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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水平
及影响因素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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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重庆市转户进城定居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了自2000年重庆市户

籍制度改革以来转户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融入水平的分方面:重庆市户籍制度改

革以来,转户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总体较低,得分为68.76,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其中社会生活融入得分最高

为72.90,价值观念得分最低为65.81,表明转户进城后农户的社会生活融入最快,价值观念融入最慢,融入最难.

② 影响融入水平因素方面:个体与家庭特征因素中,解释力大小分别为转户进城时间、家庭收入水平、家庭住房情

况、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量、老家退地情况、性别、婚恋状态其中,转户进城时间对城市融入水平的控制力

最强,性别和婚恋状态的控制力最弱.融入水平评价因素中,解释力大小分别为社会生活融入、文化心理融入、价

值观念融入、职业环境融入、制度环境融入,其中,社会生活融入因子对城市融入水平控制力最强,制度环境控制

力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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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要素向城市聚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力要素也快速向城

市流动.而农户定居城市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1-2],如何破除户籍障碍、打开农户进城的

大门是目前政府和学术界研究的重点.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

意见》,提出“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到2020年实现1亿农民

转户定居城镇的目标”,意味着农民进城定居不再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重庆市自2010年户籍制度改革以

来,已有700万农民转户定居城镇成为新市民,农户定居城镇后其城市的融入状态、生计状态、心理状态

如何,需作进一步研究.
农民市民化程度包括静态度量和动态度量2个方面[3-4],静态度量是用数量来衡量,即农民转户进

城定居的数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而动态度量主要从市民化内涵衡量,即农

户要从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等方面完全融入城市才算真正的市民化[5-6].农户身份上

虽然转变为市民,但是心理上要转变为市民比较难.有学者[7]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代

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状态,发现大多数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较低,并且第二代农民工融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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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就影响农户城市融入程度因素而言,制度因素直接决定农户的市民身份[8],职业

环境、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影响农户心理上的市民身份认同[9-10],另外住房条件是影响农户城市融入的

重要因素[11].重庆市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先行区,改革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户转户

进入重庆市主城区,对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需作进一步研究,确保农户进城后生计水平有所上升.
鉴于此,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构建农户城市融入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转户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水

平进行评价,并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分析影响融入水平的因素,以期为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提供借鉴.

1 数据来源与评价框架

1.1 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5年1月至6月,在重庆市主城九区选取自2010年转户进城的农户作为调查对象,共计

发放问卷500份,通过对问卷进行统计和筛选,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72份.问卷内容的设置主要有2部分:

一是个体与家庭基本属性,二是城市融入水平评价相关问题.个体与家庭特征属性包括被调查者的转户进

城时间、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家庭人口数、收入水平、家庭住房情况、老家宅基地情况等属

性信息;城市融入水平相关问题包括农户进城后的职业环境融入、社会生活融入、价值观念融入、文化心

理融入和政策制度融入5个方面,其中职业环境、社会生活、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各设置了4个问题,政策

制度设置了3个问题,共计19个指标(表1).根据农户自身融入情况分别对这19个指标进行打分(满分

100分),进而得到农户城市融入水平各项指标和整体水平的得分情况.
表1 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 标 解 释

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水平 职业环境 职业类型 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 私人企业 无工作

工作环境 办公环境如何

同事关系 是否与同事关系良好

职业前景 是否对该份工作前景感到乐观

社会生活 居住环境 是否购买了商品房 对小区环境是否满意

邻里关系 与邻居关系是否处于良好

人际交往 是否在城里新交了朋友

休闲娱乐 空闲时间是否利用城市休闲设施

价值观念 城市消费观念 是否适应城市的消费观念

城市维权意识 遇到消费缺斤少两是否维权

市民行为规范 是否遵守交通规则,是否将垃圾丢进垃圾桶

健康意识 是否经常锻炼身体,生病是否去医院

制度环境 转户政策认知 是否详细了解转户政策

住房医疗教育制度认知 是否详细了解城市住房医疗教育制度

政治权利制度认知 是否了解城市居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利

文化心理 心理落差 进城后是否有心理落差,有多大

歧视感知 是否感觉周围有人歧视自己

社区归属感 是否将居住小区视为以前村庄

市民身份认同 是否认为自己已经是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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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评价框架

本文从职业环境融入、社会生活融入、价值观念融入、制度环境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5个方面,选取

19个评价指标建立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水平评价体系.其中社会生活融入是农户进城后直接面临的问

题,包括居住环境、邻里关系、人际交往情况和休闲娱乐情况;价值观念融入是进城后农户从思想上向市

民靠近,包括城市的消费观念、城市维权意识、市民行为规范、健康意识4个方面;文化心理融入是农户真

正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包括农户进城后的心理落差、周围人群对自己的歧视感知、社区归属感和市民的

身份认同感4个方面.

2 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水平分析

由表2,表3可知,农户城市融入水平得分为68.76,表明重庆市自户籍制度改革以来转户进城农户融

入半市民化水平.其中80分以上的农户占调查样本的16.87%,50~80分的农户占样本的62.29%,小于

50分的农户占样本比例的20.84%.
表2 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水平评价结果1

一级指标 总体得分 >80分/% 50~80分/% <50分/%

总体城市融入 68.76 16.87 62.29 20.84

职业环境融入 69.38 13.52 68.25 18.23

社会生活融入 72.90 21.14 58.95 19.91

价值观念融入 65.81 15.62 62.86 21.53

制度环境融入 66.18 15.15 63.47 21.38

文化心理融入 68.89 18.51 58.24 23.25

表3 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水平评价结果2

二级指标 总体得分 >80分/% 50~80分/% <50分/%

职业类型 68.63 8.36 70.23 21.41
工作环境 69.87 11.36 78.15 10.49
同事关系 70.55 15.68 69.33 14.99
职业前景 68.45 18.69 55.29 26.02
居住环境 75.21 29.36 60.84 9.8
邻里关系 70.22 15.67 61.41 22.92
人际交往 69.39 19.21 53.67 27.12
休闲娱乐 76.77 20.31 59.89 19.8

城市消费观念 66.12 12.08 61.89 26.03
城市维权意识 61.45 9.95 56.99 33.06
市民行为规范 69.92 19.56 63.21 17.23

健康意识 65.74 20.89 69.33 9.78
转户政策认知 71.39 21.56 71.22 7.22

住房医疗教育制度认知 66.35 16.33 59.56 24.11
政治权利制度认知 60.79 7.56 59.64 32.8

心理落差 69.78 16.67 55.32 28.01
歧视感知 70.39 11.86 61.32 26.82

社区归属感 68.49 28.31 61.01 10.68
市民身份认同 66.88 17.21 55.31 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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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环境融入的总体得分为69.38,80分以上农户只占样本比例的13.52%,小于50分农户占样本比

例的18.25%.其中职业类型和职业前景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是因为农户进城后部分农户无职业或者临时

职业,农户担心进城后的工作问题,另外农户对工作环境要求并不高,大多数农户能够与同事搞好关系;

社会生活融入总体得分为72.90,80分以上的农户比例21.14%,50~80分的农户比例68.25%,小于50
分的农户比例为19.91%.社会生活是农户转户进城后面临的最直接改变,进城农户的生活水平或多或少

有所提高.其中居住环境得分75.21,表明农户对进城后的居住条件来说相对满意,休闲娱乐得分76.77,

农户进城后享受到农村无法比拟的公共服务设施及其便利性;价值观念得分65.81,80分以上的农户比例

15.62%,50~80分的农户比例62.86%,小于50分的农户比例21.53%,其中城市消费观念和市民行为规

范得分比较高,表明农户进城后能够适应城市的消费习惯,也能够快速适应红绿灯、垃圾处理等市民行为

规范;制度环境融入得分66.18,80分以上的农户比例15.15%,50~80分的农户比例63.47%,小于50
分的农户比例为21.38%,其中转户进城政策认知得分较高,表明进城前农户对转户政策认知相对较熟悉,

对城市的住房、医疗、教育和政治权利认知得分较低,表明农户进城后对城市的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制

度认知较少,特别是对政治权利漠不关心;文化心理融入得分68.89,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80分以上的

农户比例18.51%,50~80分的农户比例58.24%,小于50分的农户比例为23.25%,农户进城后的心理

存在一定的落差,虽然户籍上已经是城市居民,但是市民的身份认同感还不是很高.

3 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影响因素分析

3.1 研究方法

地理探测器是由中国科学院学者王劲峰在分析疾病风险机理时提出的一种方法,包括风险探测、因子

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4个部分内容.本文主要运用因子探测器来测度解释力的大小,即测度个体与

家庭属性因素和不同城市融入水平影响因素对农户城市融入水平的解释力大小,具体计算公式为:

PD,H =1-
1

nσ2∑
L

h =1
nhσ2n

式中:PD,H 为影响因子D 对融入水平H 的解释力;n,σ2 分别为样本量和方差;nh,σ2h 为h(h=1,2,…,

L)层样本量和方差.PD,H 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表明分类因素对城市融入水平的解释力越强.

3.2 结果分析

3.2.1 个体与家庭特征属性作用

个体与家庭特征因素的融入水平得分普遍较低,绝大部分处于60~70分之间(表4).因子探测分析得

到不同个体与家庭特征属性的因子解释力大小(图1),因子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转户进城时间、家庭

收入水平、家庭住房情况、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量、老家退地情况、性别、婚恋状态.其中,转户进

城时间对城市融入度的控制力最强,因子解释力为0.0189,其主要原因是,转户进城时间越长的农户,对

城市的适应时间就越长,比起刚转户进城的农户来说城市融入水平就越高,自己的市民身份认同感也就越

强;家庭收入水平的因子解释力为0.156,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水平高的农户,有更多的资金去消费城市

丰富的商品和快捷的服务,也更有机会去接触城市的其他居民和文化,体会城市与农村之间消费商品的差

距,比起收入水平低的农户更能够适应城市生活;家庭住房情况解释力为0.146,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家”

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房”,在城市中有无住房是城市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像农村中的农户有没有土地一

样,关系到农户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年龄的因子解释力为0.104,中国农民对家乡都有一种“落叶归

根”的怀乡情节,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怀乡情节越强烈,调查发现,60岁以上转户进城的农户,85%的农户

每年要回老家2次以上;家庭人口数量因子解释力为0.0084,主要变现为家庭人口数量越多,在城市中生

活成本就越大,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就越重,越不利于农户的城市融入;老家退地情况、性别和婚

恋状态的因子解释力分别为0.0072,0.0054,0.0051,对农户城市融入度控制力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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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社会属性特征的城市融入度比较

属性 变  量 融入水平 属性 变  量 融入水平

转户进城时间/年 1 63.33 家庭人口数量 1 66.95
2 66.12 2 66.37
3 68.85 3 65.25
>4 72.29 4 65.61

性别 男 65.69 5人及以上 64.35
女 64.88 家庭年收入水平/万 <1 61.33

年龄/岁 <20 68.95 1~2 62.38
20~39 68.37 2~3 62.87
40~59 65.22 3~4 63.35
>60 63.64 4~5 64.17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65.71 >5 64.79
初中 65.93 家庭住房情况 已购买了商品房 69.58
高中 66.34 正打算购买商品房 67.36

大专及以上 67.12 不打算购买商品房 66.58
婚姻状态 未婚 66.38 老家退地情况 已退承包地、宅基地未退 64.45

已婚,无小孩 65.11 已退宅基地、承包地未退 64.89
已婚,有小孩 65.37 承包地、宅基地都未退 63.99

离异 64.19 承包地、宅基地都已退 65.87

图1 个体与家庭属性的因子解释力

3.2.2 融入水平评价指标作用

因子探测分析得到不同融入水平评价因子解释力大小(图2).因子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社会生活融

入、文化心理融入、价值观念融入、职业环境融入、制度环境融入,解释力从大到小分别为0.1807,

0.1761,0.1523,0.1002,0.0647.由图2可知,社会生活融入因子对城市融入水平控制力最强,居住环境

的差异是农户进城后面临的最直观的改变,小区居住环境、房屋结构与大小、邻里关系等直接影响农户城

市融入感受,一般来说人际交往能力越强对城市的适应能力越强;文化心理融入因素对城市融入水平控制

力比较强,解释力为0.1761,心理落差是农户进城后是否达到心理期望而产生的差距,心理落差越大农户

的社区归属感和市民身份认同较弱,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多数农户的市民认同感不高,有18.15%的新市

民认为自己是城市人,有55.56%的新市民认为自己介于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有26.29%的新市民认为自

己是农村人;价值观念解释力为0.1523,它是农户进城后一段时间内为适应城市而形成的各种价值观念,

包括城市消费观念、维权意识、行为规范和健康意识等,城市消费观念形成、维权意识越强、市民行为规范

越好、健康意识越强的农户,城市融入水平就越高;职业环境因子解释力为0.1002,相对于其他因子解释

力较小,但是仍能较强地影响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对于有工作的新市民职业类型、工作环境、同事关系、

职业前景越好,相对的其城市融入水平就越高;制度环境因素的解释力最小为0.0647,表明“新市民”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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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进城政策、社保医保政策越了解其城市融入度就越高,主要原因是转户政策关系农户的经济利益,如宅

基地和承包地的处置、转户进城补偿等,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并不受其对政治权利认知的影响,也反映出

农户进城后经济诉求放在第一位,政治诉求并不高.

图2 融入水平评价指标的因子解释力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重庆市转户进城定居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了自2010年重

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以来转户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和影响因素.

1)农户城市融入水平总体得分68.76,表明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以来,转户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

较低,总体上转户农户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得分从大到小依次为社会生活融入(72.90)、职业环境融入

(69.38)、文化心理融入(68.89)、制度环境融入(66.18)、价值观念融入(65.81),表现出转户进城后农户

的社会生活融入最快,价值观念融入最慢,融入最难.

2)个体与家庭特征属性作用中,转户进城时间、家庭收入水平、家庭住房情况、年龄、文化程度、家庭

人口数量、老家退地情况、性别、婚恋状态的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0.0189,0.0156,0.0146,0.0104,

0.0091,0.0084,0.0072,0.0054,0.0051.其中,转户进城时间对城市融入水平的控制力最强,性别和婚

恋状态的控制力最弱;融入水平评价指标作用中,社会生活融入、文化心理融入、价值观念融入、职业环境

融入、制度环境融入,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0.1807,0.1761,0.1523,0.1002,0.0647.其中,社会生活

融入因子对城市融入水平控制力最强,制度环境控制力最弱.

4.2 研究展望

虽然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户脱掉了“农民”的外衣,能够进城落户成为新市民,但融入城市需要从经济、

社会、心理3个方面完全融入,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城市融入水平的高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

年龄、转户进城时间、职业环境等.转户进城后农户的生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生计的可持续性是新

市民必须面临的问题,政府应该从医疗、教育、社保、就业、心理等方面建立保障机制,确保进城农户能够

享受与市民一样的福利待遇;特别是就业方面,应该通过鼓励农户进入城市教育培训体系,提升农民的人

力资本;鼓励农户加强社会人际交流,建立自己的开放性社会网络.从研究方向来看,小城镇与大城市融入

水平比较,转户进城农户的可持续生计策略应该作为今后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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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UrbanIntegrationLevelandItsInfluencingFactors
ofFormerRuralHouseholdFarmersinChongqingCity

CAI Jin, LIAOHe-ping, LI Jing
SchoolofGeographicalScience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BasedonthesurveydataofChongqingCityaboutthehouseholdswholivedoriginallyintherural

areasandhavethensettledintheurbanareassincethehouseholdregistrationsystemreformofthecityin

2000andusingstatisticalanalysisandgeographicdetectors,thelevelofintegrationofthosehouseholds

transferredintotheurbancommunityanditsinfluencingfactorsarestudied.Theresultsofthestudyshow

thattheiroveralllevelofurbanintegrationislow,scoring68.76andtheystayinasemi-citizenshipstate.

Ofthevariablesstudied,sociallifeintegrationhasthehighestscore(72.90)andthevalueintegrationthe

lowest(65.81),whichindicatesthatthefarmersintegraterelativelyrapidlyintotheurbansociallifebut

slowlyanddifficultlyintotheurbanvalues.Oftheindividualandfamilyfactorsthatinfluencethelevelof

urbanintegration,thedateofhouseholdregistrationtransferofthefarmershasthegreatestinfluence,fol-

lowedinsequencebyfamilyincome,familyhousing,age,educationallevel,familysize,retention/giving
upoftheiroriginalruralhomestead,gender,andmarriagestatus.Oftheevaluationfactorsstudied,social

lifeintegrationhasthegreatestexplanatorypower,followedinorderbyculturalandpsychologicalintegra-

tion,valueintegration,professionalenvironmentintegrationandinstitutionalenvironmentintegration.

Keywords:ChongqingCity;householdregistrationtransferinurbanarea;integrationlevel;influ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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