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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调查方法!运用实地调研数据!采用$%&'()* 相关系数法和多元回归模型对城乡居民对耕地资

源外部性支付意愿的差异问题展开研究" 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家庭年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其支付意愿呈显著正相

关#农村居民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和年农业收入呈显著正相关!而其年龄和承包耕地面积与其支付意愿

值呈显著负相关"另外!在支付方式上!城镇居民选择捐钱$捐物的比例高于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选择参加义务劳动

的比例高于城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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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依靠占世界 DE的耕地养活了世界 ;;E的人

口#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成就$ 但另一方面#这

一现实也表明中国耕地资源面临的严峻形势# 单位面

积耕地的人口压力巨大# 耕地不足是中国资源结构中

最大的矛盾$ 同时#应该强调的是#耕地资源作为一种

自然资源#除了具有生产功能外#同时还具有生态的%

社会的功能$人类对耕地资源需求的多样性%层次性和

区域性等特点#客观上要求对其总价值进行科学评估$

在当前的土地市场上# 不论是耕地的征收还是耕地的

流转#其价格仅仅反映了其使用价值#其非使用价值没

有得到有效的体现$事实上#耕地资源利用的外部性是

普遍存在的#例如#增加对耕地资源的投资#改善耕地

资源条件可能会带来周围耕地资源的增值# 但却无法

向周围的耕地所有者或使用者收费& 农业耕地资源的

合理保护可以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但在

耕地使用者的收益中却得不到体现& 耕地资源的不合

理利用造成耕地资源退化对周围耕地资源产生不利的

影响也不必付费等$由此可见#耕地资源具有很强的外

部经济性$保护耕地不仅是农业稳定生产的基础#而且

能促使水利%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实现良性循环#对

社会稳定%农民的社会保障%就业安置%可持续发展等

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目前#许多专家学者专注于对农用地!或耕地"非

使用价值的评估方面#例如#王瑞雪等对武汉市洪山区

农地非市场价值的评估F?G

&蔡银莺等对武汉市耕地资源

和农地非市场价值的评估F;H=G

&高魏等对江汉平原耕地

非市场价值的评估FIG

&景莉娜等对乌鲁木齐市耕地非市

场价值的评价FJG

&聂艳等对荆州市城乡结合部农地非市

场价值的评估F<G以及牛海鹏等对河南省焦作市耕地保

护的外部性的测算FDG等等$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测定

特定地区耕地资源的非使用价值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但是#现有研究并未从城乡居民支付的视角来研究

其对耕地资源非使用价值的支付意愿的差异$ 众多周

知# 耕地资源非使用价值的主要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

个方面$ 在我国#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耕地资源日益稀缺#因此#可以认为#耕地资源的非使

用价值主要取决于需求$ 基于此#本文基于 K@L调查

方法#运用实地调研数据#采用 M/&$0"% 相关系数法和

多元回归模型对城乡居民对耕地资源外部性支付意愿

的差异问题展开研究$

二$研究区数据统计及变量设定

!一"研究区域概况

内黄县位于河南省北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隶

属河南省安阳市$地理坐标为东经 ??I!=J"'??I!JN"#北

纬 =J!=N"'=<!>N"$ 总面积 ??<? OP;# 南北长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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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家庭年收入统计

家庭年收入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样本数 百分比$%& 样本数 百分比$%&

'万以下 ( ( ') *+,*

'万-,万 ,. /'+". ''0 "1+,#

,万-#万 ,* #.+)) #" ,'+#(

#万-.万 '* ,,+0* , '+'*

.万-*万 0 *+*" ( (

*万-'(万 ' '+,0 ( (

'(万以上 ( ( ( (

..23!东西宽平均 !'+'23" 截至 !((1年!内黄县总人口

0!+!/万人!全县耕地面积 '(!+)万亩!其中!有效灌溉面

积为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

!((*年! 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内黄县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 '((/*元!与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相差 /'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元!与河南省

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差 ./"+!)元" 由此可以看出!内黄县

人均水平均处于河南省平均水平之下"

$二%数据统计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 /((份!城镇居民 '((份!农

村居民 !((份&由于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问卷回收率

达到 '(( %&问卷回收!通过一系列方法鉴别问卷的有

效性!将整体无应答'部分无应答'逻辑上前后矛盾和

抗议支付四类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共剔除无效问卷 .!

份"有效问卷共计 !)*份4 有效问卷百分比为 *!+"0%!

其中!城镇居民有效样本数为 01份!有效率 01%#农村

居民有效样本数为 '"1 份! 有效率 *)+.(%! 高于

5677 规定的 89:调查问卷回收率要求"

(三%变量界定

要评估城乡居民对耕地资源外部性支付意愿的差

异!在参考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选取的因

变量是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 自变量分别是被调查者

的家庭年收入水平'职业'文化程度'性别'年龄等&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主要界定为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

在 ,)* 份有效问卷中!',, 个样本选择捐钱!''1 个样

本选择参加义务劳动!0 个样本选择不愿意参加耕地

保护!理由是)没有多余的钱和时间来支付保护费用*!

没有人选择)耕地保护不重要*!即是真实支付为零&其

中城镇居民 01份有效问卷中有 ))个样本选择捐钱'

捐物! 占 ..+0(%!## 个样本选择参加义务劳动!占

)'+00%!,个样本真实支付为零! 占 ,+.#%# 农村居民

'"1 份有效问卷中有 0* 个样本选择捐钱' 捐物!占

)"+'.%!*"个样本选择参加义务劳动!占 .(+*1%!.个

样本真实支付为零!占 ,+1"%& 由调查结果显示!居民

保护耕地资源的积极性很高& 另外!还可以看出!被调

查者真实支付为零占比例很小!城镇居民选择捐钱'捐

物的比例比农村居民的高! 而选择参加义务劳动的农

村居民的比例高于城镇居民&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主要选取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水

平'职业'文化程度'性别'年龄等因素&

('%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水平& 一般来讲!居民

收入水平越高! 其对耕地资源外部性支付意愿的价值

越高& 本次调研的具体统计结果见表 '&

(,%职业& 本次调查中!只对城镇居民进行了职业

调查!其中!公务员和教师'医务人员均为 '.人!各占

有效样本总量的 '*+11%#技术员和待业'退休'自由职

业者均为 '0人!各占 ,'+.,%#个体工商户为 ',人!占

'.+'1%#其他职业为 #人!占 #+*(%&

(#%文化程度& 本次调查的文化程度统计如下+城

镇居民中初中以下为 '.人!占有效样本的 '*+11%#高

中或中专为 #(人!占 #0+10%#大专及以上为 #)人!占

)#+()%&农村居民中初中以下为 '''人!占有效样本的

".+"*%#高中或中专为 )0 人!占 ,0+*'%#大专及以上

为 ''人!占 "+.'%&

()%性别&在城镇居民 01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者男性

样本为 )(份!占 .(+"#%!而女性样本为 #1份!占 )1+#0%#

在农村居民 '"1份有效问卷中! 被调查者中的男性样本为

''0份!占 "1+,#%!则女性样本为 .,份!占 #(+00%&

(.%年龄& 本次调查将调查者的年龄分为 #(岁以

下$含 #(岁&!#(!.(岁$含 .(岁&!.(岁以上&其中!城镇

居民 #(岁以下为 ,'人!占有效样本的 ,"+.*%##(!.(

岁为 #*人!占 )*+'(%#.(岁以上为 ,(人!占 ,.+#,%&

农村居民 #(岁以下为 ,.人! 占有效样本的 ')+01%#

#(!.( 岁为 1, 人! 占 .)+))%#.( 岁以上为 ., 人!占

#(+00%&

三!城乡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此处的相关性分析只要运用 ;<=>?@A 相关系数加

以说明& ;<=>?@A 相关系数!也称皮尔森积矩相关系数

$;<=>?@A B>@CDEF-3@3<AF E@>><G=FH@A E@<IIHEH<AF&! 是一

种线性相关系数& 样本资料的皮尔森积矩相关系数

(一般简称为样本相关系数%为样本共变异数除以的

标准差与的标准差之乘积& 样本的简单相关系数一

般用 > 表示!> 描述的是两个变量间线性相关强弱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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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 变量
回归 $标

准化系数

回归 !标

准化系数
变量

回归 $标

准化系数

回归 !标

准化系数

! 常数项
&'(&&))

*$'++(,

$'-&&))

*!'.+.,

常数项
!'/-&))

*!'&!.,

!'!$-))

*!'!-+,

& 性别
'$!!

*$'$.%,

0 性别
'$!1)

*$'%1/,

0

( 年龄
0'.($

*0'&(%,

0 年龄
0'$(1)

*0$'%&-,

0'$.(

*0$'!/+,

/ 受教育程度
'$$/

*'%++,

'!(/)

*$'1(1,

受教育程度
'$&%)

*$'%.(,

'$1())

*!'.-!,

%

家庭成员

人数

0'$-&

*0$'(.-,

0

家庭成员

人数

0'$.!

*0$'.%/,

0

1 家庭年收入
'!%-))

*!'$+1,

'!!&))

*!'.!%,

家庭年收入
'!-$))

*&'.+!,

'!.-))

*!'11$,

-

是否参加过

保护活动

'.+(

*'1-.,

0

承包耕地

面积

0'!/.))

*0!'.$(,

0

+ 职业
'.%-

*'((%,

'.!%

*'$--,

年农业收入
'!!+)

*$'-/!,

0

样本数 1+ 1+ 样本数 $%+ $%+

'$+! '$(% '$%- '$!/

2'3 !'!#1 !'#(/ 2'3 !'!/# !'#(/

4 !'($" ('!1( 4 ('%/" 1'-%/

4显著

性水平
'"!- '""-

4显著

性水平
'""" '"""

表 ! 城乡居民支付意愿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支付

意愿
性别 年龄

受教育

程度

家庭成

员人数

家庭年

收入

是否参加过

保护活动
职业

城镇

居民

支付

意愿

56789:;

相关性
# .'#& 0.'.#- '&#!)) 0.'#%/ '!-() .'#-1 '!&#)

显著性

*双侧,

.'!// .'-1& .'../ .'#(1 .'.## .'.+- .'.(

< 1+ 1+ 1+ 1+ 1+ 1+ 1+ 1+

支付

意愿
性别 年龄

受教育

程度

家庭成

员人数

家庭年

收入

承包耕

地面积

年农业

收入

56789:;

相关性
# .'.(! 0'!!!)) '!%+)) .'./+ '!%%)) 0.'.1# .'.&#

显著性

*双侧,

.'/-- .'..( .'... .'((+ .'... .'&/+ .'%+#

农村

居民

支付

意愿

< #%+ #%+ #%+ #%+ #%+ #%+ #%+ #%+

表 " 城乡居民各社会经济特征对支付意愿的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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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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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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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相关系数的值介于0$与?#之间#即0##8#?#$其

性质如下%

!#"当 8@.时#表示两变量正相关#8A.时#两变量

为负相关$

!!"当B8B=$时#表示两变量为完全线性相关#即为

函数关系$

!&"当 8="时#表示两变量间无线性相关关系$

!("当 "AB8BA$时#表示两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线

性相关$ 且B8B越接近 $#两变量间线性关系越密切&B8B越

接近于 "#表示两变量的线性相关越弱$

!/"一般可按三级划分%B8BA"'(为低度线性相关&

"'(#B8BA"'1为显著性相关&"'1#B8BA$为高度线性相关$

本文参考以往类似研究# 选取城镇居民被调查者

社会经济特征中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

人数'家庭年收入*取组中值,'是否参加过保护活动'职

业是否为公务员和教师'医务人员 1个因素和 C;3D5

进行 56789:; 相关性检验$ 对于农村居民#选取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人数'家庭年收入'承包耕

地面积' 年农业收入 1个因素和 C;3D5进行 56789:;

相关性检验$ 其结果如表 !所示$

由表 !分析结果可知#对于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

与支付意愿在 "'"$ 水平!双侧"上呈显著正相关#家庭

年收入和职业是否为公务员和教师' 医务人员在 "'"/

水平!双侧"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

年收入越多#职业为公务员和教师'医务人员的#支付

意愿越高$ 对于农村居民#年龄在 "'"$ 水平!双侧"上

显著负相关#受教育程度'年家庭收入在 "'"$ 水平!双

侧"上显著正相关$即年龄越大#支付意愿越小&受教育

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多#支付意愿越高$ 他们共同

的影响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且为正相关$

四!城乡居民支付意愿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目前#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已经广泛地被应用于研

究某个因变量变化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之中$ 设

E为因变量#F

$

GF

!

G(F

H

为自变量#且自变量与因变量之

间为线性关系#则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

*

+,

-

#

-

+,

.

#

.

+(+,

/

#

/

+0

其中#I

"

为常数项#I

$

GI

!

G (GI

H

为回归系数#6为随

机误差项$

此处#本文将城乡居民的支付意愿界定为因变量$

根据城乡居民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 分别选择其自变

量$ 在城镇居民中#首先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家庭成员人数'家庭年收入!取组中值"'是否参加过保

护活动'职业是否为公务员和教师'医务人员 1个因素

作为自变量# 以 C;3D5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其结果如表 & 中城镇居民回归 $ 所示$ 同时# 根据

56789:;相关性检验结果#只将该检验得出显著性相关

的变量即受教育程度' 家庭年收入和职业作为自变量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即表 &中城镇居民回归 !$

对于农村居民#首先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家庭成员人数'家庭年收入'承包耕地面积'年农业收

入 1个因素作为自变量#以 C;3D5为因变量进行多元

线性回归#即表 &农村居民回归 $$ 同理#根据 56789:;

相关性检验结果#得到表 &农村居民回归 !$

由表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影响城乡居民对耕地

资源外部性支付意愿的因素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其共同点表现在%!$"家庭年收入水平对城乡居民对耕

注!))! 在 "!"#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注!))! 在 "!"&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 水平$双
侧%上显著相关" 括号内的数据为 '值"

$"-



第 !"卷第 #期 赵凯等!城乡居民对耕地资源外部性支付意愿的差异分析

地资源外部性支付意愿均具有正效应"且在 $%检验水

平下显著# 也就是说" 城乡居民的家庭年收入水平越

高"其支付意愿越强#并且"在目前条件下"城镇居民的

支付意愿高于农村居民$&'((#)&*(&+%& $(%居民受教育

水平对其支付意愿均具有正效应&但是"城镇居民的显

著性水平低于农村居民& 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城乡居民

的生活背景不同所引起的&另外"影响城乡居民对耕地

资源外部性支付意愿因素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从总

体而言"城镇居民的支付意愿选择捐钱'捐物的比例高

于农村居民" 而农村居民的支付意愿选择参加义务劳

动的比例高于城镇居民#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其家庭年

收入(在 $,显著水平下%'受教育程度(在 -&%显著水

平下%对因变量影响显著"而其职业'是否参加过耕地

保护活动'家庭成员人数'年龄'性别等因素均不显著&

而对于农村居民" 年龄和承包耕地面积与支付意愿值

呈显著负相关)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和年农

业收入呈显著正相关&

五!结论

耕地资源作为一种自然资源" 除了具有生产功能

外"同时还具有生态的'社会的功能& 保护耕地不仅是

农业稳定生产的基础"而且能促使水利'气候'环境等

自然条件实现良性循环" 对社会稳定' 农民的社会保

障'就业安置'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根据在河南省 .县的实地调研数据" 分别采用

/01调查方法'2345678 相关系数法和多元回归模型"

具体分析了城乡居民对耕地资源外部性支付意愿的差

异&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城乡居民对耕地资源外部性支

付意愿的因素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其共同点表现

在!(-%家庭年收入水平对城乡居民对耕地资源外部性

支付意愿均具有正效应"且在 $%检验水平下显著&(!%

居民受教育水平对其支付意愿均具有正效应& 其不同

点为!从总体而言"城镇居民选择捐钱'捐物的支付意

愿比例高于农村居民" 而农村居民选择参加义务劳动

的支付意愿比例高于城镇居民&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其

家庭年收入(在 $%显著水平下%'受教育程度(在 -&%

显著水平下%对因变量影响显著"而其职业'是否参加

过耕地保护活动'家庭成员人数'年龄'性别等因素均

不显著&而对于农村居民"年龄和承包耕地面积与支付

意愿值呈显著负相关)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

和年农业收入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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