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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拥有的重要产权，激活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能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农业
生产的重要环节。以浙江省２个县１４０个样本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对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抵
押贷款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普遍较高，且参加社会保险、土地

经营规模大、年投资规模扩大、对政府服务评价满意、认为银行借贷容易的农户更愿意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进而从农户、政府、银行等相关主体视角，提出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能实现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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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
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这是中

央首次明确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也是不

断丰富和完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的重要体现。土地承

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不仅可以缓解农村普遍存在的抵押物少、

抵押难、贷款难等融资问题，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发

育、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各

地正在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的实践探索，２０１４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

步提出“创新农村抵（质）押担保方式，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抵押贷款试点管理办法”。近年来土地所有权、承包权、

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提出使得承包地经营权抵押权能有了

理论和实践基础，经营权抵押给金融机构或其他债权人，并不

影响承包农户和集体的土地承包关系［１］。因此研究如何进

一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机制，激活土地承包经营

权抵押权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抵押贷款涉及土地产权和土地金融，一直受到较多的研究

关注。不少学者认为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不完整，

抵押权能的设置是必要的，在法律上应该得到允许［２－７］；土地

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现实需求是普遍的，杨学成等调查发

现３０．８％的农户希望拥有农地抵押权利［８］。还有研究从农

户意愿角度分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需求影响因素［９－１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对各地农户差异化需求及影响因素等进行
计量分析，实证分析发现户主文化程度、资金是否短缺等对抵

押贷款意愿有正向影响，选择正规金融贷款对抵押贷款意愿

有负向影响［１１－１４］。可见已有的研究为分析土地承包经营权

抵押贷款意愿及实现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土地承包经营

权抵押担保的意愿结合金融机构和政府层面支持抵押贷款服

务因素的研究较少，实际上金融机构和政府是承包经营权抵

押权能实现的相关主体，不可或缺。本研究以浙江省为例，通

过对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实地调研，从农户视角入手，纳入政

府服务满意度和银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便利程度，探

讨影响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主要因素，以期从抵押权

能的利益相关主体即贷款需求方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的供给

方金融机构和承担服务管理职能的政府角度，提出促进土地

承包经营权抵押权能实现的措施建议。

１　数据来源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在课题组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５

月对浙江省２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试点县（海盐县、长兴
县）的实地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基本信息、农

业生产经营状况、借贷款信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现状及意愿等。共计发放１４５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１４０份，
其中海盐县５０份，长兴县９０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９６．６％。
１．２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在参考已有研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户主特征变量、

家庭特征变量、农户经营特征变量、农户行为特征变量、农户

对银行、政府外部条件评价变量等５个方面进行分析。
１．２．１　户主特征变量　一般理论认为男性户主往往具有更
强的“改变”与“尝试”精神，而女性户主更多偏向稳定，因此

男性比女性更愿意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年龄偏大

的农户由于对国家出台的新政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较慢，且

对土地有着天然的情感，因此年龄越大越不愿意进行农地承

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农户社会经历包括打工、上班、经商、创

业、担任村干部等非农就业领域，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户对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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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融资的理解、接受程度及对农业经营的观念、方式等可能都

与无非农就业经历农户有明显的区别，所以是否有非农从业

经历与农户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正相关。

１．２．２　家庭特征变量　除了人口和劳动力等因素外，本研究
重点考察农户的社会保障因素。参加社保的农户由于已经取

得了基本的社会保障，风险承受能力要强于没有参加社会保

险的农户，风险偏好也要高于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户，因此

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能性就更大。

１．２．３　农户经营特征变量　农户经营土地的面积越大，需要
的资金量也越大，农户的贷款需求增强，从而对土地承包经营

权抵押贷款的意愿也会变得强烈。同时如果用于农业生产的

年投资规模增加，则需要更多额外资金来支撑，进而农户土地

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也会增加。

１．２．４　农户行为特征变量　一般而言，有过信贷经历的农户
对整个贷款的流程已经有所认知，在办理过程中可以更加便

捷快速，可以降低贷款成本。此外，有过信贷经历的农户对自

己的还款能力也较明晰，相对于没有信贷经历的农户，在对贷

款的接受程度上会更强一些［１５］。农户参加过农业技能类培

训，对农业技术、农业政策等更了解，获取农业方面信息的渠

道更多，对于农地经营权抵押更易接受，抵押的意愿也会

更强。

１．２．５　农户对外部条件评价变量　农户认为向银行借贷较
方便容易，包括办理手续上的便利、借贷成本较低等，那么其

向银行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可能会更强烈。

农户对政府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相关服务满意度的评价

是依据政府的确权办证工作、价值评估服务及相关政策扶持

力度进行综合评定，良好的行政服务会较高地提升农户办理

贷款的整体效率，从而赢得农户的心理认同和政策信任，进而

提高农户的抵押意愿。

综上分析，建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对影响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
抵押贷款意愿的各项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表１）。其表达形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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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ｉ表示第ｉ个样本农户愿意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贷款的概率；α表示回归截距；βｉｊ表示第 ｉ个样本农户的第 ｊ
种影响因素所对应的回归系数；Ｘｉｊ表示第ｉ个样本农户的第ｊ
种影响因素；μ表示随机误差项。

表１　变量定义及赋值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预测方向

因变量 是否有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 有意愿＝１；没有意愿＝０
自变量 性别（Ｘ１） 男＝１；女＝０ ＋／－

年龄（Ｘ２） ＜４０岁＝１；４０～５９岁＝２；≥６０岁＝３ －
是否有非农就业经历（Ｘ３） 有＝１；无＝０ ＋
劳动力占人口比（Ｘ４） ＜０．３＝１；０．３～＜０．５＝２；０．５～＜０．７＝３；≥０．

７＝４ －
是否参加社会保险（Ｘ５） 有＝１；无＝０ ＋
经营土地面积（Ｘ６） 连续变量 ＋
年投资规模变化（Ｘ７） 扩大＝１；稳定＝２；缩小＝３ ＋／－
信贷经历（Ｘ８） 有＝１；无＝０ ＋／－
是否有农业技能类培训（Ｘ９） 是＝１；否＝０ ＋
向银行借贷的难易程度（Ｘ１０） 困难＝１；一般＝２；容易＝３ ＋
对政府服务措施满意度（Ｘ１１） 不满意＝１；一般＝２；满意＝３ ＋

　　注：“＋”表示预期变量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影响方向为正；则“－”表示影响方向为负；“＋／－”表示无法预期方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
受访的农户中有６９．２９％（９７户）的农户愿意通过农地

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进行融资，２０．７１％（２９户）的农户不愿
意通过此方式进行融资，另有１０％（１４户）的农户保持中立
的态度（表２）。由表２可知，受各种因素影响农户对农地承
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较高。基于是否愿意进行农地承包

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样本比例，比较分析影响农户意愿的因素，

须要说明的是，在统计分析过程中有１４户态度中立的农户既
不计入有意愿，也不计入没有意愿的农户中（表３）。
２．１．１　户主基本特征　男性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
要高于女性，在愿意抵押的 ９７户样本中，男性占比为
９２．８％，女性只占７．２％。从年龄来看，４０～５９岁的农户户主
更愿意进行抵押融资，同时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户参与农地

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更加强烈。

２．１．２　家庭特征　农业劳动力占家庭总人口比重大于０．５
的农户比比重在０．５以下的农户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

表２　样本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数据统计

态度 特征
频数

（户）

百分比

（％）

有意愿 非常愿意 ３４ ２４．２９
愿意 ６３ ４５．００
合计 ９７ ６９．２９

中立　 无所谓 １４ １０．００
无意愿 不太愿意 ２３ １６．４３

不愿意 ６ ４．２９
合计 ２９ ２０．７１

款的意愿更高。参与社会保险的农户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抵

押贷款的意愿比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户高。在调查的样本

中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户愿意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

达８７户，占有意愿户数的８９．７％，可见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户
相较没有参加的农户，对抵押贷款等具有一定风险的经济活

动具有更高的接受能力。

２．１．３　农业经营特征　农户经营土地规模越大越倾向于参
与抵押贷款，同时年投资规模扩大，农户需要的流动资金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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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影响因素统计分析

影响因素 分类
样本数

（户）

占样本总数比例

（％）
有抵押意愿

（户）

占有抵押意愿样

本数比例（％）
无抵押意愿

（户）

占无抵押意愿样

本数比例（％）

性别 男 １２３ ８７．９ ９０ ９２．８ ２１ ７２．４
女 １７ １２．１ ７ ７．２ ８ ２７．６

年龄 ＜４０ １７ １２．１ １２ １２．４ ３ １０．３
４０～５９ １０４ ７４．３ ７４ ７６．３ １９ ６５．５
≥６０ １９ １３．６ １１ １１．３ ７ ２４．１

是否有非农就业经历 有 ９９ ７０．７ ７０ ７２．２ ２０ ６９．０
无 ４１ ２９．３ ２７ ２７．８ ９ ３１．０

农户家庭劳动力占人口比例 ＜０．３ ６ ４．３ １ １．０ ４ １３．８
０．３～＜０．５ ２３ １６．４ １４ １４．４ ７ ２４．１
０．５～＜０．７ ７６ ５４．３ ６０ ６１．９ １０ ３４．５
≥０．７ ３５ ２５．０ ２２ ２２．７ ８ ２７．６

是否参加社会保险 是 １１６ ８２．７ ８７ ８９．７ １７ ５８．６
否 ２４ １７．１ １０ １０．３ １２ ４１．４

经营土地面积 ０～０．６６ｈｍ２ ５６ ４０．０ ２８ ２８．９ ２１ ７２．４
≥０．６７ｈｍ２ ８４ ６０．０ ６９ ７１．１ ８ ２７．６

年投资规模变化情况 扩大 ５１ ３６．４ ４８ ４９．５ ０ ０
稳定 ７９ ５６．４ ４２ ４３．３ ２７ ９３．１
缩小 １０ ７．１ ７ ７．２ ２ ６．９

信贷经历 有 ６６ ４７．１ ６５ ６７．０ ３ １０．３
无 ７４ ５２．９ ３２ ３３．０ ２６ ８９．７

是否有农业技能类培训 是 ８１ ５７．８ ６５ ６７．０ ９ ３１．０
否 ５９ ４２．１ ３２ ３３．０ ２０ ６９．０

向银行借贷的难易程度 困难 ５１ ３６．４ ２８ ２８．９ ２０ ６９．０
一般 ３２ ２２．９ ２０ ２０．６ ５ １７．２
容易 ５７ ４０．７ ４９ ５０．５ ４ １３．８

对政府服务措施满意度 不满意 ４４ ３１．４ １８ １８．６ ２３ ７９．３
一般 ３０ ２１．４ １８ １８．６ ４ １３．８
满意 ６６ ４７．１ ６１ ６２．８ ２ ６．９

越大，对资金的需求会更加迫切，在投资经营规模扩大的５１
户农户中，有９４．１％的农户愿意抵押贷款。
２．１．４　农户的行为特征　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是正规
贷款，有信贷经历的农户更加了解银行贷款的流程和自身的

还款能力，因此比没有信贷经历的农户更愿意进行农地承包

经营权抵押贷款融资。参加过农业技术类培训的农户比没有

参加的农户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高，在有意

愿的９７户农户中，有过农业类培训的占比为６７．０％，没有经
过农业培训的仅占３３．０％。
２．１．５　银行、政府等外部条件特征　银行和政府服务满意度
与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成正比。在认为向银行借贷

较容易的农户中，有４９户有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
占有意愿农户数的 ５０．５％；而对银行借贷难易程度评价为
“困难”的农户中，有２０户没有抵押贷款意愿，占没有意愿农
户数的６９．０％。对政府服务措施满意度变量中，选择“满意”
的共６６户，其中有抵押意愿的为６１户；选择“不满意”“一
般”的农户有７４户，其中有抵押意愿的有３６户。
２．２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因素

通过Ｓｔａｔａ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得出对数似然值为－１９．１１８，其对数似然值卡方检验值为
９７．７１０，伪Ｒ２值为０．７１９，证明整个模型拟合效果良好有效
（表４）。

２．２．１　从户主基本特征来看　性别对农户意愿没有显著影
响，可能是因为男性受访对象占到样本总数的８７．９％，女性
样本数量偏少导致差异不明显。农户年龄也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由于收入水平、价值观念和家庭结构

等因素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向地影响农户的抵押意愿，结合这

些因素发现，各年龄段都有愿意和不愿意的样本分布，因此导

致变量对模型影响复杂。同时参考调查数据发现，３个年龄
段的抵押意愿率分别为７０．６％、７１．２％、５７．９％，实际数据也
显示各年龄段之间没有悬殊的差距。另外，是否有非农就业

经历对农户抵押贷款意愿影响也并不显著。

２．２．２　从家庭特征来看　参加社会保险对农户意愿产生了
显著的正向影响，现阶段农地作为农民生活和养老保障的基

本功能没有改变，拥有基本社会保障的农户对农地的依赖性

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从而其风险偏好也要高于没有参与

社会保险的农户。家庭劳动力占比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

押贷款意愿则无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家庭劳动力占比是

从农户家庭供养情况上考虑的，劳动力占比高，家庭供养负担

轻，还贷能力相对要高，其对应的风险承受能力就越强；而家

庭劳动力占比低的农户则会基于生活消费和追求发展的双重

驱动产生一定的融资需求，间接说明无论劳动力占比大小，农

户都有抵押贷款意愿。

２．２．３　从农业经营特征来看　经营土地面积对农户意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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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估计结果

项目 解释变量 风险比 标准误 Ｚ值 Ｐ值
户主特征变量 性别 ４．９０３ ７．０７０ １．１０ ０．２７０

年龄 ０．３９６ ０．３７６ －０．９７ ０．３３０
是否有非农就业经历 ０．４６３ ０．６０５ －０．５９ ０．５５５

家庭特征变量 劳动力占比 ２．４４０ １．８７１ １．１６ ０．２４５
是否参加社会保险 ５１．８７３ ９１．４２０ ２．２４ ０．０２５

农户经营特征变量 经营土地面积 １．０２５ ０．０１５ １．６７ ０．０９５

年投资规模是否变动 ０．１５３ ０．１６３ －１．７６ ０．０７８

农户行为特征变量 是否有信贷经历 ３．４２２ ２．５０９ １．６８ ０．０９３

是否有农业技能类培训 ０．７９１ ０．９１０ －０．２０ ０．８３８
外部条件变量 向银行借贷的难易程度：２＝一般 ０．９３１ １．２６３ －０．０５ ０．９５８

３＝容易 ２６．４４９ ３６．９５４ ２．３４ ０．０１９

对政府服务措施满意度：２＝一般 １５２．２７７ ３０１．５４０ ２．５４ ０．０１１

３＝满意 ２２２．０２７ ３８０．３４６ ３．１５ ０．００２

常数项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５ －１．１２４ ０．２６１
对数似然值 －１９．１１８
卡方检验值 ９７．７１０
拟合优度 ０．７１９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对资金的需

求就越多；同时由于经营土地量多，农户在办理土地承包经营

权抵押贷款业务时的成本相应降低，贷款效率更高。且得益

于规模经营，农户的预期收入普遍高于普通的小农户，拥有较

乐观的还贷能力，因此，规模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

意愿高于小农户。年投资规模变动对农户意愿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随着年投资规模的扩大，农户对资金的需求会增多，

产生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融资的意愿也会增强。

２．２．４　从农户行为特征来看　信贷经历对农户意愿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说明有正规信贷经历的农户传递和获取信息的

效率较高，对交易成本有较合理的分析和判断，利于形成正确

的预期。而农业技能类培训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意愿无显著影响。

２．２．５　从银行、政府等外部条件特征来看　认为银行借贷容
易的农户抵押意愿更强，相比认为“困难”的农户，其抵押意

愿要高２６．４４９倍，合理的借贷条件、便捷的借贷程序有利于
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政府服务

满意度对农户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对政府服务措

施的满意度间接体现了农户对政府推行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贷款的认可程度，从农户心理上讲，政府相关基础服务工作越

完善，农户对于选择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安心度越高，抵押

意愿也会增强。

３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浙江省农户调查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影响农

户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发现因素，是否参与社会

保险、土地经营面积、年投资规模变化、政府服务满意度以及

银行借贷难易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

愿有显著影响，进而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能的实现。

根据分析结果，为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的实现，提出以

下政策建议：一是深入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颁证，特别

是土地流转经营权证的认定和登记工作，以方便农户特别是

规模农户可以通过出具政府颁布的经营权抵押证书，减少银

行查验等成本。二是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价值评定提供合理的市场价格参考，也

可以在违约时较快地处置经营权。三是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权

政府担保基金，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提供一定的担保，增强

银行贷款的动力。四是鼓励金融机构简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抵

押贷款程序和创新相关信贷产品，进一步降低获贷的准入门

槛。对规模经营的农业大户可以使用土地流转经营权证直接

抵押担保办理。五是进一步推进土地流转服务，推动农户向规

模经营主体转型。进一步鼓励提高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规模

化流转，既有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的实现，也有利于农

业持续有效投资，最终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创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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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疆５市３６５位消费者的调查

李　晨，李　红
（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新疆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５２）

　　摘要：基于新疆乌鲁木齐市、昌吉市、石河子市、奎屯市和克拉玛依市３６５位消费者的调查数据，探讨消费者对鸡
蛋质量安全追溯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多数消费者对鸡蛋认证追溯都缺乏基本的认知与了解。受教育程度、家

庭人口规模、鸡蛋消费支出、家里是否有６０岁以上老人、对鸡蛋品牌和安全的心理感知、家庭主要购买者以及农超市
场购买鸡蛋频次等因素是影响消费者的鸡蛋质量安全追溯意愿的重要因素，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追溯意愿偏好选

择的基本因素，它传递着消费者对鸡蛋质量安全追溯的认知水平、经验判断、安全消费感知及诉求层面，从而映射到消

费者的购买和追溯意愿，食品质量安全外部环境影响消费者对鸡蛋质量安全追溯的感知和追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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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虽然政府部门不断加大
监管力度，但食品安全事件仍不断刺激着人们敏感而脆弱的

神经，如何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有更大的突破创新，一直是各

方探究的课题。食品可追溯体系近些年被寄予厚望，它被认

为是能从根源上预防食品安全风险的主要监督工具之一。消

费者利用可追溯体系可及时获得所购买食品的相关信息，对

于问题食品也可以及时溯源，消费者对于食品的可追溯意愿，

将直接影响可追溯体系的建立和有效运行。关于可追溯食品

的研究国外学者起步较早，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１）消费
者对可追溯体系尤其是相关技术方面兴趣不高［１］；（２）消费
者在购买食物时更愿意选择那些带有某种承诺标签的，而不

愿意在购物后再通过电话或网络来查看所购买食品的信

息［２］。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仍有一定成果。周应恒等

通过在上海市发放４４４份调查问卷对消费者购买可追溯牛肉
的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消费者对信息可追溯性的认知、可

追溯信息的信任程度、消费者性别、婚姻状况、家庭规模、职业

以及年龄是显著影响消费者对于可追溯牛肉购买意愿的主要

因素［３］；赵荣等通过对北京市、陕西省咸阳市２个城市的消费
者对可追溯性食品的认知水平和购买意愿调查，并利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得出，消费者对可追溯性食品的购买意
愿主要受可追溯食品安全性和重要性的影响［４］；马小辉在探

讨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的购买意愿时主要通过对消费者的态

度、主观规范、风险认知等方面展开研究。通过扩展计划行为

理论回归分析发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消

费者安全食品购买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影响［５］。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渐增加，人们的饮食需求逐

渐改变，对食物质量和营养成分的要求不断提高，蛋类作为高

营养、高质量且易被获取的食品被广大居民所青睐。然而近

年来鸡蛋质量安全事件频发，如 ２００６年席卷全国的“禽流
感”、２００９年的“血鸡蛋”、２０１０年美国暴发的“鸡蛋沙门氏
菌”以及２０１２年的“树脂鸡蛋”等，使消费者对鸡蛋质量安全
产生了担忧，极大地影响了消费者对于购买鸡蛋的信心，不过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消费者对于更安全的可追溯鸡蛋投入了

更多关注。目前，国内学者陆昌华等对于可追溯鸡蛋的研究

更多偏向于如何构建鸡蛋的可追溯体系等技术类问题［６－７］。

近年来，随着新疆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居

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对食品质量安全的需求越发明显，

一些学者对新疆食品质量安全追溯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

—７８２—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４６卷第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