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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感知价值-行为意愿逻辑和有序回归分析模型,以湖北省部分县市390份农户问卷为样本,

对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对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感知价

值是影响其参与意愿的决定因素,基于感知价值从农民对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两方面来分

析其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合理可行的;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的认知、地方政府对农地整理政策宣传的重视

度、村民的政治身份、参与是否有劳务报酬对农民参与意愿有显著正的影响,参与所发生的交通费用对农民参与

意愿有显著负的影响。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采取如下政策措施:在农地整理项目实施过程中重视农地整理政

策及项目信息宣传工作,提升农民对农地整理的了解度和认可度;建立健全农民诉求表达机制,鼓励农民多途径

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提高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效率;重视农民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建立农民意见反馈机制和

奖励机制,给予参与农民一定的劳务报酬,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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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余年来,农地整理在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等方

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农

地整理缺乏统筹规划[1]、农地整理项目规划设计频

繁变更[2]、项目资金管理效率和后期管护效率低

下[3-4]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

不够[2,5-6]。
因此,学术界对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问题高

度关 注,很 多 学 者 对 农 地 整 理 项 目 农 民 参 与 现

状[7-8]、参与机制及限制因素[9-10]进行了较深入的探

讨。王瑷玲等对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现状进行

了问卷调查并进行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虽然

对农地整理项目有一定的认识并且参与到农地整理

项目,但是他们普遍存在认识不够全面、准确,且参

与具有自利的目的[7]。吴九兴等对此进行了更加深

入的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整理项目中普遍存在农民

参与意愿不高,参与程度较低,参与方式较为单一的

问题[8]。而从已有的对公众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现状

分析的文献中可以看出,不少学者[11-12]的研究结论

与此类似。此外,赵谦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的研究

结果表明构建农地整理项目中农民参与制度的必要

性[9]。鲍海君等对公民参与土地整理项目规划设计

的机制进行设计,并在实践中取得很好的应用[10]。
最近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

意愿的研究[13-15],部分学者在基于农户效用最大化

的前提下对农民参与意愿的最优反应进行推理,并
据 此 对 影 响 农 民 参 与 意 愿 的 因 素 进 行 计 量 分

析[13-14],还有学者通过文献法对影响农民参与意愿

的因素进行系统归纳[4]。这些研究虽然在实践调查

的基础上做了较好的实证分析,但对农地整理项目

农民参与行为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突出表现在农

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选择缺少必要

的理论支持。农民通过综合考虑其参与农地整理项

目的预期成本和收益,评价其参与价值,从而确定其

参与行为决策。因此,本文拟从参与感知价值的角

度来分析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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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为推进农民积极参与农地整理项目、促进农地

整理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感知
价值与意愿影响因素

  顾 客 感 知 价 值 (customerperceivedvalue,

CPV)即顾客感知到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强调以消

费者的主观价值判断为依据[15]。顾客感知价值最

早由Zeithaml提出,他认为顾客主要选择他们认为

能为自己提供最大效用的产品或者服务[16]。Woo-
druff认为顾客感知价值是顾客对利得(benefits)和
利失(sacrifices)的感知[17]。消费者行为倾向(be-
havioralintentions,BI)是消费者采取某种行为的意

向。营销学中的消费者行为倾向主要包括:重构倾

向、口碑和溢价购买[18]。许多学者对顾客感知价值

和消费者行为倾向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18-20],认为

顾客感知价值是消费者行为倾向的前因[20]。
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感知价值是指农民对

参与农地整理项目预期净收益的感知。农民参与农

地整理项目的行为倾向是指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

的意愿。农民通过对参与感知价值的判断,决定其

参与行为意愿。根据周涛等提出的基于感知价值

与信任的移动商务用户接受行为模型[21],本文从

预期参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提出基于参与感知价

值的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意愿模型,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基于参与感知价值的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意愿模型

  如图1所示,农民对参与的感知价值决定农民

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行为意愿,农民对参与的感知

价值(CVP)是参与预期收益(B)和参与预期成本

(C)之差。其中,参与预期收益(B)包括货币收益

(MB)和非货币收益(NMB),参与预期成本(C)包
括货币成本(MC)和非货币成本(NMC)。

1.农民参与的预期收益

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预期收益(B)包括货

币收益(MB)和非货币收益(NMB);货币收益是指

可以用货币量化的、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所产生

的收益,而非货币收益是指难以用货币量化的、农民

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所带来的精神方面的收获。即:
B= MB+NMB (1)

(1)农民参与的货币收益。农民参与农地整理

项目的货币收益(MB)包括: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

劳务报酬(B1)、因所提意见被采纳给农民带来的生

产性收益的增加(B2)。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劳务

报酬(B1)主要是指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施工所

得的工资收入和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有关活动所得的

补贴。因此,是否有劳务报酬将对农民的感知收益

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农民的参与意愿。本文选

取是否有劳务报酬作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因所

提意见被采纳给农民带来的生产性收益的增加,主
要指因为农民提出规划设计意见,农业生产的基础

设施得以改善,而导致的农业生产成本的下降所获

得的收益。假设所提意见被采纳,农民能获得的生

产性收益增量为(B2);如果意见不被采纳,其此项

收益为0。这样,农民意见被采纳的概率(P)对农民

参与的感知收益至关重要,进而影响农民的参与意

愿。本文选取村民的政治身份来反映意见采纳概率

(P),村民的政治身份越高,意见被采纳的概率越

大,参与意愿越强烈。
农民对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感知货币收益为:

MB =B1+pB2 (2)

(2)农民参与的非货币收益。一些学者认为,公
民参与有利于公民增长知识,提升社会地位[22]。在

参与农地整理项目过程中,农民可以获得农地整理

方面的知识,提高自己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的能力,
实现其公民权利,提升其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本

文将上述收益统称为非货币收益(NMB),它主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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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个体认知的影响。本文选取农民对农地整理项

目的认可程度及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的了解程度作

为计量指标。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的认可程度及了

解程度越高,农民感知的非货币收益越大,参与意愿

越强。

2.农民参与的预期成本

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预期成本(C)包括货

币成本(MC)和非货币成本(NMC)。货币成本是指

可以用货币量化的、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需要支

付的成本;非货币成本是指难以用货币量化的、农民

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必需的体力与脑力的支出及心理

负担。即:
C= MC+NMC (3)

(1)农民参与的货币成本。农民参与农地整理

项目的货币成本 MC 包括:信息成本(C1)、交通成

本(C2)、机会成本(C3)。信息成本(C1)是指农民为

了获得农地整理相关政策和项目信息而需要支付的

成本,它与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和对宣传的重视程

度有关。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越高,农民感知该项

成本越小,农民参与的意愿越强;政府对农地整理的

宣传越重视,宣传手段越多,农民感知的该项成本越

小,参与意愿越强。交通成本(C2)是指农民参与农

地整理项目各阶段工作需要支付的交通费用。本文

选取农民感知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所耗费的交通费用

作为计量指标,农民感知所耗费的交通费用越多,农
民参与意愿越低。机会成本(C3)是指农民为参加

农地整理项目所放弃的进行其他活动所能得到的收

益,它与农民的文化程度有关,农民的文化程度越

高,其就业机会越大,工资越高,农民的机会成本越

大,其参与意愿越低。另外,它还与农民参与农地整

理项目所花费的时间有关,农民参与所花费的时间

越多,该项成本越大,农民参与意愿越低。本文选取

户主的文化程度及农民感知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所耗

费的时间作为计量指标。
通过以上分析,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感知

货币成本表示如下:
C=C1+C2+C3 (4)

(2)农民参与的非货币成本。农民参与农地整

理项目,不仅要支付上述各种可以计算的货币成本,
同时还有体力、脑力支出以及心理负担。例如,在农

地整理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参与农民要思考如下

问题才能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当地农业生产面

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

要采取什么样的工程措施? 这些工程措施如何布

置? 同时在参与过程中,因各方意见不同,就需要相

互协商,反复讨论,有时会发生争执甚至争吵,这些

会对参与农民带来心里不快甚至产生心理负担。本

文将上述成本统称为非货币成本(NMC),它主要受

农民个体认知的影响,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的认可

程度及了解程度越低,农民感知的非货币成本越大,
参与意愿越低。另外,农民的年龄越大,其参与农地

整理项目所花费的体力、脑力以及所承受的心理负

担越大,农民感知的非货币成本越大,其参与意愿

越低。

3.农民参与的感知价值

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感知价值(CVP)可
以表示如下:

CVP =B-C (5)

将式(1)、式(2)、式(3)、式(4)代入式(5),即可

得到:
CVP = (R1+pR2+NMR)-(C1+C2+C3+NMC)

(6)

农民通过对参与价值的判断,确定其参与行为

意向。当感知价值为正,农民愿意参与农地整理项

目;当感知价值为负,农民不愿意参与到农地整理项

目。上述影响农民参与预期成本与收益的因素相互

作用,进而影响农民参与的感知价值,最终影响农民

参与意愿。

4.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意愿的影响因素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选取了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

目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对其作用方向做出假设,见表1。

  二、数据来源及计量模型构建

  1.数据来源

2012年4月23日—28日,笔者所在的课题组

对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和蔡甸区、鄂州市鄂城区、咸
宁市嘉鱼县的7个农地整理项目区进行访谈式农户

问卷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在每个项目区

发放40~100份调查问卷。共发放调查问卷407
份,其中有效问卷390份,问卷有效率为95.82%。
问卷采取Likert的五点量表法(正向)来测度农民

的参与意愿,参与意愿有非常不愿意、不太愿意、不
确定、愿意、非常愿意五种情况,分别赋值为1、2、3、

4、5。调查区域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意愿情况如

表2所示。参与意愿的均值为3.84,方差为0.865,
总体来看,农民的参与意愿不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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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模型相关变量及符号假设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赋值 变量性质 作用方向

户主年龄 x1 20~30岁=1;31~40岁=2;41~50岁=3;51~60岁=4;60岁以上=5 定序变量 -

户主文化程度 x2 小学=1;初中=2;高中=3;大专=4;大专以上=5 定序变量 -

农民对项目的认可程度 x3 没有好处=1;好处不大=2;有一定好处=3;有非常大的好处=4 定序变量 +

农民对项目的了解程度 x4 不了解=1;了解一点=2;比较了解=3;很了解=4 定序变量 +

政府信息公开程度 x5 完全不公开=1;不公开=2;一般=3;公开=4;完全公开=5 定序变量 +

政府对宣传的重视程度 x6 非常不重视=1;不重视=2;一般=3;重视=4;非常重视=5 定序变量 +

农民对参与耗费时间的感知 x7 非常少=1;比较少=2;一般=3;比较多=4;非常多=5 定序变量 -

农民对参与交通花费的感知 x8 非常少=1;比较少=2;一般=3;比较多=4;非常多=5 定序变量 -

农民参与是否有劳务报酬 x9 否=1;是=2 定序变量 +

村民的政治身份 x10 普通农户=1;村干部或党员=2 定序变量 +

表2 农民参与意愿情况

参与意愿 非常不愿意 不太愿意 不确定 愿意 非常愿意 合计

样本数 6 37 57 202 88 390

比例/% 1.54 9.49 14.62 51.79 22.56 100

  2.计量模型构建

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感知价值是农民参与

意愿的前因,为探讨农民参与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Y =f1(CVP)+ξ=f1[f2(x1,x2,…,x10)]+

ξ=f(x1,x2,…,x10)+ξ (7)

式(7)中,Y 表示农民的参与意愿,(CVP)表示

农民对参与的感知价值,x1—x10为自变量,ξ表示

随机干扰项。

3.计量方法的选取

农民的参与意愿有非常不愿意、不太愿意、不确

定、很愿意、非常愿意五种情况。对于这种有序多分

类变量,可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而比例优势

模型最常用[23]。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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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πi1+…+πij

πi(j+1)+…+πi( )
j

=αj-(β1Xi1+…+βpXip)

j=1,2,…,J-1 (8)

  第j个累加Logistic模型就像一个一般二项分

类Logistic模型,其中第1—j类合并为第一类,第

j+1—J类合并成另一类,累加概率有π(Y≤1)≤
π(Y ≤2)≤…≤π(Y≤J)=1的顺序,并且在任何

情况下都有π(Y ≤J)=1。

  三、模型估计与计量结果分析

  1.模型估计

运用SPSS19软件对农户参与意愿进行有序

Logistic回归处理。模型的平行线假设检验的显著

性为0.206,大于0.001,因此模型通过比较优势假

定检验。模型拟合通过显著性检验,Pearson和De-
viance的显著性检验结果 P 值均为1.000,大于

0.050,说明模型拟合较好[23]。CoxandSnellR2和

NagelkerkeR2分别为0.230和0.251,对于截面数

据来 说 是 正 常 合 理 的[14]。回 归 的 结 果 如 表3
所示。

2.计量结果分析

(1)农民对项目认可度的系数为正,通过了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农民对项目了解度的系数符号

为正,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农民

对农地整理项目的认知水平越高,其感知的参与价

值越大,农民越愿意参与。
(2)政府对宣传的重视度的系数为正,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政府越重视农地整理宣

传工作,宣传手段越多,农民感知的参与价值越高,
其参与意愿越强。

(3)政府信息公开程度的系数为负,与预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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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回归系数 标准差 WALD 显著性

户主年龄 -0.062 0.115 0.294 0.588

户主文化程度 -0.254 0.177 2.061 0.151

农民对项目的认可程度 0.512*** 0.133 14.874 0.000

农民对项目的了解程度 0.434*** 0.158 7.554 0.006

政府信息公开程度 -0.193 0.131 2.184 0.139

政府对宣传的重视程度 0.422*** 0.122 11.977 0.001

农民对参与耗费时间的感知 -0.144 0.148 0.952 0.329

农民对参与交通花费的感知 -0.482*** 0.153 9.968 0.002

农民参与是否有劳务报酬 0.757** 0.304 6.208 0.013

村民的政治身份 0.682** 0.317 4.624 0.032

CoxandSnellR2 0.230

NagelkerkeR2 0.251

McFaddenR2 0.105

-2对数似然值 846.922***

模型的显著性 <0.0001***

 注:*** 、**分别表示该系数估计值在1%、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符,这可能是因为目前农地整理项目信息公开程度

普遍较低,农民在农村公共事务管理和决策中属于

弱势群体,而村民又迫切希望能改变这一状况。在

此条件下,信息越不公开,农民要求改变这种现状的

意愿越强,参与意愿越强烈。
(4)所花交通费用的系数为负,通过了1%水平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所花费的交

通成本越大,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感知成本越

高,感知价值越低,农民越不愿意参与。
(5)参与是否有劳务报酬的系数为正,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与预期相符,说明农民参与

农地整理项目的劳务报酬越多,农民感知的参与价

值越高,其参与意愿越强烈。
(6)从意见被采纳概率来看,农民政治身份的系

数为正,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民若

拥有村干部或党员的政治身份,其意见被采纳的概

率越大,农民感知的收益越大,感知的价值越高,其
参与意愿越强烈。

(7)所花费时间的系数为负,说明农民感知参与

农地整理项目花费的时间越多,农民感知的机会成

本越大,参与意愿越低。所花费时间未通过显著性

水平检验,这可能是因为调查对象为农民,受自身认

识水平及农村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时间价值较低,因
此农民感知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机会成本对自己的

参与意愿影响不显著。
(8)户主文化程度的系数为负,说明文化程度越

高,农民感知的参与成本越大,感知价值越低,农民

越不愿意参与。文化程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
可能是由于调查对象为务农农民,其文化程度的差

异不大,基本未接受高等教育,不同文化程度农民感

知的机会成本的差异较小,进而文化程度对参与意

愿的影响不显著。
(9)农民的年龄系数为负,说明年龄越大,农民

感知的参与成本越大,感知价值越低,农民越不愿意

参与。农民年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

为农民感知非货币价值主要受到农民个体认知的影

响,而农民年龄对农民感知非货币价值影响不大。

  四、结论与建议

  1.结 论

本文从参与感知价值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参与农

地整理项目意愿的影响因素,采用湖北省部分县市

390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和 Logistic方法进行实

证,得出如下的研究结论:
(1)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意愿受多因素共同

影响,但农民对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感知价值是影

响其参与意愿的决定因素。将感知价值理论运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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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参与意愿的分析,更加符合“理性经济人”的行

为特征。结果显示,运用感知价值理论分析的农民

参与意愿影响因素,与部分学者[13-14]的研究结果相

比,显著性因子的数量相对较多,显著性级别进一步

提升,显著性因素更加具有实践指导作用,较好地反

映了农民参与意愿的实际情况。因此,基于感知价

值,从农民对参与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两方面来

分析其参与意愿,并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进行实

证分析,是合理可行的,能够较好地反映当前农民参

与农地整理项目意愿的情况,可以为公众参与农村

公共事务意愿分析提供参考。
(2)从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意愿的影响因素

来看,对农民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是农

民对项目的认可程度、农民对项目的了解程度、地方

政府农地整理政策宣传情况、参与是否有劳务报酬、
村民的政治身份,对农民参与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

的因素是农民参与所发生的交通费用。而户主年

龄、户主文化程度、参与所耗费时间等因素的符号与

理论假设一致,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2.建 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要提高农民参与农地整理

项目的意愿,政府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1)在农地整理项目实施过程中重视农地整理

政策及项目信息的宣传工作,扩大农地整理项目等

农村公共事务的信息公开程度,采用项目标示牌、信
息公示栏、宣传单、短信平台等多种宣传手段,加大

农地整理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民对农地整理的了解

度和认可度。
(2)建立健全农地整理项目农民诉求表达机

制,营造良好的参与氛围,疏通农民意见表达渠

道,及时化解参与过程中的纠纷,提高农民参与

农地整理项目的效率,降低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

目的感知成本。
(3)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重视农民所提的意见和

建议,对合理意见应该积极采纳,对不合理意见应该

耐心解释,争取农民理解,建立农民意见反馈机制和

奖励机制,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4)鼓励农民多途径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并给

予参与农民一定的劳务报酬,以提高农民的感知

收益。

参 考 文 献

[1] 李卫祥.我国土地整理实践综述[J].生产力研究,2004(7):

190-191.

[2] 王瑷玲,赵庚星,史娟.我国土地整理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研究[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45-48.

[3] 严丽平,邵霞珍,吴次芳.我国土地整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展

望[J].农机化研究,2006(12):48-50.

[4] 汪文雄,杨钢桥,李进涛.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意愿

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10,24(3):42-47.

[5] 梁启学.我国土地整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安徽农学

通报,2007,13(24):7-9.

[6] 胡昱东,吴次芳.我国农村土地整理中土地权属调整问题研究

[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6-10.

[7] 王瑷玲,李占军,张建国,等.农民参与土地整理现状及政策建

议[J].中国土地科学,2008,22(5):47-50.

[8] 吴九兴,杨钢桥.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现状及其原因分

析———基于湖北省部分县区的问卷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3(1):65-71.

[9] 赵谦.构建中国农民参与农村土地整理制度之思考[J].中国土

地科学,2011,25(7):37-44.

[10]鲍海君,吴次芳,贾化民.土地整理规划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设计

与应用[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43-46.

[11]刘建生,胡卫军,梁晨雯,等.论土地整理中的公众参与[J].河

北农业科学,2010,14(2):115-117.

[12]文枫,杨庆媛,鲁春阳,等.土地整理公众参与的问题及对策研

究[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9,(5):10-13.

[13]吴诗嫚,杨钢桥,汪文雄.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规划设计意愿

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13,27(6):66-72.

[14]朱红根,翁贞林,康兰媛.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影响因素

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619户种粮大户的微观调

查数据[J].自然资源学报,2010,25(4):539-546.

[15]黄颖华,黄福才.旅游者感知价值模型、测度与实证研究[J].旅

游学刊,2007,22(8):42-47.

[16]ZEITHAMLV.Consumerperceptionsofprice,qualityandval-

ue:Ameans-endmodelandsynthesisofevidence[J].Journal

ofMarketing,1988,52(3):2-22.

[17]WOODRUFFRB.Customervalue:Thenextsourceforcom-

petitiveadvantage[J].JournaloftheAcademyofMarketing

Science,1997,25(2):139-153.

[18]白琳.顾客感知价值、顾客满意和行为倾向的关系研究述评

[J].管理评论,2009,21(1):87-93.

[19]PETRICKJF.Developmentofamulti-dimensionalscalefor

measuringtheperceivedvalueofaservice[J].JournalofLeis-

ureResearch,2002,34(2):119-134.

[20]SIROHIN,MELAUGHLINEW,WITTINKDR.Amodelof

consumerperceptionsandstoreloyaltyintentionsforasuper

011



第4期 杨钢桥 等:基于感知价值的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marketretailer[J].JournalofRetailing,1998,74(2):223-245.
[21]周涛,鲁耀斌,张金隆.基于感知价值与信任的移动商务用户接

受行为研究[J].管理学报,2009,6(10):1407-1412.
[22]IRVINRA,JOHNSB.Citizenparticipationindecisionmak-

ing:Isitworththeeffort? [J].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2004,64(1):55-65.
[23]宇传华.SPSS与统计分析[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

393-401.

AnalysisontheFactorsInfluencingWillingnessofFarmers’Participation
inFarmlandConsolidationBasedonPerceivedValue

YANGGang-qiao1,GONGXiao-chen1,WUJiu-xing2,WANGWen-xiong1

(1.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2.CollegeofTerritorialResourcesandTourism,AnhuiNormalUniversity,Wuhu,Anhui,241003)

Abstract Withtheapplicationofperceivedvalue-behavioralintentionlogicandordinalregressiona-
nalysismodel,thispaperanalyzesthefactorsinfluencingwillingnessoffarmers’participationinfarm-
landconsolidation,supportedbythesurveydataof390farmersinHubeiProvince.Theresultsshowthat
thefarmers’customerperceivedvaluetoparticipateinfarmlandconsolidationisthedeterminanttoin-
fluencetheirwillingness,andit’sreasonableandfeasibletoanalyzewillingnessoffarmers’participation
anditsinfluentialfactorsfromtwoaspects,namelyexpectedcostandexpectedbenefit.Thefactors,in-
cludingfarmers’cognitionofconsolidationproject,thedegreewhichlocalgovernmentspayattentionto

propagandaoffarmlandconsolidationpolicy,thevillagers'politicalidentity,theexistenceofremuneration
ornotintheparticipationhave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sonfarmers’participationwillingness.Howev-
er,transportcostintheparticipationhassignificantnegativeimpactsonthewillingnessoffarmers’par-
ticipation.Therefore,thegovernmentdepartmentsshouldtakepoliciesasemphasizingthepropagandaof
farmlandconsolidationpolicy,promotingthedegreeoffarmers'understandingonfarmlandconsolida-
tion,establishingthemechanismforfarmers’demandexpression,encouragingfarmerstoparticipatein
variouswaystoimprovetheefficiencyinparticipation,placingmoreattentiononfarmers’opinionsand
suggestions,settingupthemechanismforfarmers'commentfeedbackandtheincentivemechanism,pro-
vidingcertainremunerationtofarmerstoraisetheirenthusiasmandvalidityinparticipation.

Keywords farmers’participation;farmlandconsolidation;customerperceivedvalue;willingness;

influential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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