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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重庆为例， 采用经济理性选择理论，对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背景下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制约因素与现实诉求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１７．６５％的农民愿意转

户市民化；子女教育不再是影响农民市民化的因素，年龄、职业类型、城市房价、农村建房价格

是关键影响因素，通过影响转户收益，继而影响转户意愿；获得更高的收入、提高土地补偿、接
受技能培训、降低生活成本是农民主要现实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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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重庆 ２００７ 年就建立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户

籍制度、住房政策、社保体系、教育培训等制度，但
重庆农业转移人口还是转移能力不强、转移意愿不

高，进城农民还是处于“人来了、融不进”的无序状

态，无序市民化不能简单归罪于户籍制度（徐爱东，
２０１２）。 国务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下简称《意见》），标志

着我国开始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笔者

认为只是拆除户籍制度藩篱还不能解决中国农业

转移人口的非农化与向城市转移不同步的问题。
需要政府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关键制约

因素入手，顺应农业转移人口的意愿与现实诉求，
排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障碍，才能解决无序市

民化问题。 因此，本文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

意愿、制约因素与现实诉求，对制定有关配套政策

具有现实意义。
国内外关于农民迁移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大

体从经济因素、主体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单
菁菁，２０１４；李培林，２００３）等方面找影响因素。 二

元结构理论（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Ｔｏｄａｒｏ，１９６９）把城乡工资

收入差距作为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 推—拉理

论（赫伯尔，１９７１）认为农村的资源、生产成本、失
业、收入和城市就业、工资、生活水平、教育机会、设
施条件等影响劳动力转移。 成本—收益理论（舒尔

茨，１９６１）把预期收入、迁移成本归结为影响劳动力

转移的因素，当迁移收入大于成本时，迁移才会发

生。 国内经济因素论把改革户籍、就业、社保、土地

等二元制度带来的改革成本看成是劳动力转移的

关键影响因素（张蔚，２０１１）；主体因素论认为农民

自身综合素质较低、文化素质低、无职业技能、价值

观念是制约因素（黄祖辉，２００４）；制度因素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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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以及附着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制度排

斥农民市民化（卢海元，２００４）。 事实上，农业转移

人口外出就业、转户市民化总是带着各自的动机与

愿望（单菁菁，２０１４）；在中国户籍制度藩篱被拆除

的今天，应进一步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研究农业转移

人口的意愿、影响因素与诉求。

一、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
（一）经济理性假说

按照现行制度安排，农业转移人口可选择进城

就业创业，也可选择在家务农；进城就业创业可选

择不迁户口保留土地，也可以选择迁移户口放弃土

地。 户口迁移不可逆，即户口可从农村迁到城市，
很难从城市迁回农村。 本文采用经济理性选择理

论（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０；Ｃｈａｎｇ，１９９５）分析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假设迁移户口放弃土地所获

得的收益大于不迁户口保留土地所获得的收益时，
农业转移人口做出市民化的决策。 收益是收入与

成本之差，市民化决策理性选择模型如下：
Ｖｉ ＝ Ｒ ｉＰ ｉ － Ｃ ｉＢ ｉ 　 　 　 ｉ ＝ １，２ （１）

　 　 当 Ｖ２≥Ｖ１ 时，农业转移人口做出市民化决策。

其中，Ｖｉ 为农业转移人口做出第 ｉ 项决策的预期收

益（ ｉ ＝ １ 表示不迁户口保留土地，ｉ ＝ ２ 表

示迁移户口放弃土地）；
Ｒ ｉ 为农业转移人口做出第 ｉ 项决策预期收入；
Ｐ ｉ 为农业转移人口做出第 ｉ 项决策获得预期

收入的可能性；
Ｃ ｉ 为农业转移人口做出第 ｉ 项决策预期成本

或遭受的损失；
Ｂ ｉ 为农业转移人口做出第 ｉ 项决策遭受损失

的可能性。
收入和成本之外的各种因素影响农业转移人

口转户的预期收入和成本，转户的预期收入和成本

影响转户意愿。 农业转移人口转户的收益是转户

市民化的收益和做农民的收益之差，收益是收入和

成本之差。 转户市民化后获得城市创业就业收入，
付出城市生活成本，放弃农村收入，免除农村生活

成本。 因此，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转户市民化意愿的

因素可分解为城市创业就业收入、城市生活成本，
农村收入、农村生活成本四大维度，四大维度与其

他因素描述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农业转移人口转户影响因素与意愿关系假设

　 　 （二）维度及其影响因素

１．城市创业就业收入

如果农民转户市民化，即选择迁移户口放弃土

地，必然要在城市就业创业，获得城市就业创业收

入。 按照《意见》中配套政策规定，将实现基础养老

金全国统筹，医疗保障、养老逐步实现均等化，短期

内农民和市民的医疗、养老保障还存在差别，农民

转户市民化将获得城市社保收入。 《意见》中没有

关于放弃土地和农村权益的补偿规定，自愿迁移没

有补偿，放弃土地和农村权益补偿发生的可能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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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是否被征地拆迁。 《意见》中农民只要是城市

常住人口，不迁户子女也能获得城市优质教育，本
文不把子女教育作为收入变量。 城市收入大小主

要受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类型等因素影响。
２．城市生活成本

如果农民转户市民化，即选择迁移户口放弃土

地。 农民市民化后，吃、穿、住、行、社保等按照城市

标准来开支。 城市成本的大小主要受城市房价、年
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类型等因素影响。

３．农村收入

如果农民不转户还是保留农村户口。 必然要

在农村生产，获得农村生产收入。 《意见》规定不管

农民在城市就业创业还是在务农，都能获得土地承

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带来的

收入，收入多少与地理位置、土地资源条件呈正向

关系。 按照现行农村政策，农民可获得农业生产和

补贴收入，参与农村社保获得农村社保收入。 农村

收入的大小主要受年龄、文化程度、地理位置等因

素的影响。
４．农村生活成本

如果农民不转户还是保留农村户口，即选择不

迁移户口保留土地，在农村住房一般是自行建设，
农民需要按照在农村生活标准付出农村建房成本、
农村日常生活成本、缴纳农村社保支出。 在农村生

产需要化肥、饲料、收割等农业生产成本。 成本的

大小主要受农村建房价格、年龄、农资价格等影响。
（三）实证分析框架

１．研究方法

由于变量的数据为个体水平数资料，市民化意

愿是二项反应的定性变量，且水平之间不存在等级

递减或等级递增的关系，本文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分析农业转移人口转户市民化意愿与城市创业就

业收入、城市生活成本、农村收入、农村生活成本四

大维度之间的关系。 采用 ｓｔａｔａ１２ 软件对每个模型

分别作逐步回归，根据维度的显著水平值，逐步剔

除不显著的维度，直到所保留的维度对市民化意愿

影响都显著为止，留在模型中的维度为本文筛选的

对市民化决策有显著影响的关键维度。 采用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值分析关键维度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程

度。 模型如下：

ｌｏｇＰ ＝ ｌｎ Ｐ
１ － Ｐ

＝ ａ ＋ ｂ１ｘ１ ＋ ｂ２ｘ２ ＋···＋ ｂｍｘｍ

（２）
　 　 ｘｍ 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 ｍ 个维度。
Ｐ 为农业转移人口迁移转户的概率，Ｐ 有转户和不

转户两种选择，关键看农业转移人口是否迁移户口

放弃土地，即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 若“转户”因变量取值为 １， 若

“不转户” 因变量取值为 ０。 采用 ５ 级李克特量表

法对维度和影响因素进行测量。
然后，用线性回归模型模拟其他影响因素对四

大维度的影响，得出影响因素对维度的影响预期方

向，以及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预期方向。 模型如下：
ｘｉ ＝ α ＋ β１ｚｘ１ ＋ β２ｚｘ２ ＋···＋ βｉｚｘｉ ＋ εｉ （３）

　 　 ｚｘｉ 为维度的影响因素，ｘｉ 为影响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意愿的 ｍ 维度。
２．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课题组对重庆市渝北、万盛、黔江、万
州等区县的调研数据，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

的意愿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共调查

４９８ 人，其中男性 ３１６ 人，女性 １８１ 人，剔除缺省值，
共有可用样本 ４０８ 份。

二、结果分析

（一）维度对转户意愿的影响

１．维度的数值特征

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成本表现出以下特

征（见表 １）：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和

在农村生产的年平均收入差别较大。 平均在城市

就业年收入达 ２ 万元左右，而在农村生产年收入在

６ ０００元左右，收入差距形成农业转移人口进城的动

力。 二是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的转移成本高。 城

市生活成本高出农村 ６ ０００ 元 ／年，大约是农村生活

成本的 ２ 倍以上，生活成本成为农业转移人口进城

障碍。 重庆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转户迁移，则平均年

收入提高 １ 万元左右，而生活成本高出 ６ ０００ 元 ／
年，住房成本高出 １ 万 ～ ２ 万元 ／年。 选择流而不迁

不需要全部支付城乡生活成本增量，可选择进城赚

取一定的经济收入。 选择转户迁移则迁移收入增

量不能抵消迁移成本。 因此，８３％的农民选择流而

不迁（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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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含义及测度 平均值 标准差 预期方向

市民化决策 Ｐ 转户＝ １，不转户＝ ０ ０．１７ ０．３８

城市就业创业收入 ｘ１

在城市就业创业年收入：１ 万元及以下＝ １，１ 万 ～２
万元＝ ２，３ 万～５ 万元＝ ３，５ 万 ～ １０ 万元 ＝ ４，１０ 万

元及以上＝ ５
１．９２ １．３７ ＋

农村收入 ｘ２

农村收入年收入： ５ ０００元及以下 ＝ １， ５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元＝ ２，１ 万 ～ ２ 万元 ＝ ３，２ 万 ～ ５ 万元 ＝ ４，５
万元及以上＝ ５

１．７２ ０．７６ －

城市生活成本 ｘ７

你意向落户城市吃、穿、住、行、社保年支出：２ ０００
元及以下＝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元＝ ２，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元＝

３，１ 万～２ 万元＝ ４，２ 万元及以上＝ ５
３．８４ ０．８９ －

农村生活成本 ｘ８

你在农村吃、穿、住、行、社保、生产年支出：２ ０００元
及以下＝ 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元＝ ２，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元＝ ３，
１ 万～２ 万元＝ ４，２ 万元及以上＝ ５

１．９９ ０．７５ ＋

社会网络 ｘ３
你在城市工作获得信息多吗：很多 ＝ ５，多 ＝ ４，一
般＝ ３，少＝ ２，很少＝ １

１．７５ １．４８ ＋

文化程度 ｘ４
你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１，初中 ＝ ２，高中 ＝ ３，
大学＝ ４，大学及以上＝ ５

１．５２ ０．９７ ＋

年龄 ｘ１０ ３０ 岁以下＝ １，３０～３９ 岁＝ ２，４０ 岁及以上＝ ３ ２．８８ ０．８１ －

性别 ｘ１１ 男性＝ １，女性＝ ０ ０．１６ ０．３７ －

职业类型 ｘ１３
体力劳动类 ＝ １， 技术与管理类 ＝ ２， 个体创业与

经营类＝ ３
１．３８ ０．９５ 　 ＋

城市住房价格 ｘ６

你意向落户城市买住房的价格 （元 ／平方米）：
２ ０００元及以下 ＝ １，２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元 ＝ ２，３ ～ ６ ０００
元＝ ３，６ ０００～１ 万元＝ ４，１ 万元及以上＝ ５

３．４８ ０．５９ －

农村建房价格 ｘ１０

你在农村自建住房的价格（元 ／平方米）：２ ０００元
及以下＝ 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元＝ ２，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元＝ ３，
６ ０００～１ 万元＝ ４，１ 万元及以上＝ ５

１．９０ ０．７６ ＋

地理位置 ｘ４
你家所在位置：城郊 ＝ ３，城郊到偏远地区之间 ＝

２，偏远地区＝ １
２．１１ ０．７３ ＋

　 　 ２．维度对转户意愿的影响

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转户影响四大维度中，城
市就业创业收入、城市日常生活成本、农村生活成

本 ３ 个维度具有显著性，是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影响

维度，且对农民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方向基本与本文

的理论分析框架一致。 农村收入因显著性水平大

于 ０．５，被剔除出了方程，对市民化意愿影响不大。
说明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转户意愿主要关注城市

就业创业收入的提高和城市日常生活成本的降低，

农村生活成本增加也形成促使农民进城的推力。
见表 ２。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系数为 ２．１４，比数比（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为 ８．５０（见表

２），表明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每增加一个等级，愿
意转户市民化的人数增加 ８．５０ 倍。 而农村收入的

影响不显著，表明在城市劳动力日趋短缺的情况

下，劳动力工资普遍上涨，农民在农村生产的收入

非常低，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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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维度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

变量含义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ｅｆ．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Ｓｔｄ． Ｅｒｒ． Ｐ＞ ｜ ｚ ｜ 预期方向是否一致

常数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８．０５ ０．００ ４．１７ ０．０００ —

城市就业创业收入 Ｘ１ ２．１４ ８．５０ ．５４ ０．００１ 是

农村收入 Ｘ２ －１．１７ ０．３１ ．３３ ０．１６６ —

城市生活成本 Ｘ７ －１．４７ ０．２２ ．３６ ０．０００ 是

农村生活成本 Ｘ１０ １．２０ ３．３２ ．４１ ０．０００ 是

ＬＲ ｃｈｉ２（２） ４５．２６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０００ ０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６７．４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ｂｓ ４０８

　 　 农业转移人口城市生活成本、农村生活成本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系数分别为－１．４７、１．２０，比数比分别为

０．２２、３．３２（见表 ３），表明城市生活成本对转户迁移

有副作用，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市民化的人

数减少 ３０％；农业生活成本对转户迁移有正作用，
每增 加 一 个 等 级， 愿 意 转 户 市 民 化 的 人 数 增

加１．２ 倍。
（二）因素对维度的影响

因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城市日常生活成本、农
村生活成本 ３ 个维度的影响显著，而农村收入的影

响不显著，因此本文重点分析前 ３ 个维度与其影响

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城市创业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中，年龄、职

业类型对城市创业就业收入有显著影响，性别、文
化程度对城市创业就业收入影响不显著。 年龄每

增加一个等级，进城创业就业收入减少 ２２．５％，职业

类型每增加一个等级，进城创业就业收入增加

１７ ５％，说明农民进城的年轻人更能获得工作，大龄

农民因年龄大了，平均收入反而比年轻人低。 从事

体力劳动类、技术与管理类、个体创业与经营类工

作收入有明显的区别。 由于农民进城多数从事技

术程度低的工作，性别和文化程度的影响不大。

表 ３　 城市创业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结果

Ｍｏｄｅ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Ｂ Ｓｔｄ． Ｅｒｒｏｒ ｔ 　 Ｓｉｇ 　

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１１４ ０．７５１ ２１．２３ ０．００１

∗ 年龄 －０．２２５ ０．２４６ －２．４４ ０．００４

文化 ０．８４４３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２ ０．６６５

∗ 职业类型 ０．４６８ ０．１７２ ３．１９ ０．００７

　 ａ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城市就业创业收入　 Ｒ２ ＝ ０．８３

在城市生活成本的影响因素中，年龄、城市房

价对城市生活成本有显著影响，文化程度、职业类

型对城市生活成本影响不显著。 年龄每增加一个

等级，进城城市生活成本减少 ７％，城市房价每增加

一个等级，进城城市生活成本增加 １７．２％。 说明农

民进城的生活成本主要受城市住房价格影响，进城

买房成为农民进城的重要负担和阻力。 年龄大的

农民消费观念更加保守。

表 ４　 城市生活成本的影响因素结果

Ｍｏｄｅ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Ｂ Ｓｔｄ． Ｅｒｒｏｒ ｔ Ｓｉｇ 　 Ｍｏｄｅｌ

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７２８ ２．２４６ ２．１０５ ０．０５７

文化 ０．３７０ ０．３９０ ０．１９０ ０．９４９ ０．３６２

职业类型 ２．６９５Ｅ－０２ ０．２１８ ０．０２５ ０．１２４ ０．９０４
∗ 年龄 －０．０７３８ ０．２０１ －０．７５０ －３．６７５ ０．００３
∗ 城市住房价格 ０．１７２ ０．４３５ ０．２５１ ３．０４０ ０．００９

　 　 　 　 　 　 　 ａ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城市生活成本　 Ｒ２ ＝ 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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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村生活成本的影响因素中，农村建房价格

对农村生活成本有显著影响，年龄对农村生活成本

影响不显著。 农村建房价格每增加一个等级，农村

生活成本减少 ７．５％，说明农民在农村的生活成本主

要受农村建房价格影响，农村建房价格成为农民进

城的重要推力。 农村的日常生活成本在不同年龄

的农民之间变化不大，农村的消费主要是基本生活

开支，其他娱乐等开支少。

表 ５　 农村生活成本的影响因素结果

Ｍｏｄｅ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Ｂ Ｓｔｄ． Ｅｒｒｏｒ ｔ Ｓｉｇ

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０６ ０．５７２ １．９３２

年龄 ６．１３９Ｅ⁃０２ ０．１６２ ０．０９７ ０．３８０
∗ 农村住房价格 ７．５１９Ｅ⁃０２ ０．１４７ ２．１３１ ０．０１２

ａ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农村生活成本　 Ｒ２ ＝ ０．６５

（三）农民转户市民化意愿数值特征

基于调查数据，本文应用 ｓｔａｔａ１２ 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重庆农业转移人口在《意见》中配套政策出台

后，愿意转户市民化的比例只有 １７．６５％左右，大部

分农业转移人口仍然是流而不迁的非永久性迁移

（如表 ６ 所示）。 农业转移人口转户市民化的意愿

并不高，这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六成农

民工倾向“流而不迁”的结论一致。

表 ６　 市民化意愿的描述性统计

市民化决策 ｙ Ｆｒｅ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ｕｍ． Ｍｅａｎ

不转户＝ ０ ３３６ ８２．３５ ８２．３５ ０．１７６

转户＝ １ ７２ １７．６５ １００．００ Ｓｔｄ．Ｅｒｒ

Ｔｏｔａｌ ４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

本文认为出现这种结果，除了受表 １ 中所列关

键因素的制约以外，还有以下原因：一是不转户收

入更多元化。 国务院《意见》中规定，不得以退出土

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

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而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

展，农民比较容易在城市找到就业创业的机会，不
受是否转户的影响，甚至不受年龄、性别、文化程

度、职业类型等个体因素的影响。 不转户可进城就

业获取城市就业收入，也能兼顾农村征地拆迁、补
贴、权益性收益。 二是转户成本太高。 转户市民化

需要支付更高的购房和城市生活成本，自愿型的市

民化属于非征地拆迁的范畴，没有土地权益性收益，
转户成本由自己承担。 三是子女接受城市教育不再

以转户为前提。 国务院《意见》中规定，农民只要是

城市常住人口，子女就能获得城市优质教育，过去进

城让子女接受好教育而转户的动力越来越小。
（四）转户意愿与影响因素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农村收入不会影响农

民市民化决策，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城市日常生活

成本、农村生活成本三个关键变量影响农民转户市

民化意愿（如图 ２ 所示）。 年龄和职业类型通过影

响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影响农民转户意愿，年龄和城

市住房价格通过影响城市生活成本影响农民转户

意愿，农村建房价格通过影响农村生活成本影响农

民转户意愿。

三、利益诉求分析
（一）增加收入的需求最强烈

就业创业收入水平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最活跃、最敏感、最关键的因素。 从调查结果来

看，３８．２３％的农民工月工资在 ２ ０００ 元以下，３８．２４％
的农民工每月工资为 ２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元，１７．６５％的农

民工每月工资为 ３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 元，高收入者比重很

低。 受国家政策支持、农民工供求关系变化等因素

的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和生活环境有较大改

善，但收入的稳定性和水平不足以满足他们市民化

的要求。 还需要持续合理提高城市就业创业收入

水平，需要国家的基础社会保障为农业转移人口提

供基本的生存保障，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业

转移人口向城市的平稳转移提供可靠保障。

表 ７　 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就业创业收入的描述性统计

城市就业创业收入 Ｘ１ Ｆｒｅ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ｕｍ．

２ ０００ 元及以下＝ １ １５６ ３８．２３ ３２．３５

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 元＝ ２ １５６ ３８．２４ ６４．７０

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 元＝ ３ ７２ １７．６５ ８２．３５

５ ０００ 元以上＝ ４ ４８ １１．７６ １００．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４０８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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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农业转移人口转户影响因素与意愿关系

　 　 （二）改革土地补偿制度的需求强烈

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农村收入低，非农生产的

权益收入更低（均值为 １．５），国家政策规定的农业

生产和补贴收入（均值为 ２．４４）、农村社保收入（均
值为 １．５１）都非常低，不能为农民带来丰厚的报酬，
农民并不看重这些收入。 土地虽然是农业转移人

口最大的资产，土地被征收的补偿比其他收入高很

多。 调查数据显示，由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被征

收可能造成因生活失去土地保障，陷入生存危机，
农民对现有的“剪刀差”土地制度不满，５０％左右的

人认为补偿太少，没有人认为很多，现实生活中因

失地陷入生存危机的比较普遍。 因此，农业转移人

口迫切希望土地补偿能支付放弃土地转户市民化

的转移成本。 需要提高土地补偿标准，或推行土地

股份制，让农业转移人口以土地折价入股，建立土

地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制农业企业，使农业转移人口

取得其应得的股权与红利收入。
（三）提高实用技能培训的需求迫切

课题组的调研数据显示：９８．１％农业转移人口

受教育程度平均在初中到高中之间，１．９％受教育程

度为大学；７２％农业转移人口认为自己缺乏有效的

工作技能培训，９０％以上的农业转移人口认为政府

的培训不同程度地存在走形式问题，有时出现培训

内容不实用、创业培训不实际、上岗培训专业不对

口等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从事建筑业的占总数的

２７％、制造业占 ２２％、旅馆餐饮业占 ８％、家政服务业

占 １４％、批发零售业占 ９％、其他领域占 ２９％。
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经济社会获得巨

大发展，对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要求也进一步提

高。 没有技能的农业转移人口只能进城从事建筑

业、餐饮业等收入和地位低的职业，很难自己创业

或获得稳定的工作。 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迫

切需要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以及实用技术培训。

表 ８　 农业转移人口放弃土地和农村权益补偿的描述性统计

放弃土地和农村

权益补偿
Ｘ８ Ｆｒｅ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ｕｍ．

很少＝ １ １０８ ２６．４７ ２６．４７

较少＝ ２ ８４ ２０．５９ ４７．０６

一般＝ ３ ９６ ２３．５３ ７０．５９

较多＝ ４ １２０ ２９．４１ ７０．５９

很多＝ 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４０８ １００．００

（四）需要获得保障房在城镇定居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在城里有住房作为

基本生存和发展条件，而现实的保障住房价格、城
市日常生活开支与农民能承受的水平差距巨大。

课题组的调研数据显示：重庆购买城市住房价

格高出农村建房成本 ３ ０００ 元 ／平方米，大约是农村

建房成本的 １ 倍以上，高出的住房成本需要农民在

城市至少奋斗 １５ 年以上。 城市生活成本高出农村

６ ０００ 元 ／年，大约是农村生活成本的 ２ 倍以上，生活

成本成为农业转移人口进城障碍。 重庆农业转移

人口如果转户迁移，则平均年收入提高 １ 万左右，而
生活成本高出 ６ ０００ 元 ／年，住房成本高出 １ 万 ～ ２
万元 ／年，而保障性住房价格比市场房价低 ３０％，可
大幅度降低农民城市生活成本。 但地方政府建设

７１

第 ３ 期　 　 　 　 　 　 　 　 　 　 徐爱东，吴国锋：农业转移人口转户意愿的影响因素与现实诉求研究



保障性住房的能力有限、动力不足，大量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获得保障房在城镇定居还是比较困难。

五、结束语
通过对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背景下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制约因素与现实诉求进行分

析，发现 １７．６５％的农民愿意转户市民化，子女教育

不再是影响农民市民化的因素，年龄、职业类型、城
市房价、农村建房价格是关键影响因素，通过影响

转户收益，继而影响转户意愿；获得更高的收入、提
高土地补偿、接受技能培训、降低生活成本是农民

主要的现实诉求。
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必定选择经济收益最大

化，选择更美好的生活。 只有当城市就业创业的比

较收益高过农村，他们才会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下

去。 政府应着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最大限

度降低农民转移成本和生活成本；以农民的培训为

突破口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创业能力、就业机会和就

业质量；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降低城市生活

成本；改革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让被征地的农民能

支付转移成本。 并顺应国家户籍制度改革的环境，
顺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做到工业化与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同步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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