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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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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是以明晰产权% 保障组织成员权益为目的改革! 但分散的股东权利从某

种程度上是一种低效率的公平制度! 且封闭的经营管理方式不利于盘活集体经济! 有必要积极探索流转权能的实

现路径& 利用浙江省
6

个县"区'

-5

个村社
#-#

位组织成员的调研数据和
7*8+9

模型! 从独特的微观视角对组织成员

参与股权流转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户主受教育年限和户主持有股份的数量在
5:

的水

平上对 (组织成员是否愿意参与股权流转)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户主受教育增加
-

;

! 组织成员愿意参与股权流转的概率将提高
-6.6<:

! 组织成员股数所持股数增加
-

股! 愿意参与流转的概率将提

高
<.&<:

* 户主是否担任过干部"或经济组织领导'和组织成员对股权完整性的认知
&

个因素在
-:

的水平上对 (组

织成员是否愿意参与股权流转)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户主担任过村干部的组织成员

参与流转的概率是未担任干部的
0.<0

倍! 对产权完整性有认知的成员参与流转概率是无认知的
$."$

倍& 建议$

!

细化股权设置标准! 增加组织成员的股权数量*

"

普及股份权能及实现路径方面的知识! 提高组织成员的权益保

护意识*

#

因地制宜% 分步推进股权流转& 表
"

参
&0

关键词! 林业经济学* 股权流转* 浙江省* 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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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因被征地所得征地款等迅速壮大$

7

%

& 资产增值的收

入索取成为广大成员最为关心的问题$

!

%

& 但集体产权制度存在着传统共有产权的归属不清' 权责不明'

保护不利等弊端& 常使集体经济出现资金流失' 监督无力' 管理困难等问题$

E"O

%

& 集体经济受到巨大的

冲击的同时侵害了农民合法权益( 自
!"

世纪
G"

年代开始& 浙江省以行政村为单位& 遵循股份合作制的

原则& 按照 )清产核资& 摸清家底& 量化资产& 设置股份& 配置股权& 发放权证* 的步骤& 开展了农村

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探索( 这场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明晰农村集体经济产权& 解决权能完整问题&

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集体经济的占有权+ 收益权' 继承权' 抵押权' 担保权' 转让和有偿退出

权等
P

项权益$

P

%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

场& 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 公正' 规范运行*, 近年来& 学术界围绕股权流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是否应当流转' 流转范围和流转行为描述等领域, 目前学者一致认为应当探索股权流转& 认为只有集体

经济股权能够流转& 才能体现农民所持集体资产股权的价值& 也才能显现它们作为生产要素的潜在市场

价值$

%@$

%

, 股权流转的不规范将导致国家土地税费流失' 集体和个人利益受损及相关法律纠纷和社会公平

隐患' 社外资金进社后控股集体经济等问题$

Q"G

%

& 加之组织成员也没有将股权对外流转的意愿$

7"

%

& 现阶

段应只允许在成员内部转让& 将来股权流转制度健全' 股权交易平台完善&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再试行

股权对外开放流转 $

Q

%

, 股份合作社股权流动的封闭性尽管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 却也是低效率的表

现 $

77

%

& 村民个人持股& 既是小额的又是分散的& 削弱了股东代表大会对董事会的决策的审议' 批复功

能, 另外& 股东成员按一定比例选举出的股东代表仍是小股东& 往往不能真正代表全部股东利益& 这是

导致董事会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7!

%

, 实践中& 股份权能不完备& 不少地方股权缺少健全的流转机制& 导

致股东退出机制缺位' 股权难以实现完整的财产价值$

7E

%

& 股权流转面临着 )二难* 困境- 若集体经济组

织经营不善& 分红较少& 则其股权将因价值偏低而难以流转. 若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较好& 收益稳定& 则

股权也因分红较高而难以流转$

7%

%

, 总之& 在现有文献中& 尤其少有从微观角度分析农村集体经济股份权

能实现的研究& 在组织成员微观个体方面研究农村集体经济股权流转的影响研究更显不足, 组织成员作

为所持股份的权利主体& 其参与股权流转的意愿直接决定流转行为& 故研究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

及其影响因素&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基于
!"7O

年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

究* 项目组调研数据& 运用
R.32*

模型实证分析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7

研究点和数据来源

*+*

研究点概况

为研究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以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 宁波市江东

区+ 嘉兴市嘉善县+ 湖州市德清县为案例点& 云和县+ 江东区+ 嘉善县+ 德清县分别是浙江省纯农区+

中心城区+ 近郊区+ 远郊区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先行地区& 经济水平+ 改革开始及完成时间都有差异

性& 且在权能实现的路径设计也各异& 故
%

个样本县"区#有一定代表性, 目前& 各股份经济合作社出于

7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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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内资金不被外界资金冲击和内部成员套现等资金安全因素考虑! 多限制在本社区范围内流转且不得退

股提现" 而组织成员实践方面! 股权流转并不活跃! 股权内部交易迟滞!

"

个样本县市只有改革时间最

久的江东区发生股权流转! 其他
!

个地区仍处于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的探索# 初步构建阶段" 据江东区统

计! 截至
#$%"

年
%$

月! 开展股份合作制改革已达
%$ &

! 流转股权共计
'#(#

万股! 只占总量的
!(#)

!

其中大部分是在改革之初股东因怀疑股权的价格而折价转让的$

%"

%

" 不同村社的股权流转通道完备程度各

异! 样本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权实现条件及全股分红&所有股份的种类和数量的之和'情况如表
%

"

表
!

样本村社流转权实现条件及经济分红情况

*&+,- % ./01232/0 /4 56/5-637 82689,&32/0 6-&,2:&32/0 &01 3;- <239&32/0 /4 -8/0/=28 12>21-01<

县&区' 镇&街道' 村社 转让情况 退出情况 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

万元 成员全股分红
?

元

云和县

安溪镇
下武村 内部转让 不可退股提现

@($$ $

下村村 不可转让 不可退股提现
%$($$ $

崇头镇
黄家畲村 不可转让 无偿退出

#A$($$ $

三望栏村 不可转让 不可退股提现
$ $

江东区
福明街道

明一社区 内部转让 不可退股提现
" "B#($$ @$ $$$($$

松下社区 内部转让 不可退股提现
! $$$($$ B$ $$$($$

东郊街道 徐家社区 内部转让 不可退股提现
% @$C($$ !B $$$($$

嘉善县

罗星街道
李家社区 内部转让 可退股提现

@$$($$ ! "$$($$

魏南社区 不可转让 不可退股提现
"!#($$ "$$($$

姚庄镇
展幸村 不可转让 不可退股提现

#!A($$ $

姚庄村 不可转让 不可退股提现
!!@($$ $

武康镇
宋石村 不可转让 不可退股提现

%%@('% B$$($$

宋村村 内部转让 不可退股提现
%$#(@B $

德清县
筏头镇

庙前村 内部转让 不可退股提现
$ $

大造坞村 股权满
! &

后可内部转让 不可退股提现
%BA($$ $

说明(

%(

李家社区的可退股提现的对象及标准为居家外迁县外的家庭户可退股! 退出补偿金额以
#$%#

年股份合作制改革清

产核资确认的股本金为准)

#(

黄家畲村股份合作社
#$%"

年虽未分红! 但每位组织成员获得
# $$$($$

元的福利分配
D

!(

数据根据调查整理"

!"#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C

年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研究+ 项目组对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 宁波市江

东区# 嘉兴市嘉善县# 湖州市德清县等
"

个县&区'的调

查" 调查采用组织成员问卷调查# 专家访谈# 关键信息

访谈等方法" 在
"

个样本市! 通过典型抽样选择
"

个样

本县&市'! 再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选取
#

个乡&镇'!

%

个乡&镇'随机抽取股份合作社
#

个!

%

个股份合作社随

机选择
%CE#$

户参加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组

织成员进行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

份! 得

到有效问卷
#%#

份! 有效率达
'C($A)

&表
#

'"

#

研究假说

根据实地调查! 将可能的影响因素分为组织成员特

征和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特征
#

类! 并提出以下假说"

#"!

组织成员特征

#(%(%

户主年龄对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的影响方

向不明确 一方面! 年轻的组织成员对新鲜事物的接

受能力强且敢于尝试新事物 $

%C

%

! 可能愿意参与股权流

县&区' 镇&街道' 村社 组织成员
?

户 成员比例
?)

云和县

安溪镇
下武村

%! B(%!

下村村
## %$(!@

崇头镇
黄家畲村

%C A($@

三望栏
%C A($@

江东区
福明街道

明一社区
%" B(B$

松下社区
%B A(CC

东郊街道 徐家社区
## %$(!@

嘉善县

罗星街道
李家社区

%" B(B$

魏南社区
%# C(BB

姚庄镇
展幸村

' "(#C

姚庄村
%B A(CC

德清县

武康镇
宋石村

%% C(%'

宋村村
%% C(%'

筏头镇
庙前村

' "(#C

大造坞
%! B(%!

合计
#%# %$$

说明( 数据根据调查整理"

表
#

调查样本分布情况

*&+,- # F96>-7 <&=5,- 12<362+932/0

张晓敏等(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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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另一方面" 年长者可能更看中股权流转时的交易价值" 对股份权能的收益权不抱长远受益的希望"

故倾向于将以股权流转换取当下的经济利益# 受访者若满足 $教育程度越高% 担任村干部或领导% 是党

员& 中的任一项" 更擅长利用新政策新规定减小利益损失风险来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

(

" 故假设对组织

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有正向影响作用)

!(#(!

户主持股数量对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有正向影响 理性经济人在面对利益选择时" 总倾向

于增加可收益项目而减少亏损项目* 与交易价值相比" 当持有股权收益更多时" 成员会转入更多股权增

加收益" 反之会尽快转出股权以换取交易收益* 另外" 组织成员更总是持谨慎态度" 当组织成员拥有较

多股权时" 能够选择处置股权数量的范围更大" 即使发生转出行为也不至于使成员失去全部股权* 组织

成员的收益与所持股份的数量有关" 所持股份越多" 收益或亏损的幅度越大" 越刺激组织成员参与股权

流转*

!(#()

组织成员家庭特征方面的影响 人均土地面积+ 人均宅基地面积反映了组织成员自身拥有的资产

和收益来源" 是既定的% 稳定的权益! 劳动力比例反应了当下家庭收入的能力# 它们对变化的利益所产

生的影响大小和方向未知#

!(#(%

产权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对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有正向影响 根据产权经济学理论" 产权完

整性和稳定性主要指产权所包含权利束的数量及每项权利的完整程度和稳定程度# 产权不完整会使权利

主体的收益随之减少" 间接降低产权对投资的激励# 相反" 赋予完整和自由行使的权利可通过增加资源

可获取的收入而激励投资'

#$

(

# 产权的稳定性可通过确保稳定的投资收益% 赋予事物可抵押性从而提高信

贷可获性以及允许通过交易的方式获取收益
)

种途径激励投资'

#*!!&

(

" 完整% 稳定的权利更能激励权利主

体的投资'

!#!!)

(

# 根据以上分析" 股权,即股份产权-的特征应包含股份产权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股权越完

整% 越稳定就越能激励组织成员对股权的投资" 而对于农村集体经组织成员的 $投资& 表现即通过流转

等方式增加所持股份* 本研究中关注的产权认知包括产权完整性认知和产权稳定性认知* 由于认知是行

为主体作出判断和行为的前提" 基于组织成员是理性经济人的角度" 组织成员在既定的认知和环境下总

是会做出最有益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选择* 一方面" 从产权的角度" 组织成员作为股权的权利主体" 有

权对其持有的集体资产股份进行流转" 且有权自由选择流转数量和流转方向" 即认同流转行为的存在可

能* 另一方面"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 组织成员在改革先并不拥有对集体经济的股权" 改革是将集体经

济收益按份分给组织成员来增加组织成员的财产性收入" 故组织成员在发生股权流转甚至股权退出行为

时" 只影响其收益而不存在风险* 组织成员会在比较流转前后的机会成本% 收益之后作出对股权的处

置" 若产权越稳定" 交易后的期望变动值越小" 当预期集体经济组织股份的长久收益大于流转时交易价

格和交易成本" 则组织成员会选择继续持有股权或转入更多的股权加大收益" 反之" 会选择流转出股权

来获得交易价格* 故作出假设. 当组织成员对股权的稳定性和完整性有认知时" 便会结合自身利益对股

权作出合理处置" 即更有利于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

!"!

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特征

经济组织是否对组织成员分红和经济组织的流转条件成熟程度对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有正向

影响* 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特征是组织成员处置股权的根据和基础" 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分红说明了经济组

织的经营情况" 也是改革成果的直接反映" 对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能起到有最直接的激励作用" 另一

方面说明了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实力" 能促进股权流转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流转条件越成熟的经济组

织" 流转就越便捷" 且条件越成熟越表现出地方政策对股权流转行为的支持和对股权主体的尊重" 这对

组织成员参与流转的意愿有重大的影响*

)

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的统计描述性分析

#"$

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的描述性分析

本次调研主要是了解组织成员特征+ 经济组织自身特征及股权流转意愿* 组织成员特征主要包括组

织成员的户主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及产权认知方面* 认知方面包括对产权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的认知" 产

权的完整性认知所对应的调查问题是多项选择题 /您认为您家所持有的集体资产产权应享有哪些权

利0&" 若组织成员将产权应包括的占有权+ 收益权+ 继承权+ 抵押权+ 担保权+ 转让和有偿退出权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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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能都选出来! 则判定该组织成员对产权的完整性有认知! 否则认为该组织成员对产权的完整性没有

认知" 产权的稳定性认知所对应的调查问题是 #是否同意集体资产产权确定后不再调整$! 若组织成员

的回答是 #同意不再调整$! 则判定该成员对产权的稳定性有认知! 否则认为无认知% 经济组织自身特

征包括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对组织成员分红&或有福利分配'&下文简称 #分红$ '及经济组织流转条件成熟

程度% 在流转意愿方面! 基于组织成员是理性经济人! 在告知组织成员如果股权可以自由转让的前提下

进行组织成员流转意愿调查%

!$%$%

组织成员特征 据调查! 组织成员户主的平均年龄为
&'$%&

岁! 户主为男性偏多! 户主平均教育

年限
($%( )

! 户主中
!&$**+

担当过村干部&或经济组织领导'&下文简称 #干部$ '! 表示各个户主之间自

身特征存在差异% 各村社股份分配方式差异不同! 云和( 嘉善( 德清的村社股权配置较粗犷) 在规定统

计时间前出生的成员! 都享有人口股
%

股! 设置农龄股的村社再分配农龄股
%

股! 成员之间差异极小*

而宁波地区的村社股权配置较细致! 以明一股份经济合作社为例) 人口股全额享受
#'#$,,

股! 农龄股

按照本社社员在本社工作的年限进行计算! 农龄最高为
%-$.& )

! 以
"%/,,

股+
)

!%计算最高为
'%,$,,

股!

故组织成员最高可持股
% ,-#$,,

股% 成员户主所持平均股数
!%($&#

股! 标准差为
&'"$"&

! 说明户主所

持股数相差很大% 家庭特征方面! 人均土地面积为
,$#-, 01

#

&包括人均农地面积
,$,!, 01

#

! 人均林地面

积
,$#(, 01

#

'与浙江省人耕地面积&

,$,!. 01

#

'和人均林地面积&

,$%-% 01

#

'相近* 人均住宅面积为
&%$.(

1

#

! 与浙江省人均住宅面积相近&

#,%"

年浙江省城市人均住房面积
",$-, 1

#

! 农村人均宅基地
(%$&,

1

#

'* 劳动力比例
'!$,,+

! 标准差为
,$##

! 说明家庭劳动力比例普遍较高&表
!

'! 说明问卷数据可信度

较高% 关于组织成员对产权完整性和稳定性的认知方面! 认知是行为的前提! 组织成员对产权完整性和

稳定性有一定认知之后! 确定拥有流转权能并且权能稳定! 才可能愿意参与股权流转% 稳定的占有权是

行驶其他权利的基础! 只有组织成员所拥有的集体资产被固定或者相对稳定! 流转交易市场才能有良好

的发展秩序&#稳定权利$ 是针对目前实践中 #动态管理! 静态管理! 动静结合$

!

种股权管理方式而

言! #动态管理$ 是指一段时间之后将整个村社的资金( 资产( 资源重新量化之后! 再把所有股份按照

新的标准重新调整再分配给所有股东成员! 而非指个别成员在自愿条件下进行的股权流转! 如果村社实

行动态管理股份! 则组织成员现所拥有的权利是 #不稳定的$ '%调查结果显示) 在被问及 #您认为家所

持有的集体资产产权应享有哪些权利,$ 时!

#%#

位组织成员中有
#&$,,+

的组织成员认为应该享有占有

权( 收益权( 继承权( 抵押权( 担保权( 转让和有偿退出权六大权能中的全部! 而有
.&$,,+

的成员少

表
!

变量描述及其方向预测

2)345 ! 6)78)345 95:;78<=8>? )?9 9875;=8>? <7598;=8>?

变量 定义和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预期方向

户主年龄
@

岁
#,%"

年年龄
&'$#" %,$-- #.$,, -#$,,

,

户主是否为男性
%

为是*

,

为否
,$-% ,$#- , %$,,

,

户主教育年限
@)

实际的上学年数
($%, !$.. , %($,, A

户主是否担任过干部
%

为是*

*

为否
*B!( ,B"' , %B,, A

是否是党员
%

为是*

,

为否
,B"% ,B"- , %B,, A

户主所持股数
@

股 实际所持股数
!%(B&# &'"B"& %B,, % ''#B,, A

人均土地面积
@01

# 经营土地面积
@

人口
,B#- %B#. , %.B,.

,

人均住宅面积
@1

# 住宅面积
@

人口
&%B.( ",B'. %,B.% !,,B,,

,

劳动力比例 劳动力人口
@

总人口
,B'! ,B## , %B,,

,

股权完整性认知
%

为是*

,

为否
,B#& ,B"! , %B,, A

股权稳定性认知
,

为无所谓*

%

为再调整*

#

为不调整
%B%' ,B&% , #B,, A

是否分红
%

为是*

,

为否
,B&% ,B&, , %B,, A

流转条件
,

为差*

%

为中*

#

为好
,B(. ,B&- , #B,, A

说明)

%B

土地面积指农地面积和林地面积的总和* 住宅面积在农村地区统计的是宅基地! 非农地区统计的是住房面积%

#B

流转条件成熟程度统计口径是根据各地区对股权转让和退出的制度设计! 不可转让( 股权满一定年限可内部转让(

不限定股权年限可内部转让* 股权不可退出( 无偿退出( 可退出且按照一定标准给予补偿% 本研究中! 若制度设计

为可内部流转且可有偿退出! 则认为流转条件 -好$! 若既不可流转又不可退出! 则流转条件 -差$! 其余的制度设

计都归纳为 -中$%

!B

数据根据调查整理%

张晓敏等)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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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了六大权能中的至少一项权能! 同时有
'())*

的成员对是否调整持无所谓态度"

$&($)*

的成员不同意

集体资产确定后股权不再调整"

!+(',*

的成员同意集体资产确定后股权再调整! 上述
!

个问题的回答反

映了组织成员对集体资产不再调整的认知度相对较高" 为开展股权流转打下扎实基础" 而对是否应该享

有流转权的回答则有待权利方面知识普及和经济组织权利通道建设的绩效来推动组织成员的这方面认

知" 具体见表
%

和表
'

!

县
-

区
.

占用权
/*

收益权
/*

继承权
/*

抵押权
/*

担保权
/*

转让退出权
/*

完整权能
/*

云和县
0&($$ ,0(!+ 0+(,' ,&(&& $!(+# +!(+# !$()0

东郊区
$+(&, $,(,' 0!(+# )'(+, '#(0! %&(+, +%()!

嘉善县
,%(+# 0)(&, ,%(+# ')(,) '&(0, +'(!0 !0(%#

德清县
$&(%' ,,()% ,%(&0 +,()% +)(+) #'(0# !(!$

总体情况
,&()) ,,(!# ,0(#' )!(!) '%($! +#()& !%('+

表
!

组织成员产权完整性认知情况

12345 % 678957:; <8=945:5>5?? =5=357? <8@>A:A8>

说明# 数据根据调查整理!

+(B(!

经济组织自身特征 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分红方面" 分红的

经济组织数量刚达到一半" 说明将近一半的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能

力并不乐观" 改革的成果并未完全渗入组织成员中" 组织分红对

组织成员没有起到充分的激励作用! 而流转条件成熟程度方面"

目前经济组织的流转通道普遍尚未建设完全" 以 $可内部流转%

不可退出& 的约束条件居多'

+(B(+

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的意愿 组织成员参与流转权利的

意愿方面" 在调查员向组织成员介绍完整的产权本应包括流转

权" 且健全% 成熟的产权市场不限制流转的方向和范围等基本产

权知识后" 有
,(0)*

的组织成员希望可以任意流转"

%&(&0*

组织成员希望可以在股份合作社内部流转"

前两者都属于愿意参与股权流转" 共占比
%0(&'*

( 而
'&(0'*

的组织成员希望规定股权不可以流转" 即

不愿意参与股权流转)

"#$

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的交叉分析

如前所述" 影响组织成员参与意愿的因素众多! 表
)

为影响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

及其统计分析结果! 根据表
)

的统计资料和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 做如下分析!

+(!(B

户主受教育年限 就总体趋势而言" 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高" 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的意愿越高!

主要是因为组织成员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长" 接触更多的新事物" 会用长远的眼光看待经济组织发展的

趋势并权衡自身权益" 更能推动权利通道的建设!

+(!(!

户主所持股数 户主所持股份数量少的组织成员只有少部分*

%B($$*

+愿意参加股权流转" 但随着

股份数量增多" 愿意参加股权流转的组织成员比例明显增加" 说明更多的股份不仅以更多的收益变化刺

激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 还赋予成员更多的选择空间)

+(!(+

组织成员对产权完整性和稳定性的认知 认为应当享有完整股份的组织成员愿意参与股权流转的

比例比不认为应当享有完整股权的比例高
%$(B!*

( 认为集体资产不再调整的组织成员中愿意参与股权

流转的比例明显高于认为再调整资产和持无所谓态度的组织成员" 认知对股权流转具有重要影响)

+(!(%

是否分红和流转条件 是否分红对股权流转未有倾向" 而流转条件越好" 愿意参与股权流转的组

织成员比例越高) 由上述统计描述反映出"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所持股数% 组织成员对是否应当在调

整集体资产和对产权完整性认知% 股权流转条件等因素" 对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的选择都具有一

定的相关性" 但是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要通过严格的计量经济学检验) 而其他因素与组织成员参与意愿

所表现出的相关性不明显" 需要进一步检验)

县
-

区
.

无所谓
/*

不调整
/*

再调整
/*

云和县
)(,! ,B(,! BB(+)

东郊区
B!(+B %%()! %+(&,

嘉善县
& ,,(%) BB('%

德清县
B(0) $)(%$ !B('$

总体情况
'()) $&($) !+(',

表
%

组织成员产权稳定性认知情况

12345 ' 678957:; ?:23A4A:; =5=357? <8@>A:A8>

说明# 数据根据调查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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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模型及估计结果

!"#

实证分析模型

基于组织成员为理性经济人和股权可流转! 通过调查了解组织成员权流转意愿! 分析组织成员参与

股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 考虑到此次研究中的因变量 #组织成员否愿意参与股权流转$ 是二分变量!

故选择
$%&'(

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建立
$%&'(

模型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代表组织成员!

!

"

表示 (是否愿意参与股权流转$! 愿意取值为
+

! 不愿意取值为
/

!

+,!

"

!

"

为成

败比! 表示的是成功概率与失败概率的比率!

)*

&

+,!

"

!

"

'为对数成败比) 等式右边代表了一系列自变量!

#

表示组织成员的基本特征! 具体包括户主年龄&

#

+

'! 户主性别&

#

#

'! 户主受教育程度&

#

!

'! 户主是否担

当干部&

#

"

'! 户主是否是党员&

#

0

'! 户主所持股数&

#

1

'等)

$

表示组织成员的家庭特征! 具体包括人均土

地面积&

$

+

'! 人均宅基地面积&

$

#

'! 劳动力比例&

$

!

')

%

表示组织成员对产权的完整性的认知&

%

+

'和对产

权的稳定性的认知&

%

#

')

&

为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特征! 包括各地区是否分红&

&

+

'和流转条件&

&

#

')

'

为地

区变量)

'

为扰动项)

!

!

"

!

#

!

$

!

%

!

&

为待估参数"

#

!

!

#

"

!

%

!

&

均为虚拟变量"

!"$

影响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的
%&'()

分析

本研究使用
2(3(3 +#4+

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 表
5

为
$%&'(

模型的估计结果! 分别给出各个因素的

相对发生比* 标准差和
(

值" 模型似然比值为
!+++4#0# 56

! 在统计水平上达到了显著! 表明模型总体

拟合较好"

从
$%&'(

回归模型结果可以看出&表
5

'%

!

户主受教育年限在
07

的显著水平下对组织成员 (是否愿

意参与股权流转$ 有显著的影响"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教育年限增加
+ 3

! 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

表
*

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的交叉统计分析

839): 1 ;<%== =(3('=('>3) 3*3)?='= %@ (A: B;CD E:E9:<=

+

F'))'*&*:== (% G3<('>'G3(: '* (A: :HI'(? >'<>I)3('%*

主要影响因素

是否愿意参与股权流转

不愿意 愿意

人数
J

人 比例
J7

人数
J

人 比例
J7

户主受教育程度

!1 3 11 0#46/ 0K "54#/

1"K 3 !# 054+" #" "#461

K"+# 3 6 !64+/ +! 1+4K/

"+! 3 # #/4// 6 6/4//

户主所持股数

!#/

股
K# 064#! 11 "+455

#+"+// +1 #K41! !6 5/4!5

+/+"0// +0 #64!/ !6 5+45/

"0/+

股
+0 #64!/ !6 5+45/

产权完整性认知
是

6 +04!6 "" 6"41#

否
+// 1#40/ 1/ !540/

产权稳定性认知

不调整
5! "6415 55 0+4!!

再调整
#5 0"4// #! "14//

无所谓
6 11415 " !!4!!

是否分红
是

"K "04!5 "K 0"41!

否
0K 0145! 0K "!4#5

流转条件

差
"K 05410 !1 "#4!0

中
0" "545K 0K 0#4#+

好
0 !045+ K 1"4#K

样本量
#+#

说明% 数据根据调查整理"

张晓敏等%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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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的意愿将增加
#%'%"(

! 表明组织成员在接受更高的教育后! 对产权的认知和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提

升! 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 这种效果越明显! 组织成员更愿意参与股权流转"

!

户主是否是干部在
)(

的显著水平下对组织成员 #是否愿意参与股权流转$ 有显著的影响! 担任干部的成员参与股权流转的意

愿更高% 村干部或领导作为集体经济里重要的政策拥护者和信息传递者! 对市场的信息和组织经济的政

策比一般成员更了解" 他们对股权流转了解比普通成员多! 而且他们更愿意尝试新事物! 更乐于建立帮

助建设股权实现通道"

"

户主所持股数在
*(

的显著水平下对组织成员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 在其他因

素不变的情况下! 持有更多股数的组织成员是持有较少股数的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的
)'&&!

倍!

组织成员股数所持股数增加
)

股! 参与流转意愿将提高
&'!&(

! 这说明股权数量对组织成员的利益权衡

有推动作用! 且数量的细分有助于股权的流通! 持有更多股权数量的组织成员面对流转选择时可充分考

虑利益得失! 流转行为不至于使其全部失去股权! 这样既使流转行为得以发生! 又不会失去集体经济股

份的全部权利"

#

组织成员对产权完整性的认知在
)(

的显著水平下对组织成员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

当组织成员对股权证所赋予的占有权& 收益权& 继承权& 抵押权& 担保权& 转让和有偿退出权等
+

项权

益有正确认知时! 参与股权流转的意愿更高"

$

其他解释变量! 如户主受年龄& 人均宅基地面积& 产权

稳定性的认知& 流转条件成熟程度等对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意愿有正面影响! 但不显著" 而户主性

别& 户主是党员& 人均土地面积& 劳动力比例& 是否分红& 等对流转意愿的负面影响! 但也并不显著"

表
! "#$%&

模型分析结果

,-./0 $ 12345 6270/ -8-/9:4: ;0:</5:

变量 定义说明 相对发生比 标准差
!

值

户主年龄 连续变量
!&)%

年年龄
=

岁
)'&) &'&!& &'+>>

户主是否为男性 虚拟变量
)

为是'

&

为否
&'*) &'?!$ &'!>%

户主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
!&)%

年受教育年限
=- )')%@A "'"++ "'"!"

户主是否是干部 虚拟变量
)

为是'

"

为否
?'"?AAA )'!%$ "'""$

户主是否是党员 虚拟变量
)

为是'

"

为否
"'** "'!)B &')?!

户主所持股数 连续变量 户主实际持有股数
=

股
)'&&AA &'&&) &'&*!

人均土地面积 连续变量 人均实际土地面积
=C6

!

&'>% &')%$ &'+>?

人均宅基地面积 连续变量 人均实际宅基地面积
=6

!

)'&& &'&&* &'>?%

劳动力比例 连续变量 劳动力数占家庭总人数比例
=( )'*? )'%$> &'+*B

产权完整性认知 虚拟变量
)

为是'

&

为否
>'$>AAA %'>B+ &'&&&

产权稳定性认知

(参照组是无所谓)

虚拟变量
不调整

!'+! !'&B+ &'!!+

再调整
)'*% )'!*B &'*>+

是否分红 虚拟变量
)

为是'

&

为否
&'*? &'!%! &')+?

流转条件

(参照组是差)

虚拟变量
中

)')? &'*B> &'B)!

好
)'?$ )'!?B &'$!B

地区差异

(参照组是德清县)

虚拟变量

云和县
&'B& &'%+> &'$&&

东郊区
&')B &'!+! &'!%?

嘉善县
)')* &'$B) &'B?%

卡方检验统计量(

)B

)

$)'?)

模型无效假设检验对应的
!

值
&'&&& &

准
"

!

&'!%! $

拟然值
!)))'!*! B

说明*

A

表示 在
)&(

的水平上显著!

AA

表示在
*(

的水平上显著!

AAA

表示在
)(

的水平上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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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

结论

本研究通过组织成员调查数据的统计描述及计量分析! 结合村访谈和当地农经局等部门! 了解组织

成员参与股权流转的意愿情况! 实证分析了影响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的主要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 户

主受教育年限# 户主是否是干部$或经济合作社领导%# 所持集体经济组织股份数量及组织成员对产权完

整性认知等因素对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各地区的股权流转条件越成熟! 组织成

员参与股权流转的意愿越高"

!"$

建议

第一! 股权设置方面" 经济组织在设置股权时! 应多方面考虑在组织成员的差异性! 细化股权设置

标准! 尽可能增加每位组织成员的股权数量! 并提供相关的股安全交易平台! 从而提高股权流转的发生

概率" 同时! 在集体经济收益较高或经济总量较大的经济组织地区! 政府或经济组织应多设定一些补偿

政策来激励拥有少股数的组织成员参与股权流转! 促使持有少量股权的小股东放弃股权! 以提高集体经

济组织效率" 第二! 组织成员对产权认知方面" 政府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加强组织成员对股份权能

的认知! 普及股份权能功能# 性质及实现路径方面知识! 从而提高组织成员的权益保护意识! 促使组织

成员参与股份权能" 第三! 地区股权流转路径探索方面" 各地区应积极探索股权流转实现路径! 并因地

制宜地推广股权流转! 从经济发达地区逐渐向更广的区域扩展! 并从年龄大# 接受过更多教育和对股权

流转有一定兴趣的人群开始" 同时地方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应该加建设股权流转交易平台! 积极组织成

员进行股权流转相关信息的传达和交流! 传播新的科学知识! 从而为今后在农村推广股权流转提供良好

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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