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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区域经济背景出发，将已有研究分为两类基于东西中域为界限并展开综述研究：就地市民化与异

地市民化，加快发展东部经济战略、大开发西部经济战略、崛起中部经济战略在内的农籍人口市民化的

研究进展是在此框架下总结呈现的，以在不同区域经济战略下展现出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原籍经济

研究的进展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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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rbanization of local settlement and off-site settlement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s 
the concept of citizenization.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regional economy, this paper divid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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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research into two categorie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local citizenization and off-site citizen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cluding the strategy of accelerat-
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economy,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the western economy and 
the strategy of rising the central economy, is summarized and presented under this framework, so 
as to show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urb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
lation to the original economy under different regional economic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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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 年，农业搬迁人口城镇化作为新城市化战略的核心被纳入国家新城市规划，其重要性在国家战

略中得到体现。同时，关于农业搬迁层面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以人口公民身份呈现，呈现出多维度、多

选择、多学科的特点。但随着外流农业流动人口的增多，家乡农村的人力资源短缺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

的主要因素。缺乏良好的劳动力和新农村建设骨干对农村生产发展的影响。农村居民的城镇化选择可以

分为就地城镇化和异地城镇化两种形式。实现劳动力合理转移的成功选择主要体现在农村搬迁上。随着

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以足不出户、不进入其他城市为原则的多种形式的劳动力转移模式。例

如，江北模式依赖于集体经济。中南模式依赖个体经济，沿海模式依赖外向型经济[1]。 
秉承人才强国理念，移动要素人力资本需要千方百计加快人才培养，引进和利用现有人才。我国西

部大开发的战略包括积极引进国内外人才；将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收益；充分利用东部地区人力资

源的收益[2]。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培训基地。为优质劳务输出和人力资源输出奠定基础。加快东部经济

发展战略，包括建立健全促进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在这一战略下，不同区域经济背景下的农村人才离

乡城镇化对原籍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大多数文献研究都集中在从城镇搬迁的经济影响上，并且许多文献分析了振兴从城镇搬迁的

人力资源的规模和效益。例如，史玉龙表示，农业迁移人口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强大动力，农业迁移人

口城镇化具有很大的内需潜力，但对原籍国经济有影响。关于[3]的研究相对较少，三种不同区域经济战

略下当地人口城市化对原产地经济的影响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 

在关于东西中区域的农村经济发展建设中，农籍人口市民化发挥重要的作用：就地市民化与异地市

民化都不同程度地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因此有必要梳理其作用机制。 

2.1. 人才流失问题 

在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中，应用型本科高校存在结构管理不合理、人才队伍整体不足、管理体制机

制、人才管理政策、人才素质等方面较为滞后的问题。缺乏培训。解决人才流失的问题，需要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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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的人才队伍需要严谨设计，灵活高效的人才战术和培养机制需要布局。人才绩效定价管理体系亟

待完善，人力资源发展成长条件亟待改善。 
具体而言，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模式的扩张对研究生院的技术技术人才具有“拉动”效应，而进一步

或过度扩张则使该地区技术总量大。可能面临“外溢”[4]；同时，模仿高等教育与中部地区科技人才集

聚之间的联系具有潜在的“推力”效应，呈现出特定的倒 U 型这从侧面反映了科学人才的高等教育模仿

[5]；此外，东方的科学人才是“靠钱”的，表现出“感动的人”的重要集合特征。随着东部地区高等教

育规模扩大和科技人才流失，我们将进一步创新“拉”，化解“推”，全面完善高等教育体制和分权改

革，鼓励高校发展。学校立足本土情怀，释放“产学研”一体化集群的创新活力，推出政策、资金、公

共服务。综合激励体系。 

2.2. 农耕业固守体力劳动 

从农民自身的角度来看，农民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小农意识”深深植根于他们的观念[6]和自

身的制约中。它也存在于农民的素质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文化素养不高，文化素养不高，集

体潜意识反映了固化的传统观念[7]。此外，知识的匮乏还体现在农民自身，此外，高投入、高产量无法

培养高技能和高素质，低水平也是自我发展，会对能力、过渡适应能力、学习思考能力等有所反映。他

们就业能力和专业工作的质量不高，特别是他们缺乏当时的工作和劳动技能。然而，“家乡”和“城市”

的概念仍然深入人心[8]。 
农业仍停留在体力劳动水平，无法应用于新时代的农业生产技术，例如，无人机空中作业技术之所

以出现，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性。这是因为在一定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由规模化向

集中化转变尤为显着。对劳动力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加[9]。虽然是城镇，但整体素质较低，城市功能过于

强大。目前日本农村地区规模大，大而难实现农村经济集聚和规模效应郊区县的信息接收能力相对较弱，

无法吸收更高质量的劳动力和信息技术，农民缺乏有效的职业[9] [10]。因此，如果农业劳动力僵化和过

于保守，农村经营的效率就会影响和影响公民出身的经济水平。 
从空间上看，西部大开发面积大，农业经营范围广。如果以前的村民能够摆脱陈旧的方法，尝试新

的农村智能技术，他们将在新时代升级农业产业形态，实现高效率，高层结构优化[11]；中部地区占有大

面积的平原耕地，中部地区的优势是水源相对充足，水能转化利用的是农用地。时间可以大大节省，农

业公民转换后，当地高科技农业技术丢失，在一定程度上原产地农业经济可以充分利用中部地区丰富的

种植资源。东部经济加快发展地处沿海地区，水产、种植资源丰富，尤其是相对前沿的农作物贸易订单。

大量农民成为公民后，其余农民也缺乏对农业的有效支持，这将对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和

冲击。综上所述，以东西部经济区为主的农村迁移，会阻碍原产地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 

2.3. 养殖业技术滞后问题 

由于农民对耕作数量和规模的限制，落后的耕作方式仍然是许多农民采用的选择，而对农业设施的

技术规范和指导，在这种方式对专业的支持上是缺失的。采用放牧式养殖方式，符合山区和农村交通法

规，但放牧草种单一，蛋白质摄入量低，无法科学利用养殖技术[11]。中部地区农业总投资主要用于资源

开发、设备升级、船舶购置和生产效率提高等，其中一部分是新的渔业技术和管理，即渔业的资金使用，

用于教育。这是劳动生产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此，将改革现有渔业投入方式，合理调整原料投入结构，高效优化投入要素，提高海洋渔业养殖

户素质，依托科技新进步。渔业和海洋产业发展的关键工具，为渔业和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可

靠和有效的保障。该区域规划明确，该方案下的农业人口迁移阻碍了渔民就业的质量和数量，相关捕捞

技术的延误也影响了渔业的效率。因此，不同区域经济下人口的城市化背景会阻碍农业原产地经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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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地区，不科学的饲养方式主要体现在当地肉牛的养殖上，而中国西部肉牛养殖占中国肉牛养

殖的绝大部分，所以中国的养殖水平也是如此，会直接受其影响。农村肉牛养殖的缺陷效应；在中原经

济发展带动下，农户向城镇化转变，经济来源转向基本渔业，以及强调新物种的渔业结构优化，使得现

代产业结构中的鱼和动物养殖变得更加困难，大脑的排水逐渐成为渔业。不鼓励积极发展水产品加工业，

积极鼓励第三产业；果园种植、粮食种植和种植药品是东部地区农产品的主要数量。农户搬迁对原产地

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短缺上。[13]据研究分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仍大量外移，对农业生产

尤其是劳动力转移产生了显着的负面影响，另外，当地或异地市民的作物需求将显着增加，循环往复会

加深原产地经济的恶化。 

2.4. 农村住房空置问题 

从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角度来看，农村空置和废弃人居环境的合理处置和利用非常重要[14]。借用收

缩城市理论，焦林申将“退化村庄”定义为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户籍人口大于常住人口或

常住人口下降的现象，房屋等相关建筑被废弃或空置。人口减少的“收缩城市”最明显的物理标志是空

置房屋老化导致的现实空间体验质量的恶化，其结果通常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人口外流。缩小农村所呈

现的废弃、空置和新建优质住宅之间的矛盾。 
对房屋空置和遗弃原因的详细分析表明，农村人口空置和懒惰的三个主要原因是外出务工、将子女

搬到城市家园并与他们同住，以及子女的子女搬家后，他们将搬到空置的房子。由于各个区域经济的背

景，长期以来，房屋租赁市场并未成为西部地区关注的焦点。随着农户搬迁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住房

租赁需求的快速膨胀是其超常发展与供需严重失衡；同时，原籍国和当地存在大量闲置和空置房屋。 
住房供应过多，但相应的住房需求却相对偏小，供需严重失衡[15]。在中部地区，缩表措施落实不力

的原因是农村人口众多，缩表措施导致人口老龄化，包括收缩初期的整体减建。方案在于促进议程完善

和进行有效监督，包括和促进承包后土地使用减少，而不是维护废弃的土地、耕地、生态用地，或者必

须努力转为其他土地。但在现实中，即使是在农村人口城镇化之后，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保留原有的农村

住房，这阻碍了一些精简政策，影响房屋入住效率。虽然东部地区林业比较发达，但木屋的建设还只体

现在一些偏远地区，而且大部分房屋都是用大理石和水泥砌成的，所以原村的住户。由雕花瓦泥砌成的

民居，即使在搬迁后，也进一步加剧了当地林产品的保留，对原籍国的农业经济造成不利影响[16]。 

3. 总结评述 

本文通过基于东西中三个不同的空间经济视角来研究综述了农户转移人口市民化给原籍农村经济所

带来的影响和变化，着重分析了不利影响，分别从人才流失所造成的劳动力供需缺口、养殖畜牧业、渔

业、林业等角度讨论了原籍经济在科技信息技术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会遭受产业毁损性波及，另外分析了

农耕固守劳动力无法高效地利用信息和技术优势。回顾以往的文献，大部分都是在讨论就地市民化和异

地市民化后的城镇经济，极少部分文献表述或总结了对市民化后的原籍农村经济的影响，因此，本文研

究综述是具有填补性意义的。 
从综述脉络可以得出，现在的区域异质性也是原籍劳动力人口流出和外籍劳动力人口流入的重要影

响因素，后续需要通过全国地级市的时间面板数据来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分析并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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