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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人力资本对林地流入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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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后! 农户林地流转有利于解决林地经营分散问题! 形成林地的规模化经营% 农户

的人力资本对其林地流入的影响举足轻重! 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农户的林地流入行为! 有助于为解决林地流转

问题寻求科学的路径% 本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理论! 结合林地经营的特点! 利用浙江省开化和建德两县"市&

#6&

个有

效农户样本! 采用
789:;<4

两阶段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户林地流入行为及流入规模的影响% 结果表明$ 家庭平

均年龄在
=">

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户林地流入行为有显著负影响! 随着年龄增加! 农户受创造力下降的影响大于林

业生产能力增加的作用' 由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面临更多的就业机会! 或者对林地流入的影响短期无法显现!

导致农户教育投入对林地流入影响不显著' 农户健康医疗投入在
=>

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户林地流入行为和流入的面

积有显著正向影响! 且医疗支出每增加
=0""

万元! 农户多流入
=0!" ?;

!林地' 林业劳动力比例越高农户流入林地

的面积也越高! 农户实际营林面积越大越促进林地流入% 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 增加林

业专业知识的培训! 完善基本医疗设施建设( 降低农民看病成本! 以及完善农村林地流转市场的建议% 表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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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林业经济学' 人力资本' 林地流入' 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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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三农% 问题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心# $一号文件% 连续
#%

多年聚焦 $三农% 工作#

是农村工作的主线& 土地作为农村生产生活的基本要素# 是农民生产' 生存的基本保障# 土地流转是盘

活农村资源资产要素的关键# 是实现适度规模合理经营的重要途径&

!%#B

年 $一号文件% 鼓励有条件

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 加快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

!%#E

年# 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
B

%%%

万
.0

!

# 超过承包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全国经营耕地面积在
B:F" .0

!以上的规模经营农户超过

BG"

万户# 经营耕地面积超过
! B""

万
.0

!

& 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已经超过

!H"

万家# 这些新型主体在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建设现代农业' 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等方面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I

"

& 中国自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 林地作为一种重要的农村土地经营类

型# 鼓励农民以出租' 转让' 互换' 转包' 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林地承包经营权# 这一制度设计是中国

为解决 $三农% 问题# 在林地问题上做的有效探索& 农户间自发的林地经营权流转行为# 能否实现林地

资源的合理配置# 能否实现以农户为主体的规模经营# 除了受到了政府政策制定和林地流转市场完善程

度影响外# 农村人力资本对林地流转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B

"

& 因此# 研究农村人力资本对林地流入

的影响# 对于盘活农村林地资源' 促进林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促进林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具有重要的意

义& 近年来# 围绕农户林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专家学者们开展了丰富的研究& 部分学者从农户对林地产

权认知的角度探寻了农户林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 发现对产权的认知度更高以及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农

户表现出对林地流转更高的主动性!

F!E

"

& 从农户自身的禀赋特征与林地流转之间关系的角度# 专家学者

们也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 有学者分析了农户的性别' 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和收入水平以及户主文化程

度' 农户对林业经营风险的态度等对林地流入及流出的影响!

H!$

"

( 史若昀等!

J

"从农户行为能力视角# 分析

了农户流入和流出林地的影响因素# 发现农户的经营收入' 交易能力对林地流入有较强的激励作用# 从

而抑制林地的流出& 王成军等!

I"

"通过分析林地经营规模和农户林地流入行为的关系# 发现林地经营规模

对农户流入林地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林地经营规模更大的农户本身对经营林地的需求就相对更大些& 从

人力资本视角# 许多学者做了相关研究# 揭示了林业生产中人力资本积累与要素配置及其效率提升的内

在逻辑或机制!

II!IB

"

& 除此之外# 还有学者从土地保障功能'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角度分析其对林地流

转的影响# 发现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制约了林地流转#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林地的

转出# 限制了林地的流入!

IF

"

& 上述研究分别对林地流转中的流入和转出行为做了相关分析# 从农户特

征' 营林风险态度' 收入结构以及农村土地保障制度' 劳动力转移等角度分析了其对林地流转的影响#

为林地流转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但基于农户林地流入视角以及人力资本对林地流入的影响研究较

少& 鉴于此# 本研究基于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农户人力资本对林地流入的影响# 提出促进农户流入林地的

建议# 旨在将农户纳入到林地规模化经营和林业现代化建设轨道中&

I

人力资本对农户林地流入影响的理论分析

人力资本的组成包括教育' 医疗健康' 为适应职业变化的迁移和培训等
G

个方面的内容!

IG!IH

"

& 在实

际的问题分析中# 由于数据的难获得性' 难度量性和综合计算人力资本的难度# 许多学者选取了教育'

或者健康等指标来近似代替人力资本进行研究# 如刘宁!

I$

"用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替指

标( 朱长存等!

IJ

"用农村教育投入和健康投入分析人力资本& 也有一些学者尝试采用比较系统的方法对人

力资本进行系统性分析# 如陈浩等!

!"

"将健康' 教育' 技能和迁移等
F

类指标按照数量指标和结构指标分

成
!

个层次# 对人力资本进行综合分析&

IIF"



第
!"

卷第
#

期

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和已有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选取
$

类指标 "

$%

#衡量农户人力资本$ 一类是数量指

标! 用来反映农户人力资本的积累! 包括家庭人口平均年龄% 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 教育支出% 健康医

疗支出& 另一类是比例指标! 用来反映农户人力资本的结构! 包括家庭劳动力比例和家庭林业劳动力比

例$ 理论上! 这些指标对农户林地流入行为的影响如下'

!

家庭人口平均年龄对农户流入林地的影响$

在人力资本理论中! 有
$

种能力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一种是完成特定的工作的能力! 如生产技能! 这种

能力对应到林业中就是林业生产的能力! 包括从事林业劳作的娴熟程度& 另一种是创造力! 是指应付非

预期事件或者面对未知结果事件时的行动力和处理能力$ 而农户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方面! 从事林业生

产活动的经验不断丰富! 林业生产的技能不断娴熟! 因此农户完成林业生产工作的能力越强! 就越有可

能流入林地& 另一方面! 随着年龄的增长! 农户的创造性会逐渐下降! 会逐渐变得安于现状! 不愿意再

流入林地进行经营$ 因此! 家庭人口平均年龄对农户流入林地的影响是未知的! 取决于这
$

个方面作用

力的大小$

"

农户受教育情况对林地流入行为的影响$ 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是人口的质量! 而提高人口

的质量主要是通过对教育的投入来实现$ 而对于农村林业劳动力! 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有
$

种表现' 一种

是一般性知识的增长! 包括一些文化常识和学会用科学方式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一种是林业经营方

面专业性的知识! 包括林业生产技巧% 利用科学方法% 技术提高林业生产效率$ 教育的投入! 表现为知

识的增长! 最终对林业生产应该都是有帮助的! 因此农户受教育情况对林地的流入应该有正向的影响$

#

农户健康医疗支出情况对林地流入的影响$ 人力资本理论中! 另一个衡量人口质量的标准! 是人身体

的健康状况! 用健康医疗支出来表示$ 一般来说! 在健康医疗方面投入越多的农户! 身体的健康状况会

更好! 但是身体健康状态是要长期维护的! 因此! 可能无法在某一时点表现出来$ 加上研究数据的局限

性! 本研究只获得农户当年健康医疗的投入情况! 而无法追踪农户在过去一段时期在健康医疗上的投

入$ 当然! 当年的健康医疗投入也能在一定程度反映过去农户的投入情况! 农户健康医疗支出对农户林

地流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

农户家庭劳动力比例% 林业劳动力比例对林地流入的影响$ 在人力资本理

论中! 另一个重要的能力是资源配置的能力! 对于一个农户家庭来说! 合理的分配人力资本在林业生产

和其他劳动上! 能够发挥人力资本的最大效用$ 因此! 林业劳动力比例高将促进农户流入林地! 而如果

总体的劳动力比例高% 林业劳动比例低将抑制农户流入林地$

$

数据!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

年
'!(

月对浙江省开化县和建德市农户的实地调查$ 开化县和建德市均

位于浙江西部% 钱江源源头地区! 是林业和生态重点区域! 其林地面积% 森林覆盖率% 人均林地面积等

多项林业数据均高于浙江省平均水平! 其中开化县林地流转活跃!

$%&"

年新增林地流转面积
!'!)!%

*+

$

! 并且每年都在增加$ 这
$

个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 证明这
$

个地区还未充分发挥林业的优势% 盘活农村资产! 同时两地本身存在一定差异! 有利于对比研究$

按照随机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本研究各选取建德市和开化县
"

个乡(镇)! 采用 *一对

一+ 访谈的方式获得
&(!

户样本! 调查的内容包括农户家庭的基本特征! 年龄! 受教育情况! 医疗投入

情况! 收入情况以及林地流转情况等$ 在
&(!

户样本中! 最终有效样本为
&'!

户! 其中有
#"

户在最近

" ,

流入过林地 ! 流入林地面积为
& -#.)"'

*+

$

! 其 中 建 德 市
& &%().% *+

$

! 开 化 县

!#%)#' *+

$

$ 流入农户的户均林地流入面积为

()"% *+

$

! 远大于浙江省关于家庭营林面积大

于
!)-% *+

$即为规模户的规定$ 本研究把林地

流入面积均值的
$

倍(

&' *+

$

)和
-

倍(

!- *+

$

)

作为分界点进行分组描述(表
&

)$

!"!

变量选择

农户的林地流入行为! 包括是否流入林地和流入林地的面积! 受到人力资本% 家庭收入情况等因素

的影响$ 本研究选取家庭人口平均年龄% 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 教育支出% 健康医疗支出% 家庭劳动力

表
$

样本县!市"农户林地流入情况

/,012 & 3456,5478 79 9,:+2:

,

; 48917< 79 <77=1,8= 48 >4,8=2 ,8= ?,4*6,

县(市)

! 林地流入@户

＜&' &'A!- ＞!- *+

$

建德
$% ( &%

开化
$! & !

说明' 数据来自实地调查

陈 俊等' 农户人力资本对林地流入行为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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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和家庭林业劳动力比例作为表征农户人力资本的因素! 同时选取户主是否担任干部" 家庭林业总收

入" 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 实际营林面积" 是否享受林业补贴和工作地点离家平均距离

作为控制变量! 研究人力资本对农户林地流入的影响! 各个变量的具体特征如表
!

所示#

表
!

变量说明及描述统计

&'()* ! +',-'()*. ./'/-./-0') 1*.0,-2/-34

变量分类 变量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人力资本 家庭人口平均年龄
!

#

家庭人口平均年龄
5

岁
6789%% #%8:%9

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
!

!

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
5' :8;6! !86!:

教育支出
!

7

年教育支出
5

元
7 99:8;;6 9 7968:9;

健康医疗支出
!

6

年医疗支出
5

元
< %978;$$ =! =$98$$%

家庭劳动力比例
!

<

劳动力占人口比
5> %89%; %8!=9

控制变量 户主是否担任干部
!

9

%

代表否!

=

代表是
%87!6 %86:;

家庭林业总收入
!

$

林业收入
5

元
=! ;:%8;$ <! <7$8!=%

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
!

;

工资性收入
5

元
=: :7$87; =: ;7$8<!%

家庭人均收入
!

=%

家庭人均收入
5

元
6; 77689! $: %9=8=:%

实际营林面积
!

==

实际经营林地面积
5?@

!

=!86;9 768;67

是否享受林业补贴
!

=!

%

代表否!

=

代表是
%87!6 %86:;

工作地点离家平均距离
!

=7

工作地点到家里平均距离
5A@ $$8976 =:=86;:

农户是否流入林地 是否流入林地
"

=

%

代表否!

=

代表是
%879: %86$:

农户流入林地面积 流入林地面积
"

!

流入的面积
5?@

!

$86;< !!8;$9

家庭林业劳动力比例
!

:

林业劳动力占人口比
5> %876; %8!$<

说明$ 数据来自实地调查

!"#

模型选择

采用
B*0A@'4

两阶段模型分析农户的人力资本对林地流入的影响! 揭示影响林地流入行为的内在

因素# 农户流入林地行为可以分解为
!

个阶段分析$ 第
=

阶段农户是否流入林地% 第
!

阶段在选择流入

林地的基础上! 决定流入林地的面积# 第
!

阶段只能观察到选择流入林地的农户信息! 而农户流入林地

规模可能会与这些观察不到的信息相关! 而导致选择性偏差# 故而采用
B*0A@'4

两阶段法能够识别和

解决这种选择偏差#

第
=

阶段! 被解释变量是农户是否流入林地! 是一个二元取值变量! 故采用
C,3(-/

模型分析农户是

否流入林地! 可表达为$ 农户是否流入林地
!

&农户人力资本
"

农户家庭特征
"

农户林业特征'

"

随机扰动

项( 数学表达式为$

!

&

#D= # !

'

D"

%

E"

$

#7

$ D #

!

!

$

F#

#

( &

#

'

式&

#

'中$

%

为农户是否流入林地! 流入取值
#

! 不流入取值
%

(

"

%

是常数项!

"

&

是各待估系数!

!

&

是各

解释变量!

$

#

是随机干扰项( 由于在第
!

阶段
GHI

的估计中可能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 因此! 要从

C,3(-/

模型中估计出一个逆米尔斯比率
%

! 作为第
!

阶段的修正参数( 其表达式为$

%D

&

&

'

&

!

&

5'

%

'

(

&

'

&

!

&

5'

%

'

( &

!

'

式&

!

'中$

&

&

'

&

!

&

5'

%

'为待估系数的标准化正太分布的密度函数!

(

&

'

&

!

&

5'

%

'为相应的累积分布函数( 把
%

作为一个新的自变量带入第
!

阶段流入面积模型中! 这样就能克服选择性偏差(

第
!

阶段! 取
#!#

的样本! 即流入林地的样本进行回归$

!D)

%

F*

&

#7

& D #

!

!

&

(*%($

!

( &

7

'

式&

7

'中$

!

表示林地流入的面积!

*

%

是常数项!

*

&

各项待估系数!

!

&

为各解释变量!

%

即式&

!

'中的逆

米尔斯比率!

$

!

为随机扰动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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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人力资本对林地流入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运用
$%&'()*

两阶段模型对农户林地流入行为和流入面积进行分析!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

所示"

由
$%&'()*

两阶段模型分析结果发现! 农户人力资本# 户主是否担任干部# 家庭人均收入和实际营林

面积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下分别对农户林地流入行为和流入面积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表
! "#$%&'(

模型回归结果

+),-% ! .%/0%1123* 0%14-51 36 $%&'()* (37%-

变量
是否流入林地 流入林地面积

回归系数
!

回归系数
!

家庭人口平均年龄
!898":;;; !8988< 898=! !89":<

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
898": !89==: 89:#> !89!:"

教育支出
=9><"<8

!>

!89?@< !:9#8"<8

!"

!89>!"

健康医疗支出
"9<#"<8

!"

;;; !8988= <9:8"<8

!=

;;; !>9@8"<8

!=

家庭劳动力比例
!<9?#?;; !898:? !=9:?! !89:<"

家庭林业劳动力比例
=9<>!;;; !!9=8"<8

!@

@9@#!;; !898<@

户主是否担任干部
89""<; !898"# !89?## !89=>#

家庭林业总收入
#9??"<8

!#

!89!:@ <9@""<8

!#

!89@!

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
<9=?"<8

!"

!89:<! !!9!8"<8

!#

!89?:<

家庭人均收入
=9#!"<8

!#

!89<:: ?9!""<8

!#;

!898><

实际营林面积
8988@; !898#> 89@#";;; 8

是否享受林业补贴
89:@! !89!:< <9=<@ !89:"?

工作地点离家平均距离
!8988< !89<"" !8988= !89<@@

常数项
89!?: !89##8 !#9@?< !89<::

说明$

;;;

!

;;

!

;

分别表示
<A

!

"A

!

<8A

水平显著

!)*

农户人力资本对林地流入的影响

农户家庭人口平均年龄在
<A

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林地流入! 且回归系数为负! 表示随着农户年龄

的增加会抑制林地的流入" 说明! 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户创造力下降的作用大于农户从事林业活动能力增

长的作用! 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为对林地流入的负作用! 与理论分析的结论一致"

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支出对农户林地流入的影响均不显著! 这与理论分析的结果不一致" 理

论上! 农户受教育情况和在教育上的投入! 能够提高林业劳动人口的质量! 从而转化为林业生产力而提

高农户流入林地的积极性" 在本研究案例中! 这种显著性的影响并未体现出来! 可能存在
:

个方面的原

因$ 一是教育投入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显示出效果% 二是可能教育投入在于对一般普及性知识学

习! 而没有注重对林业生产专业知识的学习! 因此导致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可能会从事一些非农的工作!

反而使农户流入林地的积极性降低"

健康医疗支出均在
<A

水平上对农户林地流入行为和流入的面积有显著正向影响! 其中对林地流入

面积的回归系数是
<9:8"<8

!=

! 表示农户医疗支出每增加
<988

万元将可能多流入
<9:8 B(

:林地" 结合理

论分析结果! 虽然
< )

的健康医疗投入数据并不能反映农户长期的投入状况!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注

重医疗投入的农户可能会有更好的健康状态! 从而提高农户流入林地的积极性"

林业劳动力比例分别在
<A

和
"A

水平上对农户林地流入行为和流入的面积有显著影响! 且回归系数

均为正! 表示随着家庭林业劳动比例的增加农户流入林地的积极性和实际流入的面积均会提高" 而家庭

劳动力的比例在
"A

水平上对农户流入林地有显著的负影响! 这一结果与预期是相符的! 劳动力的增加

会有一部分劳动力选择从事其他的行业! 最终导致流入林地减少! 而林业劳动力增加势必会使农户更多

的流入林地! 这是农户家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结果"

!+,

控制变量对林地流入的影响

户主是否担任干部在
<8A

显著水平上对林地流入行为有显著影响" 干部身份相对于普通农户来说能

够获得更多的有利信息! 因此在是否流入林地和流入面积的决策中! 表现得更为活跃"

陈 俊等$ 农户人力资本对林地流入行为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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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营林面积分别在
&%'

和
&'

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流入林地的行为和流入林地的面积! 回归

系数均为正! 说明林地经营面积较大的农户本身流入林地的积极性就更高"

家庭人均收入在
&"'

显著水平上对林地流入面积有显著影响! 且回归系数为
()*+!&%

",

! 表示农户家

庭人均收入每增加
&%%)%%

万元! 流入林地的面积就增加
()*+ -.

!

"

/

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从人力资本角度对农户林地流入行为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年龄的增长对农户流入林地有
!

个

方面影响# 一是林业生产能力的提高$ 二是创造力的下降! 表现为因年龄增加导致农户创造力下降而抑

制林地流入" 农户受教育程度和在教育上的投入对农户林地流入的影响不显著! 可能是由于教育程度高

的农户非农就业机会较多! 或者其效果还未显现出来" 农户健康医疗投入会促进流入林地! 林业劳动力

比例越高农户流入林地的面积也越高" 另外! 村干部身份的农户会有更高的流入林地的积极性! 家庭人

均收入和实际营林面积对林地流入均有正向积极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完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 保障农民的创造力! 减缓年

龄增长带来的农户创造力下降的影响! 充分发挥林地经营经验对林地流入的积极作用$

"

增加营林专业

知识的培训! 普及高效的林业生产技术! 让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掌握一定的林业科学经营技术! 增

强农户对林业投资的信心$

#

完善农村基本医疗设施建设! 降低农户就医成本! 保障农户的身体素质$

$

建立完善的林地流转市场! 简化林地流转程序% 降低交易成本! 鼓励农户流入林地! 充分发挥林地流

转市场对林地资源的配置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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