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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专用性对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影响

——基于新疆阜康市的调研与实证研究

贾秋嫒﹡，丁宇﹡

（﹡.新疆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乌鲁木齐，830000）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流转问题也备受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全国农地流

转也具有显著的成效。但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农地的资产专用性投资不断地增加，导致农地

流转中的转换成本增加，从而影响农户的契约选择行为。本文选取新疆阜康市为调查地点，通

过多元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回收有效问卷 244 份。结果表明：（1）在异质性农户的资产

专用性方面：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地理位置资产专用性对不同行业都具有显著

影响，表明不同行业的农户资产专用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2）在农地流转的转换成本方面：

设施农业生产中所投入的专项资产较高，从而转入到其他产业的程序性转换成本也会提高，林

果业以及畜牧业的人力和地理位置专用性都很高，因此关系性和财务性转换成本较高。（3）契

约方式方面：设施农业农户由于前期资产投入程度较高，办理流转手续繁杂，往往倾向于签订

书面协议；林果业农户则会选择口头协议；畜牧养殖业农户选择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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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绪论

一、研究背景

（一）农地流转受到重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提高农地流转的积极性，我国农用地实行“三权分置”，即土

地的所有权、经营权、承包权既作为一个整体又各自发挥作用。2022 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落

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从 2012-2017 年农地流转规模从 21.5%增至

35.1%，2007-2022 年我国土地流转率从原有的 5.2%增加至 25.3%，全国农地流转规模达四分之

一以上。由此可见，土地流转问题备受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农地流转效率逐渐提高，通过农

地流转能够合理地配置、优化土地资源，提高农用地的生产效率，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1]
。

（二）农地流转的不规范行为增加

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过程实际上是农户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合适的契约，不同农户在面对

契约方式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会出现较多的专用性资产投资，随着农

地资产专用性投资不断地增加，其转换成本也相应增加，拥有专业性资产的一方退出交易时就

变得相当困难
[2]
。一方面，由于资产专用性的存在，使得交易双方可能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导

致农地流转中的转换成本也相应地增加，影响农户契约选择行为
[3]
。另一方面，由于契约方式

具有多样性，农户在进行农地流转时，为了降低成本选择了不合理的契约，反而会增加农地流

转的交易成本
[4]
。总之，由于资产专用性引发的契约选择不规范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农地流转的转换成本，那么不同产业的农户选择合理的契约方式就显得至关重要。通过选择合

理的契约方式能够有效的降低土地流转过程中交易成本，实现农地流转规范化以及提高土地流

转的效率
[5]
。

二、文献综述

（一）异质性农户的资产专用性

许多学者根据不同行业划分异质性农户，其所拥有的资产专用性程度也存在差异。畜牧业

的人力资产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以及土地资产专用性都是极高的，农户需要不断的投入时

间、精力
[6]
，包括选择合适的放牧地点以及不断地投入养殖机械设备

[7]
，都会使其资产专用性程

度不断的增加，使得农户做出各种投机行为
[8]
。林果业农户资产专用性的研究，蟠桃种植的土

地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挪动，将专用资产投资若用于其他用途必将带来重大损失[9]，区位条件、

交通条件、市场条件都是具有特殊用途的资产专用性
[10]

。设施农业农户资产专用性的研究，包

括农业机械、灌溉设施，其专用性资产再变为他用，其转换成本必然会增加[11]，也将面临着高

昂的土地流转费用
[1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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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专用性与转换成本

在研究农地转换成本时，大多数学者都围绕资产专用性与转换成本的关系进行研究。转换

成本通常包括改造成本、交易成本等
[14]

。由于资产专用性程度不同所带来的转换成本也存在差

异，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需要防止机会主义行为来降低损失
[15]

。特定用途的资产专用性具有

较高的转换成本，事后的机会主义成本也就相应越高，而较低的资产专用性引起的转换成本也

偏低
[16]

。当专用资产用于其他生产配置时其价值会远远下降，也就相应的增加了转换成本
[17]

。

然而一些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农户在市场上的地位越高，选择的机会越多，转换成本也

相应的降低
[18]

，以及较低的资产专用性所形成的转换成本过低，使得机会主义风险增加
[19]

。

（三）转换成本与契约选择

根据不同转换成本产生不同契约选择行为，对此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一些学者认为，

不同的转换成本对应着不同的契约方式
[20]

，较高的资产专用性应该选择三方治理或者长期的合

约
[21]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越高，合约治理的效果越低；环境不确定因素越高，关系治理程

度会越高
[19]

。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较高的程序性转换成本，应该选择正式来进行治理，较低的

程序性转换成本，应该选择由三方介入进行治理[22][23]，并且基于替代交易费用和关系专用性成

这两个维度来提出纵向一体化是减少转换成本的重要途径
[24][25]

。

三、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就农地流转契约选择方向展开了多维度、多角度的探讨与研究，为本

次调查研究提供了参考。大多学者主要沿用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研究资产专用性引

起转换成本对治理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成果颇多，但许多学者没有进行实证研究且视角较为

分散，因此本文从异质性农户视角切入，从而探析专用性资产对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影响。

四、研究目的、意义

（一）研究目的

1.从异质性农户视角出发，分析新疆阜康市农户农地流转现状，明晰异质性农户视角下资

产专用性的表现差异。

2.探究异质性农户视角下资产专用性差异化对农地流转的转换成本产生的影响。

3.探究不同转换成本对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方式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异质性农户选择合

适的契约方式。

（二）研究意义

1.通过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和拓展资产专用性相关理论，另一方面对异质性农户选

择契约方式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2.农地流转过程中不同产业的农户选择合适的契约方式提供建议，从而有效地解决农地流

转中实际的不规范问题，为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提供实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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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的问题

（一）异质性农户的资产专用性是怎样的？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不同产业的农户会投入专用性资产，从而形成各种类型的资产专用性，

农地资产专用性形式主要有三种：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地理位置资产专用性。

（二）异质性农户的转换成本从何而来？

正因异质性农户的资产专用性存在差异，从而农户若想转换到其他行业，会形成不同转换

成本，其转换成本主要有程序性转换成本、关系性转换成本、财务性转换成本等三种。

（三）异质性农户的契约选择是怎样的？

异质性农户基于转换成本的考量，会选择何种契约方式。不同行业对应着不同的资产专用

性和转换成本，且不同成本应匹配合理的契约方式。

第二部分：调查方案设计与实施

一、调查方案设计

（一）调查目的

农地经营权的规范、有序流转问题，是新形势下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

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关键性问题。近年来，我国农地流转取得显著成效，但从总体上看，

农地流转不规范问题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故本次市场调研我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阜康市进行

调研分析，将农户前期投入各类生产要素形成的专用性资产作为农地流转的经济考量，促进农

地流转契约选择的规范化治理，有效规避损害农户利益的农地流转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进而

带动农户农地规范有序流转，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二）调查对象及范围

本次调研分为线上和线下两部分。线上调研的目标群体为阜康市的农户，主要集中在参与

过农地流转的群体；线下调研的对象主要为阜康市村委会村干部，主要集中于负责农地流转工

作的负责人。针对阜康市博峰街道、阜新街道、准东街道、甘河子镇、城关镇、九运街镇、滋

泥泉子镇 7 个区域范围的农户展开调查。

（三）调查内容

1.阜康市不同行业农户的农地资产专用性差异现状。主要从实物、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产

专用性三方面入手，包括农户的土地承包面积、农用机械状况、土地肥沃程度、务农技能、务

农经验、务农收入、种植作物类型、区位条件以及农地投入费用等现状。

2.阜康市农户农地流转的现状。将农户农地流转转换成本作为经济考量，主要从财务性、

关系性、程序性三方面入手，包括农地流转的租金、规模、年限、办理程序耗时情况等。

3.阜康市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方式。包括农地流转纠纷状况、违约现象以及农户契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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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差异化等。

（四）调查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本次调查主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资产专用性理论展开，通过查阅有关专用资产对农地流

转契约选择影响的文献，将文献进行归纳、汇总，分为资产专用性、异质性农户、转换成本、

契约选择 4 个部分，从四方面逐一剖析调研内容的深层含义，将提炼出的相关理论以及实际价

值应用到本文，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疆地区经济、资源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农地流转契约选择

方式和规范化交易机制。

2.问卷调查法

本次调查基于文献回顾中提炼并完善的维度以及测量指标设计调查问卷，选取阜康市 3 个

街道、4 个镇的农户作为调研对象，通过问卷星发放在线问卷，并对抽样数据进行收集整理。

并结合访谈法，对阜康市村委会村干部，主要集中于农地流转工作的负责人，根据回答访谈提

纲所反映的问题，来判断问卷设计是否合理，同时记录问卷调查难以体现的问题，从而提高问

卷调查以及数据的信效度。

3.实证研究法

本次研究应用 SPASS26.0 数据分析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信效度内容描述

以及区分度分析，并通过建立模型探析专用资产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影响，同时检验调查问

卷数据以及理论模型的拟合程度，并对模型数据分析的最终结果进行总结和分析。

（五）调查问卷结构与设计

1.调查问卷结构

本次调查问卷结构（如下图 1 所示）主要分为四部分，包括农户的基本信息、异质性农户、

专用资产以及农地流转情况，分别从农户的行业、专用资产差异化状况、农地流转的转换成本

以及农户契约选择等方面入手，探析专用资产对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影响。

图 1 调查问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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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问卷设计

本小组的调查问卷是在明确调查主题、调查目的、调查内容以及调查对象范围的前提下拟

定的，并结合实地访谈多次修改问卷，因此从理论出发具有科学性，从实际出发具有合理性。

调查问卷设计内容（如下表1所示）主要结合相关的理论分析和文献综述形成的，针对调查的主

要研究框架、测量维度以及测量指标展开，包括资产专用性理论以及测量指标、异质性农户的

行业划分指标以及农地流转的转换成本测量指标等，在充分了解并梳理相关文献后形成调查问

卷。（详见附件1）

表 1 调查问卷设计内容

问卷题型 单选题、多选题、开放题

问卷甄别

共设置 25 个题目，从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户不同行业资产专用性差异以及转换成本差异等方面筛选出符合要求

的调查对象。

问卷主体

共分成四部分，围绕农户的基本信息、农户行业不同所引发的专用资产差异、农地流转的转换成本情况和契约选择

情况进行设计。其中，基本信息部分设置了性别、年龄、区域等 7 个题目，农户行业不同所引发的专用资产差异共

设置农地类型、土壤肥沃状况、区位条件等 9 个题目，农地流转的转换成本情况共设置是农地流转租金等 4 个题目，

对于契约选择情况设置了 5 个问题。

二、调查方案实施

（一）调查工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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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调查工作步骤

（二）调查工作实施

1.调查过程

本次调查分为预调查与正式调查。预调查是为了检验问卷科学性和有效性。预调查期间，

本组就阜康市农户展开问卷调查和访谈；针对预调查所反映的实际问题，对问卷做出进一步修

正。预调查信度与效度检验效果较好，则说明问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此同时，正式调查沿

“农地流转的问卷调查”、“村委会村干部访谈”两条路线展开，共计发放 300 份问卷，剔除

无效问卷 56 份，共回收有效问卷 244 份。剔除无效问卷原因有三点：一是不完全问卷且作答时

间较短；二是问卷内容不可靠；三是大量重复问卷。

2.调查安排

在充分了解了调查的相关知识、步骤技巧以及注意事项后，本小组针对调查项目进行层层

细分，对小组成员进行合理分工，明确各自的任务和预期达到的目标，采取“互相监督，相互

协作”的方式，主要分为前期文献梳理、调查方案设计、调查问卷设计与发放、调查数据收集

和处理。对各自开展前期调查准备工作进行反复检查，相互提出建议和修改方案，针对调查中

遇到的问题，共同完善,并根据时间合理安排调查。

3.调查前期准备

通过阶段性的资料搜集与小组讨论，明确从专用资产与农地流转契约选择这两方面的实际

出发。在确定调查主题的基础上，围绕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两条主线内容展开分析，并做好调

研相关的前期准备。前期准备主要包括访谈录音设备、问卷纸质版电子版发放、数据分析软件、

调查路线图以及访谈提纲等，同时制定时间节点，以时间节点为抓手，确定小组成员前期工作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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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查质量控制

在调查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误差，但本次调查秉承科学严谨的态度，尽力把误差降低在最

小的范围内。在调查之前，小组成员确定本次调研内容，并对正式问卷问题进行多次修改；查

阅资料，多次计算样本量，确保数量的科学性与准确性。调查过程中，根据被访者的反应与态

度，及时对采访提纲进行调整与改变，判断其回答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可采用参考的有效性。

调查结束后，现场检查问卷填写情况，如果有问题当场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对问卷进行二次审

核，最大限度保证数据质量。

5.预调查

在正式调查前，为保证问卷满足调查要求，本组在阜康市小范围内发放共 60 份问卷，回收

有效问卷 44 份。基于预调查数据，对问卷进行区分度分析，针对问卷中相似度较高的选项进行

修改调整，同时抽调了 5 名填写问卷的农户，访问其填写问卷的难易度、便捷度以及感知度状

况，再次对问卷的格式和选项进行简洁化、便捷化的设置，从而保证问卷设计的合理性以及数

据收集的可靠性、有效性。

6.正式调查

正式调查过程中采取线上问卷和线下发放问卷相结合，共发放 300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

56 份，回收有效问卷 244 份。由于大部分农户家庭人口流动性较强，因此实际发放过程中经常

存在“一户多发”等问题，所以被调查者可能存在抵触的行为。本组在正式调查的过程中对于

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都进行了严格的把控，将其中不合格的问卷都进行了剔除。同时为了更

加全面的进行调研，团队针对村委会以及相关管理人员的进行了深度访谈，以求从不同的视角

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现有问题、改进途径、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等有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

为后续的深入分析奠定扎实的基础。

三、调查问卷“信效度”分析

（一）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分析结果

本小组调查问卷是非量化表，因此主要以内容描述的形式来体现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本次

调查问卷共收集有效问卷 244份，其中男性占比约 59%、女性占比约 41%；年龄分布主要以 30-50

岁为主，共占比约 61%；调研区域为博峰街道 20 人、阜新街道 17、准东街道 44 人、甘河子镇

49 人、城关镇 42 人、九运街镇 44 人、滋泥泉子镇 28 人，本次调研区域分布较为均匀；农户

家庭常驻人口在 6 人以下居多且年收入在 3 万元以下较多；农户所从事的行业主要占比分布为

设施农业 34%、林果业 46%、畜牧养殖业 9%、旅游合作社 11%。由此可见，本次调查区域分

布合理、调研对象行业分布差异化显著、调查数据真实可靠，具有一定的分析价值。（详见附

件 2）

（二）调查问卷区分度分析结果

本次对调查问卷选择项设置做了区分度分析，结果显示，根据专用性资产划分的 3 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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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9 个指标（家庭承包地面积、农业

机械设备、土地肥沃状况、务农经验技能、务农年限、务农收入、种植作物类型、土地租金、

区位条件），对于异质性农户主要将不同行业（设施农业、林果业、畜牧业）作为划分标准，

其次农地流转转换成本划分为 3 个维度（程序性成本、财务性成本、关系性成本），所设计的

问卷紧扣相关的维度和指标，问卷所有选项的显著性 P 值均小于 0.05，呈现显著性，拒绝原假

设，因此说问卷选项设计区分度高，设计较为合理。（详见附件 3）

第三部分：新疆阜康市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

一、调查结果分析与解读

（一）农地资产专用性

1.家庭承包地面积、农业机械设备、土地肥沃状况

调查发现，阜康市家庭承包土地面积规模占比较大，300 亩以上占到 30%，远高于 100 亩

以下土地面积的 10%，表明农户有意向扩大种植规模，也需要农户追加农业投资。通过利用

SPASS26.0 进行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可知（如下附录 4 所示），农户承包地面积的增加，一

方面要与专用性投资相适应，另一方面要适当引导农户加大专用资产的投资。总之，农户若想

改变种植类型及行业，就会面临较高的转换成本，甚至导致农户退出行业壁垒增大。

随着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阜康市农户对种植设施番茄的信心愈发增大，大多数村民想继

续扩大种植面积。经营规模越大，生产经营强度越大，则农户投资购买机械设备可能性越大。

例如设施番茄和蟠桃种植，需投入高价值的机械设备，而总价值越高，表明实物资产专用性越

强，那么农户退出行业难度增大，而转出土地可能性较小，反之会倾向于转入农地面积，规模

不断增加，随之种植生产成本不断下降。

阜康市总体土地肥沃情况呈现良好态势。对于农户而言，土地肥沃状况是关键性指标，这

个指标不仅关乎农业生产效益，还关乎农户今后发展前景。通常农户会根据肥沃情况选中合适

的农作物，先天土地状况良好的土地，则农户后天投入的成本可能会降低。对于本身土地状况

较好的土地，农户大都会选择租入土地，继续更好的从事农业生产，以期获得更高的农业收入。

反之，土地肥沃状况较差，农户会耗费更多的精力和资产来改善土地状况，进而实物资产专用

性越强。

2.务农经验技能、务农年限、务农收入

将农户务农经验按照农户拥有技能的丰富程度来划分，农户丰富程度越高，务农经验技能

越强，那么人力资产专用性也越强。随着年龄逐渐变大，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越高，进而从事

农户务农经验技能丰富程度也随之增强，从而人力资产专用性越强。因此，农户的年龄越大，

农户务农的经验技能越强，进而从事农业生产机会也越多，人力资产专用性就越强。

农户从事农业年限大多集中于 10-15 年和 15-20 年，其占比分别为 34.02%和 47.54%，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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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农户务农时间越长，其年龄也会随之增加。务农时长越长，其务农经验相比从事务农时

间短的农户经验丰富程度越高，同时也表明农户不会轻易放弃土地从事其他产业生产。倘若农

户想要转到其他产业（外出务工成本和壁垒也越大），进而在本行业的损失程度相对较大，其

人力资产专用性越强。

务农收入是衡量人力资产专用性重要指标之一，务农收入水平越高，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

度越高，越倾向于转入土地。反之务农收入水平越低，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可能性越高，越倾向

于转出土地。阜康市务农收入水平按照三类进行划分，50000 元以上占比为 47.95%，30000-50000

元占比 34.02%，表明务农收入水平越高，农户从事第一产业几率越大，进而对土地依赖程度越

强，且租入土地可能性越大，从而人力资产专用性也越高。

3.种植作物类型、土地租金、区位条件

农户种植作物类型是衡量地理资产专用性的重要指标。通常可将农作物种类主要划分成七

大类：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作物、果类、野生果类、饲料作物、药用作物。对于阜康市

而言，农户种植作物类型主要集中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包括设施农业的温室大棚番茄、林果

业的蟠桃和种植业的小麦。调查可知，阜康市农户种植粮食作物占 27.46%；种植蔬菜作物占

44.26%；种植果类农户占 12.7%。该地区地理条件优越，适宜种植蔬菜产品，地理位置越优越，

气候条件越好，种植作物类型越多，农户越倾向转入土地，则地理位置专用性越强。

土地租金是地理位置专用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土地租金的高低与地块区位有关，地块区位

条件越优越，土地租金相对较高，尤其是越靠近高速公路和城镇，地租上涨会越快。土地租金

越高，地块地理位置越好，不仅有利于农户获取农业信息渠道越便捷，还方便农户运输农作物，

从而农户越倾向于选择转出土地，获取较高的租金，则地理资产专用性越弱。

区位条件是衡量地理位置资产专用性的重要指标之一。据调查核实，以上六种距离土地公

里数越近，土地租金上涨就会越快，并表明该地块土地区位条件越好，其地理位置专用越弱。

调查表明，发生土地流转的农户大都是区位条件优于未发生流转的农户发生流转农户，土地离

城镇里程平均为 4.08km，未发生土地流转农户离城镇里程平均为 5.06km，为 4.50km；发生流

转农户土地与公路的平均距离为 2.28km，未发生土地流转农户土地与公路平均距离为 3.88km。

土地越靠近公路和县城，劳动力转移到城镇越容易，农户接受新鲜事物可能性越大，从事非农

业生产几率较高，因而大多数农户会将放弃土地，将土地转出获取租金。

（二）异质性农户

1.行业状况

（1）设施农业-设施番茄（实物资产专用性）

据调查显示阜康市设施番茄是北疆地区的主产区，设施番茄种植方式由原来大批量人工采

摘到温室育苗再到现在的设施番茄春提早穴盘基质育苗技术。2016 年以来，阜康市克服育苗周

期长、田间除草分苗用工多等困难，大力推行提早育苗技术。通过实地走访，询问农户得知，

设施番茄日常管理需投入较高的实物资产。第一，先建设大棚基地，在修建大棚前需对当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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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量和日照时间进行考量，日照时间越长，番茄生长周期越短。其次测量温室大棚内部空间，

其目的是方便人员进入和管理番茄。第二，为提高生产效率，阜康市先推广春提早育苗技术，

一方面是提高育苗水平，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前期的育苗前准备，提升产品质量。第三，定植前

机械化作业准备。总之，设施番茄种植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机械设备，且购置机械设备需要较

高的成本。购置农业机械设备成本越高，则实物资产专用性程度越强，进而加大农户退出本行

业的成本和难度，退出难度越大，则产生行业壁垒越强。

（2）林果业-桃子行业（人力资产专用性）

蟠桃业发展离不开阜康市先天的地理优势，更重要的是让农户们学习并熟悉蟠桃种植过程。

首先在了解蟠桃生长环境，从而为建立园区做好规划，选择园区最重的是挑选适宜蟠桃地形、

面积等各方面因素。其次选择树苗，目前比较好的蟠桃品种有蟠桃四号、巨蟠、早露蟠、瑞蟠

1 号等，而阜康市种植品种是油蟠桃、早露蟠和苏联大蟠，且对土壤及温度、光照要求十分严

苛。在雇佣农户时也要寻找有务农经验和务农年限较丰富的农户，虽说此类农户一般用工价格

比普通农户价格要高一些，但是对于栽种蟠桃环节要十分熟练且效率较高，同时也要具备一定

的种植经验及技能，因此务农经验程度越高，农户用工价格较高，则人力资产专用性较强。最

后对桃园进行日常管理，管理过程中要格外注意定期施肥、浇水、锄草和防治病虫害等。因此，

蟠桃种植需要农户不断学习种植知识，在不同阶段有效管理蟠桃生长，农户付出较多的时间成

本和经验成本，那么人力资产专用性就越强。

（3）畜牧业-牛羊养殖（地理位置专用性）

据调查显示，截止 2022 年新疆畜牧业保持稳步上升趋势，比上年增长 6.5%，其中牛存栏

量上达 690.91 万头，增长 12.1%；羊存栏 4825.21 万只，增长 5.6%。而截止 2020 年末，全市

牲畜饲养量 56.64 万头，其中牛 4.53 万头，羊 43.85 万只。全市养殖企业（合作社）注册畜产

品品牌商标 10 个，自治区畜牧业龙头企业 1 家。畜禽规模养殖率平均达到 58%，其中牛羊规

模养殖率达到 20%。阜康市作为乌鲁木齐市菜篮子基地，“十四五”期间，牛羊肉供应量新增

10 万吨以上。阜康市草原面积广阔，适宜种植多种饲料，虽草原及畜牧业需具备先天的地理优

势，但由于长期放牧和缺乏保护，导致草场资源匮乏和草原面积大幅度减少，严重破坏草原生

态结构。因此我市要树立保护草原意识和加大饲料种植，种植饲料作物也需根据不同农作物选

择不同土质，土壤肥沃程度较好，则土地租金会较高，那么地理位置专用性越强。

（三）转换成本

1.程序性转换成本

程序性转换成本是指农户转换到其他行业办理流转手续具有复杂性和周期性。首先经调查

问卷显示，阜康市农户处于设施农业、林果业、畜牧养殖业中，其中从事大棚番茄人数为 82

人，其中 58.5%的人认为办理流转手续需要耗费一周左右时间，剩余 48%的人认为办理手续需

要耗费一个月时间。以上数据均表明设施农业办理流转手续较为繁琐，且时间周期较长，进而

付出的程序性转换成本较高。其次据模型结果可知（如下附件 5 所示），P值小于 0.000，此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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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构建具有实际意义，同时回归系数 0.395，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则表明程序性成本每

增加一个单位，会使设施农业变化幅度增加 2.646 倍。因此，程序性转换成本对设施农业产生

正向影响，且程序性转换成本越高，则办理设施农业流转手续越复杂，越有可能阻碍设施农业

转出农地。

2.财务性转换成本

财务性转换成本是指转换行业导致农户损失增加或减少。财务性转换成本大致可分为两类：

金钱损失成本和利益损失成本。对于阜康市而言，畜牧业是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且

主要以饲养肉羊、肉牛及其他牲畜为主。而草场流转对牧民生活产生较大影响，且参与流转人

数为 50 个，其中 80%以上的牧民认为流转草地会带来一定损失。具体损失多少成本，需根据

牧民对草地及牲畜投入资产比例而定。同时构建模型显示（如下附件 5 所示），p 值小于 0.000，

且财务性转换成本对畜牧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回归系数为 2.288，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

与预期一致。财务性转换成本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畜牧业变化幅度增加 2.853 倍。总之，牧

民由于长期从事放牧和思维方式，不太愿意流转土地。若流转土地，牧民需耗费较多时间寻找

工作和学习新技能。因此，牧民在流转前需要清楚认识到流转草地是否划算，倘若流转出去比

自已经营获取的利润较高，那么牧民大都选择参与流转。盈利性越大，牧民损失较少，进而财

务性转换成本越高。

3.关系性转换成本

关系性转换成本是指由于转换行业及交易方所带来的心理和情感上的损失。其主要包括个

人关系转换成本和品牌关系转换成本。阜康市正是借助蟠桃文化和著名旅游风景区-天山天池，

不断加快发展蟠桃产业。蟠桃不仅是当地地理标志，还被称之为“新疆四大瓜果之王”。当地

政府为发展蟠桃产业，通过每两年举办蟠桃会和建立万亩蟠桃生产基地等方式，宣传蟠桃悠久

文化，提升蟠桃品牌知名度。现如今，阜康市蟠桃名气逐渐变大，吸引更多游客，并按照“智

慧农业+旅游”模式，打造以蟠桃园为主题的旅游景点。

阜康市蟠桃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大力支持，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蟠桃”品牌建设。

因此要高度重视品牌价值，深挖内在文化价值底蕴。经调查发现，112 个农户从事种植蟠桃，

其中 90%以上的人认为林果业发展需要努力建设品牌意识。模型结果分析可知，p 值小于 0.000，

且关系性转换成本与林果业发展形成正向关系，回归系数为 1.044，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

因此，品牌关系成本越高，则关系性成本越大，进而促进林果业发展。

（四）契约选择

1.口头协议

口头协议相对于书面协议而言，具有随意性和非正式性。一般会发生在人际关系较好和亲

朋好友范围内，主要受传统思想和风俗习惯等影响。流转范围大都分布在乡村，流转对象以血

缘、亲缘及地缘为基础，但产生投机行为的风险性较大，且缺少稳定性和无法得到法律保护，

容易产生纠纷。与正式契约和书面协议相比，口头协议成本较低，但从问卷分析后发现，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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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的农户选择口头约束。从异质性农户角度看，设施番茄总数为 82 人，程序性转换成本较

高，其中选择口头协议占总人数的 35.3%；种植蟠桃总数为 112 人，选择口头协议占总人数的

36.1%。因此，关系性转换成本较高，农户选择口头协议可能性越大（如下附件 6 所示）。

2.书面协议

书面协议是指交易双方签订纸质版合同。农户面临不同契约选择时，往往会考虑地租价格、

转换成本的高低，不同选择都会影响农户的各种行为。区位条件越好，土地租金会相应提高，

大棚番茄属于非粮食作物，而非粮食作物生产需要投入较多的专用性资产，因此农户对契约方

式要求较高。租金和程序性转换成本越高，农户会倾向签订合同来保障自身合法权益。通过实

地调研发现，244 个农户发生流转，签订合同的 129 份，占样本总数的 53%，其中设施番茄签

订书面协议占比较大。

3.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相结合

威廉姆森认为书面协议注重“白纸黑字”为证；而口头协议基于彼此信任和社会关系相互

约定。相比前两者而言，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相结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当转换成本过高

时，可选择非正式契约替代正式契约；二是当转换成本过低时，可正式契约替代非正式契约；

三是当转换成本处于中等水平，可选用正式契约弥补非正式契约。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相结

合是一种市场发展趋势，但阜康市农户畜牧养殖业农户基于财务性转换成本，选择正式契约与

非正式契约相结合的可能性较大，因此选择契约时，应基于转换成本程度，选择适合行业发展

的契约方式。

第四部分：分析并回答问题

一、分析并回答问题一

农户所处行业不同，那么它所拥有的资产专用性也会大不相同。实物资产专用性对设施农

业产生显著影响，家庭初始承包地面积越大，农业机械设备数量越多，土地肥沃程度越丰富，

设施农业的实物资产专用性越强。务农经验技能每增加一个单位时，会使林果业农户的人力资

产专用性增加 1.527 倍，即务农经验越丰富，则农户所处的林果业中人力资产专用性越强，务

农年限越长，人力资产专用性越弱，务农收入越高，则农户所处的林果业中人力资产专用性越

强。种植作物类型越丰富，则农户所处的畜牧养殖业中地理资产专用性越强，区位条件越优越，

地理资产专用性越弱，且对林果业农户影响越小，土地租金越高，则农户所处的畜牧养殖业业

中地理资产专用性越强（如上表 2 所示）。

二、分析并回答问题二

经模型分析后，发现程序性转换成本对设施农业影响显著性较高，程序性转换成本越高对

设施番茄影响越大，那么农户退出本行业的壁垒难度越大。倘若农户想转到第二第三产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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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手续较为繁杂，且时间周期较长，从而程序性转换成本会变高，那么农户转出土地可

能性也会降低。调查显示，96.7%的农户认为人际关系有助于农地流转，意味着关系性转换成

本对从事林果业农户十分关键。经营此行业农户务必要高度重视并维护人际关系，此处人际关

系不仅是与各生产商、销售商及企业间关系，还是阜康市蟠桃产业发展与品牌建设的关系。从

事蟠桃种植业，农户最为关心的问题是销售问题，如能保证每年都有固定订单且拥有良好的销

售渠道，蟠桃产业会快速发展。经模型分析，关系性转换成本越高且对林果业影响越大，那么

农户退出本行业的壁垒难度越大。回归模型分析（如上表 3 所示），财务性转换成本越高且对

畜牧业影响越大，那么农户退出本行业的壁垒难度越大。

三、分析并回答问题三

设施农业由于前期专用资产投入较多，且需根据种植作物类型，选用不同类别的农用机械

设备。例如新疆阜康市设施番茄，机械化育苗、整地与耕地、机械移栽定植和田间管理等环节，

每个环节都使用机械设备。因此农机设备具有较高的实物资产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越高，

农户转换到其他行业的成本越高，进而农户转出土地可能性越小。从事设施农业农户倾向于选

择书面协议方式，以此保障农户合法权益，且与预期结果相差较大。而林果业农户基于关系性

转换成本的考量，大都倾向于选择口头协议。畜牧养殖业中草地流转十分重要，大部分农户认

为流转草地对自已财产性损失较大，会直接影响牧民的生活水平，损失程度高低直接与转换成

本有密切关联。损失程度越高，转换成本越高，那么农户流转草地可能性越小。因此，基于财

务性转换成本的考量，从事畜牧行业的农户，大都倾向于选择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相结合（如

上表 4 所示）。

第五部分：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一）异质性农户的资产专用性方面

实物资产专用性包括家庭初始承包地面积、农业机械设备、土壤肥沃状况，其中家庭初始

承包地面积、农业机械设备对设施农业产生正向显著性关系；土壤肥沃状况对设施农业产生负

向影响，与预期结果一致。人力资产专用性对林果业产生显著关系，其中务农经验技能、务农

收入对林果业发展形成正向关系。而务农年限对林果业发展产生抑制作用，主要与年龄相关，

年龄越大，农户学习新技术成本将会越高，则有可能阻碍产业发展。地理资产专用性对畜牧养

殖业产生正向影响，草地所处区位条件越好，土地租金则越高，那么地理资产专用性越弱。

（二）转换成本方面

农户经营面积越大，使用农业机械设备频率会越高，经实证分析，农户在经营设施农业生

产中所投入的专项资产会相应提高，从而转入到第二第三产业程序也会较为复杂，且转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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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越高。农户从事林果业时，人力资产专用性显著性较强。务农经验技能越丰富，会使务农

收入水平会越来越好，进而人力资产专用性越强，从而转入土地可能性较大。倘若要扩大规模，

那么农户就要学会利用各种资源，尽可能多的转入土地肥沃条件较好的地块，肥沃条件越好，

转入农地成本就越高。对于畜牧养殖业而言，牧民饲养牛羊数量越多，则种植饲料规模越大，

进而使租入草地可能性变大，退出行业壁垒难度系数增加，则损失财产可能性较大，从而造成

财产性转换成本较高。

（三）契约方式方面

农户所处行业不同，那么对应的成本类型也不同，进而会产生不同契约行为。设施农业农

户由于前期资产投入程度较高，办理流转手续繁杂，往往倾向于签订书面协议；林果业农户种

植蟠桃，需要不断维持与各企业及供应商、品牌建设等方面关系，从而稳定销售渠道，则会选

择口头协议；畜牧养殖业农户饲养牛羊，需要考虑流转草地是否会损失牧民收益问题，但由于

牧民长期生活且习惯于从事此行业，若离开本行业，则会付出较多精力和时间学习其他行业，

因此选择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相结合。

（四）总结

总之，资产专用性基于不同视角而言，其表现形式不同，且存在明显异质性。不同的物质、

人力、地理条件及不同农户所在行业发展的条件，都可能决定资产专用性属性。如果专用性资

产在某种用途上要比其他用途的成本要更高，那么农户若要转换到另一种行业的话，会降低讨

价还价能力，进而退出本行业的“壁垒”就会越大。转换成本过高，会成为“壁垒”，反之，

转换成本过低，会成为“桥梁”。转换成本过高或过低情形下，引导农户理性选择契约方式，

使契约归于理性化尤为重要。

二、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第一，规范和加强农户农地流转契约方式。一方面加快建

立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管理，积极引导农户签

订规范性的流转合同，同时加大对合同的审查、监督，防止交易方利用合同谋取补贴款，损害

农户利益，实现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目的。第二，对于规范性契约方式，提出合

理的治理路径。不同农户处于不同行业，应根据行业特征和农户需求因地制宜选择合理性的契

约方式。同时资产投入较多的行业，应建议配置较为稳定且期限较长的契约方式。但面对大多

数农户自发性流转，容易引发农地流转纠纷情况，应建立规范化和理性化的治理路径。第三，

基于异质性农户拥有不同资产属性，应倡导农户根据自身资产禀赋合理选择契约方式。应结合

农业农村部出台的有关文件，设计科学合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农地流转路径。在此背景下，

健全农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并保证政策的有效落地，是推动农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顶层保障，

规范农地经营权流转行为、完善农地经营权流转风险防范机制、协调农地经营权流转多方主体

利益关系等后续对策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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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调查问卷

尊敬的女士/先生:您好！我们正在做一项关于异质性农户农地流转契约方式的相关问题的问卷调查，诚邀

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本次调查，在这份调查中，旨在了解土地流转相关的问题。本次调查结果只做市场调研之用，

不作其他用途，我们将会对您所填的信息完全保密，请您放心填答，感谢您的支持！

1.您的性别？

男

女

2.您的年龄？

20-30 岁

30-40 岁

40-50 岁

50岁以上

3.您所属的行政区域？

博峰街道

阜新街道

准东街道

甘河子镇

城关镇

九运街镇

滋泥泉子镇

4.您的家庭常驻人口数？

1-3 人

4-6 人

6人以上

5.家庭年收入水平？

30000 元以下

30000-50000元

50000 元以上

6.您的文化水平？

小学

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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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专科

本科

7.您从事的行业？

设施农业

林果业

畜牧养殖业

旅游合作社

其他

8.您承包的农用土地面积为多少？

100 亩以下

100-200 亩

200-300 亩

300 亩以上

9.是否拥有以下农用机械，包括机械数量（可多选）？

耕种机

播种机

喷雾机具

收割机

移栽机

撒肥机

旋耕机

深旋机

灭茬机

起垄+铺滴灌带+覆膜多功能一体机

果园管理机

开沟机

割草机

灌溉设备

以上均无

10.您农地的土壤肥沃状况？

非常好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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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较差

非常差

11.您的务农技能经验？

非常丰富

较丰富

一般丰富

不丰富

12.您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

5年以下

5-10 年

10-15 年

15-20 年

20年以上

13.您务农收入水平（元）？

30000 元以下

30000-50000元

50000 元以上

14.您种植农作物类型？

粮食作物

油料作物

蔬菜作物

果类

饲料作物

其他

15.农地的区位条件？（多选）

距离公路较近

距离县城较近

距离市区较近

距离到汽车站较近

距离到火车站较近

距离到飞机场较近

以上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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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您每年所投入的农地费用是多少（元）？

30000 元以内

30000-50000元

50000 元以上

17.您是否参与过农地流转？

是（请继续回答）

否

18.农地流转的租金是多少（元）？

500 元以内

500-800 元

800 元以上

19.农地流转规模？

5亩以下

5-10 亩

10亩以上

20.农地流转年限？

半年以下

一年

一年以上

21.对于您从事的行业，所办理的农地流转程序耗时情况？

一天

一周

一月

半年

半年以上

22.流转农地对您造成的利益损失成本状况如何？

损失严重

损失一般

无损失

利益大于成本

23.人际关系是否有助于您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受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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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您在流转农地的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哪种契约方式？

口头协议

书面协议

正式契约和非正式契约相结合

25.关于农地流转契约选择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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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分析结果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1.性别

（1=男；2=女）

1 144 59.016

2 100 40.984

2.年龄

（1=20-30 岁；2=30-40 岁；3=40-50 岁；4=50 岁

以上）

1 11 4.508

2 101 41.393

3 72 29.508

4 60 24.59

3.您所属的行政区域？

（1=博峰街道；2=阜新街道；3=准东街道；4=甘

河子镇；5=城关镇；6=九运街镇；7=滋泥泉子镇）

1 20 8.197

2 17 6.967

3 44 18.033

4 49 20.082

5 42 17.213

6 44 18.033

7 28 11.475

4.家庭常驻人口数

（1=1-3 人；2=4-6 人；3=6 人以上）

1 109 44.672

2 119 48.77

3 16 6.557

5.家庭年收入水平

（1=30000 元以下；2=30000-50000 元；3=50000

元以上）

1 139 56.967

2 62 25.41

3 43 17.623

6.文化水平

（1=小学；2=初中；3=高中；4=专科；5=本科）

1 44 18.033

2 144 59.016

3 38 15.574

4 18 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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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行业

（1=设施农业；2=林果业；3=畜牧养殖业；4=其

他）

1 82 33.607

2 112 45.902

3 50 20.491

合计 244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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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调查问卷区分度分析结果

组别（平均值±标准差）

p

0%-27%(n=66) 27%-73%(n=112) 73%-100%(n=66)

8.承包的农用土地面积 2.636±1.308 2.571±1.129 2.697±0.894 0.757

9.拥有以下农用机械，包括机械数量 6.0±3.187 21.759±7.018 36.167±4.692 0.000***

10.农地的土壤肥沃状况 2.545±1.166 2.205±1.116 2.424±0.725 0.474

11.务农技能经验 2.364±0.987 2.446±0.815 2.636±0.624 0.060*

12.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 2.0±0.961 2.562±0.597 2.848±0.638 0.000***

13.务农收入水平（元） 2.182±0.84 2.357±0.746 2.318±0.683 0.308

14.种植农作物类型 2.273±0.869 2.33±1.118 3.197±1.541 0.000***

15.农地的区位条件 5.182±2.94 11.893±5.478 16.227±7.75 0.000***

16.每年所投入的农地费用 1.818±0.84 1.696±0.567 1.561±0.636 0.049**

18.农地流转的租金 1.091±0.29 1.491±0.658 2.258±0.615 0.000***

19.农地流转规模 1.182±0.389 1.482±0.657 1.53±0.684 0.000***

20.农地流转年限 1.682±0.826 2.232±0.644 2.333±0.641 0.000***

21.您从事的行业，所办理的农地流转

程序耗时情况

2.318±0.469 2.527±0.6 3.061±0.523 0.000***

22.流转农地对您造成的利益损失成

本状况

1.173±0.361 1.491±0.502 1.32±0.4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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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人际关系是否有助于您在农地流

转过程中受益

1.152±0.421 1.451±0.435 1.623±0.53 0.000***

24.您在流转农地的过程中更倾向于

选择哪种契约方式

1.409±0.495 1.732±0.644 2.303±0.49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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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不同行业的资产专用性-多元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变量名称

回归

系数

z值 p值
OR

值

1=设施农业

实物

资产

专用

性

1.是否拥有以下农用机械，包括机械数量（1=耕种机；2=播种机；

3=喷雾机具；4=收割机；5=移栽机；6=撒肥机；7=旋耕机；8=深旋

机；9=灭茬机；10=起垄+铺滴灌带+覆膜多功能一体机；11=果园管

理机；12=开沟机；13=割草机；14=灌溉设备；15=以上均无）

0.675 4.472
0.00

0
1.964

2.农地的土壤肥沃状况（1=非常好；2=较好；3=一般；4=较差；5=

非常差）

-0.055 2.589 0.01 1.057

3.承包的农用土地面积（1=100 亩以下 ；2=100-200 亩；3=200-300

亩；4=300 亩以上）

0.457 1.979
0.04

8
1.58

2=林果业

变量名称

回归

系数

z值
p值

OR

值

人力

资产

专用

性

1.务农技能经验（1=非常丰富；2=较丰富；3=一般丰富；4=不丰富） 1.641 4.138
0.00

0
1.102

2.农业生产的年限（1=5 年以下；2=5-10 年；3=10-15 年；4=15-20

年；5=20 年以上）

1.369 3.348
0.00

1
3.931

3.务农收入水平（元）（1=30000 元以下；2=30000-50000 元；3=50000

元以上）

0.883 2.09
0.03

7
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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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牧养殖业

变量名称

回归

系数

z值
p值

OR

值

地 理

位 置

资 产

专 用

性

1.您种植农作物类型？（1=粮食作物；2=油料作物；3=蔬菜作物；

4=果类；5=饲料作物；6=其他）

1.118 4.855
0.00

0
3.059

2.农地的区位条件（多选题）（1=距离公路较近；2=距离县城较近；

3=距离市区较近；4=距离到汽车站较近；5=距离到火车站较近；6=

距离到飞机场较近；7=以上都不是）

-0.962 4.641
0.00

0
2.617

3.农地流转的租金（1=500 元以内；2=500-800 元；3=800 元以上） -0.055 2.559
0.04

8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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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不同行业的转换成本-多元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变量名称

回归系

数

z值 p值 OR 值

1= 设 施 农

业

1.（程序性转换成本）对于您从事的行业，

所办理的农地流转程序耗时情况（1=一天；2=一

周；3=一月；4=半年；5=半年以上）

0.395 2.646 0.000 1.485

2.（财产性转换成本）流转土地，造成的利

益损失成本状况如何（1=损失严重；2=损失一般；

3=无损失；4=利益大于成本 ）

0.469 1.337 0.181 1.599

3.（关系性转换成本）流转土地，人际关系

是否有助于您受益（1=是；2=否）

0.517 -0.504 0.614 0.596

变量名称

回归系

数

z值 p值 OR 值

2=林果业

1.（程序性转换成本）对于您从事的行业，

所办理的农地流转程序耗时情况（1=一天；2=一

周；3=一月；4=半年；5=半年以上）

1.917 4.178 0.082 6.801

2.（财产性转换成本）流转土地，造成的利

益损失成本状况如何（1=损失严重；2=损失一般；

3=无损失；4=利益大于成本 ）

0.692 -0.964 0.335 0.500

3.（关系性转换成本）流转土地，人际关系

是否有助于您受益（1=是；2=否）

1.044 3.968 0.000 2.841

3= 畜 牧 养

殖业

变量名称

回 归 系

数

z值 p 值 OR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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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序性转换成本）对于您从事的行业，

所办理的农地流转程序耗时情况（1=一天；2=一

周；3=一月；4=半年；5=半年以上）

0.127 -0.216 0.829 0.881

2.（财产性转换成本）流转土地，造成的利

益损失成本状况如何（1=损失严重；2=损失一般；

3=无损失；4=利益大于成本 ）

2.288 5.129 0.000 2.853

3.（关系性转换成本）流转土地，人际关系

是否有助于您受益（1=是；2=否）

0.624 0.568 0.570 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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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不同行业的契约选择-多元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变量名称 回归系数 z值 p 值 OR 值

1=设施农业

2=书面协议 0.372 3.659 0.000 0.445

2=林果业

变量名称 回归系数 z值 p 值 OR 值

1=口头协议 2.335 2.634 0.000 1.235

3=畜牧养殖业

变量名称 回归系数 z值 p 值 OR 值

3=正式契约和非正式契约相结合 1.254 2.356 0.0329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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