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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索深入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有效途径! 最大限度满足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

革的要求! 在浙江省
6

个区县农户调查的基础上! 从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政策本身角度! 运用
7&8'.9':

满

意度评价模型! 系统分析了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制度实施的满意程度及其驱动因素% 结果表明$ 改革

过程的民主化程度! 以及改革政策实施能否推动集体经济增长! 从而给农民带来现期分红或预期收益! 对农民对

改革的满意程度产生显著的影响% 同时也发现! 不同地区和不同特征的农民对改革满意程度存在显著差别"

6＜

#0#3

&% 基于上述分析的结果! 对如何深化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才能提高农民的满意程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

议% 表
6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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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是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赋予农民更多

财产权利" 克服传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中主体虚置# 权责模糊等弊端" 激活了农村集体生产要素" 推动

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有力地解决了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 赋予农

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 收益# 有偿退出及抵押# 担保# 继承' 等权利!

$%#&

年$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

实施方案%也明确要求各地 &分类推进农村集体产权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 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

作制改革是一项赋权予民# 赋利予民的民生工程" 其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应该是看农民是否满意! 同

时" 进一步深化推进改革措施的实施" 也应该在农民充分认可的基础上进行" 因而" 深入分析农民对中

国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满意程度" 对于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其中" 集体资产作为集体产权的主要表现客体" 其股份合作制改革是集体产权股份合作

制改革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涉及到最广大农民的利益" 因此" 本研究以农村集体资产为载体探索集体产权

股份合作制过程中的农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围绕中国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问题" 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 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

果" 概括地说现有研究可以归纳为
!

个方面( 一是关于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动因分析)

'!!

*

"

研究主要集中在
(%

世纪
)%

年代至
(%

世纪末期+ 二是关于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模式路径总

结)

"!*

*

" 研究主要集中在
$'

世纪初+ 三是关于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具体操作)

+!',

*及其中存在的

问题)

##-'!

*

" 研究主要集中在近
', .

! 随着改革的深入" 学者们开始对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成果绩

效)

#"

*

# 经营管理)

#&

*

# 配套政策法规建设)

#*!#+

*

# 妇女权益)

#)

*等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然而" 通过分析不难发

现(

!

现有研究多从政府角度分析改革如何推进" 很少见从农民需求的视角分析改革如何实施!

"

现有

研究多为定性# 理论研究或经验性介绍" 很少见运用农户的一手调查数据" 从定量实证层面进行科学的

分析!

#

研究的发展趋势上" 改革成效和如何深入推进将会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 农民的满意程度

作为已有改革成效的体现" 以及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基础" 应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因此" 本研究将从

农户需求的视角" 从定量实证的层面" 运用农户调查数据" 对农民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满

意程度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为进一步深化农村资产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奠定理论基础! 具体分

析样本来自浙江省的
"

个区县" 主要原因在于浙江省在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进程覆盖面广# 实践

探索深入" 其改革经验和效果呈现在全国均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具体表现在" 自
(%

世纪
/%

年代浙江省

杭州市# 宁波市等经济较发达村社因人口流动# 集体资产货币化现象普遍开始改革的先行摸索后" 浙江

省各地均纷纷学习推广" 期间" 浙江省人民政府通过$关于全省农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意见%

$关于切实加强村经济合作社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开展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意见%

等政策文件对改革的各项事宜进行了引导支持! 通过
(%

多年的实践" 截至
(%#&

年
*

月" 浙江省已有

/#0)&1

的村社完成了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 并摸索出了 &向集体组织颁发组织证明书' &确权

到人" 颁证到户' 等可复制推广的有效实践经验!

(

农民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满意度现状分析

!"#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课题组织的
(,2&

年
*

月
'+

日至

(*

日农户调查数据!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在浙江省
''

个地级市中按经济发达# 中等发

达和欠发达分层后" 按
' " ( " '

抽取宁波市江东区# 嘉兴市嘉善县# 湖州市德清县# 丽水市云和县作为

样本点" 然后在这些区县范围内随机抽取
(

个乡镇或街道" 每个乡镇或街道随机抽取
'3(

个村社" 每个

村社中随机抽取
',3'&

个农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 共调查
((!

个农户" 剔除对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情况不太清楚的农户
'/

个" 有效样本为
(,"

个" 样本有效率
/'0")1

" 样本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

! 从样

本的统计结果上看" 此次受访对象主要以男性中老年为主" 男性占
)&0+)1

" 平均年龄为
&+0'"

周岁" 平

均受教育年限为
*0&& .

" 即小学初中水平为主" 这与当前农村农户户主的基本状况相符合" 说明本次调

金 婉等( 浙江省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农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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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此外" 通过具体调研地区的实地访谈还发现" 各地在具体改革条例# 发展方

式上因地制宜具有一定的出入! 如本次调查的宁波江东区和湖州宋石村主要借助地理优势开发商铺# 厂

房" 谋求集体经济发展收益$ 丽水云和县则借助资源优势发展水力发电站实现集体经济新发展$ 在集体

经济较为薄弱的嘉兴姚庄镇" 当地政府则通过完善股权流转机制" 借助股权抵押贷款为农民享受股改利

益创造新途径! 当地的股权设置# 分红比例则均通过当地股东代表大会商议决策" 各有特点! 总体而

言" 样本基本覆盖了浙江省各地区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和改革模式方法" 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表
!

调研农民具体分布情况

&'()* + ,-./0-(1/-23 24 .'56)-37 4'05*0.

县%区& 镇%街道&

农民数量
8

人
平均年龄

8

岁 平均受教育年限
8'

总数 男性 女性

崇头镇
!! #9 9 :;<$; :<;!

安溪镇
;+ !9 : :%<$$ 9<+%

宁波市江东区 福明街道
;% ;% % 9%<9$ $<%%

东郊街道
!; !% ; :=<;= ><:!

湖州市德清县 筏头镇
!! !# # :=<;! 9<$:

武康镇
!! !# # :?<%% $<;!

嘉兴市嘉善县 罗星街道
!= !! $ 9%<%% $<;?

姚庄镇
!: #= 9 ::<$9 $<9?

合计
!%> #$: != :$<#> 9<::

丽水市云和县

说明' 数据根据实地调研整理!

"#"

样本地区农民满意度统计分析

农民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满意程度如何" 是本研究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根据调

查统计的结果%表
!

&" 本次调查的
!%>

个农户中" 对此次改革表示很满意和满意的农民共计
#9>

个" 占

调查农户的
?%<;=@

" 其中很满意的有
=?

人" 占调查农户总数的
>?<%>@

" 满意的有
$$

人" 占调查农户

总数的
;!<;:@

" 说明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农民的认可且满意度质量高" 具有

深入推进改革的必要! 但是" 从调查的结果同时也发现" 在不同地区# 不同职业状态和不同户籍的农民

群体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满意程度存在重大差别! 在本次调查的
>

个区县中" 宁波市江东

区的农民满意度最高" 为
?9<$=@

" 嘉兴市嘉善县和湖州市德清县的农民满意度次之" 为
:;<$@

和
:%@

"

而丽水市云和县的农民满意度最低" 仅仅为
+<?=@

! 在本次调查的
!%>

个农户中" 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

有
+!=

人" 其满意度为
?=<+:@

" 高于农业就业者的
9:<;;@

" 户籍农转非的农民有
+%%

人" 其满意度为

表
"

各地区农民满意度统计

&'()* ! AB'0'A/*0-./-A ./'/-./-A. 24 .'/-.4'A/-23. 24 .'56)-37 4'05*0.

满意程度
丽水市云和县 宁波市江东区 湖州市德清县 嘉兴市嘉善县 合计

频数 占比
8@

频数 占比
8@

频数 占比
8@

频数 占比
8@

频数 占比
8@

很满意
+ +<?= >9 ?9<$= !! :%<%% != :;<$% =? >?<%>

其中' 非农就业
% %<%% ;$ %<?% !+ %<=: !: %<?9 ?; %<?:

非农户籍
% %<%% >; %<=; +; %<:= !+ %<$! $$ %<$=

满意
!9 >=<%9 : =<>; +$ ;?<9> +? ;;<;; 99 ;!<;:

其中' 非农就业
+; %<:% > %<?% 9 %<;: = %<:% ;! %<>?

非农户籍
+ %<%> > %<?% + %<%9 9 %<9$ +! %<+?

不太满意
!; >;<>% ! ;<$$ : ++<;9 : =<!9 ;: +$<+9

其中' 非农就业
; %<+; % %<%% > %<?% > %<?% ++ %<;+

非农户籍
+ %<%> ! +<%% ! %<>% > +<%% = %<!9

不满意
; :<99 % %<%% % %<%% ! ;<$% : !<>:

其中' 非农就业
+ %<;; % %<%% % %<%% ! +<%% ; %<9%

非农户籍
% %<%% % %<%% % %<%% ! +<%% ! %<>%

说明' 数据根据实地调研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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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于农业户口的
*+&#+)

" 不同地区由于其所处在的地理位置存在很大差异! 导致城市化过程

中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程度不同! 农民从集体经济发展中获得的实际收益出现重大差异! 不同地区

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认可程度出现很大差异是无可厚非的# 农民本身的职业状况$ 户籍状

况不同! 导致其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关注程度和理解程度出现重大不同! 职业状况和户籍

状况不同农民对集体产权股份制改革的满意程度出现重大差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 除了上述地

理环境原因和农民自身因素之外! 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政策的本身因素%例如改革的民主化程

度等&是否也对农民的满意程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此进行科学的分析! 是本研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

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理论分析和变量选择

从理论上说!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基础上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

世纪
$(

年代出现在中国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经营! 是中国城市化

发展过程中失地农民为了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 自发对传统集体资产产权形式的变革" 变革中农民充分

参与了集体资产管理! 看到了改革后的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美好前景! 因此! 改革获得了农民广泛的支

持"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农民自发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逐步为政府部门所接受认可! 成为地

方政府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构成部分!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也就由自发过程逐步转变

为以自发为基础的政策推进过程" 在制度变迁理论看来! 一项强制的制度变迁过程能否得到行为主体的

广泛接受! 主要取决于该项制度变迁在实施的过程中! 是否广泛发动了行为主体的参与! 以及在参与基

础上行为主体获得了更好的收益! 或者更好的预期收益'

#%!+(

(

" 因此! 中国当前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

制改革! 是否能够得到农民的广泛认同! 应该要在农民广泛的民主参与的基础上! 农民从集体资产股份

合作制改革中获得现实收益或者未来预期收益"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现实收益或预期收益!

主要体现在股份制改革赋予了农民集体资产的股份权能" 农民可以依据自己拥有的股份权能数量的多

少! 按股从集体资产增加的经营收益中获得分红! 或者预计从集体经济发展中可能获得的分红" 因此!

本研究采用农民分到的股份数量$ 股份分红占农民收入的比例以及集体经济未来发展预期等变量! 表示

农民从改革中获得的现实收益和预期收益" 在中国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实践中! 农民参与改革

的方式主要体现在被邀请参加相关的改革方案或制度讨论会! 以及各种改革方案或制度在群众中被广泛

咨询! 因此! 本研究采用农民参加相关会议情况和被咨询情况来表示改革的民主化程度"

!"$

模型选择与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为证实上述选定的变量在改革实践中对农民的满意程度是否发生了显著影响! 本研究采用计量经济

学中多元有序选择模型%即多元有序
,-./01/2

模型&来进行分析" 该方法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分析满意度

的方法" 在本研究中! 模型的具体形式如式%

#

&所示)

!

%

"!!""

&

3!

%

"4!#

!

"$

&

3

5

#

!

6

%

!

%

7

%

% 3 #

#

"

%

$

%

7

%

% 3 #

#

#

%

&

%

7

%

% 3 #

#

$

%

'

%

$ %&

#75

#

!

6

%

!

%

7

%

% 3 #

#

"

%

$

%

7

%

% 3 #

#

#

%

&

%

7

%

% 3 #

#

$

%

'

%

$ %&

" %

#

&

式%

#

&中)

(

为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满意度评价! 即) 不满意为
#

# 不太满意为
+

# 满意为

!

# 很满意为
"

"

$

%

为第
%

个样本的各项解释变量! 包括关键解释变量%

)

&和控制变量%

&

!

'

&! 其中
)

包括农民民主参与情况和农民从改革中获得的现实和预期收益类因素! 共包括农民分到的股份数量

%

)

#

&! 股份分红占农民收入的比例%

)

+

&! 集体经济未来发展预期%

)

!

&! 农民参加相关会议情况%

)

"

&和被

咨询情况%

)

8

&等
8

个变量" 如果改革方案的实施增加了农民受益或者预期收益! 并因此提高了农民对改

革的满意程度! 则
)

#

9)

!

的系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否则不显著# 如果改革的民主化程度对农民对改革

的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 则
)

"

!

)

8

的系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否则不显著"

式%

#

&中除了改革政策因素等关键解释变量以外! 还加入了
+

组控制变量! 一组是农民人口特征变

量和家庭的特征变量
&

%

! 其中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

&

#

&! 年龄%

&

+

&! 教育程度%

&

!

&! 户籍%

&

"

&! 工作

种类%

&

8

&和家庭中是否有村干部%

&

:

&等! 主要用于控制农民参与改革的机会成本和对改革的认知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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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对农民满意程度的影响! 另一组为地区虚拟变量
!

"

" 主要用于控制由于区位条件# 地方环境差异

对农民满意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有
&

个区县" 以丽水市云和县为参照" 取
'

个地区虚拟变量宁波市江东

区%

!

#

&" 湖州市德清县%

!

!

&" 嘉兴市嘉善县%

!

'

&'

!

"

和
"

"

为待估计系数' 模型中相关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见表
'

'

变量名称
(

代码 变量含义和赋值 均值 标准差 预期作用方向

关键解释变量

股份数量
#

#

实际观察值
##')*+, *- *%)!-, ,! .

分红占收入比
$

!

(/

集体福利分红占收入比" 实际观察值
%)''$ -- %)'00 ## .

集体经济发展预期
$

'

#

为不可持续发展!

!

为不清楚!

'

为可持续发展
!)$%% *+ %),%% %, .

参会情况
$

&

参会为
#

" 不参与为
% %)0'$ !0 %)&+#*$ .

被咨询情况
$

,

被咨询为
#

" 不被咨询为
% %)$&, #% %)&'0 ++ .

控制变量

性别
%

#

女为
%

! 男为
# %)+,$ +& %)',% %$ .(!

年龄
&

!

实际观察值%周岁&

,$)#&! #0 ##)0,$ +0 .(!

受教育年限
&

'

(1

实际观察值
0),&0 ,$ ')+*0 0& .(!

户籍
&

&

农业户口为
%

! 农转非为
# %)&*% !% %),%# #' .

工作种类
&

,

务农为
%

! 非农为
# %)0'! ', %)&+' ', .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

0

否为
%

! 是为
# %),#& $# %),%# %# .

宁波江东区
'

#

否为
%

! 是为
# .(!

湖州德清县
!

!

否为
%

! 是为
# .(!

嘉兴嘉善县
!

'

否为
%

! 是为
# .(!

说明( 数据根据实地调研整理" 其中 )

.

* )

!

* 分别表示自变量对应变量起正向+ 反向影响'

表
!

变量赋值! 统计描述及预期作用方向

21345 ' 61781345 95:8;8<8=; 1;9 95>?78@<8A5 ><1<8><8?>

!"!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基于上文选择的变量和模型" 运用浙江省
&

个区县
!%&

个农户的田野调查数据" 对农民集体资产股

份合作制改革满意程度的驱动因素进行模拟回归' 模拟的思路是( 首先在控制地区因素和农民个人及家

庭因素的基础上" 逐步加入改革因素变量" 即改革收入因素变量%包括股份数量# 分红占收入比例和集

体经济发展预期&和改革民主化程度变量%包括改革政策是否被咨询和是否参加了改革会议&" 其中的改

革民主化程度变量是否被咨询与是否参加了会议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 因为" 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

制改革过程中" 被咨询改革政策的农民往往也是被邀请出席参加改革会议的农民" 所以" 在进行回归分

析时两者分别进入回归方程' 回归结果见表
&

' 从表
&

可知" 在分别对
!

类变量进行回归时"

'

个模型

中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没有出现本质的变化" 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 &B%)!+0 '

' 模型对农民

满意度的差异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因此" 模型在整体上是显著的和稳健的" 模型的模拟结果是可信的'

首先" 在表
&

中集体经济预期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认为股份合作制改革后集体经济发展将

会变好的农民" 对集体资产股份制合作制改革的认可程度会更高' 原因可能是集体得到很好发展后" 农

民未来可以从增长的集体收益中获得更多的实惠' 另外" 农民的股份数量和分红占收入比例的系数为

正" 表明在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中股份数量多的农民和分红收益高的农民对改革的满意程度更高'

原因是股份数量多和分红占收入比重高的农民可能从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中获得了更多收益' 因

此" 可以断定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中" 农民的收益或者预期收益对农民对集体资产股合作份

制改革的满意程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 股份数量和分红占比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这

可能是因为调查地区在实施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中" 股份数量多数为一人一股" 由于多数地区

改革刚刚开始"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红利还没有释放" 实际有分红的地区不多" 这就导致股

份数量和分红占比
!

个变量在样本中变异不大" 因此" 在统计上表现出不显著'

其次" 模型
!

中的是否被咨询变量和模型
'

中的是否参加会议变量系数为正" 表明改革过程中被咨

询的农民和参加改革相关会议的农民对改革的满意程度较高' 这说明改革的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

#$&



第
!"

卷第
#

期

高农民对改革的认可程度!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 模型
$

中是否被咨询变量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出现这

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要求改革的村#社$在改革过程中要广泛征求农民意见" 而

改革的村#社$的普遍的做法是张榜发文进行征求意见" 因此" 表现为多数农民表面上看均被征求了意

见" 导致该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 另外" 地区虚拟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宁波江东区& 湖州德清

县& 嘉兴嘉善县等地区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满意程度均高于丽水云和县" 主要原因是这些

地方的城市化程度较高" 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好" 集体资产'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等$增值

幅度较大" 农民从中获得收益较多! 非农工作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参加非农工作越多的农民对集体资

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满意程度越高" 因为" 参加非农工作多的农民" 更需要从农村生产管理的工作中解

脱出来" 专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工作" 同时又担心农村收益的丢失" 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正

是为了满足农民的此种夙愿! 非农户籍系数为正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个原因! 性别系数为正" 年龄及受教

育年限系数为负" 表明改革中男性的满意程度比女性更高" 年轻人的满意程度比老年人高" 受教育程度

高的农民满意程度低! 可能是因为参与改革咨询等过程家庭成员多以男性为主" 男性农民对改革的了解

和认可度相应也较高" 老年人一般趋于保守现状" 对于股份合作制这种新事物的认可程度也就相应较

低" 而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 对改革收益的期望值也越高!

"

结论与启示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是新时期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农民对改革是否满意和

认可是改革能够成功的关键要素! 本研究通过对改革先行地区'浙江省$

"

个区县的调查分析发现" 在农

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过程中" 积极释放改革红利" 增加农民的股份分红收入" 或者稳妥有效地经

营集体资产" 让农民感受到集体经济发展的希望" 可以极大地提高农民对改革的满意程度( 在改革过程

中增强各项改革措施的透明度" 积极向农民宣传& 征求改革意见" 让农民通过会议等各种形式参与到改

革的进程中" 也能够极大地提高农民对改革的认同程度% 同时也发现" 不同地区由于区位条件不同" 经

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 农民对改革的满意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 职业状况& 户籍状况等个人或家庭特征

表
!

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有序
"#$%&'%(

回归

%&'() " *!(+,-./-0 1+2)( )./-1&/-+3 4).5(/. +6 6&0/+4. /+ 6&41)4.

)

.&/-.6&0/-+3. /+ 7+-3/!./+08 4)6+41 +6 454&( 0+(()0/-9) :4+:)4/;

变量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回归值
!

值 回归值
!

值 回归值
!

值

解释变量

股份数量
>?>>" ! <?!@ >?>>" $ <?!! >?>>! A <?$<

分红占收入比
<?>"$ > <?!" <?>$! > <?!< <?<"@ > <?"B

集体经济预期
<?$@< > <?$C <?!<< > <?$C <?B>> > <?@B

<?C@@ >D =?>E =?>>= >D =?>E =?!<B >D =?!"

是否被咨询
>?<>> > >?=>

是否参加会议
>?BBB >D =?><

控制变量

性别
>?<=B > >?!> >?<<C > >?=B >?>"= B >?<>

年龄
">?>>A E ">?"A ">?>>A @ ">?"A ">?><< C ">?@@

受教育年限
">?>@< E "<?=B ">?>@! ! "<?=A "F>?>BC E "<?@>

非农户籍
>?!>! > >?@@ >?=C= > >?@! >?=!@ > >?E<

非农工作
<?<EA >DD !?>@ <?<@> >DD !?>B <?<>B >D =?C=

家中有村干部
>?E@C > <?B= >?E@! > <?B> >?EE> > <?@E

宁波江东区
=?=E= >D =?B@ =?=>C >DD =?@= <?A@" >DD =?=!

湖州德清县
<?@>C >DD !?>< <?EEE >DD =?EC <?"E@ >DDD =?B>

嘉兴嘉善县
<?@>A >DD !?=> <?E@< >DD =?A< <?!=C >DDD =?E@

样本数
=>" =>" =>"

拟合优度
>?=BB " >?=BB E >?=A@ !

说明*

D

"

DD

和
DDD

分别表示在影响因素在
<G

"

EG

和
<>G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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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农民! 对改革的要求不同! 对改革的满意程度也就出现很大差异" 据此! 对如何有效推动农村集

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增强农民的认可程度有以下几点启示#

!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应以激

活农村集体资源配置! 有效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为目标! 在农村集体经济增长的基础上! 积极释放改革红

利! 在农村集体经济增长发展的同时! 增加农民的股份分红收入! 确保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集体财

产性收入增加同步推进"

"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方案的订制$ 改革措施的实施$ 改革后集体经

济组织的治理等! 应该充分发扬民主的原则! 农民是集体资产的所有者! 对于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和收

益分配有知情权" 同时! 只有让农民充分了解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实际情况! 农民才能理解改革

现实困境和美好的未来前景! 从而支持改革的深入推进"

#

改革过程中要兼顾到中国的实际国情" 中国

地域广阔! 各地区自然$ 经济$ 社会等环境状况差异大! 在不同地区实施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

革! 改革的速度$ 程度和措施等要因地制宜!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 城市周边地区$ 城中农村社

区! 由于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较多! 城市化程度较高! 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认可程度较大"

这些地区改革推进速度可以快一些! 改革程度可以高一些! 改革措施可以适当超前一些" 对于中西部地

区$ 边远农村地区! 可以待先行地区的示范效应显现! 农民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有了一定的

认知! 适时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

改革过程中要注意区分非农工作者与农村务农工作者

对改革诉求的不同! 注意区分不在农村生活居住的非农户籍者和常年在农村生活的农村户籍者对改革诉

求的不同等! 广泛征求改革过程中牵涉到的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兼顾到各种人的利益! 最大限度地

保障农民在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中的利益"

&

致谢

感谢徐秀英教授! 续竞秦副教授和朱臻副教授等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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