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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理解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机制的基础上, 利用 329 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 采用 Tobit 模型探讨了

农户层次的土地用途变更的影响因素。调查数据主要来自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 分别代表江苏省南

部、中部和北部地区。研究表明, 农户层次的土地用途变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土地市场参与、劳动

力市场参与、区位条件、农户土地资源禀赋等;土地市场的参与导致了更多的土地用途变更; 不同类型的劳

动力转移对于农业土地用途变更有不同影响;而非农收入的提高则会提高农户土地用途变更比重; 农户层

次的土地用途变更还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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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landuse conversion at household level, the relat ionship be-

tw een the conver sion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w as analy zed by using the Tobit model and 329 valid question-

naires in T ongshan City, Rudong and Chang shu count ies. T he three invest igated regions respect ively repre-

sent the south, middle, and no rth area o f Jiangsu Province. Results f rom the analysis show ed that agr icultur-

al land conver sion w as great ly inf luenced by the part icipat ion of land market and labor mar ket , lo cat ion, en-

dowment of households, and so on. When land market w as adopted, agricultural landuse conversion tended

to occur. As far as labor transfer concerned, dif ferent types of labo r tr ansfer had different inf luences on land-

use conversion, and landuse conversion increased w ith the income fr om increased nonag ricultur al activit ies.

Furthermore, these impacts show ed a zonal difference.

Keywords: landuse conversion; Tobit model; questionnaires; household level

  近年来,从土地利用主体行为的角度分析土地利

用变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已有的研究表明,尽管大部

分研究利用空间数据来分析毁林问题, 但实际上大多

数土地用途变更的决策是在农户层次上展开的 [ 1]。

与基于遥感数据的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相比较,由于受

制于遥感图像成像和可解译精度的影响,卫星图像对

土地利用的分类能力要比农户调查获得数据的分类

能力低[ 2]。而农户又是当前最为重要且数量众多的

土地利用主体之一, 因此, 基于农户的土地利用变化

研究有一定的优越性和重要性。

当前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分析影响农户砍伐林木和毁林开荒的主要因素。

如对在亚马逊河谷伐林造地从事种植业的生产活动

进行了分析
[ 2 ) 4]

, 这些研究大多注意到人口压力、生

存压力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认为在人口压力面

前,当地住户毁林开荒进行种植利用是保障食物安全



的一种策略[ 5]。( 2) 分析影响弃耕、造林与森林恢复

的主要驱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注意到与毁林开荒相

反的一个现象,即造林与再造林
[ 6]
。有研究表明, 经

济因素,尤其是树木带来收益是影响埃塞俄比亚农户

在废弃地上种植桉树的主要因素[ 7] ; 自发性的森林恢

复也与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有关, 因非农业就业使部

分农民离开土地而不再依赖农业生存[ 8] 。( 3) 分析

土地市场发育对农业用地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农

地市场发育不仅对农业内部的土地利用有影响,还对

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业用地产生影响
[ 9]
。

已有的研究较为关注热点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

且尤为关注森林损失,而对其它方面的研究则比较少

见。从农户角度对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用地的研究

并未受到足够重视, 尤其是从农户层次来探讨耕地损

失的分析还很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农

户问卷调查的手段获得数据, 从农户层次分析农业土

地用途变更问题。

1  数据与方法

1. 1  研究区域

选择苏州常熟市、南通如东县和徐州铜山县作为

调查区域,分别代表苏南、苏中和苏北, 在各县(市)选

择3个乡(镇)进行问卷调查。铜山县总面积 1 856. 6

km
2
,地处苏鲁豫皖 4省交界和淮海经济区中心, 居

江苏省/三大都市圈0之一的徐州市都市圈核心,环抱

徐州市区。如东县位于江苏省东南部, 长江三角洲北

翼, 地处东经 120b 42c) 121b 22c, 北纬 32b 12c)

32b36c,是典型的滨海平原, 地势基本平坦, 略呈西高

东低,南高北低之势, 高程一般在海拔 3. 5~ 4. 5 m。

常熟市位于东经 120b33c) 121b03c, 北纬 31b33c)

31b50c,地处江苏省东南部长江三角洲地区。
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 3个县市情况差别较大。

常熟市的人均生产总值最高, 其次是如东县, 最低是

铜山县,其人均 GDP 分别是 64 930元, 13 645元和

11 617元; GDP 构成也有显著差别, 3 个县的第一产

业 GDP 比重分别是 2. 41% , 20. 20%和 16. 92; 总从

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 73. 21% , 58. 89%和

43. 88%; 户均从业人员数分别为 2. 244人, 1. 666人

和 1. 353人;乡村从业人员比重(乡村从业人员与总

从业人员数之比)最高为铜山县( 87. 33%) ,其次是如

东县( 84. 43%) ,最低的为常熟市( 63. 66%) ; 私营企

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最高的为常熟

市( 50. 91% ) ,其次是如东县( 25. 09% ) , 最低的为铜

山县( 11. 24%) ;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第一产业从

业人员比重分别是 9. 07% , 30. 69%和 49. 24%。这

3个地区人口规模比较接近, 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

县 2005年年末总人口分别是 104. 77 万人、107. 68

万人和 119. 60万人; 但是家庭规模有所差别, 户均人

口分别是 3. 065, 2. 828 和 3. 083人; 乡村户数比重

(乡村户数与总户数之比值 ) 分别是 77. 44% ,

82. 77%和 71. 46%。

1. 2  数据来源

分别在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按照离县(市)城

远近抽取 3个乡(镇) ,每个乡镇选择 1~ 2个村,抽取

30~ 40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 并对村集体情况进行

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农户生产经营情况、土地资

源禀赋、土地利用情况、劳动力转移情况、农户信贷情

况、农产品销售情况、农户消费情况以及农户收入支

出情况等内容。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了 343份农户问

卷,其中有效问卷 329份。

1. 3  分析方法

从已有研究来看,在分析土地利用主体的用途变

更决策时, 大多将决策行为描述为/变更0和/不变

更0,这就使得因变量为离散变量且取值为 0 和 1 两

个值, 因此,在计量模型的选择上,考虑从概率的角度

着手, 采用线性概率模型、Pr obit 模型或者 Log it 模

型进行模拟。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哪些因素影响农

户改变土地用途数量多少,这里用以土地用途改变面

积比重(改变用途面积与土地总面积的比值)为因变

量,因变量的取值为( 0, + ] ) , 因此,本研究采用 T o-

bit模型分析变量与土地用途变更之间的关系, T obit

模型形式为

y
* = B0+ Bx + u, u | x~ N ( 0, R2 ) ,

y= max (0, y *
) ( 1)

式中: y ) ) ) 农户主动改变土地用途的面积比重;

x ) ) ) 包括农户劳动力转移因素在内的影响农户主
动用途改变面积比重向量; B0 和 B) ) ) 分别为截距项

和系数;潜变量 y
* 满足经典线性假设。该模型表明,

当 y
* \0时: y= y

*
,当 y

* < 0时: y= 0。

1. 4  变量选择
根据对农户层次土地用途变更机制的理解,本文

选择了包括农户特征、资源禀赋、劳动力转移、土地市

场参与、信贷与金融资产以及区位条件等在内的一组

变量。其中, 农户特征包括户主年龄( age)、户主性别

( gender)和户主受教育水平( eduyear) 3个变量;农户资

源禀赋包括耕地面积( arable)、土地面积( landa)和劳动

力数量( nlabor) 3个变量; 劳动力转移包括打工人数

( empn)、自营人数( soon)和人均非农收入( pnin) 3个变

量;土地市场参与包括租入耕地面积( inarable) ,租出耕

地面积( ouarable)、租入鱼塘面积( infish) 3个变量;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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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与金融资产包括借贷数量( credit )和存款数量( sav-

ing) 2个变量;区位条件包括县城距离( cdis)、如东虚拟

变量( X 1)和常熟虚拟变量( X 2)。

如果多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就会出现

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需要对

变量进行筛选。有研究认为, 当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提高时系数估计的标准误会增加, 但这种趋势在相关

程度小于 0. 5之前问题尚不太严重 [ 10]。采用全部样

本、如东县样本、常熟市样本和铜山县样本,分别计算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根据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变量

之间实际意义的联系进行变量选择以及区域样本的

实际情况,在采用全部样本、如东县样本和常熟市样

本时选择了不同的变量。

2  结果与分析

2. 1  利用全部样本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以土地用途改变面积比重( raca)为因变量, 以农

户特征和农户资源禀赋以及劳动力转移等为解释变

量估计模型。运用 ST ATA 软件估计模型参数,模型

估计结果见表 1。

参与模拟的样本数量为 329,删失样本数和未删

失样本数分别为 279 和 50。似然比检验的卡方值

( LR chi
2
)为 72. 24, 该值的显著性检验值为0. 000 0,

说明模型整体检验显著, 另外, 模型中大多数变量系

数的 T 检验多数是显著的。因此, 可以使用该结果

进行解释。

表 1  采用全部的 Tobit模型估计结果

变 量 估计系数 标准差 t值 P 值 95%置信区间

户主年龄 0. 001 1 0. 005 9 0. 190 0 0. 850 0 - 0. 010 5 0. 012 7

户主性别 - 0. 468 8 0. 241 8 - 1. 940 0 0. 053 0 - 0. 944 5 0. 006 8

土地面积 0. 037 3 0. 022 6 1. 650 0 0. 100 0 - 0. 007 2 0. 081 7

打工人数 - 0. 007 6 0. 070 5 - 0. 110 0 0. 914 0 - 0. 146 4 0. 131 1

自营人数 0. 268 7 0. 102 0 2. 630 0 0. 009 0 0. 068 0 0. 469 3

租入耕地面积 0. 028 8 0. 124 0 0. 230 0 0. 816 0 - 0. 215 1 0. 272 7

租出耕地面积 - 0. 040 0 0. 062 6 - 0. 640 0 0. 523 0 - 0. 163 0 0. 083 1

租入鱼塘面积 0. 056 9 0. 015 5 3. 670 0 0. 000 0 0. 026 4 0. 087 3

借贷数量  0. 000 0* 0. 000 0 0. 540 0 0. 593 0 0. 000 0 0. 000 0

存款数量 0. 046 8 0. 021 3 2. 190 0 0. 029 0 0. 004 8 0. 088 8

县城距离 - 0. 018 5 0. 007 8 - 2. 370 0 0. 018 0 - 0. 033 8 - 0. 003 2

如东县 0. 783 1 0. 253 4 3. 090 0 0. 002 0 0. 284 5 1. 281 6

常熟县 1. 062 5 0. 272 3 3. 900 0 0. 000 0 0. 526 8 1. 598 2

常数项 - 1. 124 8 0. 478 2 - 2. 350 0 0. 019 0 - 2. 065 7 - 0. 183 8

R 值 0. 644 3 0. 076 1 0. 494 5 0. 794 2

  注: N = 329,似然比检验重 LR chi2 ( 13) = 72. 24( Pr ob> chi2 = 0. 000 0) , 对数似然函数值= - 112. 720 48, 伪 R 2 = 0. 242 7; 删失样本数和

未删失样本数分别为 279和 50。* 实际值为 0. 000 000 798。

  从全部样本的 T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土地用

途改变面积比重( raca)这个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是户主性别 ( gender)、土地面积 ( landa)、自营人数

( soon)、租入鱼塘面积( infish)、存款数量( saving)、县城

距离( cdis)以及两个地区虚拟变量 X1 和 X 2 这 8个变

量。在这 8个变量中,县城距离( cdis)和户主性别( gen-

der)这两个变量的系数是负的,其余 6个变量的系数都

是正的。户主性别( gender)的系数符号为正,说明相对

于女性户主,男户主提高了土地用途变更的比重。土地

面积( landa)的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土地用途变更的强度

和农户土地资源禀赋有关,农户承包土地总面积越大,

土地用途变更的比重就越大。自营人数( soon)系数符号

为正,说明农户通过自主经营的方式转移自身劳动力的

时候,可能自主经营往往需要一定的场地, 使得农户通

过自主经营方式来转移劳动力的同时也需要改变一定

数量土地用途。租入鱼塘面积( inf ish)系数符号为正,说

明随着租入鱼塘面积的增加,农户发生土地用途变更的

比重也会提高,这可能是由于农户为了规模效应的考

虑。在租入鱼塘后,为了达到预期的规模效益还可能将

自身承包的土地转变为鱼塘。如在常熟市,发生土地用

途变更的农户有24户(调查总户数为89户) ,其中耕地

转变为渔业养殖用地有 13户,在这 13户中有 8户租入

了渔业养殖用地,占具有该类土地用途变更户数的

61. 54%。存款数量( saving)的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农村

信贷市场对农户土地用途变更决策有一定限制作用,便

利的信贷将会提高农户改变土地用途的比重。县城距

离( cdis)的系数为正,说明越接近县城土地用途发生变

更的比重越大,反之越小。县城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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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户的市场接近程度,离县城越近也就意味着越接近

市场,这也就是说区位因素对于土地用途变更有着重要

影响。地区虚拟变量也是显著的而且系数符号皆为正,

这说明,相对于铜山县,如东县和常熟市土地用途发生

变更的比重更大。

2. 2  采用分地区样本估计结果与分析
将全部样本分成如东县、常熟市和铜山县三组样

本。由于铜山县样本中只有 2户即只有 1. 92%的农

户有土地用途变更, 因此, 未使用铜山县样本进行估

计。因使用分地区样本后,地区虚拟变量不再有意义

了,在分地区的模型估计中, 不再使用地区虚拟变量

X 1和 X 2。采用如东县和常熟市 2 个地区样本的估

计结果见表 2。如东县样本和常熟市样本似然比检

验的卡方值( LR chi
2
)分别为 30. 42和 17. 74, 其显著

性检验值分别为 0. 001和 0. 088,说明模型整体检验

分别在 1%和 10%水平上显著。

表 2 分地区 Tobit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
如东县

估计系数 t值 P 值

常熟市

估计系数 t值 P 值

户主年龄 - 0. 003 6 - 0. 530 0 0. 598 0  0. 009 3  0. 710 0 0. 480 0

户主性别 - 0. 158 7 - 0. 660 0 0. 512 0 - 0. 729 8 - 1. 540 0 0. 126 0

户主受教育水平 - 0. 043 9 - 2. 090 0 0. 039 0 - 0. 013 9 - 0. 430 0 0. 671 0

耕地面积 ) ) ) ) ) )
土地面积 0. 016 5 0. 450 0 0. 653 0 0. 047 1 1. 420 0 0. 160 0

劳动力数量 ) ) ) ) ) )
打工人数 - 0. 022 2 - 0. 280 0 0. 778 0 - 0. 000 4 0. 000 0 0. 998 0

自营人数  0. 231 2  1. 870 0 0. 064 0 0. 138 0 0. 590 0 0. 557 0

人均非农收入  0. 000 0  1. 940 0 0. 055 0 0. 000 0 0. 310 0 0. 755 0

租入耕地面积  0. 109 8  0. 740 0 0. 461 0 ) ) )
租出耕地面积 - 0. 093 1 - 0. 820 0 0. 415 0 ) ) )

租入鱼塘面积 ) ) )  0. 060 1  2. 620 0 0. 011 0

借贷数量 ) ) )  0. 000 0  0. 190 0 0. 849 0

存款数量  0. 043 4  1. 850 0 0. 067 0  0. 047 3  1. 260 0 0. 213 0

县城距离 - 0. 021 6 - 2. 570 0 0. 011 0 - 0. 093 7 - 1. 850 0 0. 068 0

常数项  0. 188 6  0. 330 0 0. 742 0  0. 977 6  0. 870 0 0. 386 0

R值  0. 457 7  0. 765 1

相关检验项    

似然比检验量 LR chi2 ( 11) = 30. 42( Prob >

chi2= 0. 001 4) ,对数似然函数值= - 44. 358 9,

伪 R2= 0. 255 3; N= 136, 删失样本数和未删失

样本数分别为 112和 24。

似然比检验量 LR chi2 ( 11) = 17. 74 ( Pr ob >

chi2= 0. 088) , 对数似然函数值= - 52. 849, 伪

R2= 0. 144; N = 89, 删失样本数和未删失样本

数分别为 65 和 24。

  注: * 实际值为 0. 000 016 9; * * 实际值为 0. 000 003 48。

  考虑到在我国大陆地区, 年老的农民通常要比年

轻的农民受的教育少一些。如东县和常熟市的数据

也表明,户主年龄( ag e)和户主受教育年限( eduyear)

这两个变量如东县相关系数高达- 0. 414,常熟市达

到- 0. 382,并且在 1%水平上检验显著。因此,在表

2模型结果基础上分别保留户主受教育年限和户主

年龄这两个不同变量,对如东县和常熟市的 T obit 模

型重新加以估计,结果见表 3 ) 4。

分别比较两个地区保留不同变量的两个模型估

计结果,在如东县保留户主受教育年限的模型结果要

好些,而在常熟市保留户主年龄的模型要好些。从分

地区的 Tobit模型估计结果来看, 在如东县, 对于土

地用途变更比重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户主受教育

水平、自营人数、人均非农收入、存款数量和县城距

离,其中户主受教育水平和县城距离这两个变量的系

数符号是负的,其余几个变量系数符号是正的, 这意

味着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以及离县城距离越远,土地

用途变更的比重就越小, 而自营人数越多, 人均非农

收入越高和存款数量越多,则土地用途变更比重也就

越高。

在常熟市,土地用途变更比重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主要是两个,即租入鱼塘面积和县城距离, 其中前者

系数符号为正,后者为负。

从分地区 Tobit 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劳动力转移

对于土地用途变更比重具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 在不

同区域,劳动力转移对于土地用途变更比重影响基本

一致, 在如东县和常熟市, 自营性质的劳动力转移对

于土地用途变更有着显著影响,即自营人数增加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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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用途变更比重也会提高, 人均非农收入的增加也

会提高农户土地用途变更比重;另外, 打工性质的劳

动力转移对于土地用途变更比重具有负向作用,但是

该变量的系数检验并不显著。

表 3  如东县样本保留不同变量 Tobit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      
保留受教育水平

估计系数 t值 P 值

保留年龄

估计系数 t值 P 值

户主年龄 ) ) )  0. 002 9 0. 460 0 0. 644 0

户主性别 - 0. 160 9 - 0. 660 0 0. 509 0 - 0. 229 3 - 0. 920 0 0. 362 0

户主受教育水平 - 0. 039 5 - 2. 070 0 0. 041 0 ) ) )
耕地面积 ) ) ) ) ) )
土地面积  0. 018 6 0. 510 0 0. 612 0 0. 036 6 1. 000 0 0. 318 0

劳动力数量 ) ) ) ) ) )
打工人数 - 0. 015 2 - 0. 200 0 0. 844 0 - 0. 008 8 - 0. 110 0 0. 911 0

自营人数  0. 233 8  1. 880 0 0. 062 0  0. 211 4  1. 730 0 0. 086 0

人均非农收入  0. 000 0  1. 950 0 0. 053 0  0. 000 0  1. 660 0 0. 099 0

租入耕地面积  0. 119 7  0. 820 0 0. 415 0  0. 117 4  0. 810 0 0. 422 0

租出耕地面积 - 0. 0955 - 0. 850 0 0. 399 0 - 0. 0886 - 0. 8000 0. 425 0

租入鱼塘面积 ) ) ) ) ) )
借贷数量 ) ) ) ) ) )
存款数量  0. 043 1  1. 830 0 0. 069 0  0. 044 7  1. 850 0 0. 066 0

县城距离 - 0. 021 7 - 2. 560 0 0. 012 0 - 0. 0198 - 2. 440 0 0. 016 0

常数项 - 0. 059 3 - 0. 180 0 0. 860 0 - 0. 5099 - 1. 000 0 0. 317 0

R值  0. 459 8  0. 474 1

相关检验项    

似然比检验量 LR chi2 ( 10) = 30. 14( Prob> chi2

= 0. 000 8) , 对数似然函数值= - 44. 499 2, 伪

R2= 0. 2530; N = 136,删失样本数和未删失样本

数分别为 112 和 24。

似然比检验量 LR chi2 ( 10) = 25. 53 ( Pr ob >

chi2 = 0. 004 4 ) , 对 数 似 然 函 数 值 =

- 46. 801 7,伪 R2= 0. 214 3; N = 136, 删失样

本数和未删失样本数分别为 112 和 24。

表 4  常熟市样本保留不同变量 Tobit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      
保留受教育水平

估计系数 t值 P 值

保留年龄

估计系数 t值 P 值

户主年龄 ) ) )  0. 010 9  0. 860 0 0. 395 0

户主性别 - 0. 758 6 - 1. 580 0 0. 117 0 - 0. 749 0 - 1. 590 0 0. 116 0

户主受教育水平 - 0. 020 5 - 0. 640 0 0. 522 0 ) ) )

耕地面积 ) ) ) ) ) )
土地面积  0. 045 6 1. 380 0 0. 172 0 0. 046 1 1. 390 0 0. 167 0

劳动力数量 ) ) ) ) ) )
打工人数  0. 002 9 0. 020 0 0. 983 0 - 0. 000 4 0. 000 0 0. 998 0

自营人数  0. 145 7 0. 620 0 0. 537 0  0. 146 2 0. 630 0 0. 531 0

人均非农收入  0. 000 0 0. 320 0 0. 746 0  0. 000 0 0. 260 0 0. 797 0

租入耕地面积 ) ) ) ) ) )
租出耕地面积 ) ) ) ) ) )

租入鱼塘面积  0. 059 1  2. 560 0 0. 012 0 0. 061 5  2. 700 0 0. 008 0

借贷数量  0. 000 0  0. 160 0 0. 877 0 0. 000 0  0. 230 0 0. 818 0

存款数量  0. 046 7  1. 230 0 0. 222 0 0. 048 2  1. 280 0 0. 203 0

县城距离 - 0. 084 1 - 1. 730 0 0. 088 0 - 0. 090 9 - 1. 820 0 0. 072 0

常数项  1. 372 6  1. 380 0 0. 171 0 0. 781 4 0. 770 0 0. 446 0

R值  0. 772 8 ) ) 0. 764 7 ) )

相关检验项    

似然比检验量 LR chi2 ( 10) = 17. 24( P rob>

chi2 = 0. 006 9 ) , 对 数 似 然 函 数 值 =

- 53. 101 6, 伪 R2= 0. 139 7; N = 89, 删失样本

数和未删失样本数分别为 65 和 24。

似然比检验量 LR chi2 ( 10) = 17. 56 ( Pr ob >

chi2 = 0. 006 2 ) , 对 数 似 然 函 数 值 =

- 52. 940 8,伪 R2= 0. 142 3; N= 89, 删失样本

数和未删失样本数分别为 65和 24。

170                   水土保持通报                      第 28 卷



3  结论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农户层次土地用途变更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概括来说, 农户层次的土地用

途变更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 1) 土地市场参与对于农户土地用途变更具有显

著影响,尤其是土地流转的目的是用于渔业养殖业的

情况下,土地市场参与往往导致更多的土地用途变更。

( 2) 农户劳动力转移有不同类型, 打工性质的劳

动力转移和自主经营性质的劳动力转移对于土地用

途变更的影响不同, 自主经营性质的劳动力转移对于

农户层次土地用途变更有显著影响,自主经营性质的

劳动力转移会提高农户土地用途变更比重; 另外, 劳

动力转移导致的收入提高也会提高农户土地用途变

更比重。

( 3) 区位因素对于土地用途变更有着重要影响,

说明越接近县城土地用途发生变更的比重越大,反之

越小。

( 4) 农户层次的土地用途变更还具有明显的区

域差异,相对于铜山县,如东县和常熟市土地用途发

生变更的比重更大; 而且在不同地区, 影响农户土地

用途变更的因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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