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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建房意愿的因素分析

———基于全国 3 362 个农户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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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全国 21 个省 93 个村 3 362 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阐述目前农村住房现状，并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影响

农民建房意愿的因素: 建筑时间、房屋面积、家庭人口数、家庭类型，同时建立模型对各因素之间进行定量计算，

并从中得到几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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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sants’Willingness to Build Houses———A Study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3 362 Peasant Household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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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sis of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3 362 peasant households in 93 villages，the paper illus-
trates housing conditions in rural areas，and examines factors affecting peasants’willingness to builds houses
by statistics analysis including construction time，floor space，family size and family types． Then a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calculat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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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安家住先行。如今住房问题不

仅是百姓的大问题，而且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

能的重要问题。城市中住房引起的种种是非曲直

撼动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性问题，而农村中的住

房问题同样不可小视，农民住房现状如何，影响农

民建房意愿的因素有哪些及关系如何? 基于这些

问题，本文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

心“百村观察”项目组于 2010 年对全国 21 个省
93 个村 3 362 个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为依据，通

过统计分析与模型建构，分析探讨农民建房意愿

的影响因素。

一、样本数据来源及农民住房情况

( 一) 样本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样本数据来自于华中师范大

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院“百村观察”项目组 2010
年对全国 21 个省 93 个村 3 362 个农户进行的问

卷调查。“百村观察”项目组采取随机抽样的方

法，对全国 21 个省份分层随机抽取 93 个村庄，再

在 93 个村庄分别选取 40 户农户，派驻调研员入

村调研，最后收回有效问卷 3 36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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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户建房时间与成本情况

表 3 农户建房时间与成本

时间 户数 百分比 /% 建房成本均值 /元

1900—1910 5 0． 2 200

1911—1920 0 0． 0

1921—1930 2 0． 1 175

1931—1940 3 0． 1 233

1941—1950 4 0． 1 1 850

1951—1960 16 0． 5 2 360

1961—1970 53 1． 7 1 412

1971—1980 212 6． 6 5 347

1981—1990 720 22． 5 15 087

1991—2000 1 079 33． 8 43 585

2001—2010 1 100 34． 4 83 385

( 二) 农民住房情况

笔者借助统计软件对

样 本 数 据 进 行 均 值 计 算

( 表 1 ) ，从 区 域 划 分 来

看，东部地区村民的住房

面积 均 值为 168． 3 m2，中

部地区为 132． 9 m2，西部地

区为 138． 2 m2，全国农村平

均住房面积为 146． 5 m2。
可见，东部地区农村住房

面积高于中部和西部，而

西 部 地 区 又 高 于 中 部 地

区，农村住房面积存在区
域差别。

表 1 不同区域农户住房面积情况

区域 户数 /户 均值 /m2

东部 1 018 168． 3

中部 1 818 132． 9

西部 402 138． 2

全国 3 238 146． 5

表 2 农户房屋结构情况

房屋结构 户数 百分比 /%

土坯结构 176 5． 5

砖木结构 2 349 73

砖混结构 694 21． 5

合计 3 219 100

从农户的住房结构来看 ( 表 2 ) ，在有效的

3 219 份问卷中，土坯结构的住房有 176 户，占有

效百分比的 5． 5% ; 砖木结构的住房有 2 349 户，

占有效百分比的 73% ; 砖混结构住房占 21． 5%。
现代住房多以砖混、钢筋混凝土为建房原料，可

见，农村中现代住房所占的比重还不是很高，仅约

为 21%，但是土坯结构的简陋住房所占的比重同

样不高，约为 5%。
从建筑时间来说( 图 1 ) ，农民建房趋势从 20

世纪 60—70 年代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到 80 年代

后建房速度显著加快。农村住房建设的发展状况

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指示器［1］。可见，随

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不仅使城市居民的

生活得到改善，而且也给农村带来巨大变化。
从建筑成本来看，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 40 年

代几百元就能建一栋房，而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增长到几千元，从 80 年代到新世纪已经

增长到几万元，现在农民建一栋住房平均要花 8
万元。虽然农民收入增加了，但是农民反映建房

的负担却越来越重了。

二、农民建房意愿的影响因素估计

在农民建房意愿的影响因素中，笔者受西方

经济学对于“需求”定义的启发，在理解需求这一

·65·



第 1 期 张莉莉: 农民建房意愿的因素分析———基于全国 3 362 个农户的调查分析

概念时，要从两个条件来规定，即需求是购买欲望

和支付能力的统一［2］。影响农民对住房需求的

因素也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农民对于住房的

需求，这要看农民的现在住房状况; 一是农民对于

住房的支付能力，也就涉及到农民的家庭情况。
笔者因此将所估计的影响农民建房意愿的因素分

为两类: 农户现住房因素、农户家庭因素。
( 一) 农户现住房因素

房屋结构按原料以及发展过程来划分可以分

为茅草房、土坯结构、土木结构、砖木结构、砖混结

构、钢混结构等。茅草房、土坯结构、土木结构、砖
木结构为旧式住房，现代住房一般是以砖混、钢筋

混凝土结构为标志。房屋结构的发展历程反映了

农民住房条件的逐渐改善，无论是从舒适性、安全

性还是从美观上，现代结构的住房都是农民建房

的优先选择，过去建造的老式住房很可能成为促

使农民重新建房的影响因素。
表 4 农户建房意愿影响因素估计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是否建房 现住房因素 房屋结构

建筑时间

房屋面积

家庭因素 家庭人口数

家庭类型

家庭年收入

房屋都有一定的使用年限，不同类型的房屋

结构使用期不同。一般情况下如果房屋正常建

设，砖混、钢混结构的房屋使用期限要高于旧式结

构的房屋。因此房屋建造时间同房屋结构一样会

影响到农民是否建房。建房时间越久远，其结构

越老旧，使用时间则越短，现在发挥的居住效应越

低，从而越需要更新。
房屋面积从理论上也是影响农民建造房屋的

一个因素。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对住

房的要求也逐渐提高。狭窄拥挤的房子无疑不如

宽敞明亮的房屋住着更舒适。因此，房屋的面积

可能会成为农民重新建房的因素。笔者选择房屋

面积而不选择宅基地面积的原因是现在宅基地的

审批难度可能影响其对农民建房的影响，房屋面

积则可以避开国家制度的限制，此外，比起宅基地

面积，房屋面积是农民实实在在住房面积，更能反

映农民住房实际空间。
( 二) 农户家庭因素

家庭人口数同房屋面积共同影响了农户人均

居住面积，人口的增加会增加对房屋面积的需求。
随着家庭人口数量的增加，很可能促使农民扩房

或者重新建房，因此，笔者把家庭人口数归为影响

农民建房的因素。
家庭类型也可能成为影响农民建房的重要因

素。家庭类型可以分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扩大

家庭、空巢家庭。从表面看不同类型的家庭似乎

仅仅是人口数量不同，看似与家庭人口数这一因

素重复，实际上家庭类型与家庭人口数从不同角

度反映了家庭状况。家庭类型反映了家庭的发展

状况，核心家庭是指两代人组成的家庭，核心家庭

的成员是夫妻两人及其未婚孩子，此种家庭类型

是家庭发展的第二阶段。主干家庭是父母和一对

已婚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模式，这是家庭发展

的第三阶段。扩大家庭是指父母和两对以上已婚

子女组成的家庭，或至少两对同代夫妇及其未婚

子女组成的家庭，这是家庭发展的第四阶段。空

巢家庭在统计上，通常将只有夫妇两人的家庭户

及老年人独居的一人家庭户合计作为空巢家庭户

的数量，这是家庭发展的最后一阶段或第一阶段。
可见，家庭类型反映了家庭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婚

生子所引起的建房与不同的家庭类型密切相关。
家庭年收入从理论上理所当然是影响农民建

房的重要因素，有建房的需要是农民建房的前提，

有建房的支付能力是建房的必备条件。家庭收入

越高的农户对建房的承受能力越强，建房的可能

性越大。

三、农民建房意愿影响因素的模型分析

运用统计软件及模型对其进一步分析农民建

房意愿影响因素。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常常

会遇到多重选择的问题，当寻求建模的数据是离

散的而且是非连续的，常规的回归模型并不适宜

于这类 决 策 的 选 择 情 形，因 此 随 机 效 用 模 型

( RUM) 被广泛引入。其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是

多维 Logit 模型( MLM) ［3］，这种模型能较好的反

映决策者多重选择的概率，进而表示出多个自变

量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在实际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经常会遇到因变量为二值的情况，如事件的

发生或不发生，有或无，出现或不出现等，这时基

于二元选择 Logit 模型便可以有效地检验这类二

值响应的因变量与一组影响因素( 自变量) 之间

的相关性［4］。农民是否建房符合二元选择 Logit
模型，本文拟构建该模型，找出农民是否建房与其

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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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变量释义

变量名 含义 平均值 取值范围

D1 房屋结构 0—现代结构，1—旧式结构

D2 建筑时间 定距变量 10 年一个间距

D3 房屋面积 146． 5 数值变量( 单位: m2 )

D4 家庭人口数 3． 8 数值变量( 单位: 人)

D5 家庭类型
1—主干家庭或扩大家庭，

0—核心家庭或空巢家庭

D6 家庭年收入 28 132． 5 数值变量( 单位: 元)

表 6 优化后的最终统计结果

Y( 被解释变量—农民建房意愿)

β值 44． 206( β0 ) － 0． 023( β2 ) － 0． 003( β3 ) 0． 364( β4 ) 0． 738( β5 )

S． E 8． 192 0． 004 0． 000 0． 038 0． 100

Wald 29． 119 30． 017 30． 859 93． 458 54． 701

Sig．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

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 X2 = 23． 325，P = 0． 003，RCS = 0． 061，RN = 0． 084; S． E: 标准差，Wald: 回归系数的统计值，Sig:

变量的显著性概率，RCS : Cox＆Snell R2，RN: Nagelkerke R2。

( 一) 研究对象与模型建构

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广大农民，将其“建

房意愿”作为解释变量 P( P: 二值响应变量，取值

为 0 或 1。P = 1: 农民建房; P = 0: 农民不建房) 。
将“影响其建房意愿的因素”作为被解释变量 Di

( i = 1，2，…，6) ，变量释义见表 5。
假设: 农民是否建房取决于房屋结构、建筑时

间、房屋面积、家庭人口数、家庭类型、家庭年收

入，上述诸多因素协同影响农民建房意愿。
模型建构为: P = β0 + β1D1 + β2D2 + β3D3 +

β4D4 + β5D5 + β6D6

β0、β1、β2、β3、β4、β5、β6 为待估参数。
( 二) 实验检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对数似然比来检验模型的整体拟合效

果，在给定的 0． 05 的显著性水平下，若统计量所

对应的对数似然比检验的显著性指标 P 值小于
0． 05，则表明解释变量作为一个整体对被解释变

量有显著性影响。本检验选用 Logit 回 归 中 的
Forward: LR 方法，即首先让所有的变量都进入回

归方程中，然后根据极大似然估计的统计量的概

率值删除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不显著的解释变量，

判断概率设为 0． 05，从而使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加

优化。经过 4 轮优化检验和筛选，得到最终检验

结果( 表 6) 。
经过优化检验，剔除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不显

著的解释变量 D1、D6 后显示: 解释变量 D2、D3、
D4、D5 对因变量具有显著性作用。最终检验结论

为: 农民建房意愿与建筑时间、房屋面积、家庭人

口数、家庭类型有密切相关，通过 Wald 值可以看

出，家庭人口数对农民建房意愿的影响最大，其次

是家庭类型，再次是现住房房屋面积，最后是现住

房建筑时间。而农民建房意愿与房屋结构、家庭

年收入关联性不强。分析其原因可能是: 第一，家

庭人口与现住房面积直接影响到农民生活空间的

大小，空间的拥挤使农民迫切想扩大住房面积; 第

二，家庭类型反映了农户家庭的不同发展阶段，这

样便存在结婚、生子、分家等原因引起的对住房的

需求; 第三，建房时间的确如笔者估计的一样会影

响到农民建房意愿，因为建房时间影响到房屋的

使用年限，房屋随着使用会老化，直接影响到农民

居住的安全性，房屋的老化会促使农民重新建房;

第四，房屋结构与农民建房意愿关联性不强可能

因为农民并不在乎房屋结构而是注重质量，土坯

结构的住房所占的比重并不大，而砖木结构从质

量上也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并且其成本要低于砖

混、钢混结构; 第五，农民家庭年收入与农民的建

房意愿关联不大出乎笔者的意料，可能因为对于

一般农户来讲，建房是他们人生中的大事，这从一

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户的储蓄倾向，使得他们对建

房有充分准备，同时农民建房资金的不足可以向

兄弟姐妹和自家亲戚借款，因此一旦农民建房，资

金问题并不难解决。
将参数值代入模型中，最终建立的数学模型为:
P = 44． 206 － 0． 023D2 － 0． 003D3 + 0． 364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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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38D5

具体分析该模型: 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D2 即现住房屋的建筑时间每增加 1 单位，会减少

农民建房意愿的 0． 023 个单位; 在其它变量不变

的情况下，D3 即现住房屋的房屋面积每增加 1 单

位，会减少农民建房意愿的 0． 003 个单位; 在其它

变量不变的情况下，D4 即家庭人口数每增加 1 个

单位，会增加农民建房意愿的 0． 364 个单位; 在其

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若 D5 = 1，即农民家庭类型

为主干家庭或扩大家庭，则:

P = 44． 944 － 0． 023D2 － 0． 003D3 + 0． 364D4

若 D5 = 0，即农民家庭类型为核心家庭或空

巢家庭，则:

P = 44． 206 － 0． 023D2 － 0． 003D3 + 0． 364D4。

四、结 论

本文的数据来自全国 21 个省 93 个村 3 362
个农户的问卷调查，派驻了调查员入户调查，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国农村的情况。通过对问卷

的统计分析与模型的构建，既证实了笔者估计的

影响农民建房的因素，同时也否定了笔者对一些

影响因素的估计。当然，农民建房意愿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简单的统计分析与模型建构仅仅能反

映某个侧面，但是通过分析笔者从中得到了几点

结论: 第一，家庭人口的增加( 结婚生子) 是农民

建房的最主要原因，这不仅在模型中有所反映，当

问及农民“打算建房的原因”时，有近五成的农民

也是同样的答案。第二，农民的支付能力并不是

制约农民建新房的最主要因素，农民有自己的打

算和渠道获得建房资金，决定农民是否建房的是

对房屋的需求。第三，在农民的现住房情况中，房

屋的建筑时间影响农民建房意愿，而房屋结构还

没有影响到农民是否建房，可见，房屋的安全性、
使用效用是农民建新房的考虑因素，而是否是现

代住房不是农民所关心的。
在建模与分析过程中也同样存在一些疑惑，

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需求受到购买欲望和支付

能力两个条件的影响，而在模型建构中显示农民

年收入水平与农民建房意愿关联性不大，分析其

可能的原因是: 第一，住房消费的特殊性，房屋不

是一般的消费品，其需求弹性大，使用周期长，因

此对其资金的准备时间很充分，农民可以有 15 年

左右的时间为建造房屋准备资金，加之建房是农

民极为重视的大事，他们会及早全面筹措建房事

宜; 第二，农民承建能力增强，现在农村建房的成

本在 10 万元左右，虽然建房成本在增加，但是随

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样也在增

长，调查显示，农民家庭年收入在 3 万元左右，其

农村房屋承建能力有所提高; 第三，农民建房融资

渠道增多。中国农民宗族观念极强，又非常注重

互帮互助，“一家有难，多方支援”的思想根深蒂

固，因此当农民缺钱时向亲戚朋友借是首选，同时

随着政府政策向农村的倾斜，现代农村又有小额

贷款等筹资政策，农民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使其建

房意愿不再受年收入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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