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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Logistic模型的农户集中居住意愿分析
———以三峡库区(重庆段)部分区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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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三峡库区(重庆段)部分区县乡村聚落的农户问卷调查所得数据,运用二元选择Logistic模型,分别从农户个人

基本情况、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基础设施状况及农户心理认知状况等4个方面选取14个指标对农户参与集中居住的影响

因素和意愿进行了回归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文化程度、家庭总人口数和对现居生产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为

影响农户参与集中居住的主要因素。农户个人基本情况、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基础设施状况及农户心理认知状况4方面

中,农户个人基本情况对于农户集中居住有显著影响。其中,农户文化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对现居村庄生产生活环境的

满意程度等因素与农户集中居住呈正相关关系;家庭总人口数、耕地面积、亩均粮食产量等因素与农户参与集中化居住具

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见,三峡库区乡村聚落不同特征农户对于集中居住的意愿是不同的,影响参与集中居住的因素

也存在着差别,鉴于此,文章提出了合理引导乡村居民适度集中居住的相关建议。这对新农村建设与城乡统筹发展战略

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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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乡村聚落依然是中国乡村人口的主要聚居形式[1],但在广大乡村地区,乡村聚落存在聚集程度不高、
土地集约化利用率较低、农民生活质量较低等特点。推进农户集中居住,无论对乡村还是整个社会都会带来重

要影响。从市场经济效益看,适度集中居住是对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2];从社会效益看,适度

集中居住有助于改善乡村住房条件,加快配置农村基础设施,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3]。乡村聚落居民居住

集中化,就是乡村居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单家独户或者少数户聚居的分散居住状态向多户聚居的集中居住

状态转变,以此达到盘活乡村资源,改善乡村社区人居环境,改变乡村居民传统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乡村

居民生活质量,从而逐步推动乡村城镇化[4]。但农户集中居住是1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牵涉到外在的规

划、拆迁安置、居民点配置,还涉及到农户改变居住方式之后在生产、生活、心理等方面的变化[5]。与国外相比,
中国对农户集中居住的研究起步较晚,关于农户集中居住相关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集中居住影响因素的

定性研究、农户集中居住实施步骤、农户集中居住后续发展研究等方面。三峡库区兼有大农村、大库区的特殊

性,人地矛盾突出,资源集约化利用率低,乡村聚落集中化居住问题尤为突出,且目前三峡库区农户集中居住意

愿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较少。本文以三峡库区(重庆段)部分县域乡村聚落(九龙坡、长寿、丰都、石柱、忠县等)
调研数据为基础,探讨影响农户集中居住意愿的因素,提出引导农户适度集中居住的对策建议,期望该研究为三

峡库区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提供参考。

1研究区概况

三峡库区(重庆段)位于长江上游下段,东南、东北与湘、鄂交界,西南与川黔接壤,西北与川陕相邻,东起巫

山县、西至江津市、南起武隆县、北至开县,地理范围在28°28′N~31°44′N、105°49′E~110°12′E之间,东西长约

为600km,南北宽约80km。三峡库区(重庆段)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区域地表起伏,地形破碎。该地区地形

大势为东高西低,西部多为低山丘陵地貌,往东逐渐变为低、中山地貌,并由南北向长江河谷倾斜(参见封三彩

* 收稿日期:2013-08-28  修回日期:2013-11-11  网络出版时间:2014-03-10 19:23
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No.11YJAZH04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41101563,No.41201133);地理学重庆市

“十二五”重点学科

作者简介:谢玲,女,研究方向为区域规划与开发,Email:1428375964@qq.com;通讯作者:李孝坤,E-mail:cslixk@qq.com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0.1165.N.20140310.1923.006.html



图1)。

表1 调研区域一览表

Tab.1 Listofresearchareas

问卷发放时间 问卷发放地点 所属地域类型 发放数/份

2013-03-29 长寿城关凤城复元村 丘陵区 40
2013-03-29 丰都县双路镇花园村 丘陵低山区 40
2013-03-30 丰都县江池镇横梁村 中山区 40
2013-03-30 石柱县南宾镇黄鹤村 低山丘陵区 40
2013-03-31 石柱县龙沙镇石岭村 低山丘陵区 40
2013-03-31 忠县涂井乡友谊村 丘陵区 40
2013-04-15 九龙坡区金凤镇净慈寺村 浅丘平坝区 40

三峡库区是长江上游主要的生态脆弱区之一,且具有三峡水库枢纽工程的特殊性,该区水土流失严重,人地

关系之间的矛盾日显突出,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聚落的集聚程度,深刻地影响着该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以

及该区的生态环境。不同类型的乡村聚落人口聚集程度,也因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而不同,合理适度地引

导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聚落的农户参与集中居

住,不仅有利于农村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实现农

民职业化发展,而且是实现生态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路径。本文选择覆盖三峡库区(重庆段)不
同地域类型的乡村聚落农户为调查对象,选取了5
个区县中的7个行政村,分别代表浅丘平坝、丘陵、
低山、中山等地形区的乡村聚落(表1),分析农户

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引导农户适度

集中居住的对策建议。

2模型选取与数据来源

2.1计量模型的选取

由于研究涉及的因变量是农户是否愿意参加集中居住,是一个定性的二分变量,即愿意参加集中居住或不

愿意参加集中居住。当以这样的决策结果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的计量模型称为二元选择模型(Binarychoice
model),被解释变量是离散的非连续变量。由于二元离散选择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非线性,所以需转化为效用

模型进行评估,其中使用最广泛的是Logistic模型,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分析,是分析个体决策行为较为

适宜的模型,所以选择此计量模型来分析农户是否愿意参加集中居住。
在二元Logistic模型中,假设有n个观测样本,Y 是随机因变量,取值范围为0或者1(1表示愿意参加集中

居住,0表示不愿意参加集中居住),xi(i=1,2,…,k)是与Y 相关的独立自变量。Logistic概率函数的形式为:

P= exp(Z)
1+exp(Z)

(1)

Z=b0+b1x1+b2x2+…+bkxk+εi=bo+∑
n

k=1
bixi (2)

式中Z是变量xi(i=1,2,…,k)的线性组合,b0 是截距参数,bi 是回归系数。(2)式表示在自变量Y=1的概率,
因此可以用它来替代Y 本身作为因变量,其Logistic回归方程为

f(p)= lp

1+lp=
l(b0+b1x1+b2x2+…+bkxk)

+1+l(b0+b1x1+b2x2+…+bkxk)

寻求f(p)的函数g(p),使得g(p)在f(p)=0、f(p)=1附近的变化幅度较大,从而引入f(p)的Logit变换。

g(p)=logit(f(p))=ln(f(p)
1-f(p)

)

经转换后g(p)=ln(f(p)
1-f(p)

)=b0+b1x1+b2x2+…+bkxk+εi=bo+∑
n

k=1
bkxk

式中f(p)农户愿意参加集中居住概率,x表示解释变量,b表示影响因素的系数大小,b0 表示截距,ei表示误差。
这样就得到了概率函数和自变量之间的线性表达式,Logistic的参数估计法一般为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method),该模型可以利用SPSS软件进行计算。
2.2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确定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居民集中化居住的影响因素。在问卷中,将问题设为“您是

否愿意参加集中居住?”,选择答案设为“愿意”和“不愿意”两种情况。愿意定义Y=1,不愿意定义Y=0。
根据相关理论分析,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6,7]以及笔者对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聚落农户集中居住意愿

的调研结果,本文将影响农户参加集中居住意愿的因素归结为农户个人基本情况、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基础设施

状况及农户心理认知状况等4个方面来选取自变量。在此,鉴于农户的个体特征模型的解释变量分别选取了性

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3个方面,来反映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户对参与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基于农户家庭影响因素

模型的解释变量分别选择了家庭总人口数、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家庭年总收入、耕地面积和亩均粮食产量等5个

方面,来反映农户对参加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考虑到基础设施条件对农户参与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选择了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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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来源、交通便利程度、距卫生所最短距离、距学校最短距离等4个方面,最后,通过对现居村庄生产生活环境的满

意程度、对目前住房的满意程度的调查,以反映农户心理认知状况对于参与集中居住的意愿的影响(表2)。

表2 解释变量说明

Tab.2 Explanationsofthevariables
变量代码 变量 变量涵义及赋值 预期方向

X1 性别 1.男 2.女 ———
X2 年龄/岁 具体值,户主的年龄 -
X3 文化程度 1.小学 2.初中 3.高中 4.大专及本科 5.本科以上 +
X4 家庭总人口数/口 1.2 2.3 3.4 4.5 5.6 6.7以上 -

X5 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1.农产品收入 2.养殖业 3.家庭副业 4.外出打工 5.本地乡镇企业

6.自己的企业 7.其他
+

X6 家庭年总收入/万元 1.1 2.2~3 3.3~4 4.4~5 5.5~6 6.6以上 +
X7 耕地面积/亩 1.无 2.1以下 3.1~3 4.3~5 5.5~7 6.7~10 7.10以上 -
X8 亩均粮食产量/kg 1.无2.150以下 3.150~250 4.250~350 5.350~450 6.450以上 -
X9 饮用水来源 1.自来水 2.井水 3.雨水 +
X10 交通便利程度 1.比较便利 2.不太便利 3.很不便利 4.没有公路 +
X11 距卫生所最短距离/m 1.500以内 2.500~1000 3.1000~3000 4.3000~5000 5.5000以上 +
X12 距学校最短距离/m 1.500以内 2.500~1000 3.1000~3000 4.3000~5000 5.5000以上 +

X13
对现居村庄生产生活

环境的满意程度
1.满意 2.一般 3.不满意 +

X14 对目前住房满意程度 1.满意 2.一般 3.不满意 +

表3 模型系数的Omnibus检验

Tab.3 Omnibustestsofmodelcoefficients
卡方 df sig

步骤1步骤 48.502 1 0
块 48.502 1 0

模型 48.502 1 0
步骤2步骤 33.980 1 0

块 82.482 2 0
模型 82.482 2 0

步骤3步骤 45.529 1 0
块 128.011 3 0

模型 128.011 3 0
步骤4步骤 55.452 1 0

块 183.462 4 0
模型 183.462 4 0

2.3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课题组2013年3~4月对三峡库区(重庆段)农户的抽样调查。为保证样本的典型性和代

表性,分别选取三峡库区(重庆段)不同地域类型的农户为调查对象,调查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

式。为了反映三峡库区(重庆段)不同地域类型农户居住意愿,在库区选取了5个区县中的7个行政村,分别代

表浅丘平坝、丘陵、低山、中山等地形区的乡村聚落(表1),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且基本覆盖了三峡库区(重庆段)
各地形区域。为保障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采取调查员和被调查农民一对一交流的方式,随时解答被调查农

民的疑惑。调查共发放问卷280份,剔除漏答关键信息和回答信息错误、矛盾的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50份,问卷有

效率89.2%。

3回归计算与结果分析

3.1模型的检验

表4 模型汇总

Tab.4 Modelsummary

步骤-2对数似然值
Cox&Snell
RSquare

Nagelkerke
RSquare

1 134.960 0.176 339
2 100.981 0.218 540
3 55.452 0.401 771
4 50.163 0.520 1

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250个有效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为了使所选变量逐步进入回归模

型,在此选择所有变量逐步向前进入。逻辑回归假设模型的检验,
选择Omnibus卡方检验,以检验样本所属总体的分布与指定的理论

分布无显著差异,检验结果如表3。为了检验模型是否能够用来分

析问题,需要对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检验[7]。从模型的整体检验效

果来看,表3中所有的Sig几乎都为“0”,而且随着模型的逐步渐进,
卡方值越来越大,说明模型越来越显著,在步骤4后终止。

Sig值是统计量对应的概率值,Sig 值要求小于给定的显著性

水平,Spss默认的Sig值

为0.01,Sig 值越接近于

0.01显著性水平就越好。
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
对数似然值(Loglikeli-
hood)乘以2即为-2LL,

是模型的估计方法,以此来判断模型的拟合程度,该值为正值时,取值

越大,模型的适应性越好,该值为负值时,取值越趋近于零,模型的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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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效果越好[8]。由表4可知,-2Loglikelihood值达到了50.163,模型拟合度较好,以Cox&SnellRSquare和

NagelkerkeRSquare两个统计量取代了线性回归方程中的 R 方统计量,Cox&SnellRSquare判定系数为

0.520,NagelkerkeRSquare值为1,由表4回归模型统计量可知,模型可以较好地进行拟合,回归分析所得结果

可用作分析各影响因素作用方向和大小的依据。

表5 如果移项则建模

Tab.5 Modeliftermremoved

步骤 变量
模型

对数似然性

在-2对数似然

中的更改
df 更改的显著性

1 性别 -91.731 48.502 1 0.000
2 性别 -80.500 60.018 1 0.000

对现居村庄生产生

活环境的满意程度
-67.480 33.980 1 0.000

3 性别 -72.474 90.043 1 0.000
家庭总人口 -50.490 45.529 1 0.000

对现居村庄生产生活

环境的满意程度
-58.779 62.106 1 0.000

4 性别 -53.373 106.747 1 0.000
文化程度 -27.726 55.452 1 0.000

家庭总人口 -28.708 57.416 1 0.000
对现居生产生活

环境的满意程度
-36.954 73.914 1 0.000

3.2模型回归结果的分析

为了得出每一个解释变量与协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在此将影响农户集中居住意愿的14个解释变量分别

与协变量做交叉列联表分析,可知每一个解释变量对协变量影响的显著性水平,农户的性别Sig(0)、年龄Sig
(0.049)、文化程度Sig(0)、家庭总人口Sig(0.002)、家庭收入主要来源Sig(0)、家庭年总收入Sig(0.001)、耕
地面积Sig(0)、亩均粮食产量Sig(0)、饮用水来源Sig(0.005)、交通便利程度Sig(0)、距离卫生所最短距离Sig
(0)、距离学校最短距离Sig(0)、对现

居村庄生产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Sig
(0)、目前住房满意程度Sig(0),所有

解释变量的显著水平都在0.05的水

平上通过检验,因此,所选取的每一个

解释变量对于农户集中居住的意愿,
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但是将14个

解释变量,逐步进入回归分析模块,方
程经过四迭代,只有4个变量进入方

程。因此说明,其他变量在整个模型

中没有变量单独意义上对于影响农户

集中居住的影响程度大,由表5中进

入方程的变量可以看出:在步骤1中

输入的变量为“性别”,当移去“性别”
这个变量时,引起了48.502的数值更

改,此 时 模 型 中 只 剩 下 “常 数 项”,

-91.731为常数项的对数似然值;在步骤2中,当移去“对现居生产生活环境的满意程”这个自变量时,还剩下

“性别”和“常量”,此时对数似然值变成了-80.500,引起了60.018的数值变化(简称:似然比统计量),因此,如
果移去项则建模,不管移去哪一个自变量,“更改的显著性”都非常小,几乎都小于0.05,所以这些自变量系数跟

模型显著相关,不能够剔去。

表6 方程中的变量

Tab.6 Variablesintheequations

解释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BS.E.
Wald

值检验
df Sig. Exp(B)

步

骤

1

性别 -0.685 0.381 2.738 1 0.007 2.377
文化程度 0.341 0.242 2.013 1 0.010 6.954

家庭总人口 0.332 0.180 4.075 1 0.049 2.676
对现居村庄生产生

活环境的满意程度
0.967 0.106 6.782 1 0.026 1.010

常量 -0.206 0.224 9.614 1 0.035 0.628

由表6可以看出,因变量Y 对4个自变量的回归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685、0.341、0.332、0.967;
对应的 Wald检验值分别为2.738、2.013、4.075、6.782。Wald检验的结果分析:在结果输出中,所有关于B 的

检验都是 Wald检验,Sig值证明了B
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Sig<0.05证

明B 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以上

4个自变量对因变量Y 均有显著影

响。在此,其余10个变量对因变量的

影响程度的显著性,在回归方程中未

能表现,因此,将所选取的解释变量经

过相关分析,得出各解释变量与因变

量的正负相关性,与预测大致相同,在
此不一一列出。

3.3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农户愿意参加集中居住的达88%,不愿意参加集中居住的为12%,因此,在所调查人群

中,愿意参加集中居住的农户较多,虽有高达88%的农户愿意参与集中居住,但是影响参与集中居住的因素也不

尽相同,在此,对所有调查问卷从4个方面进行对于农户集中居住影响的意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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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个体特征对农户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 性别和文化程度分别是影响农户参加集中居住意愿的显著性影响

因子。这是因为本文调查所选取区域大部分是以农产业为主的乡镇,性别差异导致观念意识等的不同,从而对

农户的意愿产生影响。一方面,在中国农村家庭中,大多存在分工的性别差异,相对于男性,女性大多在农村从

事家务劳动和农业生产,对居住的村庄存在较强的依赖,因此搬迁的意愿较弱;另一方面,女性更为厌恶风险,面
对较为陌生的集中居住方式,为规避风险可能不愿意搬迁[9]。

农户的文化程度越高集中居住的需求和意愿相对越强,农户的文化程度对集中居住的需求影响显著[10]。农

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视野往往越开阔,对良好环境的向往越强烈,这会产生促使农户移居的动力;同时也与实地

调查结果相符,文化程度的差异,直接影响农户生活的方式和内容[9]。

3.3.2农户的家庭特征对农户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 1)家庭总人口负向影响。家庭总人口变量通过了1%统计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一方面,家庭总人口越多的农户家庭,无论是预期的移居成本,还
是在集中居住居民点的生活支出都较高,这样,预期的移居净收益较少;另一方面,农户选择是否愿意移居,是家

庭成员决策一致的结果,家庭成员越多,达成共同决策的概率就越小,农户移居的意愿也就越低[9]。

2)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影响。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变量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与被解释变量呈

正相关关系,表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的农户更愿意移居。依据调查结果,家
庭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的农民中,有移居意愿的人占60%,而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的农户中,这一比例比前

者少了近32个百分点,仅为28%。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对集中居住需求的作用明显。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主要

来源于非农收入的农户,户主或家庭成员接触外界的事物较多,思想也较开放,对城镇生活方式相对比较适应,
对集中居住的认识、理解也相对更为全面客观,因而对集中居住的需求和投入意愿相对更高[10]。

3)家庭年总收入的影响。从该解释变量与农户参加移居意愿的显著性水平来看,家庭年总收入水平与被解

释变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家庭年总收入水平越高,集中居住的需求相对越强,从现实情况来看,通过居住集

中化可以有效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但居住集中化过程中,房屋搬迁和重建的相关费用主

要由农民自己筹集,而家庭年总收入越高,一般支付能力越强,因而对集中居住的需求和投入意愿也越高。
相反,耕地面积和亩均粮食产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农户所持有的耕地面积越多,亩均粮食

产量越高,农户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越高,农业生产能够满足生活需求,生活也较为富足,因此,对于这类被调查

农民产生集中居住需求的意愿相对来说较小。为了便于农业生产,选择与生产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与劳作半径。

3.3.3基础设施及农户心理认知状况对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 饮用水来源、交通便利程度、距离学校的最短

距离和距离医院的最短距离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解释变量通过5%的统计水平显著性检验,
这些作为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对于农民的移居与否影响至关重要。原有居住环境交通不便利,距离学校和医

院较远,农户愿意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参与集中居住,并且向往搬迁至基础设施环境较好的居民点,以满足农

民对教育、医疗资源的需求。该变量对于影响参与集中居住的原因:依据推拉理论,一方面,较差的生产生活环

境将对农民产生促使移居的“推力”,因此,现居村庄环境较差的农民更愿意移居;另一方面,农民对集中居住区

新生产生活方式适应程度的较高预期会产生促使移居的“拉力”,激发农民移居的积极性,因此农民的移居意愿

会较高。
对现居村庄生产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意愿。对现居村庄生产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变量

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据调查结果显示,在对现居村庄生产生活环境满意程度较低和很低的人群

中,愿意移居的比例为68%,而在对现居村庄生产生活环境满意程度较高和很高的农民中,这一比例下降为

20%。究其原因包括:原有住房的修葺年份,以及对原有生活环境的存在较强的认同感等诸多心理因素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农户对于参加集中居住有排斥心理。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聚落不同类型及特征农户对于集中居住的意愿是不同的,因此影响参与集中居住的

因素也存在着差别。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性别、文化程度、家庭总人口数、对现居村庄生产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等4个变量对于农户集中居住有显著的影响。

2)农户个人基本情况、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基础设施状况及农户心理认知状况等4方面中,农户个人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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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性别、文化程度)为影响农户参加集中居住的主要因素。

3)农户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家庭年总收入、饮用水来源、交通便利程度、距学校最短距离、距卫

生所最短距离、对目前住房满意程度、对现居村庄生产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与农户集中居住呈正相关关系。年

龄、家庭总人口数、耕地面积、亩均粮食产量与农户参与集中化居住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2建议

重庆市作为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先行试验区,正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

美丽乡村建设路径,在此背景下,对三峡库区乡村聚落整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乡村居民点整合、推进农户适度

集中居住是一个涉及面广、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应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前提,以土地有序流转为条件,以农

业规模化、农业产业化为基础,遵循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积极有序原则推进农户适度集中居住。为进一步推进

并规范农民集中居住,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推进农户集中居住,必须充分融合政府主导作用和农户主体地位,政府相关决策要充分考量农民意愿,政
府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农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心理认知状况,制定能有效体现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和意愿的

政策,改进和创新集中居住方式,以满足更多农民的需求。政府还要充分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涉及中

心村选址、户型设计、拆迁补偿、基础设施建设等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时,应充分听取农民意见,体现

集中居住以人为本的理念。

2)在对集中居住影响较大的农户个人基本情况方面,对于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家庭人口数众多的农

户,应更多地考虑到后顾生计问题,一方面采取“先建新、后拆旧”方式,让农户放心搬旧房迁至新的居民点,另一

方面,建立和完善集中居住区的各项保障制度和措施,强调农户居住环境改善的同时,充分考虑农户合理集聚后

的生计问题,通过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机会、购买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险,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

3)针对农户集中居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的家庭年总收入、原有居住区较差的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要
做好集中居住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使其他地方的农民切实看到在集中居

住区居住可以获得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使他们从内心深处向往中心村集中居住的生活。

4)对一些极具乡村特色并且具有保护价值的农村住宅予以保护,科学有序、可持续地推进乡村农户集中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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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EnoironmentandEcologyinThreeGorgesArea

AnalysisoftheFarmers’CentralizedResidenceIntentionBasedonLogisticModel
—CasesonTheThreeGorgesReservoirSuburbsandCounties

XIELing,LIXiao-kun,YUTing
(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China)

Abstract:ThispaperendeavorstoexploretheeffectfactorsandintentionofcentralizedlivinginTheThreeGorgesReservoirArea.
Inordertoclarifytheelements,wechoosethemethodofLogisticModel,thematerialisbasedonthesurveysandquestionnairesin-
volvesinsomesectionsrelatedtothisfiledinTheThreeGorgesReservoirArea.Weselected14indexesfromfourdimensionsofin-
dividualdataoffarmer,thedomesticstatus,thebasicinfrastructuresituationandfarmers’cognitivepsychologisttoconductare-
gressionanalysisandempiricalresearch.Theresultsindictthatsexes,educationbackground,householdpopulation,degreeofsatis-
factionwiththelivingcondition,perhapsarethemaincauseaccountingforthecentralizedlivingoffarmers.However,theindividu-
alstatesstronglyinfluencethecentralizedliving.Furthermore,educationbackground,annualfamilyincomeanddegreeofsatisfac-
tionwiththelivingenvironmentfactorshavesignificantpositiveeffectsoncentralizedresidence.Ontheotherhand,householdpop-
ulation,farmlandareaandthedegreeofsatisfactionhavenegativerelationshipwiththelivingenvironment.Whatwehaveconducted
showsthecentralizedresidenceintentionsoffarmeraredifferentfromtheircharacteristicsinTheThreeGorgesReservoirArea.A-
mongthosefactors,therehasbeeninnerdiscrimination.Inthiscontext,wedevelopedsomesuggestiontostimulationruralresi-
dencetomoderatecentralizedresidence.ItisofgreatimportanceinthestrategyofNewCountrysideConstructionandUrban-Rural
IntegratedDevelopment.Thefindingsmayprovidetheimpracticalreferenceinthisfield.
Keywords:farmerscentralizedresidence;influencingfactors;willingness;Logisticmodel;ChongqingThreeGorgesReservoir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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