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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深入探究影响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行为的主要因素，明确一户多宅整治工作的重点方向，以地处黄淮

海平原的河北省曲周县前河道村为典型案例，通过农户调查获取样本农户数据，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法对影

响一户多宅行为的主要农户特征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农业生产规模的提升会降低农户新辟宅基地建房的意愿，
农户居住需求的提升促进了一户多宅行为，农户对相关政策认知水平的提升抑制了一户多宅行为，农户发生一户多

宅行为与对原有居住环境不满意密切相关。 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一户多宅行为的产生并不受制于农户自身

的经济条件。
关　 键　 词： 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影响因素；农户特征；黄淮海平原；河北省曲周县

中图分类号： Ｆ３０１． ２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３２３６３（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５１０５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３２３６３． ２０２２． ０３． ０２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２９；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３０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ＢＡＤ０６Ｂ０１）
作者简介： 王楠（１９９４ － ），女，天津市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

国土空间规划、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Ｅ⁃ｍａｉｌ）ｎｗａｎｇ＠ ｃａｕ． ｅｄｕ． ｃｎ。
通信作者： 郝晋珉（１９６０ － ），男，山西太谷县人，教授，博士，主

要从事国土空间规划、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Ｅ⁃ｍａｉｌ） ｊｍｈａｏ＠ ｃａｕ．
ｅｄｕ． ｃｎ。

０　 引言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

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１］，体现了宅基地分配的公平优

先原则，对解决农村用地粗放低效问题具有重要意

义［２］。 目前，我国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现象仍普遍存

在，近 １１． ０２％的农户拥有两处及以上的宅基地［３］。 黄

淮海平原是我国三大平原之一，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

区，区域内的一户多宅现象十分普遍［４］，农村宅基地的

无序扩张占用大量优质耕地资源，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

一定威胁［５］。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联

合印发《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 《关
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通知》，坚决遏制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等违法违规问题［６ － ７］。 因此，对黄淮

海平原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现象开展相关研究，不仅可

以促进该区域农村土地集约节约利用，还可以通过严格

控制建设占用耕地，进一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另外，
有序退出此类低效利用宅基地还有利于加快新农村建

设，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８ － ９］。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一户多宅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

了探讨。 杨璐璐以福建省晋江市为研究对象，发现农户

的建新不拆旧、继承父辈遗产、经营用地改用为宅基地、
村内流转、没有分户等行为造成了一户多宅［１０ － １１］。 郭亚

群等在对山东省新泰市龙廷镇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发现

强占宅基地、再婚等问题也引发了一户多宅现象［１２］。 李

欣宇认为无论是村民自身或管理人员的违法行为，还是

宅基地使用权的继受取得方式、宅基地无偿退出政策等

合法情形，都会造成一户多宅现象［１３］。 总体来看，现有

研究多基于实地调查结果，定性分析一户多宅现象的成

因。 然而，农村问题作为重要的社会学问题，对其定性

研究虽充分反映了研究者的感官感受，却无法避免主观

性所带来的偏差。 同时，农户作为宅基地的居住者和农

村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居住条件改善行为与自身特征密

切相关，并会进一步对农村宅基地的演变产生重要影

响［１４］。 因此，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探究驱动农

村宅基地一户多宅行为发生的主要农户特征，既是通过

更加准确的数理模型来解释社会现象，也是对一户多宅

现象形成原因的进一步深入探讨。 本研究在实地调查

的基础上，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法对影响黄淮海平原

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行为的主要农户特征及其驱动机

制进行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研究

结果可为黄淮海平原及我国其他地区农村宅基地管理

工作提供现实依据。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１． １　研究区域

曲周县地处河北省南部、邯郸市东北部。 作为黄淮

海平原地区典型的农业县，曲周县乡村人口众多，农村

区域面积广大。 ２０１７ 年，曲周县乡村人口 ２５． ４０ 万人，
占全县常住人口的 ５６． ９７％ ；村庄面积 ７ ８１３． １２ ｈｍ２，占
全县城乡建设用地面积的 ８２． ９０％ 。 结合乡村户数情

况，并按照 ５５％的村庄居住建筑用地比例估算农村宅基

地面积［１５］，可求得曲周县户均宅基地面积约 ４２９． ０７ ｍ２，

　 第 ４１ 卷　 第 ３ 期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地域研究与开发
ＡＲＥ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３
Ｊｕｎ． ２０２２



远高于《河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 ２３３
ｍ２。 这种现象不仅源于宅基地实际使用面积偏大，还与

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等问题密切相关。
曲周县前河道村位于曲周县城向南 １０ ｋｍ，包括前

河道村、东河道村、西河道村 ３ 个行政村，三者在地域空

间上已融为一体并共同组成了前河道村这一自然村。
新一轮曲周县村镇体系规划已将三村统一定位为集聚

提升类，未来将共同发展。 该自然村共有 ８３６ 户、３ ３７５
人，耕地面积 ３７３． ６ ｈｍ２，为传统农业村。 由宅基地确权

登记发证成果可知，仅前河道村 １ 个行政村便有宅基地

４７６ 处，其中有 １３７ 处存在一户多宅问题，共涉及 ６６ 户

农户，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现象较为普遍。 因此，选取

曲周县前河道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
１． ２　数据来源

农户特征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对有关村庄开展

的农户调查。 为深入了解影响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现

象的主要因素，农户调查工作分为 ３ 个步骤开展：（１）与
村镇干部进行座谈交流，把握村庄整体情况，充分了解

村庄发展现状及定位；（２）通过问卷方式对农户进行随

机抽样调查，收集样本农户详尽、定量的信息，深入探索

影响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的主要农户特征，问卷调查最

终共获得有效问卷 １１３ 份；（３）通过实地踏勘，了解村庄

现状布局和住房建设情况，并对前述调查所获信息进行

实地考察与校验，明确村庄存在的实际问题与特点。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理论基础

农村宅基地是满足农户生活需要和从事家庭副业

生产需要而使用的土地［１６］。 因此，一户多宅现象产生的

根本原因是由于原有宅基地的规模和位置条件已不能

适应现今农户居住需求和生计需求的转变［１７］。 然而，在
我国农村“一户一宅”政策背景下，农户的需求意愿若想

进一步转化为实际行为还需冲破政策管控的要求，以减

少农户自身禀赋条件约束，强化外部效应［１８］。 在这一过

程中，农村土地管理主体的缺位与作为管理客体的农户

法律意识的缺失，共同形成了推动宅基地一户多宅现象

的外在驱动力［１９］。 另外，农户经济条件的支持是形成一

户多宅现象的必要条件，甚至可以在不考虑农户需求的

前提下，采取完全非理性的方式实现一户多宅行为。 例

如，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宏观条件下，城市发展的带

动作用以及农村土地的价格优势使得农村宅基地产生

了一定的潜在价值，从而使得部分农户进行宅基地扩

张［２０］（图 １）。
２． ２　变量选择

基于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现象的形成机理，定量研

究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现象的成因，可从农户内在需求

满足程度和外部经济社会条件等方面入手，探究形成一

户多宅现象的主要因素及其驱动机制。因此，选取农户

图 １　 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现象的形成机理

Ｆｉｇ． １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ｓ ｆｏｒ ｏｎ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ｌａｎｄ

对拆除“一户多宅”的态度为被解释变量，无论目前农户

是否发生了一户多宅行为，被解释变量均可反映农户在

现有一系列条件下发生一户多宅行为的潜在意愿；解释

变量从农户的家庭特征、宅基地特征、认知水平、自身经

济水平 ４ 个方面选取了 １８ 项指标（表 １）。
家庭特征和宅基地特征综合体现了宅基地条件对

农户理性需求的满足程度。 其中，家庭特征重点考虑农

户的家庭人口和生产水平，反映农户对宅基地的居住需

求和生产需求的差异；宅基地特征重点考虑农户现有宅

基地的规模和位置环境，反映现有宅基地支撑生活和生

表 １　 模型涉及的变量

Ｔａｂ． １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模型 变量 变量定义

一户多
宅行为

农户对拆除
“一户多宅”的态度

１ ＝ 赞成，０ ＝ 反对

家庭
特征

家庭总人口（人） 实际数值

家庭常住人口（人） 实际数值

承包耕地面积（ｈｍ２） 实际数值

种植作物类型
１ ＝ 粮食作物，２ ＝ 粮食作物与

经济作物，３ ＝ 经济作物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１ ＝ 农业，２ ＝ 农业兼业，３ ＝ 非农业

宅基地
特征

宅基地面积（ｍ２） 实际数值

房屋建筑面积（ｍ２） 实际数值

房屋修建年代
１ ＝ １９９０ 年前，２ ＝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年，
３ ＝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４ ＝ ２０１０ 年后

居住环境满意度 １ ＝ 满意，０ ＝ 不满意

住处到田地距离（ｋｍ） 实际数值

道路是否方便 １ ＝ 是，０ ＝ 否

认知
水平

“一户一宅”政策
了解程度

宅基地申请、审批程序
了解程度

宅基地管理现状
满意程度

户主年龄（岁）

户主主要职业

户主文化程度

１ ＝ 了解，０ ＝ 不了解

１ ＝ 了解，０ ＝ 不了解

１ ＝ 不满意，２ ＝ 基本满意，
３ ＝ 满意

实际数值

变量 １：１ ＝ 农民，０ ＝ 非农民；
变量２：１ ＝务工经商，０ ＝非务工经商；

变量 ３：１ ＝ 干部，０ ＝ 非干部；
当变量 １ ～ ３ 均为 ０ 时，为无业

１ ＝ 未上过学，２ ＝ 小学，
３ ＝ 初中，４ ＝ 中专 ／ 高中

自身经
济水平

家庭年收入（万元） 实际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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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活动的便利程度。 认知水平和自身经济水平体现了

外部因素对农户最终能否形成一户多宅行为的影响。
其中，政策认知水平重点考虑农户对宅基地管理政策的

了解程度和家庭主要决策者的思维观念，反映宅基地政

策的管控效果；自身经济水平重点考虑农户的家庭年收

入水平，反映农户是否具有新建住宅的经济基础。
２． ３　模型构建

本研究的对象是农户对拆除一户多宅的态度，其答

案只有“赞成”和“反对”两个选项，所以被解释变量为二

分变量［２１］。 因此，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２２］ 建立农户一户多

宅行为模型。 此方法将逻辑分布作为随机误差项的概

率分布，适用于依据效用最大化原则所开展的选择行为

分析，将其用于研究涉及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农户一户多

宅行为具有一定合理性。 公式如下：

ｌｎ Ｐ
１ － Ｐ ＝ β０ ＋ β１Ｘ１ ＋ β２Ｘ２ ＋… ＋ β１８Ｘ１８ ＋ ε　 。

式中：Ｐ 为农户发生一户多宅行为的概率；Ｘ１，Ｘ２，…，Ｘ１８

为各个解释变量；β１，β２，…，β１８ 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

数；β０ 为截距；ε 为误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模型运行情况

模型运行共采用 １１３ 份样本农户数据，运行步骤：
（１）借助 ＳＰＳＳ ２１． ０ 中的线性回归工具计算方差膨胀因

子（ＶＩＦ），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以避免

自变量之间高度相关致使回归系数不稳定。 结果显示，
其 ＶＩＦ 值均小于 １０，各指标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２）
借助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工具，选择向前条件方法对样本农户

数据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该方法根据各解释变量加

入分析后卡方检验最显著的原则逐步加入新的解释变

量，并逐步根据回归检验结果删除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

解释变量，直至所有显著变量存在于最终模型中。 本次

回归于第 ４ 步形成最优模型。 （３）为确保回归模型可用

于分析相关问题，需进一步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 由模

型系数的综合检验结果可知，最优模型的 Ｓｉｇ． 值为

０． ０００，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第 ４ 步引入的解释变

量作用很显著。 Ｈｏｓｍｅｒ 和 Ｌｅｍｅｓｈｏｗ 检验将仅有截距的

模型与最优模型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Ｓｉｇ． 值大于 ０ ０５，
最优模型与仅有截距的模型之间的差异显著，第 ４ 步引

入的解释变量有效且数据中的信息已被充分提取。 综

上，该模型拟合优度较高，其回归结果可较好地反映黄

淮海平原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行为［２３］。
软件自动计算所得到的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２。 最终

被引入模型的解释变量共有 ４ 项。 非标准化系数是各

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性用来判断各解释变量的作

用是否显著；优势比体现了解释变量每增加 １ 个单位给

原发生比（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带来

的变化。 此外，由于各解释变量之间单位不同，非标准

化系数不能用于比较其相对作用，因此本研究添加了标

准化系数，其运算公式［２４］如下：

βｉ ＝
ｂｉ × ｓｉ
π ／ ３

≈
ｂｉ × ｓｉ
１． ８１３ ８　 。

式中：βｉ 为解释变量 ｉ 的标准化系数；ｂｉ 为解释变量 ｉ 的
非标准化系数；ｓｉ 为解释变量 ｉ 的标准差；π ３为标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布的标准差，其值约等于 １． ８１３ ８。

表 ２　 模型回归结果

Ｔａｂ．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变量
非标准化

系数
标准化
系数

显著性 优势比

家庭常住人口 － ０． ５０１ － ０． ４５３ ０． ００１ ０． ６０６
承包耕地面积 ３． ４２３ ０． ８４７ ０． ００３ ３０． ６７１

居住环境满意度 － １． ２８５ － ０． ２７７ ０． ０３２ ０． ２７７
“一户一宅”政策了解程度 １． ２５８ ０． ３３３ ０． ００７ ３． ５１８

３． ２　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影响因素

由模型回归结果可知（表 ２），对黄淮海平原农村宅

基地一户多宅行为影响显著的因素有家庭常住人口

（０ ００１）、承包耕地面积 （ ０． ００３ ）、居住环境满意度

（０ ０３２）、“一户一宅”政策了解程度（０． ００７），其均通过

了 ５％的显著性检验。 通过对比各解释变量标准化系数

可知，其影响程度（系数绝对值）由大到小依次为承包耕

地面积（０ ８４７）、家庭常住人口（０． ４５３）、“一户一宅”政
策了解程度（０． ３３３）、居住环境满意度（０． ２７７）。

（１）农户的家庭特征对黄淮海平原农村宅基地一户

多宅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证明了农户需求是致使其产

生一户多宅行为的最直接因素。 其中，家庭常住人口指

标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优势比为 ０． ６０６，说明家庭常住人

口每增加 １ 人，农户赞成拆除“一户多宅”的概率仅为原

先的一半左右。 农户家庭居住人口的增多将导致其居

住需求上升，从而扩大宅基地的意愿更为强烈，更容易

产生一户多宅现象。
（２）承包耕地面积指标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优势比

为 ３０． ６７１，说明承包耕地面积每增加 １ ｈｍ２，农户赞成拆

除一户多宅的概率为原先的 ３０ 倍以上，表明农业生产

规模的扩大反而会降低农户进行宅基地扩张的意愿。
对于粮食主产区而言，宅基地不仅承担了居住功能，还
包括存放生产资料、粮食等功能，因此，农业生产规模较

大的农户应对宅基地面积具有较大生计需求。 然而，从
宅基地位置上来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家庭若新辟宅基

地建房，很有可能导致耕作距离增加，从而增加农业生

产成本［２５］。
（３）农户的认知水平对黄淮海平原农村宅基地一户

多宅的影响也较为深刻，证明了政策管控是治理一户多

宅的有效手段。 “一户一宅”政策了解程度指标的回归

系数为正值，优势比为 ３． ５１８，说明当农户对“一户一宅”
政策从不了解转变为了解时，其赞成拆除一户多宅的概

率为原先的 ３ 倍以上。 有关部门对“一户一宅”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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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落实与宣传，将使得农户充分认识到节约集约利用

农村土地的重要意义，并了解到违反相关政策的一系列

后果，从而更愿意严格遵守相关要求。
（４）农户的宅基地特征对黄淮海平原农村宅基地一

户多宅也存在一定影响，表明已有宅基地条件也是农户

发生一户多宅行为的考虑因素。 居住环境满意度指标

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优势比为 ０． ２７７，说明相较于对现有

居住环境不满意的农户而言，对现有居住环境满意的农

户赞成拆除一户多宅的概率仅为 １ ／ ５。 一般而言，新辟

宅基地建房将提升农户对居住环境的满意程度。 因此，
若态度为满意的农户实际存在一户多宅行为，上述结果

表明其产生一户多宅行为与对原有居住环境不满意有

很大关系；若态度为满意的农户本身不存在一户多宅行

为，农户对现有居住环境的满足感则会使得其对一户多

宅行为具有较高的容忍程度与理解心情，二者均将满足

自身生存需求摆在了首位［２６］。
（５）家庭年收入指标对黄淮海平原农村宅基地一户

多宅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最终没有进入回归模型。
农户的自身经济条件并不能阻碍其新辟宅基地建房，这
是由于城乡户籍壁垒使得宅基地产生了重要的社会保

障功能。 因此，无论农户是否具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或
依赖于各类信贷手段，或因未雨绸缪，最终基于自身需

求或非理性心理因素而产生一户多宅行为［２７］。

４　 结论、建议与讨论

４． １　结论

农户家庭需求的转变是影响其一户多宅行为的最

直接因素，其中家庭居住需求的提升会引发农户对宅基

地规模的更高要求，而农业生产规模的提升会使农户因

耕作距离增加而不愿新辟宅基地建房。 政策管控水平

是控制农户一户多宅行为的有效手段，尤其是农户对相

关政策认知水平提升会使得其更愿意遵守配合相关工

作。 现有宅基地的环境也是农户产生一户多宅行为过

程中所考虑的一项因素，一户多宅行为的产生多源于农

户对原有居住环境的不满意。 另外，由于宅基地具有重

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家庭自身经济条件并不能成为决定

农户是否发生一户多宅行为的关键因素。
４． ２　建议

（１）县乡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地方农民居住和生产习

惯，明确“建房资格户”的认定标准，并在上级政府规定

的限额内制定区域户均宅基地面积标准。 （２）加紧制定

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分类处置办法，开展“一户一宅”认
定工作，同时加强“一户一宅”政策的普法宣传力度，广
泛宣传“一户一宅”的意义和政策措施，引导广大群众支

持配合并积极参与。 （３）加强对村庄内部基础设施建设

的支持力度，改善农民现有居住条件，缩小村庄内部条

件与外围环境的差异性。

４． ３　讨论

由于数据收集的限制，本研究暂未定量分析农户经

济条件中各类借贷收入与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行为的

关系，未来可继续针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此外，
选取黄淮海平原中的典型农村开展研究，有一定典型

性，且可为黄淮海平原及其他相关地区农村宅基地一户

多宅整治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然而，我国农村实际情

况千差万别，各地区在制定和施行有关政策前，还需尽

可能充分考虑到导致本区域农村宅基地低效无序利用

的全部因素。 在有需求且有条件的情况下，未来还可以

考虑对有关村庄展开长期定点跟踪观测，以比较分析不

同村庄发展阶段下影响农户宅基地利用行为的主要因

素的异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合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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