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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izenship of agricultural-transferring-population is a special phenomenon under the special na-
tional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and it is also a new field in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attracting wid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research necessity on citizenship of agricultural-transferring 
popul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then summarize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concept and standard of citizenship,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ci-
tizenship,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citizenship; finally,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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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一种特有现象，也是世界人口城市化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正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文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发生背景和研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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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接着从市民化的概念和标准、市民化现状与压力分布、市民化问题影响因素与解决对策等三个方面

总结了国内外研究进展，最后对目前研究中尚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进一步突破的方向进行了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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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民化问题的发生背景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也是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共同规

律[1]。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我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不像西方那样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

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由农民转变为农民工，即保留在农村的土地，进城务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

并在城市长期居住。尽管按照新的人口普查办法，这部分人口已属于城市人口，但由于未取得城市户籍，

并仍然保留土地，他们仍然不是市民，我们称其为准市民；第二步是放弃其在农村的土地，取得城市户

籍，在城市定居，由准市民转变为市民[2]。当前我国进入城市的大多数农村人口仅仅只是完成了从农民

向农民工的职业转换，并不具备真正的市民身份，只能称之为准市民，也没有实现完全的市民化[3]。可

以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特殊国情下的一种特有现象，也是世界人口城市化理论研究中的一个

新领域，正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2%提高到

2013 年的 53.7%，但截至 2013 年底，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仅为 35.7%，这意味着全国仍有超过 2 亿多在

城市打工、经商的农民工处在不完全市民化状态。王桂新等人(2008)的研究显示，2006 年上海市的农民

工市民化程度仅为 54%，尚有近四成的农民处于“半”市民化状态[4]。国家《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

(2013)以湖南省为例的调查报告则显示，2012 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总体水平偏低，仅为 43%左右[5]。
可以看出，我国很多地区均存在半城镇化人口过多、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的问题，也给各级政府带来

了巨大的人口调控压力。 
市民化是城市化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即通过一定的途径，使那些在城市工作、居住、生活的农民工

及其家属由农民身份逐步向市民身份转换，依法公平地享受市民权利和各种相关待遇，融入城市社会生

活，成为真正的市民[6]。加快推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有利于扩大消费、拉动投

资，还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倒逼产业转型升级。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改革

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

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2014 年 3 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提出，加快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高校和职业技术院校毕业

生、城镇间异地就业人员和城区城郊农业人口，健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制度，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

公共服务均等化。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着重解决好现有“三

个 1 亿人”问题，并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今后一段时期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重点工作之一。

可以看出，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成为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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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而且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将

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7]。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越来越紧迫的背景下，很多社会学、经济学、

管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始从宏观视角分析研究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现状、产生

原因和解决对策。实际上，我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众多、地域非常广阔的大国，全国不同区域、不同规

模、不同等级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往往具有其特别的问题和特殊的困难。这要求我们对理论研究

更加全面，寻求最优的市民化实现途径，使实践有理论的指导。因此，回顾总结国内外关于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研究的最新进展，对于解决我国市民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我国学术界关于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和城郊被征地农民数量的增多而逐

渐兴起的，大致开始于 2002 年前后，早期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对象，而 2012 年以后扩大至涵盖被征地

农民等群体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内容则主要包括市民化概念、现状、障碍与制约因素、能力意

愿、对策，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和城郊被征地农民市民化，以及市民化成本测算和分担机制等方面[8]-[14]。
下面，将结合本课题研究需要，重点从如下三个方面介绍相关研究进展，具体如下： 

2.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概念和标准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农业转移人口(农民工或农民)的市民化问题[15] [16]，大

部分学者都认为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非
农化)，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城市化)，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

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过程(市民化) [3] [17]。由于

市民化的内涵实在过于复杂，有学者主张将市民化的概念和标准划分成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其中狭义

的“市民化”是指农民、外来移民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即取得市民权(citizenship)的过程，

包括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权等，在中国首先涉及城市户籍；而广义的“市民化”

还应包含市民意识的普及以及市民化意愿不断增强的过程[4] [8] [18] [19] (见表 1)。 
还有人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际上既体现了过程——农业转移人口如何转变为城镇居民，又反

映了结果——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转变为城镇居民。邱鹏旭认为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在很多方面存在

差异，判断一个人是否实现完全的市民化应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加以理解[20]：一是户籍所在地变动，即由

农村迁至城镇；二是综合素质提升，即受教育程度、道德修养、适应能力、社交能力等均得到较大的提

高；三是价值观念转变，即逐渐形成市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四是就业状态趋于稳定，即非

正规就业、临时性就业的人口比例大大减少，就业逐步正规化和固定化；五是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转变，

即逐渐形成现代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六是社会地位不再边缘化，即逐步被城镇居民和城镇社会

认同和接受。 
总之，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农业转移人口(农民工)市民化不单纯是指将农业户口改为城镇户口，而应

该是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在经历城乡迁移和职业转变的同时，获得城镇永久居住身份、平等享受

城镇居民各项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成为城镇居民并完全融入城镇社会的全部过程。 

2.2.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及压力分布研究 

随着社会各界对农业转移人口(农民工)市民化的高度关注，不少人口和农村问题专家开始从不同角度、

采用不同方法对农业转移人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总体趋势进行评价，但大都是以农民工为研究主体，

侧重于通过相关理论及调查数据来分析评估全国或少数典型城市的市民化程度。如王桂新等利用 2006 年

上海市的调查问卷，从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心理认同 5 个方面考察了农民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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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化的特征，并采用等值赋权法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进行了测算[4]。魏后凯等人则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从政治权利、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条件、综合文化素质 4 个方面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

用以评价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各个方面与城镇居民(市民)的差距[19]。国家《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

构建了一个由市民化经济支撑、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社会认同和自我认知 4 个一级指标、16 个二级指

标、23 个三级指标组成的综合指标体系，并采用专家赋权法测算了湖南省农民工的总体市民化程度和四

个分维度市民化程度[5]。上述研究的结果基本表明，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仍然处于一种“半

城市化”或“不完全城市化”状态，农业转移人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总体较低，特别是在居住条件、经

济生活、公共服务等方面还与城镇居民有很大差距。见表 2。 
近年来，少数学者也开始尝试从空间视角研究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压力分布差异。如魏后凯等

人利用户籍人口统计数据，把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与城镇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的差值称之为不完全城镇化

率，从未完全实现市民化的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角度分析研究了全国和分省的市民化情况[19]。
刘锐等人把人口普查口径的常住人口与公安部门口径的户籍人口的差值理解为待市民化人口，通过估算

不同省份的待市民化人口规模，证明全国不同类型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定居实现市民化的任务和特

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21]。闫东升、陈雯、李平星等人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常住人口和户籍

人口的比值分析了全国市民化压力分布特征[22]。戚伟等人则构建了中国 656 个城市流动人口空间数据库，

并从行政等级、规模等级、胡焕庸线、四大地域、城市群等多维视角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绝对规模和

相对规模的分布格局，据此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类型划分为五个等级、七种类型[23]。 

2.3.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影响因素和解决对策研究 

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不断累积的原因，研究成果丰富而全面。大量研究认为户籍制

度以及粘贴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相关制度安排，是导致大量农民工工人职业身份、农民身份以及流而不 
 
Table 1. Some scholars define the connotation and standards of citizenization 
表 1. 部分学者对市民化内涵和标准的界定 

研究者 内涵和标准 

文军(2004) 人口素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权利、生活质量、社会参与 

赵立新(2006) 户口、地域、就业、文化 

王桂新等(2008) 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心理认同 

刘传江等(2009) 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意识行为 

申兵(2011) 实现职业和社会身份的双转变、获得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 

魏后凯等(2013) 社会身份的转变、政治权利的平等、公共服务全覆盖、经济生活条件改善、综合文化素质提高、广泛的社会认同 

邱鹏旭(2013) 户籍、素质、价值观念、就业状态、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社会地位 

 
Table 2. Estimation of the degree of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by domestic scholars 
表 2. 国内学者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估算 

研究者 案例区 研究方法 

王桂新等(2008) 上海 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心理认同等 5 个一级指标、 
10 个二级指标、20 个基础调查指标，并采用等值赋权法 

魏后凯等(2013) 中国 政治权利、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条件、综合文化素质 4 个方面 

国家《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2013) 中国(湖南省) 经济支撑、公共服务及政治参与、社会认同、自我认知等 4 个一级指标、 
16 个二级指标、23 个三级指标组成的综合指标体系，并采用专家赋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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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的主要原因。张国胜等人则认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根本原因是改革这些制度需要付出高额

的社会成本[24]。汪阳红等人认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具有典型的二元特征，土地产权的缺陷导致了土地物

权的虚置和缺失，同时产权的模糊、价值的低估和补偿标准过低等问题，都制约了农民工土地权益，严

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25]。蔡昉认为中国社保制度门槛高、衔接难，且尚未实现全国统筹等因素导致农

民工社保权益难以保障，进而影响了市民化进程[26]。此外，钱文荣等从微观角度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

程了分析，认为农民工本身的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意愿同样影响市民化进程，而市民化能力是制约这一

进程的“瓶颈”因素，内在的个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不足则严重限制了他们的市民化能力[27]。 
现有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解决对策的研究，基本围绕上文中的市民化制约因素而展开，但

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摆脱“唯户籍论”的束缚。如辜胜阻等人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只是简单地改

变转移人口的户籍，户籍不是市民化的唯一标志，能否享用公共服务才是市民化的关键，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应选取“二维路径”：一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差别化落户和积分制政策，让符合条件的农

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二是推进人口管理创新，通过居住证制度，有序实现不能或不想落户的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28]。实际上，我国各地自 2000 年以后就逐步叫停了“蓝印户口”，淡化了户籍管理观念，

推广使用居住证制度，而对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目前国家已经明确放开户籍限制。吴文恒等认为国家

户籍制度改革和居住证制度的全面实施为加快市民化提供了保证，地方或群众的实践情况是决定人口市

民化成效的关键所在，主要受生活成本、工作机会、居住成本、生活习惯、教育素养等方面综合作用，

倡议构建城市—乡村统一体系，建立有效的城乡推拉机制，发挥城市环境的同化作用，循序渐进促进人

口市民化[29]。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跳出“就市民化论市民化”的圈子，从更高的视野、更多的视角来研究如何解决

市民化问题。如罗文英认为农民身份市民化转变受阻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经济实力有限和现有城市接纳能

力的狭小，根本出路是增加我国城市供给量，在中西部建设城市，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减轻

现有城市的房价压力和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30]。李代信等倡导科学把握农民市民化进程的节奏和幅度，

按照有区别、有步骤的原则，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同时积极稳妥地统筹安排并

不断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市民化道路[31]。此外，毛新雅、王红霞

等人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以及大、中、小城市之间的空间选择严重失衡，不利

于市民化的空间有序推进[32]。徐姗等人则基于流动人口的省际迁移模式与集疏格局，提出各地区应该结

合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制定不同的落户政策和财力支持政策，因地制宜地推进市

民化进程[33]。 

3. 研究评述及拟进一步突破的方向 

如何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成为学术界当前的一大研究热点，来自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也越

来越多，为开展学科交叉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仍存在如下几点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是市民化压力是一个内涵有待进一步丰富的好概念，从空间角度深入研究我国各地市民化压力差

异分布非常有必要也很有意义，但现有学者关于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压力分布的研究中，对市民化

压力的理解多数仍然局限于无户籍的农业转移人口或流动人口数量，本质上还停留在传统的落户问题层

面，并没有完全揭示我国各地市民化差异分布的真实情景，实际上我国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不同等级

城市间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差异也很大，非常有必要对这一领域开展进一步地补充研究，这样才

能全面掌握我国各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压力分布现状。 
二是关于我国市民化问题不断累积的原因，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在理论上进行了一般性分析，

而实际上，对于市民化问题特别严重的地区来说，除了国家层面的户籍、土地、社保等政策制度因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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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理区位、城市规模、城市等级及这些地理因子背后所蕴含的地方经济水平和政府财力、人口承载力、

市民化成本、转移人口的意愿和能力等地方性因素也非常重要，这些地方性因素往往是各地市民化压力

差异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只有全面搞清楚这中间的影响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对症下药”。 

三是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毫无疑问也要遵循区域统筹、因地制宜的原则，引入空间

分区或分级、区分不同压力类型和差异化分类推进的思想，虽然有少数学者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发出倡

议，但关于这方面的完整研究方案仍然尚未出现，迫切需要研究如何制定一套遵循区域统筹原则、符合

最新市民化压力内涵理解、体现分区分类推进思想的对策方案，从而为我国有序推进人口城镇化战略提

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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