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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的影响因素 

刘红妍   潘伟光   舒斌   李林   郇笑 

（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临安 ３１１３００） 

【摘 要】为政府制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基于对浙江省２３个县（市）级城镇４１

１位农业转移人口的调查数据，利用交叉统计与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从个人基本特征、家庭社区特

征、社会保障特征、心理感知特征４个方面分析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性别、

婚姻状况、有无技能、子女数、家乡到中心城镇的交通便利情况、家乡住房数、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

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以及对城镇生活的向往度与落户城镇的难易度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

小城镇意愿有显著影响。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总收入、承包地利用状况以及城镇生活的适应度和满意度对农业

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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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２００９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
①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进一步提出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

农 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

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２０１４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５４．７７％，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３５％～３８％，

近２亿生活在城镇的居民没有城镇户口并享有城镇居民待遇
②
。从当年外出农民工就业的地域分布看，在直辖市务工的占

８．１％，在省会城市务工的占２２．４％，在地级市务工的占３４．２％，在小城镇务工的占 ３４．９％
③
。显然，小城镇

（县级市、中心镇）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是今后城镇化工作中一个重要的任务。 

广义上的农业转移人口包括两方面：一是指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且无城镇户籍的人口，二是指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且 拥 有

城镇 户籍的人口。宋周等
④
提出，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除了进城务工经商人员之外，还包括随迁家属、城郊失地农民以及因

教育、婚嫁等其他原因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狭义来看，潘家华等
⑤
认为，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进入城镇从事

非农产业的农业 户籍人口，是对农民工概念的替代。从人口转移的角度看，国外学者 Ｄ．托马斯和 Ｍ．Ｐ．托达罗认为，更

高的受教育程度能够增加向城市迁移的机会或是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及更高的收入
⑥
。Ｖｉｌａｌｌｏｎｇａ

⑦
提出，人口迁移

的习惯、家庭情况、工作经验、个人价值实现和成功的社会价值等因素都会影响着人们的迁移行为。Ｍｕｌｌａｎ．Ｋ 等
⑧
研

究得出，缺乏安全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也会削弱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从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因素看，李珍珍
⑨
、向军

⑩
等指

出，个人和家庭因素是影响农民工 留城意愿的关键因素。董延芳等
○11 ~○13

认为，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二元的劳动力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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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存在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农业转移人口的心理状况、文化素质以及城镇居民对外来人口的

排斥问题
○14○15

。还有一些学者
○16 ~○19

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留城意愿高于返乡意愿。 

从已有的文献看，其更多地着眼于大城市或省会城市，对小城镇农业转移 人口的研究较为少见。因此，笔者以浙江省２３

个县（市）级小城镇为例，从个人基本特征、家庭社区特征、社会保障特征、心理感知特征４个方面探讨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落

户小城镇意愿的影响因素，据此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的对策建议，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项目组于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７月对浙江省２３个县级城市农业转移人口进行的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受访

者个人信息、家庭基本特征（包括土地和社区情况）、工作就业信息、家庭收入状况以及落户小城镇的意愿等。共发放问卷４６

１份，得到有效问卷４１１份，有效率８９．１５％。 

１．２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将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的因素分为４种。 

１）个人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与是否拥有技能。一般认为，年龄越大，越不愿意定居在家

乡以外的城市。因为老年人对家乡有归属感，而８０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能力强，城市也能提供较好的学习与工作机

会，因此其在城市落户的意愿就越强。已婚的农业转移人口相较于未婚的更倾向于稳定且经济压力较小的生活，更不愿意落户

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受教育 程度越高，则其积累的人力资本越多，在城市就业和获取经济资本的能力越强，而对工作和未来生

活的期望会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有所提高，心理上的迁移成本会降低，在城镇落户的意愿会更强。另外，拥有技能的农业转移

人口比没有技能的更倾向于落户城市
○20
。 

２）家庭社区特征。包括家庭子女数、家庭总收入、承包地利用状况、家乡住宅数、家乡到城市的交通便利情况。家庭子

女数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意愿，子女越多，可能越不愿意落户城市。由于在城市生活各方面都需要大

量的资金支持，家庭收入水平的高低或者是否有充足的资金用于城市生活对其落户城市的意愿可能会产生影响。家乡所拥有的

住宅数越多、对土地越重视或土地未被征用、家乡到城市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则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意愿就越弱。 

３）社会保障特征。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基于自我发展而在城市落户的活动与城市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

相应 的公共服务有所关联
○21
，公共服务中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影响不同。由于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

差异较大，社会保障可以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提供基本的支撑
○22
。笔者所讨论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和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其可能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的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４）心理感知特征。包括城镇生活的满意度、向往度、适应度和城镇落户难易度。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度和满

意度越高，或是预期落户难易程度越低，说明其对城市生活越适应，融入城市的程度就越高，在城市定居的信心也越充足，就

更有可能愿意落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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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选择如表１所示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模型变量，建立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的二元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式中，ｐｉ代表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落户小城镇的概率，Ｘｉ（ｉ＝１，２，３，４，５）表示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基本特

征，Ｙｉ（ｉ＝１，２，３，４，５）表示其家庭社区特征，Ｚｉ（ｉ＝１，２，３，４）表示其社会保障特征，Ｈｉ（ｉ＝

１，２，３，４）表示其心理感知特征。α为常数项，β、γ、η、λ分别表示各变量的待估计参数，εｉ为随机扰动项。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的意愿 

受访的农业转移人口中，５６．９３％（２３４位）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落户小城镇，４３．０６％（１７７位）的受访

者愿意落户小城镇。说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调研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的市民化意愿并不强烈。基于是否愿意落户小

城镇的样本比例，比较分析受访者落户小城镇的意愿，根据表２可得出： 

１）个人基本特征方面。男性落户小城镇的意愿略高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不落户小城镇的意愿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两代

农民工落户小城镇的意愿存在差异，与其他研究结论一致。已婚受访者落户小城镇的意愿比未婚的高。受教育年限为７～９年

的受访者落户小城镇的意愿比其他受教育年限的都高。拥有技能的受访者落户小城镇的意愿比没有技能的高。 

２）家庭社区特征方面。有孩子的受访者落户小城镇的意愿略高于无孩子的。家乡到中心城镇交通不便利的受访者落户小

城镇的意愿远大于交通非常便利的。家乡拥有住宅者的小城镇落户意愿比没有住宅的高。从承包地利用情况看，愿意落户小城

镇的受访者中，转租的占４４．７６％，比抛荒和自种的分别高２．４５％、２．７１％，表明承包地利用情况较差的受访者

更愿意落户小城镇。 

３）社会保障方面。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受访者，其落户小城镇的意愿高于没有参加的，而参加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的受访者，其落户小城镇的意愿低于没有参加的。 

４）心理感知方面。受访者落户小城镇的意愿随着对城镇生活的满意度、向往度与适应度的提高而增强，但对城镇生活很

不满意与很不适应受访者落户小城镇的意愿却更高。同时，落户城镇难易度对受访者落户小城镇意愿的影响与预期相反，认为

落户越难的越愿意落户城镇。 

２．２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的影响因素 

使用Ｓｔａｔａ １２．１统计软件对（１）式进行回归，得到如表 ３ 所示的模型估计结果。模型的χ２值 为１１０．５

３，－２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值为 ４５１．３，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为０．１９６ ７，Ｐ 值０．０００。   

根据表３得出不同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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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个人基本特征。首先，性别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的影响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性愿意定居小

城镇的概率比女性低９．３％。表明相对于女性来说，男性更不愿意落户城镇，可能因为男性要承担房产、照顾父母、家庭开

销等经济问题，而女性大多数希望通过婚姻获得城市户口，社会压力远低于男性。其次，婚姻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

具有正影响，相较于未婚者，已婚的农业转移人口更愿意落户小城镇。原因可能是已婚者需要在城市获得更高的工资以贴补家

用。因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的意愿不仅仅涉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也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已婚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落户小城镇的概率比未婚者高１１．７％。其次，农业转移人口所拥有的技能对其落户小城镇

的意愿具有正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拥有技能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落户小城镇的概率比没有技能的高１３．９％，

原因是拥有技能者更容易利用自身优势克服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需要面临的压力和困难。另外，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等对农业转移

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２）家庭社区特征。首先，家庭子女数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具有负影响。在相 同条件下，子女多的农业转移人

口愿意落户小城镇的概率比子女数少的低９．４％。因为当前在城市抚养子女费用普遍较高且较难解决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

家庭子女数越多，越增加在城市定居的预期成本和压力，降低其落户意愿。其次，家乡到中心城镇的交通情况对农业转移人口

落户小城镇意愿具有负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乡到城镇交通便利者愿意落户小城镇的概率比很不便利的低５０％

以上。原因可能是若家乡到城镇交通 等基础设施较为便利，则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方便，无需定居。再次，家乡住宅数对农业转

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具有负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家乡拥有住宅数的递增，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落户小城镇的

概率递减，表明家乡住宅越多，越不愿意在小城镇落户。此外，家庭总收入、承包地利用状况等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

愿没有显著影响。 

３）社会保障特征。养老保险方面，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农业转移人口小城镇落户意愿具有正影响，拥有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的农业转移人口更愿意在城镇落户，而农村养老保险对农业转移人口在小城镇落户的意愿具有负影响，参加农村养

老保险的农业人口更不愿意在城镇落户，可能是因为农民收入普遍不高且已有在农村养老的打算，同时参保需要缴纳的费用较

高、持续时间较长且转户较难，他们更倾向待在农村。医疗保险方面，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业转移人口小城镇落户意愿具有

较大的正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落户小城镇的概率比没有的高１６．３％，

表明拥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农业转移人口更愿意在城市落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的意愿具有负影

响。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落户小城镇的概率比没有农村合作医疗者低１６．１％，表明拥有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的农业转移人口更不愿意在小城镇落户。 

４）心理认知特征。首先，城镇生活向往度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的意愿具有正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

城镇生活向往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落户小城镇的概率比不向往在城镇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高１９％以上，表明对城镇生活越向

往的农业转移人口越愿意落户小城镇。其次，城镇落户难易度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 镇意愿具有负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认为在城镇落户困难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落户小城镇的概率比认为容易的高９％。表明，相对于心理上认为城镇落户

困难的农业转移人口，认为在城镇落户容易者的落户小城镇的意愿呈现递减趋势。这与预期结论不一致，有可能与农业转移人

口是否了解小城镇的落户政策有关，可能部分愿意落户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从各种渠道了解过城市落户政策且认为落户比较困

难，而没有落户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也不愿意了解落户政策的难易度，反而从主观上认为落户比较容易。从中看出，农业转移

人口对国家放开中小城镇落户的政策感知不足同样影响其落户意愿。 

３ 结论与建议 

结合交叉统计与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得出，研究区农业转移人口的性别、婚姻状况、是否拥有技能、子女数、家乡到中心

城镇的交通便利情况、家乡住房数、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以及对

城镇生活的向往度与落户城镇的难易度对其落户小城镇意愿有显著影响。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总收入、承包地利用状况，

以及城镇生活的适应度和满意度对其落户小城镇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此，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合理有效落户小城镇应着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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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方面。 

１）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缩小城乡 利益差异。目前浙江省存在部分不愿意转变为城市居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归根

结底是由于城乡户籍权益差异。拥有农村户籍可以享受征地补偿、村集体经济分红、回迁安置房等权益，农村居民并不愿意放

弃这些权益而转为城镇居民。因此，应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努力打破二元城乡户籍制度，逐步消除城乡户籍背后的福利

差异，实 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政府应加大执行力度，合理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户口转入问题。政府、社区等城乡各主体

间要进行通力合作，有效率地落实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政策，建立城乡合作处理农业人口转移的工作机制。 

２）完善培训机制，增加农业转移人口的技能。一方面，充分利用城镇的教育资源，例如职业院校或城市社区教育资源，

采取短期技能培训、长期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实用

性。另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所在工作单位应提供与其工作相关的专业培训。 

３）健立健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小城镇建设水平。从公共服务层面为农业转移人口迁居城市提供保障，逐步解决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纳费用较高、持续时间较长、转户较难等问题。同时，不断建设和完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

城镇综合服务功能，提高小城镇规划水平和环境质量，逐步消除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障碍，让小城镇成

为吸纳本地、外地农业转移人口定居的重要区域。 

４）关注农业转移人口的心理动态，提升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综合素质。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舆论宣

传和正确引导，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从心理上树立城镇主人翁意识，改正不良行为习惯。另一方面，鼓励社区用人单位及其他

社会组织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并提供心理咨询等服务，丰富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生活，减轻其心理障碍和压力，

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和在城市中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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