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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工留城对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对我国 = 省市的实地调研分析结果表明$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个人特征$住房类型"有无农地"社会保险状况等经济因素$子女读书地和配偶工

作地等家庭及社会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农民工工作地"在城市居住时间和就业状况等因

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农民工%留城意愿%个人特性%经济因素%家庭及社会因素

中图分类号"I/.*2@.%%*>/2*.--文献标志码"C--文章编号".9=>?@.8.&*+.+'+,?++8=?+=

$#$#"*93'3/A+<-D"(+/&3$AA-(+'#% +<-4)&"*@'%&"#+

H/&I-&3* ,-3'&-+/ E-++*-'#+<-!'+'-3

!B)57'7KE1c"#"E'KP GE#"6 &< 4"Q"< ['&Q7<K"#E<6 f(<7K75E17$F

AdC3XP7?NE<N$ iHD3Z[7<N

['&;"K$O"E)&< $P"EC)&(<$&Jf7N'E<$!&'U"'#$P"I7$7"#IE< I&<$E7< E<6 H$#BQ&1($7&< gET

&F$)4*G"9=%0:"%2&,),30&!"#"$%&' (")*"%$ (',)450)4 6"&'),1,47$). 8/#0)"##9)0:"%#0*7$ (',)450)4 >+++9=$ ('0)$'

$63+&"(+) OP"'('E1)7N'E<$T&'U"'#* 6"#7'"$&#"$$1"7< $P"K7$7"#7#&JN'"E$#7N<7J7KE<K"$&7)5'&Q"$P"5'&N'"##&J('RE<7_E$7&<2

C<E1F#7#'"#(1$#RE#"6 &< #5&$#('Q"F&< #"Q"< 5'&Q7<K"#E<6 )(<7K75E17$F&JIP7<E#P&T$PE$$P"6"#7'"&J)7N'E<$T&'U"'#$&#"$$1"7<

$P"K7$7"#7#&RQ7&(#1F7<J1("<K"6 RF7<67Q76(E1KPE'EK$"'7#$7K##(KP E##"V$ EN"$ "6(KE$7&<$ &KK(5E$7&< E<6 #&&<$ "K&<&)7KJEK$&'#

#(KP E#$F5"&JP&(#7<N$ 1E<6$ #&K7E1#"K('7$FE<6 #&&<$ E<6 JE)71FE<6 #&K7E1JEK$&'##(KP E#$P"51EK"J&'$P"7'KP716'"< $&#$(6FE<6

T&'U7<N51EK"#&J$P"7'#5&(#"#$ P&T"Q"'$ $P"JEK$&'##(KP E#$P"T&'U7<N51EK"#&J$P")7N'E<$T&'U"'#$ $P"7'#$EF7<N$7)"7< $P"K7$7"#

E<6 ")51&F)"<$#$E$"PEQ"<&#7N<7J7KE<$7<J1("<K"&< $P"7'6"#7'"$&#"$$1"7< $P"K7$7"#2

8-9 :/&;3) '('E1)7N'E<$T&'U"'#% 6"#7'"&J#"$$17<N7< K7$7"#% 7<67Q76(E1KPE'EK$"'7#$7K#% "K&<&)7KJEK$&'% JE)71FE<6 #&K7E1JEK$&'

--

一#引言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

主要是指户籍身份在农村!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

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劳动力"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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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的劳动大军!为推动我

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

献" 目前!农民工的总规模已经从 *++@ 年的 .2> 亿

增加到 .2, 亿!

+*,这些农民工一部分会留在城市!一

部分依然会流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还有一部分可

能最终会返回农村" 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城镇

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必定有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定

居" 因此!研究农民工留城意愿对解决农民工问题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关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已经

不少!研究的方向基本可以分为户籍制度和农民工意

愿两方面" 蔡窻+8,

*刘传江+>,

*陆益龙+,,

*朱宇+9,等

认为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民工留城的主要因素#熊波*

石人炳+=,通过对武汉的实证分析认为职业类别*收入

状况和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的

影响!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蔡玲*

徐楚桥+@,通过对武汉主城 . >++ 名农民工的调查发

现职业对于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最大!教育*婚姻

和家庭状况对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也有较强的影响#

姚俊+/,对苏南三市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正规就业*在

城打工时间对农民工留城有影响!购房能力*居住

现状与社会支持网对农民工留城没有影响#黄乾+.+,

通过对上海*天津*广州*沈阳*昆明五城市的调查

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年龄*就业状态*月收入*农村土

地*住房情况*养老保障状况及社会融合对农民工

留城意愿有影响!而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职业

和社会资本对留城意愿没有影响" 但这些研究一

般只局限一个城市+=*@*..*.8,或者几个城市+/*.+*.*,

!缺

乏建立在全国范围内的数据调查基础之上的深入

实证研究" 基于此!本文利用对江苏*山东*湖南*

河南*陕西*四川*重庆七省市的调查数据!对农民

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假设

.2变量选取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是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

响因素!因变量是农民工留城的意愿!用&您是否打算

留在城市定居'来衡量!&是'表示愿意留在城市!&否'

表示不愿意留在城市!分别用虚拟变量 .和 +表示"

$*%自变量" 自变量分别用个人特性*经济因

素*家庭及社会因素来表示" 个人特性包括性别*

年龄*婚姻*文化程度和职业#经济因素包括收入*

就业状况*城市的住房类型*农村是否有耕地*参加

社会保险状况#家庭及社会因素包括子女*配偶在

城市还是农村*参与社会团体活动情况*在城市居

住的时间和工作地区" 具体变量及赋值见表 ."

表 .-模型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模型变量 变量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留在城市意愿 留在城市a.$不留在城市a+ +2,* +2,++

自

变

量

个人

特性

性别 男a.$女a+ +2,8 +2>//

年龄 *, 岁以下a.$*, 8̀, 岁a*$8, >̀, 岁a8$>, ,̀, 岁a>$,, 岁以上a, *2>+ +2=//

婚姻 已婚a.$单身a+ +2=8 +2>>>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a.$初中a*$高中:中专a8$大专及以上a> *2*, +2@9@

职业 老板a.$小老板a*$雇佣管理者a8$雇工a> 82=+ +2@*+

经济

因素

月收入
. +++ 元以下a.$. +++ .̀ ,++ 元a*$. ,++ *̀ +++ 元a8$

* +++ 元 *̀ ,++元a>$* ,++ 元以上a,

*2,, .2+/,

住房类型
出租房a.$购买的房子a*$住亲戚朋友家a8$集体宿舍a>$

工作地方a,$没房$回家住a9$其他a=

*2,= .2=>/

农地情况 有农地a.$没有农地a+ +2/* +2*=*

就业状况 签订了劳动合同a.$未签订劳动合同a+ +28/ +2>@/

社会保险 办理保险a.$未办理保险a+ +28= +2>@8

家庭

及社

会因

素

子女读书 在城市a.$在农村a+ *2+> +2@=

配偶工作 在城市a.$在农村a+ .2@> +2@.*

在城市居住时间 . 年以下a.$. *̀ 年a*$* 8̀ 年a>$8 年以上a> *2/, +2/>=

参与社会团体活动 参加过很多次a.$参加得比较少a*$几乎没有参加a8 *2=/ +2>>/

工作地 东部a.$中部a*$西部a8 *2>+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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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假设

$.%个人特性" 男性一般被赋予比女性更多的

事业心和责任!因此男性比女性留城意愿更强烈#

青年人具有冒险精神!适应能力较强!愿意接受新

的事物!留城的意愿比年老者更强#单身者由于没

有太多的牵挂!比已婚者留城意愿强#职业层次和

文化程度比较高的!能力强*地位高!在社交和就业

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因而其留城意愿强烈"

$*%经济因素" 农民工收入水平高!能够承受

城市生活各项开支!能够享受城市居民的娱乐休闲

活动!留城意愿更强烈#农民工就业有保障!拥有各

种社会保险!解决了生活的后顾之忧!住房条件好!

感受到城市生活的优越!留城意愿也会更强烈#农

地是农民工在农村的生活来源!当农民工在农村有

农地时!留城的意愿相对较小"

$8%家庭及社会因素" 配偶或者子女都在城

里!会减少返回农村的成本!家人习惯了或者追求

城市生活时!农民工留城的意愿会很强#农民工在

城市生活时间长!对城市已经有了一定的归属感*

认同感后!留城意愿也会比较强" 此外!将山东*江

苏作为东部地区!湖南*河南作为中部地区!陕西*

四川和重庆作为西部地区!不同地域的差别也可能

是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因素"

三#调查与统计分析

.2数据来源及样本情况

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吸纳

农民工容量及其演变规律'课题组在江苏*山东*湖

南*河南*陕西*四川*重庆七省市的调查" 课题组

于 *++/ 年 .* 月 *̀+.+ 年 8 月!在七省市共发放农

民工调查问卷 . .++ 份!回收 . ++9 份!回收率为

/.2,]" 其中江苏*山东*湖南*河南*四川*陕西各

.++ 份!重庆 >+9 份" 从性别上!男性占 ,9299]*女

性占总样本的 >828>]#从年龄分布来看!., *̀,

岁**, 8̀, 岁*8, >̀, 岁*>, ,̀, 岁*,, 岁以上的分

别占 *>2,,]*8@2@=]**>29,]*.+2=>]*.2./]#

从文化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

专及以上的分别占 .,2.+]* ,*2@@]* **2.=]*

@2@,]#从婚姻状况来看!单身者占 *92/>]!已婚

者占 =82+9]#从区域来看!东部*中部地区占

./2/]!西部地区占 9+2*]"

*2交叉表分析

$.%个人特性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分析"

从表 * 可以看出!在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个人特

性中!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和职业都与留城

意愿有显著关系" 从性别上看!女性留城的比例高

于男性!从年龄上看!青年人留城意愿比老年人强

烈#从婚姻状况来看!单身者留城意愿明显高于已

婚者#从文化程度上看!学历层次越高!留城意愿也

越强烈#从职业状况来看!老板的留城意愿最强!而

最低的是小老板"

$*%经济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分析"

从表 8 可以看出!就业状况与农民工留城意愿不显

著!这说明农民工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与留城意愿

没有明显关系!而收入*住房类型和保险状况与农

民工留城的意愿有显著关系" 从收入上看!收入与

留城意愿成正比!收入越高!留城意愿越强!月收入

在* ,++元以上的留城比例最高!为 9@28]#从住房

类型上看!自己购买房子的农民工留城比例最高!

为@@2*]!城市没有住房!需要回家居住的留城比例

最低!仅为 8+28]!说明农民工住房条件越稳定!留

城意愿越强烈#从农地情况来看!没有农地的农民

工比有农地的农民工留城意愿强烈!说明农地是影

响农民工留城的因素之一#从社会保险状况来看!

若单位为农民工办理了保险!则他们的留城比例高

于没有办理保险的!享有保险的农民工留城意愿为

,@2.]"

$8%家庭及社会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

分析" 从表 > 可以看出!子女读书地*配偶工作地*

参与社会团体活动对与农民工留城意愿有显著关

系!而在城市居住时间和工作地区对农民工留城意

愿没有显著影响" 从子女读书地和配偶工作地情

况来看!有子女在城市读书或者配偶在城市工作的

农民工留城意愿相对较高#从参与社会团体活动来

看!参与社会团体越多!留城意愿也越强烈" 此外!

从工作地来看!东部地区农民工留城意愿比中西部

低!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生活成本较高*竞争压

力较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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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农民工留城的个人特性:]

个人特性 留城 不留城 合计 统计检验

性别
男 >92@ ,82* .++

'

*

a.82.,,

女 ,@28 >.2= .++ [a+2+++ m+2+,

年龄

., *̀, 岁 9>2> 8,29 .++

*, 8̀, 岁 ,/28 >+2= .++

8, >̀, 岁 8=2/ 9*2. .++

>, ,̀, 岁 8828 992= .++

,, 岁以上 8+2+ =+2+ .++

'

*

a9+2*=99

[a+2+++ m+2+,

婚姻
单身 982* 892@ .++

'

*

a9+2*=9 9

已婚 >@2. ,.2/ .++ [a+2+++ m+2+,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 ,/29 .++

初中 >=2+ ,82+ .++

高中:中专 9,2/ 8>2. .++

大专及以上 =.29 *@2> .++

'

*

a>,2/@,

[a+2+++ m+2+,

职业

老板 992= 8828 .++

小老板 8*2= 9=28 .++

雇佣管理者 8828 992= .++

雇工 ,*2= >=28 .++

'

*

a.,298,

[a+2++. m+2+,

表 8-农民工留城的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 留城 不留城 合计 统计检验

月收入

. +++ 元以下 >@2@ ,.2* .++

. +++ .̀ ,++ 元 >=29 ,*2> .++

. ,++ *̀ +++ 元 ,,2@ >>2* .++

* +++ *̀ ,++ 元 ,>2> >,29 .++

* ,++ 元以上 9@28 8.2= .++

'

*

a.*2.,.

[a+2+.9 m+2+,

住房类型

出租房 >@2, ,.2, .++

自己购买的房子 @@2* ..2@ .++

住亲戚朋友家 =92* *82@ .++

集体宿舍 ,>2= >,28 .++

工作的地方 ,+2+ ,+2+ .++

城市没住房$回家里住 8+28 9/2= .++

其他 8828 992= .++

'

*

a>.2@.8

[a+2+++ m+2+,

是否有农地
有 ,+2= >/28 .++

无 9/2. 8+2/ .++

'

*

a.+2.>*

[a+2++. m+2+,

就业状况
签订了合同 ,82. >92/ .++

未签订合同 ,.29 >@2> .++

'

*

a+2*>8

[a+29** n+2+,

社会保险
办理保险 ,@2. >.2/ .++

未办理保险 >@2= ,.28 .++

'

*

a@2.=*

[a+2++> 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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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农民工留城的家庭及社会因素:]

家庭及社会因素 留城 不留城 合计 统计检验

子女读书地
在城市 ,>2. >,2/ .++

'

*

a,=2*,@

在农村 8*2. 9=2/ .++ [a+2+++ m+2++.

配偶工作地
在城市 ,>2@ >,2* .++

'

*

a8,2@+@

在农村 8/28 9+2= .++ [a+2+++ m+2++.

在城市居住时间

. 年以下 8/2+ 9.2+ .++

. *̀ 年 ,>2@ >,2* .++

8 >̀ 年 ,*2/ >=2. .++

, 年以上 ,*29 >=2> .++

'

*

a92.=@

[a+2.+8 n+2+,

参与社会团体活动

参加过很多次 9@2> 8.29 .++

参加得比较少 =82, *92, .++

几乎没有参加 >=2> ,*29 .++

'

*

a>+29>*

[a+2+++ m+2++.

工作地

东部 >,2, ,>2, .++

中部 ,82+ >=2+ .++

西部 ,*2* >=2@ .++

'

*

a>2,,

[a+2.+8 n+2+,

--

82g&N7#$7K多元回归分析

交互表的分析为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民工留城的

意愿指明了一定的方向!将交互分析中显著的变量

纳入g&N7#$7K回归模型!分别就个人特性*经济因素

和家庭及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得到相应的统计结果

$见表 ,%"

表 ,-农民工留城的g&N7#$7K多元回归分析中各模型变量的BV5%G&值

影响因素 模型 . 模型 * 模型 8

性别&女'

男
+29>,

!!

+298

!!

+299

!!

年龄&., *̀, 岁'

*, 8̀, 岁 +2@>> +2@*/ +2/=,

8, >̀, 岁
+28@>

!!

+28=>

!!

+2>*8

!!

>, ,̀, 岁
+28*8

!!

+28>.

!!

+28.

!!

,, 岁以上
+2*,

!

+289 +28@*

婚姻状况&单身'

已婚 +2/@= +2@*= .2,*>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2/** +2/.* +2@@

高中:中专
.2=9=

!

.29+9 .2,,*

大专及以上
*2>8*

!!

.2/@@

!

.2/*9

职业&老板'

小老板
+28+*

!!

+28,/

!

+2>9*

雇佣管理者
+2.+.

!!

+2+/>

!

+2+@,

!!

雇工
!! +289@

!!

+2>./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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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影响因素 模型 . 模型 * 模型 8

月收入&. +++ 元以下'

. +++ .̀ ,++ 元 +2/@> +2/**

. ,++ *̀ +++ 元 .28/, .2>,

* +++ *̀ ,++ 元 .2*=9 .28>=

* ,++ 元以上 .2,=, .28.@

住房类型&出租房'

自己购买的房子
=2/>,

!!

=28+*

!!

住亲戚朋友家
82.8/

!

828/@

!

集体宿舍 .2+9, .28*=

工作的地方 .28@

.29/,

!

回家里住 +2,/8 +29+@

其他 .28*/ +2@=9

有无农地&无农地'

有农地
+298>

!!

+2@8,

社会保险&未办理保险'

办理保险
! .2>99

!!

.2>@

!

子女读书&在城市'

在农村
+2>+/

!!

没有子女 .2.=>

配偶工作地&在城市'

在农村
+29>.

!

没有配偶 .2.=@

参加活动&参加过很多次'

参加得比较少 .2/=9

几乎没有参加 +2=.=

常数值
>2/88

!!

,2*./

!!

82>9>

e* g&N17U"17P&&6 . *=>2@>> . **+2+.> . .,+2>,.

I&Vo4<"11c

*

+2.+= +2.,, +2*..

3EN"1U"'U"c

*

+2.>8 +2*+9 +2*@*

总体显著性 +2+++ +2+++ +2+++

---------注)括号中为参考组%

!

)[m+2+,%

!!

)[m+2+.

--从模型 . 中可以看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

职业对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也显著!但

是婚姻的两个因素之间并不显著" 具体而言!男性

留城意愿是女性的 +29>, 倍!男性留城意愿不及女

性#年龄上!留城意愿与年龄成反比!8, >̀, 岁和 >,

,̀, 岁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分别是 ., *̀, 岁间和 ,,

岁以上的 +28@> 倍和 +28*8 倍#文化程度上!农民工

留城意愿随学历水平的提高而提升!大专及以上学

历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是小学及以下学历的 *2>8*

倍#职业上!老板留城意愿最高!雇佣者留城意愿只

有老板的 +289@ 倍"

模型 * 在模型 . 的基础上加入经济因素!住房

类型*有无农地*保险状况均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

显著影响!而收入内的因素之间并不显著" 住房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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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上!自己购买房屋的农民工留城意愿是住出租房

的农民工的 =2/>, 倍!说明房屋对农民工留城有显

著作用#有无农地上!没有农地的农民工留城意愿

较强!有农地的只有前者的 +298> 倍#保险状况上!

办理保险的是没办保险的 .2>99 倍"

模型 8 在模型 * 的基础上加入家庭及社会因

素!子女读书地和配偶工作地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

响!参加社会团体活动也显著!但参加社会团体活

动次数与留城意愿并不显著" 子女读书地和配偶

工作地上!子女在农村读书的农民工留城意愿是子

女在城市读书的 +2>+/ 倍!配偶在农村工作的是配

偶在城市工作的 +29>.* 倍!说明子女读书和配偶工

作的地方也是影响农民工留城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与讨论

.2研究结论及原因分析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

业*住房类型*有无农地*社会保险状况*子女读书

地和配偶工作地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

性别上!女性留城意愿比男性强!这可能因为!男性

在社会上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工作压力大*焦虑

感强!因而选择回乡#而女性羡慕城市繁荣!留城的

主要目的是体验城市生活!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

为什么女性定居城市的意愿高于男性"

+.+,年龄上!

表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青年人留城意愿比年老者

留城意愿高!这可能是因为青年人与老年人在社会

追求和生活品质上有明显的差别!青年人由于经常

在城市务工!对农村相对陌生*对城市有更强的归

属感!也更向往城市的生活#而年老者由于缺乏相

应的社会保险!适应能力较差!更愿返回农村" 文

化程度上!学历层次越高的农民工留城意愿越强

烈!这可能因为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在城市能够找

到相对较好的工作!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留城意

愿也较强" 职业上!老板的留城意愿最强!这可能

是因为老板在城市中收入水平高!社会地位高!能

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因而留城意愿高#而雇员*小

老板等在城市生活中收入不高!且工作具有不稳定

性!生活压力大!留城意愿也相对较低"

住房的社会保险上!住房条件好*享有社会保

险的农民工!能较好承担各种风险!并且解决自己

的后顾之忧!因此留城意愿也较强" 有无农地上!

无农地的农民工留城意愿相对较高" 农地是农民

在农村生活的根本!没有农地意味着农民工在农村

失去了生活的重要来源!因而会选择进城务工#而

有农地的农民工基于对土地的热爱!回乡意愿较

强烈"

子女读书地和配偶工作地上!子女读书*配偶

工作在城市则能让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家庭生活更

美满!共同生活在城市中可能会在城市中形成一定

的关系网络!拥有较好的生活环境!因此!留城意愿

也较强"

*2讨论

农民工是我国的一群特殊群体!从长远发展来

看!农民工将会消失!大部分的农民工会转化为城

镇居民" 而研究影响农民工留城的意愿是实现农

民工转变为城镇居民的重要前提!本文对农民工影

响因素的分析中并没有涉及户籍制度这一深层次

的因素!而只是将其作为外生变量" 实际上户籍制

度是影响农民工留城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户籍制

度的存在!才导致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民

工无法享受城镇居民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上的

待遇"

此外!在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研究中!还要注意

以下几个问题)

$.%教育是影响农民工留城的重要因素" 农民

工普通学历层次较低!=.2/@]农民工只有初中以下

学历!因此!政府应当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

上!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减轻农民子女上高中*

大学的费用" 此外!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比例较

低!>,2@8]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职业技术培训!因此!

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努力提高农

民工的劳动技能"

$*%社会保险是加速农民工留城的重要基础"

只有解决了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农民工留城才会成

为可能" 因此要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

立全面覆盖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及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8%农民工的农地会对农民工留城产生影响!

土地是维持农民生活的重要保障" 在推进城镇化

的进程中如何解决农民工的土地流转或者转让问

题!是一个需要认真研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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