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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水平的稳固提升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目标。本文基于对西南地区贵州省实地调

研所得的500份农业转移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现

状，研究表明：1)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水平整体不高但有所进阶。2) 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在

经济、文化和心理三个层面依次递进，经济整合高于文化接纳与心理认同程度，心理认同得分最低。提出

从经济整合、文化接纳与心理认同各个融入维度共同着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实现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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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bl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level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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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goal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500 agricul-
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questionnaires obtained from field research in Guizhou Province, South-
west China.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statu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overall level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s not high but has improved. 2) The level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gradually increases at the economic, cultural, and psychologi-
cal levels, with economic integration being higher than cultural acceptance and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score being the lowest.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work together from various integration dimensions such as economic integration, cultural accep-
tance, and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to promote the gradual realization of social integration 
among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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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阶段，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入发展，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微观主体，我国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庞大，

在 2022 年总量达到 29,562 万人[1]。“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目标，实现人的城镇化，

其核心在于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水平的高低不仅事关个体及其家庭的

福利水平，也关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1]。 
社会融入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复杂的概念，源自西方学术界对移民的研究。解释移民社会融入过

程与机理的理论流派众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芝加哥学派的同化理论(assimilation)，移民同化理论认为

移民在经过“接触、竞争、迁就、同化”四个阶段后，社会融入程度逐渐加深，最终他们放弃来源地的

文化观念、生活习俗与族裔特色[2]，融入目的地主流社会。与西方跨国移民不同，我国移民主要由城市

化进程中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人口构成，较少涉及种族、宗教等问题，然而我国乡城移民的社会融入亦是

一个渐进复杂的过程[3]，一般来说，农业转移人口实现社会融入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从农村到城市，

实现在城市就业，二是适应城市的社会关系与互动规范，三是移民开始在文化与心理层面融入城市[4]。
在阶段化的融入过程中，乡城移民要不断实现与市民群体各层面“差异的消减”，包括经济整合、文化

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政治融合等[5]。 
与人口流动相似，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亦受到推力与拉力的共同作用：人力资本[6]、新型社会

网络[7]、城市亚文化认同[8]等形成的拉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社会，而发展困惑[8]、城市排斥[9]、
乡土文化认同[10]等形成的推力则会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产生阻碍，此外，城市经济基本面[11]、公

共服务[11]等宏观因素也会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总体来说，我国家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

程度不高[12]，只达到“半市民化”水平[1]，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学界的共识[13]。 
已有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的认识，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 着重关注影响农业转

移人口社会融入的各类因素，少有对融入现状的研究。2) 对于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多使用“半

城市化”、“渐进融入”等定性式描述，缺少数据化定量分析。3) 在具体测量社会融入水平时，现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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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大都对各评分指标取均值简单计算，鲜少使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多维测度。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在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基于抽样调查数据，

使用因子分析方法提炼出社会融入的不同维度，全面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现状，为提升农业转

移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提供有力依据。 

2. 定量研究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0 年 8 月、9 月对贵州省省会及各个地级市所在的农业转移人口进行

的群体抽样调查，2020 年我国西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数量持续增加，调查问卷内容涵盖受访

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信息、家庭信息、金融信息、社会融入量表等，所有问卷由课题组成员采用一对一

的问答方式完成，共计发放问卷 550 份，回收问卷 533 份，剔除关键变量缺失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 500
份，问卷有效率为 93.8%，样本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 data 
表 1. 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 

样本特征 数量 百分比 样本特征 数量 百分比 

户主性别   家庭总人口   

男 419 83.8 3 个及以下 99 19.8 

女 81 16.2 4 174 34.8 

年龄(岁)   5 110 22 

16~25 30 6 6 78 15.6 

26~35 72 14.4 7 个及以上 39 7.8 

36~45 181 36.2 就业类型   

46~55 184 36.8 打散工 106 21.2 

55 以上 33 6.6 私人单位就业 188 37.6 

受教育程度   正式单位就业 162 32.4 

小学及以下 161 32.2 个体经营户 44 8.8 

初中 257 51.4 非农就业年限(年)   

高中 51 10.2 1 以下 33 6.6 

大专及以上 31 6.2 1~3 53 10.6 

家庭月收入   4~6 81 16.2 

4000 以下 74 14.8 7~10 109 21.8 

4000~8000 235 47.0 10 以上 224 44.8 

8000 以上 191 38.2    

2.2. 因子分析 

问卷中的社会融入量表采用 9 个指标综合测度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状态，对各指标均采用李克

特 5 点评分法，从 1~5 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使用 SPSS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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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对社会融入指标的 9 个题项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Cronbach α系数大于 0.7 (=0.72)说明问卷信度

良好。 
为了考察所调查农业转移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度，本文参照卢海洋等[11]的做法，将衡量农业转移人

口社会融入的 9 项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KMO 检验值为 0.809，大于 0.7，说明该问卷适

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度检验结果显示，近似卡方值所对应的显著性概率均为 0.000 (P < 0.01)，表

明效度结构较好。数据分析软件提取出 3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共因子，总方差解释率为 78.989%。因子

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Analysis results of social integration factors 
表 2. 社会融入因子分析结果 

指标 
因子命名 

F1 
经济整合 

F2 
文化接纳 

F3 
心理认同 

这座城市的生活成本对我来说过高 −0.687 0.221 0.063 

我的工资在日常消费开支后尚有结余 0.666 −0.037 −0.005 

我目前的工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0.665 0.213 −0.198 

我能够适应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 0.056 0.835 0.054 

我能够按照这里的社会准则办事 −0.072 0.826 0.213 

我参加这里的业余文化活动 −0.069 0.726 0.150 

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名城里人了 −0.082 0.080 0.819 

我觉得我和本地居民是一样的 −0.013 0.128 0.812 

我想要在这座城市长期定居 −0.145 0.168 0.603 

 
生活成本、收支余额、工作稳定性 3 项指标对 F1 的负荷值最高，从指标涉及内容来看是外出农业转

移人口经济水平表现的典型内容，因此将 F1 命名为“经济整合”。 

F2 主要由生活适应、规则习得、文化参与 3 项指标来表达，这 3 项指标反映出外出农业转移人口在

城市生活习俗、文化观念的融合情况，因此将此因子命名为“文化接纳”。 

F3 所对应的 3 项指标表达了外出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地位感知与定居意愿，更多的是一种心

理现状的反映，因此将此因子命名为“心理认同”。 

2.3.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对贵州省实地调研所得的 500 份问卷数据，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提炼出农业转移人

口城市融入的三个主要指标，丰富了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现状的定量研究。 
以 3 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对其进行加总，计算出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的综合得分，运

用公式将其转换为 1~100 之间的指数，结果如表 3 所示：被调查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均值为 63.21，
标准差为 15.46，可以看出，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程度整体不高，并且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与农业

转移人口“半城市化”[14]“阶层分化”[15]等已有研究结论相一致。 
关于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进程，近几年的相关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定论，以往研究大都认

为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尚处于初级阶段[16]，卢海阳曾基于 2013 年 1632 份进城农民工样本数据，使

用因子分析方法测量进城农民工平均社会融入度，得到 43.71 的测量结果[7]，在本研究中，农业转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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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社会融入平均得分为 63.21，这说明，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2022 年，我国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首次突破 65%)，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加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与主要力量[17]，正在通过不

断调整自身工作方式、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以适应城市的动态变化、渐进融入城市社会，因此，本研究

得出的结论是：近年来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水平有明显改善的趋势，并且在初级阶段的基础上有

所进阶。 
分维度测度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Score of social integration factors for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表 3.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因子得分 

 经济整合因子 文化接纳因子 心理认同因子 社会融入程度 

均值 69.62 60.46 46.15 63.21 

标准差 18.56 20.95 20.66 15.46 

2.3.1. 经济整合 
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整合的因子得分为 69.62，标准差为 18.56。经济整合指的是农业转移人口由农村

地区迁移到城市地区时对城市生活经济条件的融入情况，即职业以及与其相联系的收入支出等，经济融

入关系到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在城市生存并立足[18]。本研究测量的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整合水平高于文化接

纳与心理认同水平，说明经济整合是最基本的融入，是农业转移人口实现社会融入的第一步，具体表现

在外在经济地位的提升、就业空间的扩大、消费模式的转变。 

2.3.2. 文化接纳 
农业转移人口文化接纳的因子得分为 60.46，标准差为 20.95。文化接纳通常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特质

的群体或个人通过相互间接触、交流沟通后，其中一个群体或者所有群体改变原有文化观念、行为模式

发生变化的过程[19]。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整合是从外在结构上融入城市，而文化接纳涉及其与移入地居

民在价值、观念上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内核融入。总体来说，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

融入是一种由外在到内在的动态融入进程，因此其文化接纳水平略低于经济整合水平。 

2.3.3. 心理认同 
农业转移人口心理认同的因子得分为 46.15，标准差为 20.66，心理认同是社会融入的最高层次，强

调农业转移人口主体对城市的归属感，心理融入的完成，才是农业转移人口由农村人转化为城市人这一

过程的完成，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融入[20]。被调查的农业转移人口心理认同得分最低，说明农业

转移人口整体对城市的归属感不强，这有可能与农业转移人口更易受到非正规就业、社会排斥、社保隔

离，即城市内部形成的“新二元结构”有关[10]。值得注意的是，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整合、文化接纳与

心理认同并不是独立进行的，而是相互糅合共同进展的[21]。 

3. 政策启示 

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现状需要从经济整合、文化接纳与心理认同各个融入层面着力： 
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整合，内在人力资本与外在就业环境同样关键，企业应当针对农业转移人

口大力开展职业培训，使其增强在城市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政府应当从制度层面完善对农业转移人

口的住房保障、就业保障，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的参保率。 
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文化接纳，需要提升城市的文化素养，鼓励并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参与城市的文

化活动，增加其与市民之间的交流互动，使农业转移人口从传统的三缘关系网络(血缘、亲缘、乡缘)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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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到新型市民关系网络，从内核涵化城市文化。 
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心理认同，重点在于关注其心理感知，培养对流入地的城市情感：一来需要提

升城市的包容性与接纳度，消除来自本地市民的社会排斥和歧视，二来需要提供均等化的市民待遇，满

足农业转移人口对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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