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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环境感知对农户宅基地
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上海涉农郊区农户的调查

牛 星 1，周惠敏 1※，俞振宁 1，吴冠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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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以计划行为理论为视角，从影响农户意愿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 3个层

面出发，建立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方法］文章基于上海市涉农郊区的农户调查

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农户的环境感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

研究发现，农户环境感知 3个维度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综合路径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禀赋环

境感知（0.503）＞政策环境感知（0.208）＞公共服务环境感知（0.175）。农户对禀赋环境、政策环境和公

共服务环境 3个维度的感知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户的禀赋环境感知路径系

数最大，政策环境感知次之，公共服务环境感知的路径系数最小。［结论］基于以上的影响因素分析，政府

在改进宅基地退出有关政策时，应着重注意宅基地退出的经济补偿和退后农户的公共服务质量，同时保障

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和知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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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完善的农村土地制度是新型城镇化发展、农户住有所居的重要保障。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增加了城市

建设用地的需求增长、供给稀缺的矛盾[1]，与此同时，许多的宅基地处于闲置与低效率利用状态，其中，

处闲置状态的有 200万 hm2(3 000多万亩)，约占宅基地总量的一半（约 200万 hm2） ①，相当于目前所有城

市建成区面积的 37%，超过城市目前所有住宅用地的总量，因此，宅基地的流转和退出成为盘活存量宅

基地资源的必然选择。201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并提到此次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探索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改革试点从2015年的15
个地块扩大到全国 33个县(市、区)，截止 2018年 12月，全国腾退出零星、闲置的宅基地约 0.56万 hm2，

腾退农户达到 14万户。积极推进城市近郊区的宅基地退出，有利于盘活存量农村建设用地，进而缓解城

市发展带来的用地压力，尤其对于上海这样资源约束型的经济发达城市，宅基地流转对实现建设用地存

量挖潜，推进城乡一体化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具有重要作用。

2015年上海建设用地规模占全市土地面积的 46%，资源环境紧约束的局面已经形成②。上海市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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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减量化”的用地目标，即规划期内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增反减，拟定“全市每年减量化任务不低

于 15平方公里”①，以实现“建设用地总规模到 2035年不超过 3200平方公里”②的目标。在土地资源紧约

束的形势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农村建设用地挖潜成为土地利用的主要方式，而

农村建设用地的主要挖潜对象则是宅基地。政府规划农村居民点用地指标将由 2015年 5.13万 hm2缩减至

2035年1.90万hm2。然而，在“减量化”的规划目标下，2010—2016年农村宅基地存在不降反增趋势，农

村的宅基地总量从 4.77万 hm2增长到 5.14万 hm2(涉及约 75.5万户)，增长了 7.8%，约占集体建设用地总量

的 50%[2]，这进一步加剧了上海城镇化发展的资源约束。为了破解上海发展的用地瓶颈，松江区作为全国

农村“三块地”改革的试点之一，采取了集体平移的方式③，截止 2019年 7月已平移房屋 64户，下半年将

继续完成400户平移④。在松江区试点的推动下，上海涉农郊区都开展了宅基地退出的实践探索。

宅基地退出的原则是自愿有偿，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已有研究显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表现

主要来自于农户内部差异和外部环境的影响[3]。内部差异主要来源于农户个人特征[4,5]、农户分化[6,7]；外部

环境影响包括经济环境[8-10]、社会环境[11]及政策环境[12]等。以往研究显示，在讨论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时，

学者们往往聚焦于某一方面，或者从传统的分层角度对外部环境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缺少对农户心理

和行为方式的关联性研究。基于此，文章拟在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的视角

下，侧重于农户心理认知层面，以上海市涉农郊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获取一手的数据资料，综

合考虑农户在宅基地退出决策中所面临资源禀赋环境、政策环境及公共服务环境，深入探讨农户的环境

认知对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效应和影响路径，希望为上海宅基地的制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是在研究行为科学时学者们普遍运用的行为预测理

论，它可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和意愿及进行行为预测等，是由Ajzen等在修正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的。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意愿是最重要的行为预测指标，这关系到个人为执行行为而投入精力的动机或

意愿[13]。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AB）、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 SN）和知觉行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PBC）三者共同作用对行为意愿产生影响。根据该理论，态度被定义为对采取

特定行为的积极或消极评价，主观规范概括了来自重要参照人的个人对从事或不从事某一特定行为的社

会压力或期望的程度。知觉行为控制定义为个人对自身采取某种特定行为时难易的感知，这也与存在便

利条件有关，有时被称为情况限制[14]。

国内外学者广泛运用计划行为理论解释人们的社会行为意愿并预测其行为可能，例如农民遵循营养

管理计划行为、食物浪费行为、农业生产行为、青少年安全健康行为等[15-18]。国内学者应用该理论研究农

户的土地退出行为，结果普遍认为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都会显著影响农户的退出

意愿。但是侧重的视角不同，曾忠平[19]认为居住环境行为态度的影响作用更强；万亚胜[3]的研究得知农户

具备的能力和资源不够时，会阻碍他的退出行为；洪德和[8]侧重于行为因素的转变，认为由主观规范、行

为态度影响的宅基地退出意愿逐渐过渡由知觉行为控制影响，由政府主导等条件转变为对政策及自身条

件（教育、医疗）的改善。由当前研究可知，在运用计划行为理论研究影响宅基地的退出意愿因素时，

学者们从农户生活的外部环境开展，包括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环境，继而拓展到农户对宅基地退出行为

的能力和资源等禀赋环境的研究。基于此，该文构建的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环境感知模型，从禀赋环境、

①《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本市全面推进土地资源高质量利用若干意见的通知2018》沪府规〔2018〕 21号
②《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③《上海市松江区关于加强农村村民宅基地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沪松府规〔2019〕 4号
④关于泖港镇宅基地改革情况 .[2019-07-01] http://www.songjiang.gov.cn/departInf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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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环境、公共服务环境 3个方面来分析环境

感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1.2 研究假设

1.2.1 知觉行为控制：禀赋环境感知

知觉行为控制是农户在参与宅基地退出

时，对控制自身行为因素的感知。当自身行

为控制能力越强，可控制的行为因素就越多，

就越能实现其行为[17]。农户若认为手中的资源

和机会多、而预期的困难少，则行为控制能

力就强。这种行为控制主要来自感知和价值

评估这两方面。感知是指农户判断自身所拥

有的参与宅基地退出能力、资源和机会；而

价值评估是指农户评估自身资源、能力和机

会在宅基地退出中的重要性，这表现在农户

的禀赋效应[20]。禀赋效应指一般人们对拥有物

的估价远高于对未拥有物的估价。受禀赋效应的影响，禀赋环境在该文中表示农户感知到在宅基地退出

中的控制因素，包括农户当前生活成本及家庭收入等，农户所掌握的这些资源愈多，就愈能控制自身行

为；宅基地退出的利益和当前占用所得利益之间的对比也是退出行为的重要控制因素，只有当农户感知

退出后的价值补偿会比原来拥有时的价值更大，且会带来生活质量改进时，才会生出强烈地退出意愿，

并付诸行动，这些禀赋环境因素都会影响农户的退出意愿。因此，禀赋环境会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

产生积极影响。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做出如下假设。

假说 1：农户禀赋环境感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即农户对宅基地退出后的禀赋环境

感知越好，越倾向于退出。

1.2.2 主观规范：政策环境感知

主观规范是农户参与某种活动时感到的社会带来的压力。Cialdini经过研究，把主观规范分为指令性

规范与示范性规范。其中，产生指令性规范主要是政府人员，他们运用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能力领导和

协调农户，对农户决策具有重要影响；而示范性规范作用的群体是农户的亲戚朋友等周边人[21]。该文指令

性规范是通过农户对于退出政策的了解度，来反映政府人员行为对于农户退出行为的指导作用。农户对

政策了解度越高，退出宅基地的意愿越强[22]。而示范性作用主要源于已退出亲友的示范作用，模型构建过

程中此项因素未通过相关检验，因此未纳入研究。政府积极宣传的正向氛围会对农户的行为形成激励，

主要通过影响农户的行为态度对其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对政策的知情情况也会使得农户

对于补偿预期和退出后未来生活有一个明朗的认识；另一方面，当农户想要通过宅基地退出的手段来提

高目前生活水平时，便会更加关注有关政策实施及政府人员行为。因此该文政策环境感知不仅影响农户

宅基地退出意愿，还与农户禀赋环境感知之间相互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两个假说。

假说 2：农户政策环境感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即农户对退出政策环境的感知越清

晰，越倾向于退出。

假说 3：农户政策环境感知与禀赋环境感知之间有显著影响，禀赋环境感知越好，农户的政策环境感

知也越清晰，反之亦然。

1.2.3 行为态度：公共服务环境感知

行为态度表现为农户对于退出行为是否利于自身的评价程度，这个程度表现为农户响应退出政策时

喜欢或厌恶的评价。农户的行为态度评价越积极，倾向越强烈，做出意愿响应的可能性越大，反之越

图 1 TPB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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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23]。一般来说，当农户对宅基地退出评价是正向时，就会有正向的行为态度，反之，负向评价便会产生

消极态度。宅基地退出前的价值判断和退出后的附带作用是影响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要两个方面，是农户

宅基地退出行为外部动机的主要表现[3]。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价值评价不仅考虑经济补偿，同时也考虑居

住环境和居住质量的影响，曾忠平[19]研究认为居住环境会对退出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洪德和[8]研究发现农

户退出意愿影响因素由政府主导等条件正在转变为对政策及自身条件（教育、医疗）的改善。在上海这

种经济发达城市，农户的各项权力如果获得有效保障，退出的意愿就会提高[24]。当农户认为宅基地退出行

为有利于改善居住环境、交通、医疗、养老等福利时，农户会认为宅基地退出是正向的，从而产生积极

的行为态度。因此，模型中公共服务环境态度会直接影响退出意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4：农户公共服务环境感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即农户对退出后公共服务环境

感知越好，越倾向于退出。

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2.1 问卷设计和数据来源

该研究包括 3个潜变量：禀赋环境、政策环境、公共服务环境，和 11个可观测变量。问卷设计的重

点聚焦在农户环境感知的三个方面：一是了解农户对宅基地禀赋环境的感知，包含补偿预期、家庭收入

影响、当前生活成本；二是了解农户对退出政策环境的感知，包含是否了解退出政策、政策执行透明度、宣

传工作的频繁度；三是了解农户对居住公共服务环境的感知，包含交通、医疗、养老、居住环境的满意度。

该研究数据来自课题组 2019年 1—2月的实地问卷调查。调研区为上海市的 8个涉农郊区，分别是崇

明区、浦东新区、金山区、奉贤区、闵行区、青浦区、松江区和宝山区。课题组在实地通过一对一访谈

方式开展调查，发放问卷共300份，有效问卷回收共267份。

调查结果显示（表 1）在 267份调查样本中，男女比例适中，受访者年龄在 60岁以上的占 42%，以老

人居多；有户主身份的受访者占 52.1%，大部分受访者文化水平为初中及以下，整体文化水平较低；仍有

50个受访者既无农村保险也无城市保险；在宅基地居住的受访者占73.8%，居多数。

2.2 变量描述

表 2列出了模型所包含的变量，包括潜变量：禀赋环境感知、政策环境感知与公共服务环境感知。上

述潜变量的观测变量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算（除括号内标注外），1~5级分别表示“非常满意”“满

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5个程度，具体指标及变量设置见表2变量说明。

表1 样本描述统计

变量

地区

性别

年龄（岁）

选项

崇明区

奉贤区

金山区

闵行区

浦东新区

青浦区

松江区

宝山区

男

女

20以下

20~40
40~60
60以上

统计值

49
25
55
16
55
20
18
29
146
121
65
42
48
112

百分比（%）
20.59
10.50
23.11
6.72
23.11
8.40
7.56
10.86
54.7
45.3
24.3
15.7
18.0
42.0

变量

户主

文化程度

社会保险

宅基地自住情况

选项

是

否

小学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农村保险

城市保险

无

是

否

统计值

139
128
53
87
50
47
30
78
139
50
197
70

百分比（%）
52.1
47.9
19.9
32.6
18.7
17.6
11.2
29.2
52.1
18.7
73.8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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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与模型检验

3.1 研究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SEM）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统计方法，它能够解释变量的结构。一直以来，结构

方程模型都是研究人们意愿行为的重要方法，如杨应杰利用该模型考察农户职业与经济的分化程度对农

户宅基地的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国外学者 Igor Senger[17]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确定影响奶农生产多元化意

愿的心理因素。

结构方程模型的优点是可以同时计算多个因变量，分析多个因果关系，且允许自变量与因变量间存

在合理测量误差。该文构建的SEM具体形式为：

η = Βη + Γξ + ζ （1）
X = ΛΧ ξ + δ （2）
Y = ΛΥη + ε （3）
式（1）为结构方程，用来计算该文潜在自变量（禀赋环境、政策环境、公共服务环境）与潜在因变

量（宅基地退出意愿）之间的线性关系；式（2）（3）为测量方程，用来计量各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ξ
为内生潜变量，该文指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B和Γ分别指内生潜变量和外生潜变量的系数矩阵，η为外

生潜变量，ζ指未解释部分；X和Y分别是内生和外生潜变量的观测变量向量；ΛΧ和ΛY分别是内生和外生

潜变量与自身观测变量的关联系数矩阵；ε、δ均表示残差项。

3.2 模型检验

3.2.1 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是判断量表结果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凭证。而效度（Validity）是衡量综合评价体系是否能够准确

反映评价目的和要求。该研究采用统计软件 SPSS25.0对可观测变量进行检验，信度检验选用Cronbach's α
值，效度检验选用（Bartlett's test）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及KMO测度。经计算，该模型测量总表整体Cron⁃
bach's α值是 0.621，而各项均处于临界值 0.5以上，说明指标整体可接受。同时，该研究的可观测变量标

准因子载荷系数大于临界值 0.5，说明诸潜在变量的结构效度可接受[7]。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 5%的巴特利

球型检验，KMO值为0.658，说明样本的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2 模型变量说明与描述统计

潜变量

禀赋环境感知

政策环境感知

公共服务环境感知

退出意愿

题目

您觉得退出宅基地后的补偿是否会在您的预期范围内

（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您觉得退出宅基地将会对家庭总收入产生怎样的影响

（明显增加、增加、基本不变、减少、明显减少）

您觉得当前的生活成本如何

（非常高、较高、一般、较低、非常低)
您是否关注过宅基地退出政策（1.是 2.否）

您觉得当地政府召开过宅基地退出相关听证会、张贴海报等宣传工作吗

（十分频繁、经常、一般、很少、从不）

您认为宅基地退出政策执行的透明度怎样

（非常透明、较透明、一般、不太透明、非常不透明）

您对目前周边交通条件是否满意

您对当前的农村医疗服务质量是否满意

您对当前的农村养老服务是否满意

您对当前的居住环境是否满意

请问您是否愿意有偿退出宅基地（1.是 2.否）

均值

3.06

3.20

2.37
1.82
4.07

3.11
2.28
2.46
2.45
2.26
1.53

标准差

1.00

0.91

0.82
0.57
1.05

0.91
0.89
0.88
0.87
0.85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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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整体适配度检验

模型验证目的是检验各潜变量间的关系假设是否合理和考察潜变量的测度项是否可以充分代表潜变

量和问卷的综合信度及效度。该文的模型里构建出一个包含 3个潜在变量和 11个观测变量。模型中变量

间关系均用单向或双向箭头指出，模型中观测变量残差用 e1~e11表示。由于变量方差间存在合理的共变

关系，增列 3组共变关系，来解释可观测变量间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从而尽量降低模型卡方值且不违背

理论假说。修正结果如表3所示，仅有NFI值是接近理想，剩余两组适配度指数均达到理想值。

对修正的模型进行模型估计，标准化的模型路径系数及显著结果如图2和表4所示。同时，在增列3条
路径后模型拟合状况良好，且经过路径修正后禀赋环境、政策环境及服务环境与宅基地退出意愿之间的相

互作用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4），各项适配度指标基本达到临界要求（表3），显示模型适配度的合理[25]。

4 环境感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实证结果分析

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看出（表 4），禀赋环境、政策环境、公共服务环境感

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在 5%、10%和 10%水平上显著，理论假说 1、2、4均得到有

效证实，表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环境感知模型符合计划行为理论框架。通过模型结果可知，农户的

宅基地退出意愿受禀赋环境、政策环境及公共服务环境 3个感知层次的综合影响，显著性影响程度排序

为：禀赋环境（0.503）＞政策环境（0.208）＞公共服务环境（0.175）。此外，潜变量政策环境与禀赋环

境之间P值大于 0.05，表明二者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假说 3不成立。增加的 3组可观测变量的共变关

系未通过检验，也不做讨论。对禀赋环境感知、政策环境感知及公共服务环境感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

响的具体分析如下。

（1） 农户的禀赋环境感知对宅基地的退出意

愿在 5%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标准化路

径系数为 0.503，假说 1成立。可观测变量补偿预

期、家庭收入影响、生活成本的因子载荷系数分

别是 0.606、0.375、0.263，且值均为正，即对退出

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从路径结果来看，补偿预期

的影响程度最大。家庭收入和生活成本因素影响

程度相当，但二者比较而言，生活成本的显著性

水平更大为 1%。上海市涉农郊区不少采取的是平

移或宅基地置换，遵循“拆一还一”的原则，以

配套房形式进行安置。上海这样建设用地资源紧

约束的城市，置换出的宅基地价值远高于其他试

点，因此农户对经济补偿也会有较高期望，这一

高期望从样本统计结果中也可以看出，农户普遍

不满意当前的退出补偿标准。

表3 模型整体适配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拟合

检验量

一般标准

最佳标准

实际拟合值

结果

绝对适配度指数

X2/df
＜3
＜2
1.706
理想

RMSEA
【0,1】
＞0.08
0.052
理想

NFI
【0，1】
＞0.90
0.862
接近

增值适配度指数

CFI
【0,1】
＞0.90
0.935
理想

IFI
【0,1】
＞0.90
0.938
理想

PCFI
【0,1】
＞0.50
0.646
理想

简约适配度指数

PNFI
【0,1】
＞0.50
0.595
理想

表4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

研究路径

生活成本

家庭收入影响

补偿预期

听证会、海报

退出政策

透明度

居住环境

农村养老

农村医疗

交通条件

是否愿意退出

是否愿意退出

是否愿意退出

<---
<---
<---
<---
<---
<---
<---
<---
<---
<---
<---
<---
<---

禀赋环境

禀赋环境

禀赋环境

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

服务环境

服务环境

服务环境

服务环境

禀赋环境

政策环境

服务环境

标准化系数

0.263***
0.375**
0.606**
0.471***
0.363***
0.673***
0.389***
0.693***
0.787***
0.629***
0.503**
0.208*
0.175*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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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环境感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08，假说 2成立。可

观测变量政策透明度、听证会及海报宣传、退出政策的因子载荷系数分别是0.673、0.471、0.363，且均为

正，即对退出意愿的影响为正向。政策环境感知路径系数较小，这可能由于样本农户的年龄普遍较高、

受教育程度等原因造成对政策的认知意识不高、认知程度不深。而观测变量中政策透明度的路径系数远

高于其他两个变量，说明样本农户非常在意政府行为的公开性。

（3） 公共服务环境感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在 10%的水平上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75，假说 4成立。可观测变量农村医疗、农村养老、交通条件、居住环境这 4个行为态度观测指标的因

子载荷系数分别 0.787、0.693、0.629、0.389，且均为正，即对以上因素感到不满意时越倾向于退出。公

共服务环境感知的显著性说明了样本农户开始关注并重视与自身生活相关的社会服务方面，不再只是注

重退出利益直接表现如补贴等。据样本统计，农户普遍认为当前的农村医疗、养老及交通条件评价一般。

而上海城市发展目标公众调查中也指出11.3%被调查人的城市发展目标是“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的宜

居都市”①。也进一步说明目前的公共服务仍未达到公众满意水平。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上海涉农郊区农户宅基地的退出意愿受多方面影响，结果表明：产生影响的关键环境因素包括禀赋

环境、政策环境与公共服务环境，作用程度从大到小为：禀赋环境＞政策环境＞公共服务环境，并且 3条
路径独立产生作用。

（1）农户对补偿预期的满意度能有效促进其选择退出宅基地的行为，当农户认为补偿超过预期时，

将会有强烈的退出意愿。同时当农户感知退出能够带来家庭收入的显著增长时，也会表现出积极的退出

意愿。而农户对当前生活成本的感受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的退出意愿。

（2）农户感知政策透明，他们的退出意愿就会强烈；其次是对政府召开的听证会了解情况及相关政

策的海报宣传力度的知情情况，农户越了解这些宣传，退出意愿就越强烈。而退出政策的了解情况在政

策环境感知层次中作用力最小，但它也显著影响着农户的政策环境感知与宅基地退出意愿。

（3）当农户对当前农村的医疗及养老环境不满意时，农户会有更加强烈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而交通

条件的满意程度也会产生显著影响。农户会期望这些情况能够在退出后的安置地得到改善。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农户对现在居住环境感知的路径系数较小，但它也在5%的水平上显著。

5.2 对策建议

（1）制定合理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鼓励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退出的补偿应以不降低农民

现有生活水平为标准。参考新修的《土地管理法》中对补偿的要求，鼓励农户“自愿有偿地退出宅基地”

的同时，“有偿”的要求也应进一步明确。应使农户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没有经济压力、保障农户基本的

权益，为农户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撑，不造成家庭收入的下滑，保障农户未来生活水平。上海市多个区相

应地推出的《农村村民自建房建设管理办法》中均提到“各部门可以采用多种方式，鼓励宅基地使用人

遵从自愿有偿的原则，合法退出的宅基地”，试点区松江区的指导意见中也具体指出“对于‘一户多宅’

以及法定村内成员占有的宅基地以及已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探索建立有偿退出政策”，而补偿的具体标

准和政策需要进一步明确，让农户对退出所享权益有明确认识。

（2）加强宅基地政策宣传力度，增强农户对宅基地政策的充分感知。政府在公示宅基地退出有关政

策时，一方面要使农户有清晰的退出政策感知，这就需要发挥政府人员的协调和领导作用。在日常工作

中，可以借助网络平台、线下乡镇宣传栏等平台，以农户视角为出发点，实时更新退出的有关政策，加

①《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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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与农户的双向沟通，了解农民真实需求，切实保证农户利益诉求得到表达，让更多的农户了解到政策

的具体内容。在该文的研究中，农户对于政府召开相关听证会的信息知之甚少，对有关海报等宣传也很

少了解，政府人员对退出政策的宣传需要更大力度的努力。而另一方面，在保障政策知情的同时，政策

的执行也要尽量做到公开、透明。

（3）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环境质量，完善宅基地退出制度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环境。虽然我国基

础城镇社会保障已经初步形成，但绝大多数的乡村公共设施建设仍未健全，给农户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

便。对农户而言，退出宅基地会承担一些潜在风险。为此，农户会谨慎对待宅基地退出这个行为。而这

种谨慎的原因就是在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户对农村养老、农村医疗、居住环境、交通条件等

一种自我保护。公共服务环境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有一定的显著影响，在政策制定时，不仅要做好经

济上的补偿保障，同时要做好公共服务方面的政策保障，提高农民的生活和居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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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ON FARMERS' HOMESTEAD WITHDRAWAL WILLING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

——BASED ON THE SURVEY OF FARMERS IN RURAL SUBURBS IN SHANGHAI

Niu Xing1，Zhou Huimin1※，Yu Zhenning1，Wu Guancen2
(1.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lanned behaviors to understand the withdrawal of farmers'
homestead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a household survey in Shanghai's rural suburb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rural households'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s on the willingness to exit from
the homestea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farmers'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to exit from homesteads. The comprehensive path coefficient from large to small was
endowment environment perception (0.503) > policy environment perception (0.208) > public service environment
perception (0.175). Endowment environment perception, policy environment perception and public service
environment perception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homestead exit intention. And farmers'
endowment environment perception path coefficient was the largest, followed by policy environment perception, and
the path coefficient of public service environment perception was the smallest.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economic compens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when improving the policies regarding
the exit of homesteads, and at the same time guarantee the transparency and knowledg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homestead withdrawal；environmental perception；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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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记录农村发展新变化，讲好“三农”故

事，传播乡村振兴新成就、新进展、新风貌及凝

聚乡村振兴磅礴力量，为全面建设贵阳市农业农

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

神动力，争当在贵州全省乡村建设的领头雁。

融媒体的全新生态正在形成，尤其是搭载移

动互联的“内容+服务”模式成为主流做法。各地

构建融媒体新生态系统，要“以互联网思维优化

资源配置，把更多的农村优先发展优质内容、先

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向互联网主阵地汇

集、向移动端倾斜”，强化各级媒体或农业农村系

统与农村基层的有效连接，以更加开放的融媒体

平台，接纳广大农民参与这一融合平台的内容

“接地气”生产、形式创新表现及效果持续传播。

同时，做好惠农政策、农民办事便捷化、乡村治

理体系等宣传工作，切实促进农村优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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