同时农户之间存在异质性

也是研究农地流转遇到不可避免的问题。后续研究过程中应逐步完善有关农地流

转的影响因素，并尽力解决农户间存在的异质性问题。（2）对于样本数据的划

分应更为全面和具体，由于数据扩区的局限性，本文未能将甘肃省样本农户进行

具体划分，后续研究可按照市、县、乡或农产品主产区进行划分，更为具体的分

析农地流转以及农户间收入差距。（3）农地流转的形式多种多样，后续分析农

地流转行为时，在可获得的数据支持下，除按流转类型分类，也可按照流转形式

分类，具体分析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势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

入效应的影响及其收入差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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