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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工城市化是指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农民工的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 

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社会稳定、公平和持续发展等诸多目标实现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通过对重 

庆市l 083位农民工状况的实际调查，将所收集的数据运用SPSS统计学分析软件进行二项logistic模型 

分析，从而证明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状况和影响因素．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城市化的经济因素、教育因素 

和社会文化及心理因素的分析，提出相应的公共政策调节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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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村经济比较效益低下的“推力”和城乡差 

别继续扩大所产生的“拉力”作用，农村富余劳动力不 

断涌入城市．根据中国统计局2005年5月最新调查结 

果显示，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规模约为1．2亿，其中 

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 他们是否能够城市化，受着各 

种因素的影响，也与政府实行的公共政策有着重大的 

关系．笔者以重庆农民工为例，对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 

因素以及政府应采取的相关政策进行分析． 

1 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现阶段有许多研究集中考察在同等的宏观环境 

中，哪些因素使得农民工城市化实现．笔者认为影响农 

民工城市化的主要因素是指：经济因素、教育因素和社 

会文化环境因素． 

1．1 影响农民工城市化的经济因素 

1)农民工进入城市成本高．目前劳动力市场还不 

规范，由于农民工户籍不在城市，他们进城务工、居住 

的各种变相收费仍然存在，有的用工单位要求交纳抵 

押金．加之进城居住的成本与子女接受教育的成本高 

更使农民工难以承受，另外，农民工外出后承包地流转 

困难，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外出打工者的承包地除由 

亲戚代种外，往往转包困难反而要每年每人交一定数 

额的代耕费．这些实际上都增大了农民离开农村到城 

里打工的实际成本． 

2)农民工的工资待遇低．现阶段我国形成的以城 

市居民为主的首属劳动力市场和以农民工为主的次属 

劳动力市场体系，前者收入高、劳动环境好、待遇高、福 

利也优越；后者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也低 

劣 J．雇主用各种方法压低工资水平的同时还时常拖 

欠农民工的工资，根据全国总工会的数据，2004年全 

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在 1 000亿左 

右_3 ．他们在微薄的收入中除了缴纳必要的费用和补 

贴农村家庭外所剩无几．因此绝大多数人根本谈不上 

在城市安居立业、接受教育以及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3)严重缺乏社会保障使其受到潜在的经济上的 

威胁．农民工所处的工作环境与其享受的社会保障不 

对等．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作的调查显示，农民工 

平均每周工作6．4 d，每天工作9．4 h J．农民工劳动 

保护较差，2003年全国死于工伤人员高达13．6万人。 

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特别是在农民工集中的行业，农 

民工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 J．这说明他 

们时刻面临着工伤、失业、疾病等风险．人民大学的李 

强教授将这种情况称为“多阶剥夺” J．农民工面对城 

市的“多阶剥夺”会产生极大的不安全感，当他们不被 

社会保障覆盖，在经济上又无法承受风险时，就会选择 

离开城市． 

1．2 影响农民工城市化的教育因素 

农民工是否能够城市化，也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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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知识和能力的整体素质状况．大量的事实证明，综合 

素质高的农民工容易获得就业机会，取得相对稳定的 

职业和收入，又容易融入市民社会，得到市民认同．然 

而，在未进入城市之前，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只有 

28％，未接受过培训的占72％ ̈ ．就业竞争力低 J．随 

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低素质的劳 

动力转移领域越来越窄，即使就业也严重缺乏向上流 

动的条件． 

进城以后，大多数农民工处在一种与城市社会相 

对隔离的亚文化环境中，政府对农民工思想品德的引 

导、法制观念的形成和情操培养不够，他们与城市主流 

社会文化上存在差异，有的缺乏基本的素养，往往被城 

市人所不宽容，由此可见，教育因素影响着农民城市化 

进程中的求职、升迁和生活以及与城市的自然融合． 

1．3 影响农民工城市化的社会文化及心理因素 

1)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状况对其社会心理影响．社 

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中的能够为利用 

它的主体带来收益的一种要素，在不被利用的时候它 

以一种社会资源的形式存在，这种社会资源或可称之 

为社会支持网．研究表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联系越 

多，他们就越容易融入城市 J．然而，85％的农民外出 

务工信息是靠亲友获得，由此导致他们在城市接触面 

狭窄，加之法律法规不十分完善，当其权益受到侵害时 

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这容易使他们对政府、法律、城 

市和市民的信任度降低，在心理上产生抵触，原本应该 

逐步融合于城市社会的，却变成了对社会的对抗． 

2)“二元社会”下的心理对农民工城市化的影 

响．由于长期受城乡分治的体制上的影响，“福利城 

堡”中的市民，天然具有获得社会资源和占据竞争方 

面的优势，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意识．而农民 

工在企业里常常受到歧视性的待遇，甚至连农民工的 

党团费也要交回农村的支部．由于农民工与市民的传 

统观念差距较大、心理鸿沟较深，这就降低了与市民交 

流互动的广度和深度，减弱了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观 

念对他们的影响，也易产生心理上的隔阂从而阻碍城 

市化的进程． 

3)现行的教育政策对农民工及其子女城市化的 

影响．笔者认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受教育情况，与农 

民工对自己在城市中的预期有相关性，并且影响他们 

是否融入城市社会的态度．2003年9月，国务院发出 

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 

工作的意见》，规定农民工子女上学享受市民待遇，收 

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但事实上许多地方的农民工 

子女仍要多交赞助费或借读费．一些收费低、专门招收 

流动儿童少年的民办简易学校因缺乏最基本的条件被 

强行关闭．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不能平等地接受教育，也 

给农民工及其子女心理上带来阴影从而影响其融入 

城市． 

2 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2．1 方法与变量 

分析方法：农民工的城市化在现实世界中，可以看 

作是判断事件是否将要发生的问题，即：农民工能城市 

化(1)或不能城市化(O)，这就要求建立的模型必须保 

证因变量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因此，将运用两分 

特点因变量概率统计方法——Binary Logistic回归 

模型． 

Prob(event)=eZ／(1+e )=1／(1+e ) 

==Bo+ l l+⋯ +BP (P为自变量的数量) 

某一件事不发生的概率为：Prob(no event)=1一 

Prob(event)，适用于本文的模型就是： 

Prob(event)=1／(1+e-z)， 

= Bo+B1 + 2 b+B3 。+B4 d+ 

Bsxe+ B6xI+B1x‘ 

主要变量数据：论文中所涉及到的有关重庆农民 

工的调查数据主要来源于《重庆农民工失业及社会保 

障问卷统计分析报告》 j． 

2．2 分析框架与假设 

分析框架： 

1)因变量2个值：农民工能城市化(1)、不能城市 

化(0)； 

2)自变量7个值：①农民工进入城市时所要交纳 

的费用；②农民工在城市的月均收入；③对社会保障的 

了解情况；④对市民化和职业培训的态度；⑤农民工在 

城市中的社会资本；⑥“二元社会”中农民工对政府和 

市民的态度；⑦农民工对子女受教育的态度． 

分析假设：因变量农民工是否能城市化，受7个自 

变量变化的影响． 

2．3 数据结果及分析结论 

根据以上问卷调查提供的数据资料，运用 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文中假设的7个因素对农民工城 

市化的或然选择的影响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1)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①利用已有的参数，得出的观测结果的可能性称 

为“似然比”．因为似然比的值要小于1，习惯上用对数 

似然比值乘以一2来测量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记做 

一 2LL．好的模型的似然比值更高，其 一2儿 的值相对 

要小．这次计算中一2儿 的值为27．108，一2儿 的评价 

标准值较小，拟合优度好(见表1)． 

②c0x&Snell R Square和Nagelkerke R Squar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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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别是0．739和0．99都接近于 1，说明用数量解释 

逻辑模型中的变化较好(见表1)． 

表 1 最终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表 

注：根据 SPSS专业统计软件11．5，运用Binary Logistic回 

归模型计算结果． 

(~)Hosmer—Lemeshow goodness—of—fit拟合优度 

卡方统计量，按观测量的预测概率分成 1O个组，观测 

量(observed)和预测量(expected)的值的似然度接近 

(见表2)，同时包含7个变量的模型以概率值0．5作 

为城市化的分界点，得出预测值与实际数据比较表 

(见表3)．412名自愿回农村的农民工，被成功的预测 

为回农村，只有2人被预测错误；519名自愿留城的农 

民工被成功预测为留城，总体正确率为99．8％．说明 

回归方程可以在实际中应用． 

表2 Hosmer—Lemeshow检验的列联表 

注：根据 SPSS专业统计软件11．5，运用Binary Logistic回 

归模型计算结果． 

表3 最终观测量分类预测表 

注：1)根据 SPSS专业统计软件 11．5，运用 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计算结果．2)The cut value is．500， 

经多种方法检验的结论是：第一，问卷资料的收集 

成果良好，可以很好的反映实际情况；第二，假设的影 

响农民工城市化的诸因素，的确对预测一个农民工是 

否能够城市化具有良好的作用，本文的假设在现实中 

成立． 

2)最终模型统计量 

根据(表4)中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统计量( )，可 

以得出最终的预测公式．由于认为社会心理因素作用 

机理比较复杂，所以把反映这方面的因素i社会资本、 

“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农民工心理、农民工对子女受教 

育态度，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处理．因此，最后实际上得 

出的是一系列公式．由于模型拟合度非常好，所以这些 

公式都是实用的．我们任意选出两个公式进行演示 

说明． 

表4 最终模型统计量表 

注：1)根据 SPSS专业统计软件 11．5，运用 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计算结果．2)Variable(s)entered 0n step 1：进入成本， 

月均收入，社会保障，培训情况，社会资本，二元心理，子女 

教育． 

数据演示：根据以上的相关系数，随意挑选2个公 

式来进行回归分析． 

第 1种：Prob(event)=1／(1+e ) 

= 16．38—0．083X +0．761Xb一1．366X。+ 

0．644Xd一2．417X +0．797Xf+0．03X 

假设一个农民工进城交240元，则 X．=240；月均收入 

400元，则Xb=2；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则 X =2；希望 

接受培训，则Xd=2；由同乡介绍工作，则 。=1；对城 

市政府和市民不满意，则X =3；希望子女受与城市居 

民的小孩相同的教育，则X =1．据上得： 

= 16．38 —0．083 ×24 0 +0．761×2 — 1．366×2+ 

o．644×1—2 417×2+Q 797×3+Q(I3×1=一6 519． 

Prob(event)=1／(1+e一( )：0．001 5， 

结果为0．001 5，可见这样的条件下，农民工城市化的 

概率是很低的，符合笔者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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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种：P~ob(event)=1／(1+e ) 

= 16．38—0．083X +0．761Xb一 1．366X。+ 

0．644Xj一2．576X +1．563Xf+0．03X
s 

假设一个农民工进城交65元，则X ：65；月均收 

入900元，则Xb=5；接受社会保障，则X。=2；已经不 

需要市民化和职业培训了，则X =3；由亲友关系找工 

作，则X。=1；对城市政府和市民满意，则 Xf=2；希望 

子女受与城市居民的小孩相同的教育，则X。=I．据此 

分析得： 

= 16．38—0．083 X 65 +O．761 X 5— 1．366 X 1+ 

Q 644 X 3—2 576 X 1+1．563 X 2+o．03 X 1=15．936． 

Prob(event)：1／(1+e-15" ’)：0．99， 

结果为0．99，可见第二种经济、教育和社会心理条件 

下，农民工城市化的概率就相当的高了，符合文中的 

假设． 

综上所述，农民工城市化受经济因素、教育因素和 

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的假设成立．当农民工进入城市的 

成本较低，在城市工作的收入较高，享有较好的社会保 

障时更容易城市化；当农民工的市民化和职业培训取 

得较好成果时，更容易城市化；当农民工社会资本更丰 

富，对城市政府和市民更满意，子女享受与城市居民的 

孩子相同教育机会时，更容易城市化．反之则城市化 

受阻． 

3 政府在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应采取的公共 

政策 

公共政策是指：国家(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在 

特定时期，为确保政治系统向所确定的正确方向发展， 

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动 

和制定的政治准则．由于前述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化的 

影响，应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并使之相互协调，推进农 

民工城市化的进程． 

3．1 采用配套政策降低进入成本使农民真正成为城 

市人 

首先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出台切实可行的措施 

使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剥离附在 

户El上的各种不同的权益，使户El仅有标志居住地的 

意义，以此降低农民工进城的成本，还要疏通公共信息 

渠道，为农民工进城提供就业服务． 

其次要加快土地制度的改革．对愿意保留土地的， 

明确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并且可以转让和租让，解 

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开通城乡的产权交易，将集体的 

土地使用权股权化后分配给农民，土地的使用权可以 

抵押贷款，获取进城发展的本钱，进城的农民也可以在 

约定的时间、用约定的价格赎回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实 

现自由迁徙权，使他们真正成为城市人． 

3．2 调整社会保障政策提高农民工的保障水平使其 

有所依养 

多数农民工不能实现城市化，除经济受限外，还有 
一 个重要因素就是不能与市民同等地享有城市的社会 

保障，政府应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将农民工逐步纳入城 

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首先，建立和完善农民工迫切需要的工伤、医疗和 

失业保险制度．目前我国的工伤保险立法比较完善，关 

键在于加大执法力度，还要认真研究农民工失业问题， 

逐步将农民工失业保障纳入国家统一的失业保障体 

系；分层完善医疗保障，在农村医疗保险没完全建立的 

情况下，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大病治疗是亟待解决的重 

大问题，使农民工病有所医。 

其次，分层分类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随着土 

地制度的改革，对于愿意放弃土地的，并在城市有稳定 

的职业和居所的，应尽快将其纳入城市居民的养老保 

险体系之中；对于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的，采取灵活 

的养老保险政策供他们选择，或是参加农村养老保险， 

当其愿意在城市落户时，将在农村缴纳的养老保险费 

兑换为城市的养老保险；或是与城市居民同样交纳养 

老保险金，回农村养老时与农村的养老保险兑换；或是 

继续享受城市的养老保险；最后逐步过渡到实现养老 

保险的城乡统筹． 

以上政策的出台必须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条件 

下的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体制．政府应进行合理的制 

度设计，使农民工融人城市企业、组织之中．提高组织 

化的程度，使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及代言人，如企业的工 

会组织要有农民工的代表，这样才有利于对其权益的 

保护．当然还必须依靠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城乡统 

筹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才行． 

3．3 制定合理的教育政策。使其融人城市良好的文化 

氛围 

接受良好的教育，有效地提升自身和家庭的经济 

条件，对于缩小社会差距，改善社会结构，促使农民工 

向上流动有着积极意义． 

首先，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充分发挥各方 

面的积极性，创新培训途径，除国家和地区财政加大力 

度支持外，要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对农民工进行培训， 

同时还需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使其中学毕业后进入 

劳动力市场时有一定的劳动技能．另外要激发农民工 

个人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做到有计划、有项目、高质量 

地完成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任务． 

其次，调整教育公共政策，促使教育公平．应明确 

政府是维护教育公平的责任主体，采取有效措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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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有效配置的城乡一体化，使农民工及其子女享受 

平等的教育待遇．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 

变农民工及其后代的命运，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公平 

社会的需要． 

再次，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活环境，使其能够参加城 

市的政治、文化生活，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和生活习 

惯，消除心理障碍，使其真正融入城市．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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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armers changing into citizen become a trend of our country’S city development that can not be conversed， 

and the key of process to carry out the social stability，the social equity with keep on development etc．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peasant labor’S condition，and by using Binary I_ogisdc Model of SPSS software，the authors analyze the 

statistic，and realize the present condition the affect factors of farm ers changing into citizen prosperously．Finally
，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public policy for regulating the changing process by analyzing economic factors，educated factors 

and factors of social surroundings and mental states which affect farmers changing into 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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