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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水利工程移民的住房感知问题和住房感知等级为定序变量的特点，基于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

理论，构建移民住房感知的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并针对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移民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

下：①施肥种类、最高教育水平和家庭年收入对移民住房感知存在显著正向作用，水源种类对移民住房感知存在显

著负向作用。②施肥种类要素分析表明，当地移民生活对农业生产依赖性较高，且移民对区域交通状态改变预期是

导致其住房感知差异化的主要因素。③最高教育水平要素分析表明，教育程度越高，移民住房感知越高。④水源要

素分析表明，移民对水源的获取难度和成本的预期越差，其住房感知越差。⑤家庭年收入要素分析表明，家庭年收

入越高，移民对未来的预期越好，其住房感知越高，经济发展是解决移民问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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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1 年间，世界大坝委员会(WCD)调查全球 300 多个大型水电站发现，全球大坝建设共造成大约 4 000～8 000 万移

民，且大多数移民社区处于相对贫困化
[1]
。我国水资源短缺严重，十分重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自建国以来，共修建各类水库约

8.6 万座，在防洪、灌溉、供水、发电以及综合利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伴随着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全面

落实，水利工程建设仍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解决人水冲突的主要技术手段。今后 20 年，因水利工程建设还将淹没土

地 10 万 hm
2
，搬迁安置移民 310 万人，其中水利移民约为 150 万人，水电移民约为 160 万人

[3]
。水库移民离开赖以生存的生活环

境，面临着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多方面的挑战，同时经济体系的改变和社会网络的解体使得移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心

理双重压力，严重制约着水利工程库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移民生活的评价，是对整个移民过程的效果进行整体性衡量和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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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是为实际移民工作提供的规范化参照体系
[4]
，也是为库区工作改进提供决策依据。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衣食住行是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基础条件，其中住房是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我国住房问题的敏感性显著强于

其他国家，住房问题直接影响到群众的归属感与安全感，尤其是承受双重压力的库区移民，更是影响显著。也因此，住房要素

已成为库区移民生存质量的核心表征指标，如何刻画差异化移民对住房要素的感知，对保障库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升库区

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指导价值。

移民一般分为自愿移民与非自愿移民
[5]
。水库移民属于非自愿移民范畴

[6]
。大型水利工程导致的非自愿移民问题一直备受学

术界关注。首先，在移民政策研究方面，世界银行移民专家 MichaelM.Cernea
[7]
在《The Economics of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一书中分析了非自愿移民的历史和现状，呼吁完善移民补偿政策。Michael M.Cernea
[8]
还在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一书中，总结了非自愿移民的移民政策和移民经验。其次，在移民问题分析方面，田灿明

等
[9]
针对云南段金沙江水电移民安置过程中的移民利益、民族矛盾、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以及对策。罗莹

[10]

在公共政策视角下分析了库区移民过程中所面临诸如移民经济收入主要靠政府补贴、土地资源匮乏以及住房条件恶劣、基础设

施薄弱以及库区环境恶化的问题。施国庆等
[11]
从水库移民安置规划、实施管理和后期扶持 3个阶段对水库移民补偿中出现的补

偿政策、标准、范围，补偿机制和补偿资金管理与使用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再者，在研究方法方面：刘丙军等
[12]

运

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建立了水库移民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标及评价模型。杨永梅
[13
]等运用因子分析对移民满意度进行评价。

施国庆等
[14]
基于 BP 神经网络对中国水库移民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最后，水库移民政策对住房要素的影响具有显著敏感性，如

何对其政策满意度进行刻画，是目前学界的研究重点，而分析发现影响移民住房满意度的因素具有序列、非连续的特点，无法

用经典回归模型分析，这也是目前学界的研究难点。

另一方面，关于要素感知方法的研究也取得一些进展，但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可以发现，目前已有评估算法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如模糊综合评价不能解决评价指标间相关造成的评价信息重复问题，并且权重确定的主观性较重
[15]

。因子分析

较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较为客观，但是对样本数据量要求较高，数据越多结果越可靠
[16]
。BP 神经网络评价算法有着收敛速度慢、

无法确定效果最好的网络的隐含层数以及网络层的节点数和无法确保算法是否收敛到了全局最小点的缺点
[17]
。同时，由于态度、

行为、特点、决定等往往需要用离散的、虚拟的、序列的、非连续的办法来测量，很多社会学的研究的对象无法用经典回归模

型来分析
[18]
，而有序 Logistic 回归是对某件事的概率来建模，对此类问题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同时，有序 Logistics 在医学和

经济问题分析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马红等
[19]
开展了 2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相关因素的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张蓓等

[20]
对

基于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营销刺激、心理反应与有机蔬菜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有序

Logistic 适用于解决离散的、虚拟的、序列的、非连续问题，因此适用于影响住房感知显著因素的回归分析。

综上所述，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方法对水库移民的住房感知进行评价，进一步分析影响

差异化水库移民对住房感知的特征因素，并分析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而以江西省景德镇市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移民为实证

研究对象，运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方法分析库区移民对住房要素的要素感知情况，以期为水库移民工作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

为库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1 研究区概况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位于江西景德镇市浮梁县的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库区移民的调查。浮梁县地处赣、皖二省交界处，是鄱

阳湖生态经济区 38 个重点县(市、区)之一，属高效集约发展区，浮梁县域面积 2 851 km
2
，耕地面积 27.1 万亩。辖 9个建制镇、

8个乡。根据浮梁县统计年鉴：2014 年全县总人口 30.97 万，其中乡村人口 25.63 万人，GDP 为 97.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8.6%。

人均 GDP 31 390.7 元，增长 5.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 598 元，同比上年增长 15.3%。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是昌江干

流中游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供水、发电等的综合水利工程。水库总库容为 4.27 亿 m3，大坝坝长 538.4 m，最大坝高 45.6 m，

正常蓄水位 56 m，电站装机容量为 30.0 GW，多年平均发电量将达 8 081 万 kW·h。2013～2015 年累积搬迁安置移民 6 17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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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受江西省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办公室委托，本课题组负责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综合水库管理计划研究及实施支持工作，

对库区受影响移民群体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抽样地点包括上游的清溪村、朱家集、沽演村，中游的峙滩集镇，下游的舍埠村、

明溪村、洛溪村、大河里村、杨村、鲍家新村、王港。其中杨村、鲍家新村和王港处于大坝另一支流，在此不做赘述，其余村

落分布情况如图 1。安置区累积共发放问卷份 160 份，回收问卷 160 份，其中有效问卷份 119 份，上游 25份，中游 57 份，下游

37份。每份问卷均可以代表至少 3～5人的库区移民家庭，达到了约 5%的抽样比例，问卷有效率为 74.38%。

根据浮梁县 2012～2014 年统计年鉴可知：当地移民生活对农业生产依赖性较高，2012～2014 年当地农业生产总值逐年增加，

增加比率依次为 10.05%、7%、5.64%，同时当地第一产业占 GDP 的比重依次减少，分别为 26.41%、23.18%、22.64%。农业生产

总值逐年递增与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逐年递减表明当地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逐渐提高，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但是农业生

产仍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农业生产生活相关因素是影响移民住房感知的核心因素。尤其在农业施肥方面，施肥地理位置以及

交通便利程度导致的施肥成本的改变显著影响移民住房感知。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上游区域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

利多为土泥路，运输成本高；中游区域集中了大部分人口，交通便利，紧挨集镇中心，经济相对发达，运输成本低；小部分人

口位于靠近库尾的下游区域，靠近乡镇，交通相对上游便利，运输成本一般。

如上表 1所示，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表明：该地区居民最高教育水平的均值为 3.02，说明调查区域居民的受教育程度

相对较高，但根据浮梁县 2009～2014 年统计年鉴显示，当地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农民占当地农民人数的比例约占 20%左右。

考虑到库区居民生活水平较低，我们认为当地居民具有较为强烈的改善生活条件需求，因此教育投资相对较高、受教育水平也

略高于平均水平，但同样受当地较为落后的生活条件制约，学成归来人员较少，导致大多数人为谋求发展而外出，留下老年人

和青少年在家务农成为常态；该区域主要收入来源均值 1.66 和家庭年收入均值为 4.24，当地居民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庄稼

种类均值 2.12 和施肥种类 1.87，根据实地调研发现谷稻和蔬菜等主副食品是当地主要的农作物；水源选项的均值为 1.61，当

地居民多饮用泉水和自来水，当地居民主要以泉水为主要水源，移民安置区部分使用自来水；根据日常污水去向均值 3.61 可以

得知当地居民主要随意泼洒日常污水，表明居民生活环境较差，环保意识不强；周期性淹没意向均值 1.80，说明当地居民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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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种植周期性淹没农田，标准差小表明样本波动程度很小，即此种决策偏好较为稳定。总体来看，研究区域移民具有受教育

水平较低、人口结构老龄化、经济收益偏低、环境卫生习惯较差、风险厌恶等特征，这也与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的现状相

吻合。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影响水库移民对住房的满意程度的因素，参考余亮亮等
[21]
学者提出的农户满意度的概念，定义“极

大改善”为 y=5；定义“些许改善”为 y=4；定义“没有变化”为 y=3；定义“变差一些”为 y=2；定义“变差很多”为 y=1。问

卷调研结果表明：觉得住房水平极大改善的用户占总用户的 21%，觉得住房水平些许改善的用户占 24.4%，觉得住房水平没有变

化的占 47.9%，觉得住房水平变差一些的用户占 6.7%。

2.2 研究方法

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水库移民的抽样调查问卷中，住房感知答案为“极大改善”、“些许改善”、“没有变化”、“变差一些”

和“变差很多”，为有序多分类变量。考虑到一方面有序多分类变量难以满足线性回归的约束条件，另一方面研究目的是分析因

变量取某个值的概率和自变量的关系，因此，本文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来建立水库移民的住房感知与其特征要素之

间的回归模型。

假设住房感知程度分为 J 个等级，并以第 j 个等级为参考类别，则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就会有 J–1 个公式，参考标准

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
[18]
，构建有序 Logistic 基本模型如下。

式中，j 表示用户选择的满意程度等级，μj 为第 j 个模型的截距，xk 为第 k 个自变量，βk 是 xk 的系数，P(y=j|x)为水

库移民选择对住房感知程度评分为 j 时的概率，同时左式也可以称为累积 logistic 模型。通过换算得到的概率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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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模型的解释可以总结为：①如果βk=0：则 xK 的变化与服务级别的概率变化是无关的。②如果βk>0：保证除了 xK 之

外的其余变量不变，随着 xK 的增加，exp(–β)增加，P(y≤j)的值较小，P(y>j)的值较大，也就是说，随着 x的增加会导致累

积概率的减少，因而选择更高级别的可能性更高。③如果βk<0：保证除了 xK 之外的其余变量不变，随着 xK 的增加，exp(–β)

减少，P(y≤j)的值较大，P(y>j)得值较小，也就是说，随着 x的增加会导致累积概率的增加，因而选择更高级别的可能性更低。

与传统的自变量为二分类的 Logistic 模型相比，本文所构建的有序 Logistic 模型估计的是自变量有序取值的累计概率，

考虑到模型估计的是概率累积比，因此从方向和显著水平对系数进行解释
[22]
。

3 结果分析

根据前文研究办法，运用 SPSS 软件对表 1中的 8个变量进行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

3.1 综合评价结果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结果表明：施肥种类在 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对住房感知存在正向影响；最高教育水平在 5%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对住房感知存在正向影响；水源、家庭年收入在 1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分别对住房感知存在负

向、正向影响；其余变量不显著。其中，关键变量的影响程度显著性由强到弱为：施肥种类、最高教育水平、水源、家庭年收

入。

3.2 检验分析

3.2.1 多重共线检验

本论文共选取了 8 个变量来反映影响水库移民住房感知的因素，有必要进行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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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VIF)和条件索引来衡量自变量的共线性。运用 SPSS 软件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一般来看，当 VIF>10 时，认为变量间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条件索引在 10 与 30 之间为弱共线，30～100 之间为中等

共线，大于 100 为严重共线
[23]

。结合表 3 中的 VIF 和条件索引，本论文选取的 8 个自变量能够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不需要对

自变量进行剔除或整合，可保留 8 个自变量进行分析。

3.2.2 模型回归检验

对模型中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如表 4所示。并进一步对模型的拟合程度进行检验，如表 5 所示，最后进行模型的平

行线检验，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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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表 6 所示，最终–2 对数似然值 204.250 小于仅截距项情况，且模型以 0.01 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说明至少有一

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不为 0。拟合优度检验偏差的卡方检验的 p 值为 0.746，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模型

的平行线检验的 p 值为 0.778，大于 0.05，接受平行线检验。因此综合来看，本文所构建的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能够通过回

归检验，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意义。

3.3 影响分析

从前文分析可知，施肥种类、水源类别、最高教育水平和家庭年收入是影响移民对住房感知的核心因素，不难发现这也是

当地居民生产生活以及衡量其经济文化水平的基本要素，有必要对其开展进一步分析讨论。

(1)施肥种类对移民住房感知影响分析

从前文分析可知，施肥种类对移民住房感知存在显著正向作用，施肥种类和库区位置导致的运输成本双重因素影响移民住

房感知，因此，本文针对库区上中下游不同位置移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差异性，分析施肥种类对移民住房感知的影响能力。施肥

种类对不同移民点移民住房感知分析详见下图 2，其中，上中下游施肥种类数据详见表 7。



8

如图 2所示，受移民点位置影响，施肥类别要素对移民住房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性。具体而言：①综合分析上中下游移民住

房感知可以发现，施肥类别、移民点位置两个要素对移民住房感知存在显著影响，使用农家肥的移民住房感知普遍预期不会变

好，使用化肥的移民住房感知则受移民点位置要素影响显著，表明移民普遍认为移民过程将导致农家肥使用成本上升，化肥的

购买成本则受移民点位置影响显著；②上游移民主要使用化肥，其住房感知呈现两极化，74%的移民认为没有变化，17%的移民

认为将极大改善，根据调研发现，住房感知产生差异性的主要因素在于移民对于区域交通状态改变预期不同，上游区域经济欠

发达、人口稀少、道路不便利、运输成本高，使得只有少数移民对区域交通改善、运输成本降低充满信心；③中游移民也主要

使用化肥，其住房感知呈现平均化，感知“没有变化”、“些许改善”、“极大改善”的分别约占 30%左右，根据调研发现，中游的

峙滩集镇为库区内经济相对发达区域，交通便利，运输成本低，同时也是物资集散地，移民对区域交通状态变化的预期差异化

更加多样化，因此，移民住房感知平均化的主要因素仍是对区域交通状态改变预期；④下游移民兼用农家肥与化肥，其中，使

用农家肥的移民住房感知呈现两极化，使用化肥的移民住房感知呈现偏正态分布特征，根据调研发现，下游移民点靠近坝址，

在水库修建过程中，受影响程度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农家肥的获取以及使用难度大，使得移民对住房感知变差。同时

下游区域靠近乡镇，交通相对便利，化肥运输成本一般，移民对区域交通状态变化的信心较强，因此，移民住房感知差异化的

主要因素仍是对区域交通状态改变预期。

(2)最高教育水平对移民住房感知影响分析

从前文分析可知，最高教育水平对移民住房感知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本文针对库区上中下游不同位置移民的生产生

活环境差异性，分析最高教育水平对移民住房感知的影响能力。最高教育水平对不同移民点的移民住房感知分析详见下图 3，其

中，上中下游最高教育水平数据详见表 8。如图 3所示，最高教育水平对移民住房感知的影响在不同移民点位置的具有显著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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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①在上游区域，移民对住房评价呈现两极化趋势，76%移民选择了住房条件没有变化，16%的移民选择住房条件极大改善，

同时发现移民受教育程度越高，选择住房满意度极大改善比例越大，可以认为随着移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其对未来预期更加理

性，因此最高教育水平是影响移民住房感知的显著因素；②在中游区域，教育程度最低的移民均选择了住房条件没有变化，相

反教育程度最高的移民均选择了住房条件极大改善选项，受初中教育的移民对住房感知呈 U型分布，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移民

对住房感知呈正态分布，经调研发现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中游区域，移民的经济、教育和生活理念较为先进，提高教育水平有利

于提高移民对住房的感知，因此最高教育水平是影响移民住房感知的显著因素；③在下游区域，各个最高教育水平的移民关于

住房感知评价均呈正态分布，累计共 40%的移民选择了住房条件无变化，且最高教育水平为大学及以上的移民住房感知为“些许

改善”和“极大改善”的比例均高于其他移民，可知随最高教育水平提高，移民住房感知的良性预期提高，因此最高教育水平

是影响移民住房感知的显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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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源种类对移民住房感知影响分析

从前文分析可知，水源种类对移民住房感知存在显著负向作用，因此，本文针对库区上中下游不同位置移民的生产生活环

境差异性，分析水源种类对移民住房感知影响能力。水源种类对不同移民点的移民住房感知分析详见图 4，其中，上中下游水源

种类数据详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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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所示，水源种类要素对移民住房感知的影响在不同移民点位置的具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而言：①水源种类、移民位

置两个要素对移民住房感知存在显著影响，使用泉水的移民住房感知受移民点位置要素影响显著，使用自来水的移民住房感知

在上下游普遍认为没有变化，在中游全部为极大改善，使用其他水源种类的移民住房感知在上中游全部为些许改善，表明水源

的普及程度、获取难度和获取成本受移民点位置影响显著；②上游区域超过一半的移民使用自来水，88%的使用泉水的移民和 80%

使用自来水的移民住房感知为没有变化，调研发现住房感知产生差异性的主要因素在于对水源获取难易度和成本的承受力不同，

因此水源种类是影响移民住房感知的显著因素；③中游区域近 90%的移民使用泉水，并且对住房感知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移民

安置工作导致了移民获取泉水的成本增加，从而影响移民的住房感知，因此水源种类是影响移民住房感知的显著因素；④下游

区域移民多使用泉水，且其住房感知呈偏正态分布，除此之外部分使用其他水源的移民对住房感知呈下降趋势，经调研发现由

于下游区域离坝址最近，其获取其他水源的难度和成本增加，同时造成移民住房差异性的主要因素是移民对水资源获取难度和

获取成本预期不同，因此水源种类是影响移民住房感知的显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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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庭年收入对移民住房感知影响分析

从前文分析可知，家庭房年收入对移民住房感知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本文针对库区上中下游不同位置移民的生产生

活环境差异性，分析家庭年收入对移民住房感知的影响能力。家庭年收入对不同移民点的移民住房感知分析详见下图 5，其中，

上中下游移民家庭年收入据详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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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所示，受移民点位置影响，家庭年收入要素对移民住房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性，具体而言：①在上游区域，超过半数

的移民年收入为 2万以上，对住房感知评价呈上升趋势，并且选择“些许改善”和“极大改善”的移民比例大于年收入较低的

移民比例；家庭年收入为 5 千以内的移民的住房感知呈现两极化，83%的移民移民选择住房条件没有变化，17%的移民选择住房

条件极大改善；家庭年收入为 1万～1万 5的移民则全部选择住房条件没有变化。根据调研情况，随着家庭年收入的增加，移民

住房感知普遍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是解决住房感知问题的根本途径，所以家庭年收入是影响移民住房感知的显著因素；②在

中游区域，多数移民家庭年收入也为 2万以上，其住房感知呈现平均化，感知“没有变化”、“些许改善”、“极大改善”的分别

约占 30%左右，这是由于家庭年收入较高的移民对未来预期呈现多样化趋势，因此所以家庭年收入是影响移民住房感知的显著因

素；③在下游区域，多数移民年收入也为 2万以上，其住房感知趋向正态分布，除此之外收入为 1 万～1万 5和 2万以上的移民

关于住房感知同样趋向正态分布，根据调研情况，受水利枢纽工程影响最严重的下游地区移民关于住房感知并不太好，经济损

失和心理压力使得下游移民住房感知较差，表明经济矛盾是移民过程中的基础矛盾
[24
]，所以家庭年收入是影响移民住房感知的

显著因素。

4 结论

本文针对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库区移民的住房感知问题，运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方法，构建适用于移民区的有序 Logistic

模型，分析了影响库区移民对安置区住房评价的显著因素。结合调研结果，主要形成如下结论：①大部分移民的住房感知为不

会变坏，占到样本数的 93.3%。在影响住房感知的因素中，施肥种类、水源、最高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是影响移民住房感知的

显著因素，可知对库区移民而言，农业生产生活的相关要素极大地影响着水库移民对住房满意程度的评价。②通过分析可知，

除了直接施肥种类、水源等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生活的核心要素外，最高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水平等文化、经济要素也对移民

住房感知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提高移民教育水平，增强其致富能力，也能够显著提高移民住房感知。③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

型用来解决经典回归模型无法解决的具有离散、虚拟、序列特点的关于影响水库移民住房感知因素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具有显著可行性，未来计划通过扩大调研规模，增加变量等方式扩充样本，进一步提高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解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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