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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关键，因此，了解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有助

于了解对农业专业人口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刻的认识，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精准的事实依据，并优化城

镇化的进程。文章以三峡库区腹地万州、开州、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忠县的农业转移人口为样本，

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相关数据，并运用统计分析法对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同时

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将影响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因素中的个人因素、家庭因

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作为自变量带入回归模型，分别实证这些因素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程度。研究

发现，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普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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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in the agricultural professional popula-
tion, so as to provide accurate practical basis for policy formulation and optimiz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 Wanzhou, Kaizhou, Yu-
nyang, Fengjie, Wushan, Wuxi and Zhongxian in the hinterland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as samples, obtains relevant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uses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of the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At the same time, by constructing a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personal 
factors, family factors, economic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are taken into the regression model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 demonstrate the impact of these factors on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willingness of the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to become citizens is generally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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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有的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要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最重要的一条路径就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的发展。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关键[1]，因此，了解农业转移人口

的市民化意愿，有助于加深对市民化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认识，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精准的事实依据，并

优化城镇化的进程。 

2. 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2.1. 影响因素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大量阅读和研究，总结发现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性别、

年龄、学历、务工时间、婚姻状况、子女教育程度、全家是否进城、收入水平、住房条件、土地利用条

件、社会保障、城市生活满意度、与城市交往程度等[2]。因此，文章从个人、家庭、经济和社会四个方

面来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如图 1 所示。 
1) 个人因素 
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市民化的主体[3]，其个人因素从根本上影响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个人因

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务工时间、职业技能等。从事同一工作的不同个性的个人，也会因为个

性和做事方式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职业道路和工资待遇，将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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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对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4]。一般来说，未婚者比已婚者农业转移人口在三峡库区

市民化意愿上更强烈。子女教育状况对三峡库区农业在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起到重要影响。三峡库区举

家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较个人的意愿更强烈。 
3) 经济因素 
经济方面的影响因素一般包括住房条件、收入水平、土地因素等[5]，我们认为住房条件对三峡库区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收入水平越高，就更能融入城市生活，其市民化意愿就越强。土地

因素显著的影响着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4)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意愿具有较强的影响[6]。并针对各影响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提出假设：第一，社会保障显著影响着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第二，与城市交往越多，三

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就越强。第三，城市生活满意度显著的影响着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意愿。 
 

 
Figure 1. Framework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migrants to become citizens 
图 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框架 

2.2. 问卷设计 

设计问卷时，参考了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生活状态调查的调查问卷[7]。并结合本次调研的实

际需要更改了调查问卷当中的部分问题，围绕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实际需要，设计调查问卷，以此来掌

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真实意愿。 
本调查问卷的设计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调查农业转移人口个人情况，包括性别、年龄、

学历、务工时间等；第二部分，主要是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婚姻状况、家庭成员、子

女受教育状况、是否举家迁移等；第三部分，主要是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情况，主要包括住房条件、收入

水平和土地利用情况等；第四部分，主要是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属性情况，主要有社会保障、对城市生

活的满意度、与城市交往程度等。 

2.3. 数据来源 

为了更好的了解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真实意愿[8]，基于三峡库区实际情况，设计了调

查问卷并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问卷调查。文章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三峡库区部分城市中不同类型

企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行调研，选取了经商人员、餐饮服务人员、保洁、保安、快递员、外卖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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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人等为调查对象开展调查。在各调查对象的配合下，于 2022 年 7 月至 2022 年 8 月针对三峡库

区腹地部分区县农业转移人口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主要分布在万州区、开州区、云阳县、奉节

县、巫山县、巫溪县、忠县等，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发放问卷共计 1050 份，有效回收 1034 份，问卷

有效率为 98.47%。 

3. 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3.1. 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统计分析 

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个人属性因素与市民化意愿统计分析见表 1。 
 
Table 1. Analysis of the personal factors of the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become a citizen of the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表 1. 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个人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分析 

变量 类别 愿意 百分比 不愿意 百分比 

性别 
男 337 65.6 177 34.4 

女 307 59.0 213 41.0 

年龄 

20 岁以下 172 75.4 56 24.6 

21~35 260 69.0 167 39.1 

36~49 157 58.8 110 41.2 

50 岁以上 37 33.0 75 67.0 

学历 

小学以下 73 54.5 60 45.5 

初中 274 61.9 169 38.1 

高中或中专 162 63.3 94 36.7 

大专及以上 167 82.2 36 17.8 

务工时间 

0~1 年 163 40.9 236 59.1 

1~3 年 138 60.0 92 40.0 

3~5 年 113 68.9 51 31.1 

5~8 年 58 62.4 35 37.6 

8 年以上 99 66.9 49 33.1 

 
从性别来看，男性更愿意留在城市，占 65.6%，从年龄来看 20 岁及以下更愿意从农村转业到城市，

占比 75.4%，其次是 21~35 之间的年轻人，占比 60.9%，从学历来看，大专及以上的更愿意从农村转移

到城市，占 82.2%，从务工时间来看，外出务工 3~5 年的占比是 68.9%，更愿意转移到城市。 

3.2. 家庭属性因素与市民化意愿 

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属性因素与市民化意愿统计分析见表 2。 
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人士更愿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占 57.6%，从子女受教育程度来看，子女在

城镇公办上学的家庭更愿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占 85.7%，从举家迁移里看，有 61.7%的居民更愿意举家

迁移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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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nalysis of household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and the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
tion to become citizen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表 2. 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分析 

变量 类别 愿意 百分比 不愿意 百分比 

婚姻状况 

未婚 223 75.1 74 24.9 

已婚 406 57.6 298 43.4 

离异 11 39.3 17 60.7 

丧偶 3 60.0 2 40.0 

子女受教育情况 

无子女/没上学 281 78.3 78 21.7 

家乡上学 234 56 184 44 

城镇民办 124 63.9 70 36.1 

城镇公办 54 85.7 9 143 

举家迁徙 
是 229 61.7 142 38.3 

否 300 45.3 363 54.7 

3.3. 经济属性因素与市民化意愿 

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经济因素与市民化意愿统计分析见表 3。 
 
Table 3. Analysis of economic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trans-
fer population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表 3. 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经济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分析 

变量 类别 愿意 百分比 愿意 百分比 

收入 

1500 以下 178 65.7 93 34.3 

1500~3000 148 59.9 99 40.1 

3000~5000 175 58.1 126 41.9 

5000 以上 163 75.8 52 24.1 

住房情况 

城里自有住房 311 73.9 110 26.1 

租房 151 52.1 139 47.9 

单位宿舍 58 64.4 32 35.6 

其他 124 53.2 109 46.8 

土地利用情况 

没有耕地 225 75 75 25 

自己耕种 157 50.3 155 49.7 

撂荒 127 63.2 74 36.8 

流转出去 76 65 41 35 

其他 59 56.7 45 43.3 

 
从收入水平来看，5000 元以上的人，更愿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收入水平越高的人更愿意留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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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住房情况来看，在城市有房子的更愿意从村转移到城市，从土地利用情况来看，在农村没有耕地的更

愿意留在城市。 

3.4. 社会属性因素与市民化意愿 

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属性因素与市民化意愿统计分析见表 4。 
 
Table 4. Analysis of social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表 4. 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分析 

变量 类别 愿意 比例 不愿意 比例 

社保情况 
是 546 63 321 37 

否 78 46.7 89 53.3 

就业培训 
参加过 250 69.4 110 30.6 

没参加过 394 58.5 280 41.5 

城市生活满意度 

不满意 50 69.4 22 30.6 

一般 368 59.2 254 40.8 

满意 226 66.5 114 33.5 

城市交往程度 

很少 85 44.7 105 55.3 

一般 352 60.7 228 39.3 

较多 207 78.4 57 21.6 

 
从社保情况来看，有社保的人更愿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占 63%，从就业培训来看，参加过就业培

训的人占比 69.4%，更愿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城市生活满意度来看，不满意的人更愿意留在城市，

占 69.4%，从城市交往来看，在城市中交往越多的人占比最大，达到 78.4%，更愿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3.5. Logistic 回归模型构建 

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分为了个人、家庭、经济和社会四大类，并通过卡方检验进行

解释变量的初步筛选。由于探讨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因此，选择问卷中“您是否

愿意加入城镇户口？”来衡量是否愿意市民化，并将愿意市民化和不愿意市民化转化为二分类变量。因此

本文选择采取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对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通常用 0 和 1 来表示被解释变量 Y 的两种情况，1 表示是 Y 发生，0 表

示 Y 不发生，各解释变量一般用 Xi来表示。本文中 Y = 1 表示农业转移人口愿意市民化，Y = 0 表示农业

转移人口不愿意市民化。其二元 Logistic 回归基本公式为： 

( )
( )

0 1 1 2 2

0 1 1 2 2

exp
1 exp

i i

i i

X X X
P

X X X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P 表示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发生概率，等式左边表示个案被因变量取值 1 和取值 0 的比率，α表示常数

项，Xi为自变量，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诸多因素。对模型进行变换得到： 

0 1 1 2 2log
1 i i

P X X X
P

α β β β β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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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Logistic 模型的结果分析与检验 

本次数据分析利用 SPSS26.0 软件对问卷样本数据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回归的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表 5.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B 标准误差 瓦尔德 显著性 EXP(B) 

性别 X1 −0.269 −0.137 −3.843 0.05 0.764 

年龄 X2 −0.5 0.054 1.378 0.043 0.973 

学历 X3 0.075 0.079 7.287 0.007 0.665 

婚姻状况 X4 0.254 0.166 2.354 0.125 1.289 

收入 X5 0.348 0.05 8.875 0.003 0.862 

务工时间 X6 −0.153 0.062 −2.461 0.014 0.858 

是否举家进城 X7 −0.384 0.153 −2.511 0.012 0.681 

子女受教育状况 X8 0.29 0.132 4.837 0.028 0.748 

土地利用情况 X9 0.262 0.11 5.688 0.017 1.3 

居住条件 X10 −0.221 0.062 −12.747 0 −1.247 

是否参加就业培训 X11 −0.355 0.1527 5.49 0.019 1.427 

是否拥有社会保险 X12 −0.959 0.409 5.501 −0.019 0.863 

城市生活满意度 X13 0.437 0.215 4.151 0.042 1.549 

与城市交往程度 X14 0.665 0.11 36.681 0 0.514 

常量 0.158 0.654 0.058 0.81 1.171 

 
从表 5 的模型结果可以看出，X2 (年龄)、X3 (学历)、X5 (收入)、X6 (务工时间)、X7 (是否举家进城)、

X8 (子女受教育情况)、X9 (土地利用情况)、X10 (居住条件)、X11 (是否参加就业培训)、X12 (是否拥有社会

保险)、X13 (对城市生活满意度)、X14 (与城市交往程度)这 12 个变量的显著性的值都小于 0.05，可见他们

在 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也就是这 12 个因素对于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为了检验经过 logistic回归分析出来的模型是否是一个能有效研究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一

个好的模型，需要进行模型的拟优合度和显著性检验。 
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见表 6 所示。由表中结果可以看出，考克斯–斯奈尔 R 方为 0.578，内戈尔科 R

方为 0.798，拟优和度检验良好。 
 
Table 6. Model fit test of goodness of fit 
表 6. 模型拟优合度检验 

步骤 −2 对数似然 考克斯–斯奈尔 R 方 内戈尔科 R 方 

1 89.069a 0.578 0.798 

 
通过模型系数 Omnibus 检验和霍斯默莱梅肖检验来对模型进行显著性和适应性分析。从表 7 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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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显著性为 0，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在模型中的 14 个变量至少有一个能够解释三

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 
 
Table 7. Model coefficients Omnibus test 
表 7. 模型模型系数 Omnibus 检验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步骤一 

步骤 95.46 14 0 

块 95.46 14 0 

模型 95.46 14 0 

 
本次模型分析拟优合度检验情况如表 8，霍斯–莱梅肖检验值如表 8 所示，P 值为 0.436，大于 0.05，

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本次建立的模型的整体适应性良好，所采用的 14 个变量能够反映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的意愿。 
 
Table 8. Hosmer-Lameshaw test 
表 8. 霍斯默-莱梅肖检验 

步骤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1 607 1 436 

4. 结论 

第一，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普遍较高。通过调查数据发现，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意愿较高，1034 名被调查者中有 644 名愿意加入城市户口，占比 61.4%。第二，文章通过构建二

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对三

峡库区农业在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有着显著性的影响因素是年龄、学历、收入、务工时间、举家进城、

子女受教育情况、土地利用情况、居住条件、就业培训、社会保险、对城市生活满意度、与城市交往程

度。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对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如下：年龄 < 城市生活

满意度 < 子女受教育情况 < 就业培训、社会保险 < 土地利用情况 < 务工时间、举家进城 < 学历 < 
收入 < 居住条件、与城市交往程度。即居住条件和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程度对三峡库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和学历因素；然后是务工时间、举家迁移情况、土地

利用情况、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险；最后是子女受教育情况、城市生活满意度和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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