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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的分析对于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从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农户家庭状况、耕
种土地条件、国家宏观政策、集体干预程度和其他因素等五方面分析入手 ,通过构建Logistic 回归模型 , 探讨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显
著因子, 并以湖北省4 个典型区域调查数据为基础 ,进行模型的求解。结果表明 , 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显著因子共有12 个 , 各影响
因素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与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基本吻合。最后提出了促进湖北省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 农地 ; 使用权 ; 流转 ; 决策 ;影响因素 ;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7)13 - 04034 - 03

Analysis on Factors Effecting Far mers Decision in Far mland Circulation—Taking the Investigation in Typical Resigns of Hubei Province as
Demonstration
KANG Xiong-hua et al  ( School of Geodesy and Geomatics ,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Logistic regress model , the notable factors of effecting farmer decisioninfarmland circulation were discussed through analysis
onthe effecting factors as farmer family status , land cultivation condition , nation grand policy , collectivity intervening degree and other factors .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ata of 4 typical regions of HuBei province , the solving results by logistic model showed that there were 12 notable factors of effecting
farmer decision infarmland circulation. The infl uence of these factors effecting farmer farmland circulation accorded with the theory analysis of action
mechanismof effecting factor . Some suggestions of i mprovi ng farmland circulation market development in Hubei province were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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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70 年代末在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

之初,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就已产生, 尽管国家在法律和政策

等方面都给予鼓励和扶持, 但农地流转仍然处于发展不足状

态。目前, 我国农地流转总体发展水平仍较低, 亟待加快发

展步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 农户既是农地流转的供给

者, 也是农地流转的需求者 , 其个体决策对农地流转产生决

定性影响, 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的分析将有助于进

一步明确农地流转的障碍因子, 从而对症下药 , 加快农地流

转市场的发展步伐。

1  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1 .1 农户家庭情况

1 .1 .1 户主年龄及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越大, 受教育程

度越低, 对农业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因为年龄较大和受教

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外出经商或务工的能力相对较差, 往往受

到更多的限制, 因此其转出土地概率和意愿相对较小, 转入

土地概率和意愿相对较大。反之, 对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和

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民, 由于外出从事二三产业的能力较强 ,

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较低, 脱离农业生产可能性较大, 因

而转出土地概率和意愿相对较大 , 而转入土地概率和意愿相

对较小。

1 .1 .2 家庭人口数量及构成。农户家庭人口越多, 可能越

不愿意转出土地, 因为人多地少, 农户耕种的农地可能主要

承担养家糊口的功能。尤其是在家庭人口构成中, 老人和小

孩等抚养人口较多时, 农户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越高, 离开农

业从事非农生产的成本就越大, 因此, 其转出土地的概率和

意愿相对较小, 而转入土地的概率和意愿可能较大。反之 ,

家庭人口越少, 家庭人口构成中劳动力越多, 农户脱离农地

从事农业生产的成本越小, 因此, 其转出土地的概率和意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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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较大, 而转入土地的概率和意愿相对较小。

1 .1 .3 家庭收入情况及构成。家庭收入越高, 拥有更多的

闲散资本, 农地转入的能力越强, 尽管其转入或转出农地的

行为和意愿可能更多受其自身偏好的影响, 资本可能投向农

业, 也可能投向非农业, 前者往往对是否转入或转出农地抱

着无所谓的态度, 后者农地转入的概率和意愿相对较高, 转

出土地的概率和意愿可能较低。在农户家庭收入构成中, 非

农收入比重越大, 农户对非农业生产的依赖越大, 其转入土

地的概率和意愿可能较低, 而转出土地的概率和意愿相对较

高, 反之亦然。

1 .1 .4  家庭土地和财产禀赋。家庭土地禀赋用家庭土地流

转前所有的可供耕种的土地面积衡量, 家庭财产禀赋用家庭

所有的房屋和家电等财产价值来衡量。不同地区不同家庭

所有的土地和财产数额各不相同 , 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农

地流转的决策。流转前家庭耕种土地越少、布局越分散 , 可

能导致务农收益越低, 因而农地转出的概率和意愿相对较

大; 而流转前家庭耕种土地越多、布局越集中 , 可能越容易形

成规模经济, 因而农地转入的概率和意愿相对较大。而家庭

所有的房屋和家电等财产数额越大 , 表明家庭经济条件越

好, 其转入土地的能力较强 ; 家庭所有的房屋和家电等财产

数额越小, 反映其经济条件越差, 转入土地的能力受到一定

限制, 因而农地转入的概率和意愿可能相对较小。

1 .2 耕种土地条件

1 .2 .1 土地区位。指耕种地块距离城镇中心区的远近程度,

具体用地块所在位置、距离城镇中心区的距离、与城市辐射半

径的比值来衡量。土地区位条件越好, 越有利于农业生产和销

售,如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要素, 售卖粮食和蔬菜等农

产品, 从而农业比较利益相对较高, 同时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

也很方便, 因而无论是转入还是转出, 农地流转的概率和意愿

会更强。例如, 城乡结合部的农户发生农地流转的频率往往会

高出农村腹地, 尽管在流转规模上相对偏小。

1 .2 .2  土地灌排条件。农业生产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较

大, 土地灌排条件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效益的高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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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对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和意愿产生重要影响。耕种地

块的土地灌排水条件越好, 农户通过耕种土地获得的回报就

越高, 农地转入的概率和意愿相对较大, 农地转出也相对比

较容易; 反之, 耕种地块的土地灌排水条件较差, 农户面临的

农业生产风险就越大, 农地转入的概率和意愿就会降低, 农

地转出也相对比较困难。

1 .2 .3 地块形状特征。地块形状特征越规整, 如正方形、长

方形等, 分布越集中, 农业生产作业就越方便 , 如依靠牲畜犁

田和机械收割等相对比较容易, 农业生产成本较低, 农户种

田积极性就会提高 , 因而农地转入的概率和意愿也会随之上

升; 反之, 地块形状不规整 , 如三角形和多边形等, 分布零散 ,

农业生产管理比较困难 , 农业生产成本较高, 农户种田积极

性就会下降 , 因而农地转入的概率和意愿就会降低, 相反农

地转出的概率和意愿会有所增强。

1 .3 国家宏观政策情况

1 .3 .1 农业税收政策。农业税收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明

显, 直接决定农户农业生产的负担。过去没有实施农业税费

改革, 农户承受名目繁多的税费负担, 农业生产的成本极高 ,

农户转出或撂荒土地的概率和意愿比较强烈; 农业税费改革

和税收减免政策的实施 , 农户负担明显减轻, 农业生产有利

可图, 农户土地转入的概率和意愿随之提高。

1 .3 .2 种粮补贴政策。种粮补贴政策是国家希望确保粮食

安全的重要经济措施, 通过按照种植面积发放农业补贴的政

策, 可以从增加农民收入的方面提高其农业生产积极性, 尽

管种粮补贴的标准并不高。如果农户能够享受种粮补贴, 可

能一定程度上刺激其务农的积极性, 因而农地转入的概率和

意愿会高于没有享受种粮补贴的农户, 同时农地转出的概率

和意愿可能有所降低。

1 .4 集体行政干预程度

1 .4 .1 土地行政调整次数。土地行政性调整既不利于农地

的转出 , 也不利于农地的转入。土地调整频率越高, 由土地

流转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越大, 尤其是对土地的长期流转产生

不利影响, 农户转出和转入土地的经济预期会大打折扣, 从

而降低农户农地流转的概率和意愿。

1 .4 .2 集体对流转的态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地流转

持肯定态度 , 尽量减少对土地流转的行政干预 , 则有利于农

地的合理流转; 反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地流转持否定

态度, 尤其对农户自主流转进行不当干预, 则会大大降低农

户农地流转的意愿 , 对农地的合理流转产生抑制作用。

1 .5 其他因素 指农户家庭、耕种地块、国家政策和集体干

预以外的因素, 例如 , 农户对法律的认知程度、地区地形地

势、经济发展水平、作物种植结构等。农户对相关法律的认

知程度越高 , 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和意愿可能越强; 地区经

济发展速度越快, 容纳非农就业的能力越强, 农户转出土地

的概率和意愿可能上升 ; 种植结构中经济作物比重越高, 农

业比较利益相对较高, 农户转入农地的概率和意愿也会

增大。

2  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模型的建立

2 .1  模型因变量的确定  农户农地流转决策不外乎4 种情

形: 是否转入农地、是否转出农地、是否愿意转入农地、是否

愿意转出农地, 因而决策模型的因变量可以选择农户农地转

入行为、农地转出行为、农地转入意愿和农地转出意愿进行

分别探讨。其中: 实际转入农地的变量值取1 , 不转入农地的

取0 ; 实际转出农地的变量值取1 , 不转出农地的取0 ; 有转入

农地意愿的变量值取1 , 无转入农地意愿取0 ; 有转出农地意

愿的变量值取1 , 无转出农地意愿的取0 。

2 .2 模型自变量的确定

2 .2 .1  农户家庭状况。主要选取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

庭总人口、劳动力比重、非农业人口比重、抚养人口比重、总

收入、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家庭承包地面积、不动产价值

等指标。

2 .2 .2 耕种土地条件。主要选取土地区位条件、灌排条件

和地块特征3 项指标。其中: 土地区位以地块距离市中心的

远近与市中心经济辐射半径的比值来衡量 , 数值越小, 表明

土地区位条件越好; 灌排条件分为很好、较好、一般和较差4

个等级, 分别用系数1 、0 .75、0 .5、0 .25 来表示, 系数越高 , 灌

排条件越好; 地块形状特征按照规则与否及零散程度分为4

个级别, 分别用系数1 、0 .75、0 .5、0 .25 来表示, 系数越高 , 地

块形状特征越规整。

2 .2 .3 国家宏观政策。主要选取农业税收政策和农业补贴

政策2 项指标。其中 : 税收政策分为全部减免、部分减免和

不减免3 种情形 , 按照税收优惠程度分别用系数1 、0 .5、0 表

示; 农业补贴政策采用虚拟变量, 享受种粮补贴的农户其值

为1 , 不享受种粮补贴的农户其值为0。

2 .2 .4 集体干预程度。主要选取土地调整频率和集体对农

地流转的态度2 项指标, 其中: 土地调整频率以土地承包以

来集体农地调整的次数衡量; 集体对流转的态度分为流转必

须经集体同意、集体仅仅起公证、调节作用和集体完全不予

干预3 种情形, 按干预程度分别用系数1 、0 .5、0 来表示。

2 .2 .5 其他因素。主要选取农户法律法规认知程度、地形

地势特征、二三产业比重和粮食种植面积比重4 项指标。其

中: 农户法律法规认知程度以对农地承包法的认识水平为

例, 一是完全知晓或知晓部分内容; 二是完全不知晓或不知

道有该部法律。前者用1 表示, 后者用0 表示。地形地势分

为2 类 , 一是平原; 二是低山或丘陵。前者用1 表示, 后者用

0 表示。

2 .3  影响因素模型的建立 一般在分析一个变量与多个变

量的关系时 ,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 并且要求因变

量为正态分布的连续随机变量。这里因变量显然不是连续

的, 因此可以选择逻辑回归分析方法建立离散变量模型, 即

因变量为二级计分或二级评定的回归分析, 得到logistic 回归

模型形式: P = e b0 + b1 x1 + b 2x2 + ⋯⋯+ b
k
x

k

1 + eb0 + b1x 1 + b2 x2 + ⋯⋯+ b
k
x

k

; 其中: P 为农户实际

或愿意转入或转出土地的概率, xi( i = 1 ,2 , ⋯⋯, k) 为影响农

户农地流转行为或流转意愿的变量因子。

3  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模型实证分析

模型以湖北省为实证, 模型因变量和自变量: y = 是否

( 愿意) 流转, x1 = 户主年龄, x2 = 文化程度 , x3 = 总人口 , x4 =

劳动力比重, x5 = 农业劳动力比重, x6 = 非农劳动力比重, x7

= 抚养人口比重, x8 = 总收入 , x9 = 农业收入比重, x10 = 非农

收入比重 , x11 = 房屋财产, x12 = 家电财产 , x13 = 有否种粮补

530435 卷13 期                  康雄华等 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贴, x14 = 税收减免, x15 = 土地调整次数, x16 = 法律认知水平 ,

x17 = 土地区位, x18 = 土地灌排条件, x19 = 地块形状特征, x20

= 承包地面积, x21 = 地形特征, x22 = 水田比重, x23 = 二三产

业比重。通过对湖北省4 个典型区域( 汉川、仙桃、荆门、宜

昌) 20 多个乡镇农户的抽样调查 , 共获得有效样点数据528

组, 采用SPSS 统计分析软件 , 进行逻辑回归分析, 分别得到

转入行为、转出行为、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

3 .1  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影响农户农地转入

行为的显著因子和模型参数见表1 , 模型的- 2Log likelihood =

585 .555 ,Chi-square = 102 .026 , 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 模型预测准

确率为77 .7 %。模型求解结果表明, 农户家庭总收入、非农业

收入、税收减免政策、家庭承包地面积和水田面积比重对农户

农地转入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其中: 农户家庭总收入和水田面

积比重与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呈负相关关系, 家庭总收入越高和

家庭种植面积中水田面积比重越大的农户, 农地转入的概率越

小; 而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地区税收减免程度和农户流转

前的耕种面积与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家庭非农收

入比重越高, 地区农业税减免程度越高, 农户流转前的耕种面

积越大, 农地转入的概率也就越大。

  表1 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结果

总收入

x8

非农收入

x10

税收减免

x14

承包面积

x20

水田比重

x22

Constant

b0

B - 0 .000 02  0 .015 33 1 .440 19 0 .148 08 - 0 .006 14 - 1 .596 85

Sig 0 .003 14 0 0 0 0 .031 35 0

3 .2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影响农户农地转出

行为的显著因子和模型参数见表2 , 模型的 - 2Log likelihood

= 675 .808 ,Chi-square = 48 .858 , 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 模型预

测的准确率为62 .9 % 。模型求解结果表明 , 户主年龄、土地

灌排条件、区域地形地势和二三产业比重对农户农地转出行

为具有显著影响。其中 : 户主年龄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呈负

相关关系, 户主年龄越大的农户 , 农地转出的概率越小; 耕种

土地灌排条件、地区二三产业比重和地区地形特征与农户农

地转出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灌排条件越好、二三产业比重越

高、地形越平坦 , 农地转出概率越大。

  表2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结果

年龄

x1

灌排条件

x18

地形地势

x21

二三比重

x23

Constant

b0

B  - 0 .035 74 1 .130 61  1 .063 31 0 .046 01 - 3 .501 15

Sig 0 .000 21 0 .000 74 0 0 .021 79 0 .036 33

3 .3  农户农地转入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影响农户农地转入

意愿的显著因子和模型参数见表3 , 模型的 - 2Log likelihood

= 489 .268 ,Chi-square = 59 .037 , 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 模型预

测的准确率为79 .5 % 。模型求解结果表明, 农户家庭总人

口、非农收入比重和流转前耕种面积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具

有显著影响。其中: 农户家庭总人口与农户农地转入意愿呈

现负相关关系, 家庭总人口越多的农户 , 越不愿转入农地; 农

户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和流转前耕种面积与农户农地转入意

愿呈现正相关关系 , 家庭非农收入比重越高和流转前家庭耕

种面积越大的农户 , 更加愿意转入农地。

3 .4  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影响农户农地转出

意愿的显著因子和模型参数见表4 , 模型的 - 2Log likelihood

= 303 .337 ,Chi-square = 13 .730 , 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 模型预

测的准确率为91 .3 % 。模型求解结果表明 , 土地调整次数、

农户法律法规认知水平和流转前耕种面积对农户农地转出

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 土地调整次数和流转前耕地面积

与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呈正相关关系, 而农户法律认知水平与

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呈负相关关系。

  表3 农户农地转入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结果

总人口

x3

非农收入

x10

承包面积

x20

Constant

b0

B  - 0 .273 2  0 .029 9 0 .067 6  - 2 .636 1
Sig 0 .003 9 0 0 .000 3 0

  表4 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结果

土地调整

x15

法律知识

x16

承包面积

x20

Constant

b0

B 0 .140 45  - 0 .830 79 0 .046 61  - 2 .785 44
Sig 0 .035 46 0 .013 86 0 .017 19 0

3 .5 模型的基本结论  综合4 个模型的结果表明, 影响农

户农地流转决策的显著因子共有12 个, 分别是农户户主年

龄、家庭总人口、总收入、非农收入比重、流转前耕种面积、水

田面积比重、税收减免政策、土地调整次数、法律认知程度、

地块灌排条件、地区二三产业比重和地区地形特征。各影响

因素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与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理论分

析基本吻合, 但也存在一定出入。例如, 家庭总收入、非农收

入比重和总人口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与理论分析正好相

反, 总收入越高的农户尽管存在转入农地的经济基础, 但转

入农地概率反而越小 ; 非农收入越高的农户尽管非农生产依

赖程度越大 , 但转入农地的概率和意愿反而越强; 总人口越

多的农户尽管存在更大的脱离农业生产的成本, 但转入农地

的意愿反而越小; 法律认知程度越高的农户, 农地转出意愿

反而越弱 , 尽管法律上对农地流转给予诸多支持。分析原

因, 模型结论与理论分析的偏差可能源于主观因素的影响 ,

如农户个人兴趣、主观态度、观念意识、生活习惯等, 都可能

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产生一定影响, 甚至引起农户在客观条

件限制下克服种种困难做出逆向选择。因此, 及时发现了解

这些主观因素的变化, 并进行合理引导 , 对于农户农地流转

决策具有重要作用。

4  促进湖北省农户农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模型结果表明, 部分影响因素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

响并不显著, 如农民受教育程度、家庭财产禀赋、地块形状和

零散程度等。而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起显著影响的因素中 ,

除经常提及的人口、收入和非农就业等因素外 , 还包括家庭

土地禀赋( 承包地面积) 、区域地形特征、农业税收政策、户主

年龄、法律认知水平和土地灌排条件等因素。从提高农户主

体参与农地流转积极性角度考虑 , 未来要加快湖北省农地流

转市场发展步伐, 除继续坚持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步

伐, 提升城市对农业人口非农就业吸纳能力的政策外, 还可

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一是要鼓励农户土地的规模经营, 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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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型农业中小科技企业的融资渠道

由于创建型农业中小科技企业的风险特征, 使得该阶段

其面临很大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及投资风险 , 所以商业银

行贷款不可能是其主要资金来源。对于这类企业, 除了创建

者自己投资外, 还有以下融资渠道可供选择。

3 .1  申请政府的民营科技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申请方

式以贴息贷款为主, 无偿资助为辅, 还可以到国家政策性银

行中小企业发展部门进行一定的有担保的信贷融资。

3 .2 租赁融资  由于资金短缺, 处于该阶段的企业无力购

买所有的必需设备, 尤其是一些较昂贵的设备 , 但其可以经

营性租赁或融资租赁的方式向租赁公司租入这些必需品, 以

满足创业活动对设备的需求。

3 .3  吸引风险投资 以科技型为主的农业中小企业最突出

的特点就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入, 也正是这些特点吸引了

众多投资者。因此, 创建型农业中小科技企业可以制定一系

列的优惠政策, 刺激投资, 将那些正在寻找投资机会的机构

和个人资金吸引过来。

3 .4 利用民间信贷 在我国, 民间金融具有如下特点: ①方

便灵活。借贷双方通过面谈确定利率等有关事项, 不需要任

何审批手续, 而且借贷期限灵活; ②信息相对完整。借贷双

方存在较为密切的人缘、地缘关系 ; ③交易费用低。民间借

贷不需要固定的经营场所, 其交易费用几乎为零, 融资方使

用资金成本也仅为利息; ④利率机制灵活。民间金融借贷并

没有固定的利率规定, 利率可根据局部借贷市场上资金的供

求状况而定。

4  创建型农业中小科技企业融资时应注意的问题

创建型的农业中小科技企业只有对自身有充分认识, 了

解自身的资金需求特点 , 才能利用各种融资方式获得资金。

同时, 资金的获取并不是多多益善, 创建型的农业中小科技

企业在制定融资策略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4 .1 合理确定资金需要量 应正确制定融资决策, 准确地

确定资金需要量, 为融资提供定量依据, 以克服融资的盲目

性。只有筹资与投资需要量达到平衡, 才能避免因融资不足

而影响生产经营或因融资过剩而降低融资效益等情况出现。

4 .2 力求降低融资成本, 使融资效益最大化  融资就意味

着要付出成本, 既有利息成本、融资费用, 也有不确定的风险

成本、机会成本等。因此要努力确保利用筹集资金所预期的

总收益大于融资所花费的总成本。企业筹集资金的渠道和

方式很多, 不同渠道和方式的筹资难易程度、资金成本和筹

资风险各不相同, 企业要综合考虑各种渠道和方式, 研究各

种资金来源的构成, 求得筹资方式的最优组合 , 以降低综合

的资金成本。一般情况下, 企业几种主要融资方式的融资成

本从低到高依次为财政融资、商业融资、内部融资、银行融

资、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此外, 在确定负债比例时, 应着重

考虑举债的适度性, 重视利用效率并及时偿还债务, 以提高

企业信誉。

4 .3 选择最佳融资机会  所谓融资机会, 是指有利于企业

融资的一系列因素所构成的有利的融资环境和时机。这是

企业融资之初就应当研究的问题。一般应充分考虑以下2

个方面问题 : ①注意把握外部环境的各种有利时机, 确保融

资获得成功 , 并及时分析各种融资信息 ; ②结合企业自身实

际选择具体融资方式。

4 .4 保持企业的控制权  企业在筹措资金时, 经常会发生

企业控制权和所有权的部分丧失。这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生

产经营的自主性、独立性 , 而且会引起企业利润分流 , 使原有

股东的收益遭受损失, 并会影响企业的近期效益、长远发展。

因此, 在进行融资决策时, 要尽可能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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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经营户实行补贴优惠政策。例如, 通过制定合理的规模

标准 , 对规模经营户实行补贴奖励, 发挥家庭土地禀赋对农

地流转的调节作用。二是重点加快地形较好的平原地区的

农地流转。例如, 可在江汉平原等适合集中连片经营的地

区加大政策和技术扶持 , 发挥其农地流转的示范和带动作

用。三是继续推行农业税减免政策, 确保优惠政策的执行

和落实, 通过减少成本提高农民务农收益, 提高农户转入农

地的积极性。四是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和扶持 , 培养一批务

农专业户, 减少农村人口老龄化和非农兼业低龄化对农地

流转的不利影响。五是加大土地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力

度, 让农户充分认识和了解法律内涵, 明确党的优惠政策,

消除其农地流转的疑虑。六是大力推进农地整理工作, 通

过改善田间农田水利设施 , 充分发挥湖北省水土资源的优

势, 通过提高农地产出效益 , 唤起农户流转农地的积极性。

七是在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基础上 , 积极引导农户个人

兴趣、主观态度、观念意识、生活习惯等, 创造农地流转的良

好环境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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