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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与流转：作业服务规模化是否延缓

农地经营规模化*

——基于要素约束缓解与地租上涨的视角

章 丹 1 徐 刚志 1, 2 家刘 成 3

摘要： ，论上理 农业 产生 环节作业外包服务的要素约 会束缓解效应 小延缓 农户转出农 ，地 但中国

农业生 环节作产 业 务市场与 市场外包服 农地流转 均稳步发展 现的 实，并 持不支 作 模 替代业服务规 化会

地经 化农 营规模 的 断推 。本 苏文基 江于 、 川和四 吉林 3省 265 村个行政 的 3期调查数据， 来以及 自这

村 本些行政 样 农户的 2 ， ， 村据 利 定效应模型 具变量法 庄农地 和微观农期数 用固 和工 从 流转市场 户行

个层面分析为两 了 对 。农业 产 节 外包 农 转的 响生 环 作业 服务供给 地流 影 研究发现，作业 务规模 整服 化

。上 于农地经 规模化 农业 作业外包 使体 有利 营 生产环节 服务发展促 规 营户增加农 入模经 地转 、兼业化

较 小度 高的程 农户 农地转出增加 。 ，一是农业生产环节 业 包 供给究其原因 作 外 服务 对 户规模经营 的要

对小素约 缓解 农户束 效应比 明显更 ；二是 业 产 作业外包 务供给导致农 生 环节 服 农地 市场流转 供不应求

和地租上涨， 对 较 小 对上涨效应 兼 程度 高的 户比地租 业化 农 较 小兼 低的 农业化程度 。户更明显

关键词： 包服务外 农地流转 素 束要 约 缓解效应 地租上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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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村 力 大 了 力 耕 ， 对城 背 农 劳动 转 农 劳 与 地 系 规模化镇化 景下 的 量 移改变 业 动 的配置关 这 农业生产

了 ，也 了 ， （ ）不 求 创造 条件 服务 生产 外 的规模化仅提出 需 作业 规模化 农业 环节作业 包服务 供给 与农

。一 ， 力 、 本地经营规 面 业 动 的 化 女性化 劳动 成 都要求 替模化应际而生 方 农 劳 老龄 和 机会 上升 机械 代

， 对小 了 ， 了但 业 械的 分 机械替代 约束 而作业 规模劳动 农 机 要素不可 性 农户实现 劳动构成 服务 化打破

一 术 ； 一 ， 了 ，约束 户 就业与分 户之间的 营 模 不断这 技 另 方面 农 的非农 化促成 农 农地流转 农地经 规 化

*本文研究得到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江苏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1ZD004）、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时空规模经济视角下的粮食生产外包服务供给及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2103088）和江苏省高校现代

粮食流通与安全协同创新中心的资助。本文通讯作者：徐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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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截至 2019年底， 国农 会 务组织 达全 业社 化服 总量 到 89.3万个，生 托 服务产 管 面积超过 15亿亩

， ， 务粮食作次 其中 服 物面积达 8.6 ， 小亿亩次 带动 超农户 6000 ，万 业经户 占全国农 营户的 30%①
。

国 械化服务全 农业机 组织数量从2008年的16.56万个逐步上升至2018年的19.15 个万 （ 千文 鸣芦 和高 ，

2020）。 、 小 、加快推 外包 发 导 农户 生 接 社 化服 务动 服务 展 引 通过 产托管 受 会 务 实现服 规模经营，已

村 、 小 （ ，逐步成为 兴 实现 农户 代农 衔接 径 等推进乡 振 与现 业发展有机 的重要路 王志刚 2011）。 计统

数据显示
②
，到 2020年， 了全国农地 到流转面积比例达 34.08%， 粮 积在种 面 100 上的家庭 场数亩以 农

了种 庭农场 的 到量占 粮家 总数 比例达 41.5%。

， （论 农业 作 下文简称理 上 生产环节 业外包服务 “外包服务”） 小的要素约束 效应缓解 会抑制 农

转出户 农地， 其 业经营延缓 退出农 ，从 农地流转 规 化 展而不利于 市场和农地经营 模 发 ，但 情况是实际 ，

。一 ，作 服务 化 有延缓 经 化 认 外包业 规模 并没 农地 营规模 般 为 服务供给
③
对小 力、 本农 和户的劳动 资

术 （本技 约束 用 文称之为的缓解作 “ 约束要素 缓解效应”） ：一 ， 村 力于两 当 持续源 方面 方面 农 劳动

， 力 ，转出 动 数量与 不 配 此时 家庭劳 土地拥有量出现 匹 因 ，小农 过购买农 机械 替 统劳户通 业 服务 代传

力， 力 （ ，动 解 产 劳 不足 旭以缓 农业生 中 动 的约束 郑 媛和徐志刚 2017；Zhang et al.，2017）； 一另 方

， ，小 本 ，面 与 相比 农户购 包服 不仅 接 保养农机 昂自购农机 买外 务的成 更低 可避免直 购买和 所需的高

， 、 大 术， 力 来 力费用 而 享 机 承载 缓解农业 动 老 和 化带 家 动且能方便 及时地 受 械 的技 劳 龄化 女性 庭劳

降 生 负面质量下 产 的 影响（ 刚王志 等，2011；Liu et al.，2019）。因此， 小服务快速 制 农外包 发展会抑

， 少 。 ， 长户转出 减 农 供给 场 但现实中 流转面积农地 地流转市场 和最终市 交易量 中国农地 呈现持续增

势。 ，关 据 示 自趋 相 数 显 2008 来， ， ，全国农地 转率 上 然增速 放 体 仍年以 流 逐年 升 虽 有所 缓 但整 上

年均以 2.81 长的个百分点 速度增 （ 东雄和肖卫杜志 ，2019）。同时， 庭农场为代 规模以家 表的 经营户

也 大，均土 模 扩的平 地经营规 在逐年 2018年时约为 400 （郜 ，亩 亮亮 2020）。

果如 对小只关注 要 约 缓解外包服务 农户的 素 束 效应，就 对难以科 认识 服 展 农地 市学 外包 务发 流转

场的 ，必 对 ， 才响 同 考虑 农 影响 这样 解作业服务 化与影 须 时 外包服务 地转入方的 能正确理 规模 农地经

。 ，模化 模 是农地流 的重要需 生 和营规 的关系 规 经营户 转市场中 求方 从事专业化 产 模化规 ，农地经营

大， 对 术 大（ 小 ，经营 积 不 资 业技 服 需 等面 仅 农 和农 务的 求 罗 锋 2016），对 力 也大。动 需求劳 的 随着

力 本成劳动 的上升，采 本 择械作业替 动是规模经 降低 性选用机 代人工劳 营户 生产成 的理 （徐盼等，2019；

Yi et al.，2019）， 外 供给的要 解效应恰 求而 包服务 素约束缓 好满足其上述需 。 外另 ， 于外 务供由 包服

，给方 容易 模 户集中 的 获 规 经济更 从规 经营 连片 地块上 得 模 因而 较 小 ，经 户 购买外规模 营户相 于 农 包

本 （ ，成 更低 申红服务的 芳等 2015），也 ， 对 大。就是 规模 要 缓解效应说 外包服务 经营户的 素约束 更

， 对 小 ，果同时考 农 流 市场 户和规模 营户 素 缓解效 会因此 如 虑外包服务供给 地 转 中 农 经 的要 约束 应 就

①
参见《截至去年底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达 89.3万个》，《人民日报》2020年10月 12日第10版，http://data.people.

com.cn/rmrb/20201012/10。
②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2020）》，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③
为了简化表述，后文部分地方将“外包服务供给”表述为“外包服务”，但两者的内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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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少 ， 少， ，户 农 转出 转 而规模经 农地转入 使 流转发现 农 减 地 使农地流 市场供给减 营户增加 农地 市

， ， 。 ， ，加 市 不 通过地租 供需 有实 均 应 外包场需求增 场出现供 应求 将 上涨平衡 证研究表明 从平 效 看

对 双农地流转 场供 农 转行为 同 导 农 流转 均服务 市 需 方 地流 的不 影响会 致 地 市场供需 衡被 地租上打破和

（ ，涨 康晨等 2020；Qiu et al.，2021）。

， 、 对 ，此 正确 全面 外包 地流 易 响 以及作 模化与农因 认识 服务供给 农 转市场交 量的影 业服务规 地

， 了 ， 一关 除 关注 服务的要 约束 效 需进 步 外 的 租 涨经营规模化的 系 要 外包 素 缓解 应 还 考虑 包服务 地 上

。一 ， 小 ， ；效 包 约束缓解 制 农户转出 促进 转入应 方面 外 服务的要素 效应会抑 农地 规模经营户 农地 另

一 ， （本面 约束缓解 的地租上方 由要素 效应引发 涨 文称之为“ 上 效地租 涨 应”）又 小会刺 户转出激 农

， 。 ，农 抑制 经 转入农 此地 规模 营户 地 因 分析 对包 务 给 农 场 响需要综外 服 供 地流转市 交易量的影 合考

对大小。 ， 禀 大两种效应的 要说 种效 户 临的约束 现得 不虑这 相 需 明的是 这两 应会因农 赋和面 差异而表

， 。 ， 小 ， 较相 流 市 的均 易量及变 例如 户 相 于兼 程 农同 进而影响农地 转 场 衡交 化 在 农 内部 业化 度低的

， 对 ， 本 ， ，对 ，兼 化程 户 程度低 农 高 因此 他们 外包户 业 度高的农 农业的依赖 地经营成 而言 服务产生

小 ， ； 对要素 效 租上涨效 服务供给 向 转 农地 规模的 约束缓解 应 于地 应 在外包 增加时他们更倾 于 出 而 于

， 大， 也 大， 力经营 农地 规 外包服 要 缓 效 理应 们 和资户 经营 模越 务的 素约束 解 应 越 因为他 面临的劳动

本 ， 来 本 （ 杰，约束 需要外包服 成 节 济 洪更强 迫切 务带 约和规模经 炜 2019），所以， 包 给增外 服务供

一 大 。加可 他们进 步能有助于 扩 规模 但目前大 数多 献文 了关注 服务的要 约束 效只 外包 素 缓解 应，且较

少从农地 方 方 视转入 和转出 的 角同时开展研究。尽 注意到管部分文献 对外包服务 同规模农户不 同的不

（影响 例如 等徐盼 ，2019；陈超和 迪唐若 ，2020）， 了外包服务 调节农地但忽视 通过地租 流转市场的

性可能 ，因而 乏缺 对外 务包服 影响农 流转 作 制和地 市场 用机 农 转地流 双 逻 差方行为 辑 异的 。深入分析

，本于鉴 此 文 题组在利用课 苏、 川江 四 和吉林 3省 265 村个行政 收 跨度集的 10年的 3 （期 2008

年、2013年和 2018年）数据， 来 村 本自 政 样 农户以及 上述行 的 2期（2013年、2018年）数据，系统

分析外包服务 给供 对 地 转市 影响农 流 场的 ，并在 合考综 虑 素 缓解效要 约束 应 地 效和 租上涨 应的 础上基 ，

小关通过重点 注 农户和 ，模经营户 农地流转行 刻揭规 的差异化 为 深 示 对供给外包服务 他们 流农地 转行

为的 。影响机制

本文的 际边 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一 、 对是 入 系 揭示外包 务供 地 市场深 统地 服 给 农 流转

的影响机制， 于有助 们人 刻深 理解 务外包服 市场 ，流转市场 系与农地 的内在联 对加深 作业 规模服务 化

营规 的和农地经 模化关系 认识；二 ， 一在前人多 关注要素 基 上 步是 数研究只 约束缓解效应的 础 进 揭示

包服务外 对 ， 对供 农地 的 上涨效 强 包 务 给影 转 深入性给 流转 地租 应 增 人们 外 服 供 响农地流 市场认识的

和系统性；三是 ，厘清农地转 和转 逻辑 异入方 出方的行为 与约束差 对外包服务 农地流并基于 供给 农户

， 对 小转 约 缓 效应 租上涨效 实证 外 务供给 化 同 农行为产生的要素 束 解 和地 应 检验 包服 兼业 程度不 的 户

和农 模 经营户农 为地经营规 不同的规模 地流转行 影响 。的差异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地流 效的 求农 转取决于有 供给和需 因此 析分 外包服务供给对 地流转的 注农 影响需要同时关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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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 流转地 市场中 双 。供需 方 影响的 ，本 了此 建 如图基于 文构 1 的所示 。架分析框

农地流转交易量

地租

地租上涨效应

外包服务供给

要素约束缓解效应

供给 需求

农地流转市场

小农户转出农地

兼业化程度：高和低

规模经营户转入农地

大规模户和小规模户

图 1 外包服务供给与农地流转关系的分析框架

本 ：提 以下文 出 假设 ① 农 的交易主参与 地流转市场 体仅有 地农 转入户和转出户 类 ，两 农户 转出户

，转出 好 入户转入 且所有农的农地恰 等于转 的农地 而 地质量等级相同。②农 的 产和 决策相互户 生 消费

。立独 ③ ，转 为 户 在农出户 兼业 业 门部 门和非农部 中 置配 力动劳 ， 大追 非 化求农业和 农收入的最 ；而

，转入 事农业生产 的户专业从 经营 农 来 ， 大 。追求 最地均 自转入 农业收入 化 ④ 类 户的农业两 农 生产函

数中 力仅包括劳动 和农地 ， 一 术 ，对要 外 服务 项技 进步 入两种 素 包 作为 转 户和 。出 响不同转 户影 ⑤两

类 力， 。户 生 中 使用 不 为农 在农业 产 均 自家劳动 存在雇工行

，那么 ：转 策模型为出户的决

   1 1 1 1 1 2 1max A Ap A T T L w L L rT p A        （1）

（1）式中， 1 示转 业和 的表 出户从事农 非农活动 总收入， 1A 来表示转出 包服务带户购买外 的技

术进步， 1T、T 转 户分别为 出 的承包 积和转出 积地面 面 ， 1L 、 AL 分 转别为 出户的 力家庭 动总劳 和农

力劳 数业 动 量， 1p 、w、r、 2p 分别 品表示农产 价格、 业工资非农就 、地租和 服务价格外包 。假设

+  ≤1。 ，此 转因 出户决策 地农 转 服出和外包 务购买 一的 阶条件分别为（2）式和（3） ：式

  1
1 1 1 0Ap A T T L r

T
   

    


（2）

 1 1 2
1

0Ap T T L p
A

 
   


（3）

：而转 为入户的决策模型

2 1 2 2 2 2max -p A T L rT p 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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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式 ， 2 示转 从事农业 总收表 入户 的 入， 2A 来 术示 户购买 服 技 步表 转入 外包 务带 的 进 ，T
转入 经为 户的实际 营面积， 2L 为 入户的转 力家 数量庭总劳动 ， 义 （其他变 与量含 1） 一 。 ，式 样 那么

决策农户 农地转入和 务购买外包服 一 （的 别为阶条件分 5）式和（6）式：

1
1 2 2 0p A T L r

T
   

  


（5）

1 2 2
2

0pT L p
A

 
  


（6）

场 外 服务当农地流转市 和 包 市场分别 ， 必达到 衡时 户 出户面 地 包 务 格均 转入 和转 临的 租和外 服 价

， ， （然 分相等 因此 别联立 2）式 （和 5）式 （以及 3）式 （和 6）式 ：得到可以

1

1
ATT
A




（7）

（7）式中， 2

1

AA
A

 
  
 

，表 包服示外 务给 和转转入户 出户 来带 术技 异的 进步差 ，由（7）式可知，

 
1

2 0
1
TT

A A


 
 

， 服务即外包 给转入户和 来 术 大，的 进 差异 地转出户带 技 步 越 农 流转市 上的场 交

。量 多易 就越

为 一进 示步展 转 场 的动 程农地流 市 中 态交易过 ，笔者 来接下 以图形的方 析式进行分 。如图 2所示，

标横坐 轴 市场 的 量是农地流转 上可交易 农地数 ，纵坐标轴是地租。S和D分别是农地流转供给和需求

，曲 表示 地租水平 转出线 不同 下 户 转 的农地 行和 入户 流转 为， 转 户 地的 弹假设 出 农 供给价格 性与转入

对 ，农地的需 性的绝 值相户 求价格弹 等 即S和D 对斜 等率的绝 值相 。 1m 和 2m 分别表 对外示 包服务

转出户和转入户的要素约束缓解效应。在图 2（a）中， 对外 服 转出 影响比包 务 户的 对转 户入 的影响小

（ 1m < 2m ）；而在图 2（b）中， 对外包 转服务 出户和转入户 影响的 （相同 1m ＝ 2m ）。

（a） （b）
图2 供需双方农地价格弹性绝对值相等时的外包服务供给与农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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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根据 文分析， 服务外包 供给有 解助于缓 农户农业生产中劳动力、 本资 等约束。对于转入户而言，

当 大 ，模扩 后农地规 他们 整原有的亟需调 农地 力 ， 本 ，在 工 上升 景下 用机 替代和劳动 配置 人 成 的背 械

大能劳动 极 地 本降低生产成 ，并 模 益实现规 效 ， 此因 ，外包服务 给供 增加会刺激转入户继续转入 地农 ，

在图形中 为需 平移表现 求曲线向右 （图 2中曲线D移 线动到曲
*D ）。对于转出户而言， 来原 的劳在

力动 和农地配置下， 采过通 用外 服务包 能 本低生产成降 ， 加农 产增 业生 效益， ，因此 他们的农地转出

， （意 降 供给 平愿 低 曲线向左 移 曲线S 到曲线移动
*S ）。

一 来般 说， 营户是规模经 重要的 地农 。需求方 这些 户经农 营的耕 积地面 普遍较大， 收入其 以农业

入经营收 为主， 大追 最求农业生产利润 化。相较于小农户， 对服务外包 这些 户农 本 大成 的 更收益 影响 ，

他们 能不仅 购 外 服务够通过 买 包 缓解 要各种 素约束、 本劳动监督降低 成 （ ，罗玉峰 2017），而且拥有

较 势购 包服 优买外 务的价格比 ，这是 包 供方为达 业的规模因为外 服务提 到现场作 经济、 转降低地块间

本，的 业成移 作 更加偏好区域 中且 化 植经营集 专业 的种 ， 较为 营 提 低的愿意 规模经 户 供 服务价格（罗

必良，2017）。一 ，般而言 模经营户规 的 ，中连片 更容 现农地集 易实 服务 ， 小而分规模经济 散 农户只

有 域内所有联合区 其他 集体购买农户 外包服务，才能实现规 经模 济， ，因此 较 小 ，农户相 于 规模 营经

户购买外 务的价包服 格更低（ 等申红芳 ，2015）。 ，上 述综 所 对外 给 转需求方包服务供 增加 农地流 的

束缓解效应要素约 大于对 给方供 的 缓解要素约束 效应（ 2m > 1m ）， 当 转市场再使得 农地流 次达到均

，衡时 农地 ，交易量增加 如图 2（a） （所示 1Q > 0Q ）。 ，本 ：基 上述 文提出以 假说于 分析 下

H1： 。服 给增加 进 转 场 易量外包 务供 会促 农地流 市 交 增加

， 一 ，将 衡过程分 段 那么在第 段中如果 这种动态均 为两个阶 个阶 地租保持 变不 ，外 给包服务供 增

得加使 农地流转 小的供给 于市场上 需求（ 0
SQ < 0

DQ ）。 二 段进入第 个阶 后，为 新达 衡重 到均 ， 必地租

然会被推高， 而从 一 刺激供 继进 步 给方 续转出农地，抑制需求方转入 地农 ，最终的 交易量为均衡 1Q ，

而地租从 0P 上升到 1P就是 来 （服务 涨效外包 带 的地租上 应 如图 2中 1P > 0P ）。对于规模 营经 ，户 只

要 大服务获得 租使用外包 的亩均收益 于地 ， 会 续转就 继 入 地农 ，直到地 上涨租 使得使用 包服务外 的净

收益为零；对 小于 农 ， ， ，户 限于 在 务供给下 与规模经营 样的受 地块规模 同等外包服 无法获得 户同 边

， ，才 大有将 能际收益 只 农地转出 最 程度地 来 ，分享外 的收益 因包服务带 此，他们 租 刺会在高地 的 激

。下转 地出农 ，本 ：由此 文 出以 说提 下假

H2： 来服务供 的 涨 应 削弱 户外包 给带 地租上 效 会 规模经营 的农地 需求转入 ，但会刺激小 增加农户

农地 。转出

， 对 ：一于上 服务 农 地流转行 种作用机 解基 述分析 外包 供给增加 户的农 为具有两 制 是要素约束缓

，二 。 禀 ， 对应 地租 效应 但农 的资 约 在差异 外 通 这 种机效 是 上涨 户 源 赋 束存 使得 包服务 过 两 制 他们经

本 ， 也 。对 ， 大，营 的影响不 农地流转决 不同 户 随 模农地机会成 同 农户的 策 就 于规模经营 着农地规 扩

力面临的劳他们 动 、 本 术约束增强资 和技 ， 解 素 束更迫切地需要缓 要 约 ，因此， 较于地租上 效应相 涨 ，

来 ， 也 来 大。服 给产生 素 解 应 越明 进 地的作用外包 务供 的要 约束缓 效 越 显 进而促 他们转入农 越 越

对 小 ， 。 ，户 外包服务 的影 业化 同 从要素约 应看 外于 农 供给 响会因其兼 程度的不 而不同 束缓解效

较 ， ：包 制 业 程度 户的农地 出 这 为 化程度 农 的 农服务供给更能抑 兼 化 低农 转 是因 兼业 低的 户从事 非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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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多为工作 、 ， 、 较 ，间 强的零工 工资 低的全 农工时 灵活 可分性 或离家近 职非 作 以便较好地兼顾农业

和 业生产 非农就 ， ，而购买 可以缓解 约 使 们可 加非农工 时间外包服务 他们的劳动时间 束 他 以增 作 获取

更 收入高的 ，从 少农而减 地转出。兼 化 度高 非业 程 的农户以 农收入为主，从事的非 为全日制农工作多 、

较 ， 、 ，离 离 远 时间 可家距 的工作 工作 灵活性差 分性弱 ，相应地 他们的 较 ，劳动时间农业 约束 强 由于

未外 服 发展目前 包 务 尚 现实 ， 择农业生 全程 化 他们选产 机械 即使 购 ，也 力外 需 自 劳动买 包服务 要 家 投

， 力 较 ， ，他 务中获取 束缓解效应 此 外 增加 他入 使得 们从外包服 的劳动 约 弱 因 包服务供给 难以影响 们

。 ， 小，地转出决 业化程度 流 性 束 外 务发展可 促进 购的农 策 另外 兼 高的农户受到的 动 约 包服 能 他们 置

、 力 ， 。机 将劳 置 专 化 务 从 地农 动 配 于提供 业 服 而增加农 转出

，上涨效应 务供给增加从地租 看 外包服 更 能可 促 度高进兼业化程 的 。出农户转 农地 对 小地 于农 农

户而言 具有不仅 生存保障 ，功能 还承载着 ，老 社会 功能养 等 保障 了由此 生 农产 地禀 ，效赋 应 体表现具

出 得 经 收入为转 农地获 的 济 无法弥补“失去农地” 苦的痛 （ 必罗 良等，2021； 必罗 良钟文晶和 ，2013）。

因此，小 对农 租变户 地 化不敏感， 映到 曲 是反 农地供求 线上就 农地供 性给价格弹 小于需求价格弹性（见

图 3， 求 线需 曲 D 对率的斜 绝 值小于供给曲线S的斜率）， 禀这 效应会但 种 赋 随着农 收 或户非农 入 社

。会保 提障水平的 高而减弱 较 ，于兼业化 农户相 程度低的 兼业化 高的 更多程度 农户由于有 的机会 现实

，业非农就 禀 ， 来农地的 从而外包 地赋效应弱 服务给他们带 的 租 。上 效应 显涨 更明

图3 供需双方农地价格弹性绝对值不相等时的外包服务供给与农地流转

对 小 ，本 ：基于上 规模 户 户的异 分 出 下 说述 经营 和 农 质性 析 文提 如 假

H3： 对 大外 给 的要素约 应 于地租上 应包服务供 规模经营户 束缓解效 涨效 ， 大因 扩 农此会促进其 地

， 大， ， 大模 经营规模 务供给的 应 明 促进 扩 经营规经营规 且农地 越 外包服 要素约束缓解效 越 显 他们 模

大。的作用越

H4： 对小外 务供给 的 到 兼 程度包服 农户 作用受 其 业 的影响。 较于 低的农户相 兼业化程度 ，兼业化

对 ，度高的农户 包服 的地 应 所以更倾程 因 外 务供给产生 租上涨效 更敏感 向于转出农地。

2m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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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量经济模型与数据

（一）数据来源

本 来 一 ：一 苏、 川文分 套 调 数据 江 四 和吉析所用数据 自两 手 查 集 是 林 3省 265 村个 跨行政 度 10

的年 3期（2008年、2013年和 2018年）数据， 计共 795条 测观 值；二 来 村 本是 自 样上述行政 农户的

两期（2013年、2018年）数据， 计共 1972 值条观测 。前者来自课 于题组 2009年、2014年和 2019年

的开展 3 ， 来轮 后跟踪调查 者 自 2019 ，的跟踪调年 查 其中 2013 。数据由农年 户回忆所得

团 在 查过调查 队 调 程中采用如下的 样方抽 法：① 本 ： 、省 取 综合 经 水 粮 生样 的选 考虑 济发展 平 食

布 ， 苏、 川产 等 四 和吉林及区域分 因素 选取江 3 本省省作为样
①
。② 本 ： 本 ，样 县的选 每个取 在 样 省

，采民人 用 机抽样方基于农 均纯收入 分层随 法选取 3 本 ， 计样 县 共 选个 取 9 本 。个样 县 ③ 本 的样 乡镇

： 本 ， ，采取 每个 基于农民 均纯 用 随机抽 法选 在 样 县 人 收入 分层 样方 选取 2 ， 计乡 共 取个 镇 选 18个

本 。样 乡镇 ④ 本村 ：的样 选取 在 18 本 ，采 对乡镇 用整 法 其所辖的个样 群抽样方 299 村政 进个行 行普

查
②
。村 采 村 村查 用 开 问卷的方 经济社会 服 组 名单级调 干部集体 会填写 式收集 庄 发展数据和外包 务 织 。

本 ，关键信息 失样剔除 缺 后 3 本村 计数 完整的 共期 据都 样 庄 265 。个 ⑤ 服 组 和购 务外包 务 织 买外包服

本 ： 本 ，采取 在每个 随机抽样方 取样 农户的选 样 乡镇 用 法选 6 村个 服务庄开展外包 组织和 买购 外包服

务农户 。 ，调查 首先 采于服务内基 容 取 样分层随机抽 法方 ， 每个 的在 乡镇 6 村 村个 庄中 据各 服根 外包

织的发 况务组 展情 共抽取 10家 包 务组外 服 织。18 共个乡镇 抽取 186 服务组织家外包 开展调查
③
。其次，

对应每家 服务外包 组织，选取 6 购买 的户 外包服务 农户（ 中其 ，规模经营户 1户，小农户 5户）开展

入户调查
④
，最终，收集到 1110户 户农

⑤
期两 （2013、2018年） 据的数 。其中，2018年 模经规 营户 181

，小农户 户 929 。 本 ，除关键 缺 得 农 观测户 剔 信息 失样 后 到 户 值 1972 ， ，规条 其中 模经营户 2018年

有 121 ，条 2013年有 77 ，小条 农户 2018 有年 865 ，条 2013年有 909 。条

（二）外包服务供给对农地流转市场交易量影响的模型构建

本 于文基 265 村个行政 的 3 ，采板数期面 据 用面板数据 对村检验外包 庄农地流模型 服务供给 转市

场交易量 ，影 具的 响 体的模型 式形 ：如下

1 2 3 -1 4it it it it i itTransfer Serve Rent Z           （8）

①
吉林省地处东北平原，农业资源条件好，是中国粮食主产区；江苏省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属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

地区，也是中国重要农业产区；四川省是西南盆地与山地间隔地区代表，耕地资源匮乏、劳务大量输出。

②
在 2019年跟踪调查过程中，有2个村因遭遇暴雨开展救灾工作，未能完成跟踪调查。

③
有 6个村庄外包服务组织较多，因此，在每个村庄多调查了 1家组织。

④
当年经营的农地面积超过所在镇户均耕地面积 3倍的农户被界定为规模经营户，其余为小农户。

⑤
个别农户因为临时外出处理急事，未能成功完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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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式中，下标i 村庄代表 ，t 年份代表 ， 1t  表 量示变 滞后 1期。被 释 量解 变 itTransfer 为i村
t年的 流农地 转率，用村 转庄流 耕地面积占 村全 耕 积地面 的比例表示。 键解关 释变量 itServe 包服为外

， ： ，计 村体 法如下 首务供给 具 测度方 先 算 庄中水稻 耕 、 、在 地 环 的 包服 例播种 收获各生产 节 外 务比

（采 ）； ，计用外包 务的 占 种面积 例 水 在服 面积 总播 的比 然后 算 稻 这 3个生 包 算产环节外 服务比例的

术 ； ， 计 米平均值 样的方法 算 这接着 用同 玉 在 3 术 ； ，个 包服 算 最后 以水生产环节外 务比例的 平均值

米 权 ， 计种面积比稻和玉 播 例为 重 将 算得 米的 稻 玉到 水 和
①

权 ，的 服务比例 行加 得 包外包 进 平均 到外

服务 变供给 量值。 1itRent  示表 租地 （ 后滞 1期）。 itZ 一 农 制变量为 组影响 地流转的控 ， 村包括 庄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村 均纯人 收入、雇工工资、产品 度 条件市场便利 和交通 ）、村 力庄农 构业劳动 结 （农

业劳动人口老龄化率和 业 动人农 劳 口 性化女 率）、村 耕 （ 、耕 、耕庄 特征 条 细碎化 地地 地形 件 地 程度

禀 ）、村资源 赋 庄 族 构宗 结 、农地流转 村策政 和 庄 食作物主要粮 类型。 i 、 it 区非观测效分别是地

不可应和 观测的随机扰 。动项

包 场与农地 会相互影考虑到外 服务市 流转市场 响
②
，从而引发 ，性 题内生 问 本文在固 应模型定效

的 础上基 ，采取 具工 变量法 计进行 估参数 。本 （康 等文参考 晨 2020） ，做法的 选取“本 均镇平 外包服

给务供 ” 。 对 一 村 ， 村作为工 变量 某 特定 言是 通过 与 包服务具变量 该 庄而 外生的 且会 示范效应 该 的外

， 必供 关 符合工给正向相 具变量的 要条件。

村级 面层 量变 义的含 计描述性统及 见表 1。

表 1 村级层面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称名 义含 及赋变量 值 值均 标准差

村农 流 率地 转 村庄流转耕地 村耕积面 占全 地面积的 （比例 %） 20.9 20.1

外 给包服务供 米 耕水稻和玉 在 地、播种、收获3 采环节 务个生产 用外包服 面积

总播种面占 积的比例（%）（ 权加 平均）

26.4 25.8

本镇 给平均外包服务供 本 本村 村 （除 其他 包服务供 水平 均镇 外 庄外 给 的平 值 %） 26.4 22.1

域外包 供镇 服务 给 本 村 （有 外 服务 的镇所 庄 包 供给水平 平均值 %） 26.4 22.0

地租 村庄农地流转租金（元/ ）亩 241.0 223.0

村人均纯收入 村庄 （全年人均纯收入 千 ）元 9.9 4.3

雇工工资 忙农 时雇工 资工 （元/ ）天 146.0 46.8

产 利度品市场便 村庄是否 ？市 或 产品 地有农产品交易 场 农 集散 是=1，否=0 0.1 0.3

交 条件通 村委会驻地 （ ）最近高 路 离 里到 速公 入口距 公 24.5 21.3

业劳 龄农 动人口老 化率 村庄 劳动人口农业 中 60岁以上人口的 （比例 %） 33.5 20.1

劳动农业 人口 率女性化 村庄 人 性农业劳动 口中女 的 （比例 %） 45.2 13.4

地形条件 村庄耕地中15 （度 比及以上坡地所占 例 %） 23.3 23.4

①
选择水稻和玉米是因为这两种作物是样本省的主要粮食作物。

②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农地流转对外包服务供给有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不属于本文研究的内容，故未

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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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 碎化细 程度 （ ）农户户均地 数 块块 6.1 3.5

耕 禀源地资 赋 村庄 耕人均 地面积（ ）亩 2.1 2.1

村庄 结宗族 构 村庄 大姓氏最 农户数占农户总数的比例（%） 20.8 17.3

农地流转政策 地流转是否土 需要村委会或乡镇政府 ？审批 是=1，否=0 0.4 0.5

村庄 要 物主 粮食作 类型 水稻=1， 米玉 =0 0.5 0.5

： 值注 观测 条数为795。

（三）外包服务供给对异质性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的模型构建

， 对供 影 农地 的作用机 笔者 观 视角考 包 给 模为揭示外包服务 给 响 流转 制 从微 农户 察外 服务供 规 经

小 。营户 地 影响和 农户农 流转行为的 具体的模型 式形 ：如下

1 2 3it it it i itLand Serve X         （9）

1 2 3 4it it it it i itLand Serve Rent X           （10）

（9）式和（10）式中，下标i代表农户，t 表年代 份。 变被解释 量 itLand 农户表示 i在第t年的农

流转行为地 。对 ，本 主 关 其于规模经营户 文 要 注 农 入面积地转 ，而对于小农户，本 要文主 关注其农地

转出面积。 解 变关键 释 量 itServe 表示农户i 村庄所在 第t 服务供给年的外包 ， itRent 表示农户i 村所在

庄第t年的 租地 。 itX 一为 农地组影响农户 流转行为 ，的 量控制变 包括决策者 （ 、特征 性别个人 年龄、

受教育程度、健 状康 况、非农 经验就业 、村干部 历经 ）、家 征庭特 （ 就业比非农 例、 庭家 年 入纯收 ），

一 村 （村及 级控以 些 制变量 、 、 、 、均 资 产品市 地形条件人 纯收入 雇工工 场便利度 耕地 化程细碎 度、

政策农地流转 ）。

（9）式中， 2 的 服务测度 是外包 供给对 流转农户农地 行为的总效应。 文 析根据前 分 ， 包服外 务

给的供 ， ，总效 可以 为 约束缓 应 上 效 因此 分应 分解 要素 解效 和地租 涨 应 为细致区 这两种效应，（10）

式在（9） 了村式的 制 庄地租基础上控 ， 2 可被 解为理 外包服务 给供 的 缓要素约束 解效应，而 3 识别

的 务是外包服 供给的 。 ，时地租上涨效应 同 检为 验外包服务供给对兼业 程度化 不同农户 地流转农 行为

影 异响的差 ， 文后 对 本 本 计了者 高 度 业化程度 独估笔 兼业化程 样 组和低兼 样 组均单 （9）式和（10）式。

对 ， 村 ，个农 层面 的 是他们能 响和决定于单 户而言 市场 和 级层面 变量不 够直接影 的 所以，一般认

些 量 外生为这 变 是 的。 对上述分析 包服 给 农地流 为 模 中在 外 务供 农户 转行 影响的 型 ， 策主决 体是农户，

， 村 ，而 给是市场 量 地租是 级 的变外包服务供 层面的变 层面 量 因此， 对 ，一它们 生假设 农户是外 的 般

不会 议，也存在异 就是说，（9） （和式 10） ， 本 门式不存 问 故 文没 专 处理在明显的内生性 题 而 有做 。

村由 级于 层面 义制 的含控 变量 计及 性描述 统 表已在 1 现呈 ， 表故 2 （仅展示 9） （式和 10）式中

、量 关键解 及决策者个 家庭被解释变 释变量以 人和 特征变量 义含的 计及 结描述性统 果。

表 2 农户层面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名称变量 义变量含 及赋值
小农户 规模经营户

均值 差标准 值均 准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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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变量被解

小农户转出面积 小农户 （ ）出农地 积转 的面 亩 0.3 1.4

经 户规模 营 入面转 积 营规模经 户 （ ）的面积 亩转入农地 62.0 105.2

变量关键解释

外包服 给务供
米 耕水稻和玉 在 地、播种、收获 3 采产 外个生 环节 用

包服务 播种面积面积占总 的比例（%）（ 权加 平均）
31.0 24.7 44.0 22.2

租地 村庄农 （流转 元地 租金 / ）亩 489.0 260.2 614.0 287.7

控制 量变

性别 ：策 别决 者性 男性=1，女性=0 0.8 0.4 0.9 0.3

年龄 者决策 （ ）际 龄 岁实 年 54.0 10.9 52.0 10.7

度受教育程 决策者 （ ）育年限 年受教 6.5 3.3 7.0 3.0

健康状况 决策者 ？是否 年生 是因常 病不能干活 =1，否=0 0.1 0.2 0.1 0.2

非农就业经验 者决策 是否有外出打工经历？是=1，否=0 0.5 0.4 0.4 0.4

村干部经历 决策者 村 ？是 当 干部否 过 是=1，否=0 0.1 0.3 0.1 0.3

非农就业 例比 力 力当 出 劳动 占 劳 的 例年外 就业 家庭 动 总数 比 （%） 41.0 31.3 40.0 32.1

庭家 年纯收入 庭家 年 （ ）元纯收入 千 49.0 53.3 80.0 62.9

：小注 农户的观测值条数为 1774，规模 户的经营 观测值条数为 198。

四、外包服务供给对农地流转市场交易量影响的估计结果

判 对 ，为 包 给 农地流 易量的影初步 断外 服务供 转市场交 响 笔者先利用 265 村行个 政 3年 数据的 进

计 。简单的统 析 从行 分 表 3 ，以可 看到 本 本，无论是 样 省 样全部 还是分 份 包服外 务供给和村农地流转

间均率之 势，表现 升的趋出同步上 较 。表明 存在 系两者 强的正向关 但 ，结分省份的 果显示 两者的增长

幅度 同在不 省份有所不同。 苏， 流 发 的速 快于外包 务发 速在江 农地 转 展 度远 服 展的 度， 川吉林和而 四

表则 现为 包 务 展的外 服 发 速度明显快于农地流转发展的速度。

表 3 村农地流转率和外包服务供给的时间变化趋势

2008年 2013年 2018年 2018年 对相 2008年的 长增 幅度（%）

本部样全

村 （农地流转率 %） 12.9 21.7 28.2 118.6

（外包服务供给 %） 19.0 25.8 34.5 81.6

苏江

村 （转率农地流 %） 10.9 18.9 31.5 189.0

（外包服务供给 %） 45.8 53.8 62.5 36.5

吉林

村 （农地流转率 %） 10.3 12.6 23.9 132.0

（供外包服务 给 %） 9.7 16.6 35.2 262.9

川四

村 （地流农 转率 %） 15.9 29.4 28.7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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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服务 给供 %） 6.9 12.9 15.4 123.2

计但 分 是基于 的上述 析仅仅 简单 统 结果。 了为 捉 包服 农捕 外 务供给与 地流转 交易量市场 之间的关

，笔者在控制 可观 的基系 诸多 测影响因素 础上展开 一 。进 步分析

表 4 了 对村汇报 外 给 农地流包服务供 转率影响的 计估模型 ， ，（果 中结 其 1）列和（2） 分别是列

固 效应定 模型（FE）和 效应随机 模型（RE）的 计估 结果。 斯 检 结果豪 曼 验 显示 p值为 0.0159，因此在

5% 计 平上的统 水 ，拒绝 明用固定效 型原假设 表 应模 计的估 结果 。（更好分析 3）列显示的是 效在固定

应模型 用工具变基础上使 量回归（FE-IV） ， 可 别 验的结果 不 识 检 的Anderson LM 计统 量为 90.6240，

在 1% 计 ， 。 ，采 小二 计 一的统 平上 说 存在不 别 外 两 段最 第水 显著 明不 可识 问题 另 用 阶 乘法估 的 阶段

的Kleibergen-Paap rkWald F 计 大显著 于统 量 Stock andYogo（2005）设定的 10% 水平下的临偏误 界值，

。 ，本说明 具变 此不存在弱工 量问题 因 文 的工具变选取 量是有效的， 计估 结果是可信的。下文 者笔 以

（3）列 结果的 讨进行 论为准 。

计估 果结 表明， 包外 服务供给 村 ，能 提 流 率显著 高 农地 转 加增 农地 ，场流转市 交易量 假说研究 1

。得到验证 具体而言，外包服 给在务供 5%的 计统 ，显著水平上 系数为 0.2850， 明 务供给每说 外包服

增加 1 ，村分点 农地个百 流转率能够提高 0.285 。个 分百 点

表 4 外包服务供给对村农地流转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村 （农地 率流转 %）

FE RE FE-IV FE

（1） （2） （3） （4）

服务供外包 给 0.1316** 0.1326*** 0.2850**

（2.5108） （3.2269） （2.2648）

域 务 给镇 外包服 供 0.2423**

（2.4408）

（租 滞地 后1 ）期 0.0036 0.0112*** 0.0035 0.0036

（0.8183） （3.2288） （0.7920） （0.8107）

村 纯人均 收入 0.0915 0.1832 0.1420 0.1580

（0.4322） （1.0274） （0.6649） （0.7322）

雇工工资 -0.1629*** -0.1599*** -0.1808*** -0.1768***

（-4.8793） （-6.0302） （-5.0574） （-5.0582）

产品市场便利度 -2.8129 0.0793 -2.9691 -3.5395

（-0.9034） （0.0379） （-0.9597） （-1.1293）

通条件交 0.1002** 0.0416 0.0995** 0.0878*

（2.0692） （1.1604） （2.0689） （1.8031）

农业 人口劳动 老龄化率 0.1920*** 0.1553*** 0.2069*** 0.1909***

（3.9549） （4.1204） （4.1817） （3.9330）

业劳农 动人口 性女 化率 -0.0556 -0.0181 -0.0643 -0.0519

（-0.8717） （-0.3616） （-1.0110） （-0.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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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条件地 0.1099** 0.0474 0.1030** 0.1224**

（2.1563） （1.3771） （2.0236） （2.3999）

耕地 度细碎化程 -0.6693* -0.2793 -0.7438* -0.6491*

（-1.7498） （-1.1538） （-1.9377） （-1.6983）

耕 禀地资源 赋 0.3181 0.1080 0.0613 0.3617

（0.2476） （0.1564） （0.0475） （0.2816）

村庄宗族结构 0.1715** 0.0093 0.1816** 0.1906**

（2.0645） （0.1967） （2.1928） （2.2747）

地 转 策农 流 政 -0.0063 -0.1662 0.4027 -0.2513

（-0.0034） （-0.1159） （0.2169） （-0.1365）

村庄 粮食作物主要 类型 -4.4613 -2.3407 -7.0916 -3.3371

（-0.9883） （-1.0308） （-1.4491） （-0.7500）

年份 量虚变 制已控 已控制 控已 制 制已控

虚 量省 变 已控制

项常数 18.4380*** 12.7228** 16.0791**

（2.6229） （2.1822） （2.2739）

豪斯曼检验 27.6400**（0.0159）

不可识别检验 90.6240***（0.0000）

具变量检验弱工 106.0160（16.3800）

R2 0.2638 0.2515 0.2633

值观测 795 795 795 795

：注 ①***、**、*分别代表在 1%、5%、10% 计 。的统 著水平上显 ② 检验和不 验豪斯曼 可识别检 结果括号中的数值

是 p值，弱 具 量检工 变 验 果结 括号中 数值的 是Cragg-DonaldWald F 计量统 在 10% 误水平偏 下 临的 界值， 他其 号括 的数中

值是 t 。值

计 也 本 。 ， 力 本 ，他 果 基 符合 时雇工工资越 味着 越高其 变量的估 结 预期 农忙 高 意 农业劳动 成 当无

法用机 替代劳动械完全 ，时 入农户转 农地的激励就越 ，村 流 率 越低弱 农地 转 就 ； ，条件越便交通 利 村

， ，村 ， 未来农地 率 这可能 为 业 和 镇化 展 越好 农户流转 越低 是因 随着工 化 城 的快速发 庄交通条件 预期

，的市场价值 转出农地 越高 意愿越 ； 业低 农 劳动 村 ，村 ，龄 高的 庄 农 越高 而农人口老 化率越 地流转率

业劳动 对村 ；化 农 流转 有影响 地人口女性 率 地 率没 形越不平坦，村 ，农 转率越 能地流 高 可 的解释是，

在 耕 较坡 比例地 高的地区，农地收益较 ， 出就业低 外 力劳动 较 ，多 使得农地流转发生率较高；耕地细

碎化程度对村农地流转率有显著的 ，向影响 说 碎化负 明农地细 会降低农地经营效率，进 减而 弱农户转

入农地的需求， 村抑制 地庄农 流转； ，村此外 庄宗族结构越 一单 ，越 易容 、集体 土在 入股 加入 地股份

社等集合作 中 ， 村 。的形式中产 体行 庄农流转土地 生集 动 从而促进 地流转

工 法除 具变量 外， 也 一替换 认为是解 种 效 法变量法 被 决内生性问题的 有 方 （ ，许庆等 2020），因

，本此 文用 域外 务镇 包服 供给变量替换村庄 ，对外 供 变 模型包服务 给 量 结果 ， 计稳 结进行 健性检验 估

果见表 4的（4）列。镇域外包服务供给在 5%的 计统 水平上显著，系数为 0.2423， 包 场说明外 服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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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确 著增加农 交 量 说实能够显 地流转市场中的 易 假 1 。再 到验证次得

五、外包服务供给对异质性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计 对笔 在估 服 给 农户 流 的 响者 外包 务供 农地 转行为 影 时， 采 了都 用 模 应模型固定效应 型和随机效 ，

，采 计 ， 计但 验结果均表 随机 的结 下 基于随机 的估豪斯曼检 明 用 效应模型估 果更好 故 文主要 效应模型

讨 。结果进行 论

表 5 了 包 务汇报 外 服 给供 对小农 规模经营 农地户和 户 流转行 响为影 的 计估 。结果 （1）列和（2）

列 告 是报 的 对小 计户的农 估 结果，（3） 和列 （4）列报告的是对 计规模经营 果户的估 结
①
。（1）列的

结果显示，未加入地租时， 对小服务外包 供给 农户转 的影响不出面积 显著。（2） 结果显示列的 ，加入

，地租后 服 供 仍不外包 务 给 ，但显著 地租在 10%的 计统 水平上显著，且 ，系数为正 明说 对于小农户，

来外 服 供给包 务 带 的 上地租 涨效应 ，进他们转 说会促 出农地 假 2部分得到验证。 也控制变量的结果 基

本 ， ，符 如合预期 例 大业比例越非农就 、家庭年纯收入越高，小农户越倾向于 出转 农地。

表 5 外包服务供给对小农户和规模经营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

量名变 称
：小给供 农户转 面积出 ：规 营户需求 模经 转 积入面

（1） （2） （3） （4）

务 给外包服 供 0.0022 0.0019 0.3338 0.5157*

（1.2179） （1.0448） （1.4379） （1.8834）

租地 0.0003* -0.0682**

（1.9557） （-2.0578）

性别 0.0010 0.0037 -4.4301 -2.4353

（0.0112） （0.0408） （-0.1740） （-0.0872）

年龄 0.0052 0.0056 -0.9990 -1.0212

（1.2956） （1.3946） （-1.0632） （-1.0505）

教受 育程度 -0.0184 -0.0196 6.1225*** 5.6212**

（-1.4993） （-1.5980） （2.5982） （2.2321）

健康状况 -0.0647 -0.0444 -9.0133 -7.1854

（-0.3868） （-0.2648） （-1.0010） （-0.7843）

非农就业经验 -0.0007 -0.0017 -19.3934 -18.6567

（-0.0081） （-0.0195） （-1.3682） （-1.4156）

村干部经历 0.1595 0.1586 -18.2532 -12.1469

①
在表 5的回归中，小农户被定义为当年农地经营面积小于所在镇户均耕地面积 3倍的农户，但按这种分类标准划分的

小农户存在农地经营面积大于10亩的情况，而目前除东北地区外，中国大部分省份农户户均农地经营面积小于 10亩。

作为稳健性检验，笔者对小农户做了更严格的定义，将小农户界定为不仅农地经营面积小于所在镇户均耕地面积的 3倍，

而且当年农地经营面积小于10亩或 15亩。改变小农户定义后的模型估计结果与表 5基本一致，有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

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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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9） （1.2182） （-1.4484） （-1.0413）

非 业比农就 例 0.0024* 0.0025* -0.4998** -0.4447**

（1.9142） （1.9415） （-2.5017） （-2.4400）

家庭年 收入纯 0.0013* 0.0013* 0.5130** 0.5549**

（1.8099） （1.6821） （2.3355） （2.4911）

村 入人均纯收 0.0057 0.0049 1.2967* 1.0322

（0.7630） （0.6602） （1.8123） （1.4417）

雇工工资 -0.0015 -0.0016 -0.1650 -0.1739

（-1.1573） （-1.2080） （-0.8487） （-0.9159）

产品市场便利度 -0.0018 -0.0024 1.6999 2.0439*

（-0.5302） （-0.7202） （1.4263） （1.7061）

形条件地 0.0020 0.0023 0.2686 0.3280

（1.1771） （1.3288） （1.1115） （1.3550）

耕地细碎化程度 -0.0068 0.0003 2.2469 0.7577

（-0.5705） （0.0207） （1.1028） （0.3522）

流 政农地 转 策 0.1198* 0.1048 22.0620** 24.9303**

（1.7165） （1.4930） （2.2016） （2.3793）

年份 量虚变 已控制 控制已 制已控 制已控

省虚变量 已控制 控已 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项常数 0.0620 -0.1076 11.9650 47.4961

（0.1629） （-0.2760） （0.2478） （0.8716）

卡方值 41.1246*** 45.0181*** 140.1186*** 116.0350***

值观测 1774 1774 198 198

：注 ①***、**、*分别代表在 1%、5%、10% 计 。统 水平上显的 著 ② 号括 中的数值是 t 。值

表 5（3） ，列 示的结果显 未加入 ，租时 外包地 服务 ，不显著供给 系数为 0.3338；（4）列的结果

，示显 入加 ，租后 服务地 外包 供给在 10%的 计统 水平上 ，系数为显著 0.5157， ，同时 地租在 5%的统

计 平水 上显著，系数为-0.0682， 对明 户说 于规模经营 ，外包服务 一 面发挥要素 缓解供给 方 约束 效应，

， 一 ，增加 另 生地租上 加他们促进其 农地转入 方面产 涨效应 增 农 本， 抑 他 转入地投资的成 从而 制 们 农

。 ， ， 力 ， 较根据前文 论分 着 经营规 加 农 生 劳动 相地 理 析 随 农地 模增 农户的 业 产 约束增强 于地租上涨

， 来 来 ， ， 大效应 外包 带 的要素约 解效 因此 模 向于在外服务供给 束缓 应越 越明显 理论上 规 户更倾 包服

给增加时务供 转入农地。于是，本 一 对进 规 经营 组文 步 模 户分 ，依次以 45亩、60亩和 90 标亩为 准将

大 小 ， ，规模经 分 户 规 户两 进 见表营户 为 规模 和 模 组 并分别 行回归 结果 6。从表 6 ，在可以看到 3种

， 大 ，分组标 均只 农地 会 包服务供 影响 而且准下 有 规模户的 转入面积 受到外 给的正向 经营的农地规模

大， 大（越 包 务供 影响越 在外 服 给的 3 （分组 下种 标准 1） ），外包服 给 递列中 务供 的系数 增 假说 3

了 。得到 验证

表 6 外包服务供给对不同规模的规模经营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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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小户规模 和 规模户

划 标准分
变量名称

：释变量被解 规模 户转经营 入面积

大 户规模 小规模户

（1） （2） （3） （4）

以45亩 划为 分标准

外包服务供给 0.8095* 0.7695* 0.0007 0.0593

（1.6499） （1.6497） （0.0192） （1.4930）

地租 -0.2211* -0.0126***

（-1.8797） （-2.908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已 制 已 制控

观测值 100 100 98 98

以60 划亩为 分 准标

外 务包服 供给 1.2495* 1.4238* -0.0482 -0.0363

（1.6814） （1.9099） （-1.1075） （-0.7439）

地租 -0.2338* -0.0033

（-1.6834） （-0.6275）

控制 量变 已控制 已 制控 控制已 已控制

测观 值 85 85 113 113

以90 划 标准亩为 分

外包服务供给 2.3124* 1.2575* -0.0426 -0.0510

（1.9083） （1.6956） （-0.8359） （-0.7581）

地租 -0.3267* 0.0018

（-1.8804） （0.2902）

控制变量 控制已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值观测 62 62 136 136

：注 ①***、* 代表在分别 1%、10% 计 。的 显著统 水平上 ②括号中的数值是 t 。值 ③ 制 量 表控 变 同 5。

表 5和表 6的 计估 ， 了 ，结果 示 外 务 仅促进 经 农 经 规模 明显 包服 供给 规模 营户的 地 营 化 并没有 显

小 转出诱导 农户 农地，但 必 一营户转入农 是建规模经 地 然 立在 部分 户农 。转 基 据前文出农地的 础上 根

， 较 小理 业化程度论分析 兼 高的 农户更可能成为农地流转 中的转出市场 方。 ，因此 笔者 来接下 村庄以

，受访 的 农 业 例为农户 平均非 就 比 标准 将 村各 小农户分为 ，两组 村 小 ，然后再分 的两组 农户别加总各

得到高兼业化程度和低兼业化程度 本两组样 ， 对别检验外 给 两组农 的 响分 包服务供 户农地流转行为 影 。

表 7 了报告 服务外包 供给对 小组兼 程 同的两 业化 度不 农户 地农 流转 计为 响 估行 影 的 结果
①
。其中，

（1）～（3） 是列 对低兼 度业化程 组的回归 ，结果 （4）～（6） 是列 对高兼业化程度组的回归结果。

，要注需 意的是 （在 3）列和（6） 回归中列的 ， 、转出面积 包服务供外 给、地租均为对 式数形
②
。

表 7 外包服务供给对兼业化程度不同的小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

量变 兼低 业 度化程 组 高兼 化程业 度组

①
作为稳健性检验，笔者将小农户按照非农就业比例由低到高排序后分成3组，将比例最高 1组定义为高兼业化程度组，

将最低 1组定义为低兼业化程度组。改变分组标准后的估计结果与表7基本一致，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②
由于转出面积、外包服务供给和地租均存在数值为 0的情况，故对它们的取值先加 1后再取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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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积出面 转出面积 对转 数出面积 出 积转 面 转出面积 对出转 面积 数

（1） （2） （3） （4） （5） （6）

服务供给外包 -0.0016 -0.0019* -0.0048 0.0052* 0.0051 0.0013

（-1.2431） （-1.7107） （-0.7758） （1.7075） （1.5139） （0.0829）

地租 0.0002** 0.0128** 0.0003** 0.0174***

（2.4963） （2.1998） （2.1003） （2.804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849 849 849 925 925 925

：注 ①***、**、*分别代表在 1%、5%、10% 计 。平上显著的统 水 ②括号中的数值是 t 。值 ③ 制 量同控 变 表5。

表 7（1）列的回归 果显结 示，对 较兼 程度 低于 业化 的小 户农 ，未加入 租地 时，外 服务包 供给不显

著，系数为负；（2） 的结果显列 示，加入 租后地 ，外包服务 给供 显著，且系数为负，同时， 著地租显 ，

且系数 。 对为正 这说明 于 化程度兼业 较低 小的 ，农户 一 ， 服 供 的要 束缓解效 会抑方面 外包 务 给 素约 应

； 一 ， 来 又们 农地 另 外 供 带 地租 会 出农地制他 转出 方面 包服务 给 的 上涨效应 刺激他们转 ，使得总体上

，看 外包服务 展难的发 以促使 转出他们 农 。地

（4） ，结列的 果显示 对于兼业 较化程度 高的小 ，农户 外包服务供给 应 正的总效 为 ， 在且 10%的

计统 平水 上显著。（5） 的结 示列 果显 ，加入地租后， 服外包 务 变 不供给 得 再显著，而地租在 5%的统

计 著水平上显 ，且系数 ， 对于为正 说明 较 小 ，兼业化程 的 农 供给 束 应度 高 户 外包服务 的要素约 缓解效

小 ， ， 较于地租 因此 他们上涨效应 更倾向于在 高 租 刺 下增地 的 激 加 地转出农 面积。

，同时 从（3） 和列 （6）列 ，结果看的 地租 计 ，在 著 且统 上显 而 业化兼 程度较 小高 户农 的地租弹

为性 0.0174，大于兼业化程度较 小农户低 的地租弹性 0.0128，说明当 ，时地租上涨 较兼 高业化程度 的

小农户 较 小比兼业化 农户程度 低的 转出的农地数量更多。假说 4 。得 验证到

六、结论与讨论

生产环节 业农业 作 外 务包服 作为兼具社 分会化 工和 势模 济规 经 优 的创新型农业经营 ，方式 是 快加

实现农业 、 村推动乡 振兴现代化 的 要重 抓手， 成为 的这已逐步 政学两界 共识。但 对已有文献 外包服务

来 来 ， 未带 的作业 地 转 的农 营规模化 间关 认 不够充 尚服务规模化与农 流 带 地经 之 系的 识还 分 且 厘清外

包 务 给服 供 对 双农 场 地流转行地流转市 中供需 方农 为影响 ，差异的 从而难以 好很 解释和理解 个市两 场

展协同发 的事实和内在逻辑关系。本 从理论和文 实证两个方面 开 析展 分 ， 时考同 察 地农 转入方 转出和

方， 讨外 务探 包服 供给对 ，流 的 响 示外农地 转市场 影 揭 包服务 给供 对 农地流转异质性农户 行为直接的

要素约束缓解效应和间接的 租上地 涨效应。

：究研 发现 一，第 外包服务的发展 体上整 了促进 农地流转， 服 规 化有 农地经营即作业 务 模 利于 规

，模化 是 农地经 模而不 延缓 营规 化。 二， 对 双包 务 给 农 场 响主要第 外 服 供 地流转市 供需 方的影 表现为

规模经营户 农地促进 增加 转入，同时 激刺 兼业化 较 小高 转出农地程度 的 农户 。 三， 对务供给第 外包服

农 及 地 转市户农地流转行为 农 流 场的作用机制 括包 两方面，即 的要素 缓 和 接 地租直接 约束 解效应 间 的

。上涨效应 前者 少小 ， 了 。 较明显减 农 出 但它显著 规模 农地虽然没有 户农地转 促进 经营户增加 转入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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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于 户， 经营户规模 ， ，的 往往更强 同 效 规 经营 够享有更 的外要素约束 时由于具有规模 应 模 户能 低

，务包服 价格 从而受益于作 规 化业服务 模 大。 ，程度 包 要素约束 会造的 更 因此 外 服务直接的 缓解效应

成农地 市场 地租流转 供不应求和 上涨。 者 农地流转 地租水平而后 会提高 市场中的 ，一 ，方面 小农户的

，转 动 增加农地 出 机 而且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小 由 租弹性农户 于地 较大， 较 兼 度相 于 业化程 较 的低 小农

户受地租上涨刺激 大的强度更 。 一另 方面，规 的农地转入 与程模经营户 动机 度 制会受到抑 。在上述两

机 下种 制作用 ，外包服 供给增加务发展和 不仅不会延缓、 而 促 农地 和反 会 进 流转 农地经营规模 展化发 ，

，动地租 影 流 市 的交并推 上涨 响农地 转 场 易量 构与结 。

本文 义具有以下研究结论 政策含 ： 一， 禀 大，中国农业资 农户第 源和 赋区域差异 不同地区 服作业

势， 、 择化和农地 化各有优 宜 理 地选 规模化经务规模 经营规模 劣 各地应因地制 地 性 农业 营发展 。道路

促 业生产 作 服 发 与进农 环节 业外包 务 展 农 经地规模化 营并不冲突，两者均有 农业生产现助于推进 代化。

禀 ， ，受农 地细 点 生产要素 善等条件 方 地 转地制度与土 碎化 赋特 及农业 市场不完 约束 中国许多地 农 流

和农 规模化地 经营 。 ，发展 受 外包服 能 业 产 节作 模 经济空间 限 而 务既 实现农 生 环 业服务规 化 获取规模

收益，也 缓解能很好地 目前 本、 术 ， ， 较 ，农 产现 资 劳 束 于农地流业生 代化面临的 动和技 约 因此 相 转

。 ， ，务有更好 间 外 论是 论还是从 践看外包服 的发展条件和空 另 无 从理 实 农 规 经营地 模化 均 于有利 作

， ， 。 ，务 模 发展 服 分是农机 户 部分是规 营户业服 规 化 因为外包 务提供者部 服务专业 模经 因此 在人地

、耕 禀 丰 、 ，比例 源 农就业和 市场发达 件 励宽松 地资 赋 裕 非 农地流转 的地区 可顺应条 鼓 农地规 经模化

；营 而在 备机 作 件但具 械化 业条 农 模 发 因 地关 就 限地规 化经营 展 人 系和非农 业等条件受 的 ，区域 可通

展多元化的过发 生产环节作业 务外包服 ，满足 耕 较小和 模 的农地自 农户 经营规 转入户的机械服务需求，

、 。农 生 规模 械化与现 化水以提升中国 业 产 化 机 代 平

二， ， ，需 实施科 理 政 创 公平 以 务市场和 市第 优化 学合 的公共 策 造 市场环境 促进外包服 农地流转

。 一 ，场协同发 地经 作业 化 统 和相互 能在各自展 农 营规模化和 服务规模 之间是 依存的 均 适宜条件下实

， 。 ，规 经 实施 合理的公 政策 现 协同发 竞 条 下 包服 和现 模 济 科学 共 能实 两者 展 在 争市场 件 外 务规模化

， 、 、模化作为 规模化经营 都是 应农 自 社会等条农地经营规 两种农业 方式 市场主体顺 业生产的 然 经济

， 。决策行为 问 政 在促件的自主 不存在市场失灵 题 府 进 业作 服务规 化模 和 经 模化发 应农地 营规 展中 尊

， 力 ，场 维 公平 争 多过强行 致重市 尽 护 的市场竞 环境 避免过 政干预导 作业服务 化规模 和 模农地经营规

、 。化 发 不高和效 问题发展过快 展质量 率损失的

三，第 需 对 大 ， 术 。区 差 的特 外包服务 展提 支 包服务 展针 中国农业生产 域 别 点 为 发 供技 撑 外 的发

必 、 类 。 耕 、 、应 同 域 不 的 特点 在 地 低 土地细碎 度高须要适 不 区 同 型农户 生产条件和 平坦程度 化程 农

大动难户集体行 度 的地区， 大市 给 量适宜场应供 性强、 小多样的中 持 外 服务功能 型机械及由其支 的 包 ；

耕 、 ， ，资源条件 机械 适 强的农 产 要 化 完善 补 农在 地 好 作业 宜性 业主 区 就需 优 和 农机购置 贴政策 促进

术 大 。机技 创 服务市场中 的 型新和外包 农机 化和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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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and LandTransfer:Whether Service Scale
Management Postpones Land ScaleManagement?An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actorConstraintMitigation Effect and LandRent Rise

Effect

ZHANGDan XUZhigang LIU Jiacheng

Abstract: In theor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can alleviate factor constraint impact and postpone land rent-out of

smallholders. But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market and land transfer market does not

support the inference that large-scale operation services will replace large-scale oper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Based on three

periods of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265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Jiangsu, Sichuan and Jilin provinces and two periods of data

from sample farmers in thes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this article uses the fixed effect model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o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from two aspects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market and micro farmers’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rge-scale operation services are generally conducive to large-scale

oper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as a whol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can promote large-scale households

to rent in agricultural land and smallholders with a high degree of part-time employment to rent out agricultural land.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mitigation effect on factor constraints of large-scale

farmers. Secondly, it leads to the shortage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market and the rise of land rent, which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smallholderswith a high degree of part-time employment than for smallholderswith a lowdegree of part-time employment.

Keywords:Agricultural ProductionService; LandTransfer; FactorConstraintMitigationEffect; LandRent Ris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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