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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利用2010年 “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课题组在 

重庆和珠三角地区所收集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 

现，除了个体的能动性如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会影响其留城意愿外，与生命历程相关的出生组 

效应、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以及一定的空间效应都会影响农民工的留城和返乡意愿，另外，性 

别因素也会导致其留城意愿的差异，文化方面的适应也会极大地影响农民工的留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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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聚集于城市，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乡村的外来人 

口，我国尚没有完全消除的城乡二元制度和政策残留，使得这部分人在城市中的工作和生活都处于一 

种边缘状态。这种边缘状态使得农民工在面临留城还是返乡问题时非常纠结，他们的留城意愿及留城 

意愿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从外来人1：3的个体特征来分析导致其不同留城意愿的原因。研究表明， 

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年龄等对留城意愿都有一定影响⋯。但也有研究表明，性别、教育程 

度和年龄对农民工的定居城市意愿影响不明显，职业状况、收入和住房情况对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有 

显著影响_2j。②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状态对留城意愿也会有影响，如在城市生活时间越长、 

在城市工作的稳定程度越高者越倾向于留居城市 J。自我雇佣者、与本地居民交往较多的农民工留 

居意愿比较强 J。③蔡禾认为，农民工的主观心理因素如对城市的适应、感受到的压力以及感受到 

的歧视等都会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造成影响 J。④还有研究从农村生活的角度如流出地的贫困程度、 

对待土地的态度等来分析农民工的留城意愿 。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不少研究者都发现了年龄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有的研究表 

明，年龄对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但也有研究表明无显著影响。造成这种年龄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 

的不确定性的原因，一方面跟研究者所使用的数据有关，另一方面是这些研究大都只将年龄作为一个 

个体层次的因素加以考虑，至于跟年龄有关的社会时代、个人重要生命事件的发生情况及家庭所处的 

生命阶段等因素则没有被考虑。从个人或家庭的生命周期来看，虽然大多数人都遵循着大体相同的轨 

迹，如每个人都会经历上学、毕业、工作、结婚、生育、子女受教育等一系列的生命事件，但具体到 

每个个体，他们在经历这些事件时的年龄和所处的时代却可能是有差异的，个体总是处于个人时间、 

社会时间、历史时间的共同影响之下。因此，在研究农民工留城意愿时加人生命历程的视角就显得非 

常有必要。 

生命历程研究范式是近些年来比较引人关注的一种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对生命历程理论贡献最 

大的是学者埃尔德 (Elder)，他认为 “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和 

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_8 J，“年龄、成长和死亡这些生物意义在生命历程中是由社会建构 

的”_9]，“每一代人都系于其前辈人的生命历程中重大的历史和事件”_l 。埃尔德的这三句话基本上 

阐明了生命历程理论的四个原理：一是生命的时间性原理，这一原理关注某一事件在何时发生，在某 

种程度上，事件发生的时间比事件本身可能更具有重要的意义_1 ，例如，生育是几乎每个女性都要 

经历的生命事件，但这一事件发生在婚前还是婚后对个体甚至对其家庭来讲意义都是大不相同的。二 

是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原理，“人们在哪一年出生和人属于哪一个同龄群体基本上将人与某种历史力量 

联系起来”[12l，另外，这一原理还包含了人的出生地、工作地等因素，也就是空间效应。三是相互联 

系的生活原理，这一原理认为，个人的生活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尤其是与其关系亲密的家庭成员的 

影响，例如，父母的生活轨迹会影响子女的成长经历，子女的情况也常常会影响父母的决策。四是个 

人能动性原理，指的是个人并不是被动地受社会结构的控制，个人的特征和努力对个体的选择有着重 

要的影响。鉴于生命历程诸要素对个体生活的影响，本研究将利用调查数据，尝试从生命历程视角对 

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进行探讨，分析究竟什么样的生命或生活事件会对其留城意愿造成影响。 

二、数据来源、变量界定及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资料来源于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 “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课题组在 2010年7 

月份分别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所做的调查。调查对象满足以下三个条件：跨区 (县)流动、大专及以下 

学历、农村户1：3的农民工。按照 “差异最大化”原则，运用拦截方法在重庆主城区 (沙坪坝、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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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巴南、南岸、北碚、渝北、九龙坡)和珠三角地区 (广州、深圳、东莞、中山)各访问了450个 

农民工，回收有效问卷820份，其中重庆413份，珠三角地区407份，问卷有效率为91．1％。 

2．因变量及其描述统计 

本研究要考察的因变量为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在调查问卷中，问题 “你将来愿意定居在哪里”， 

选项分别为 “①农村；②老家县城 (镇)；③打工城市；④其他城市”。农民工的留居意愿如表 1所 

示：倾向于 留在城市 的农 民工 比例 占到大约一半 (50．12％)，倾 向于 回流 的也有大约一半 

(49．88％)，但值得注意的是，回流并不意味着他们再次返回农村、返回农业，大部分计划返乡的农 

民工希望返回他们比较熟悉的环境从事非农产业。计划返回的农民工中有61．79％的人希望能在县城 

定居，这说明有过城市生活经历的农民工从意愿上来讲，希望重新回农村生活的人比较少，但由于定 

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较高或现实的融人障碍的存在，使得他们又不愿意在大城市定居，相对来讲，老 

家县城对于他们是一个比较能够接受而又可以实现的选择。这里既有农村不能相比的各方面的便利， 

同时文化生活方面又比较熟悉，而且可以 

保持原有的基于血缘地缘的人际关系网 

络。建立模型时，将定居城市和老家县城 

的定为 “0”，视为有 回乡意愿；定居打 

工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定为 “1”，视为具 

有留城意愿。 

3．自变量及其描述统计 

本文主要探讨农民工的生命历程对其留城意愿的影响，因而自变量为生命历程，生命历程变量可 

以具体操作化为以下几类。 

(1)用来衡量 “生命的时间性”(timing，包蕾萍将其译为恰当时间)这一原理的变量。具体包 

括：①外出打工时年龄；②外出打工时的婚姻状况，也就是说调查对象是婚前外出打工还是婚后外出 

打工。 

(2)用来衡量 “个人的能动性”这一原理的变量。具体包括：①教育程度；②是否获得职业资 

格证书；③收入；④个体是否具有务农经历。 

(3)用来衡量 “一定时空中的生活”这一原理的变量。具体包括：①出生组效应：用个体的出 

生年来衡量，出生组效应反映的是个体所处的时代，出生组的赋值方法为 1=1964年以前，2= 

1965～1969年，3=1970—1974年，4=1975～1979年，5=1980～1984年，6=1985—1989年，7= 

1990年以后；②个体时间，用个人的年龄来衡量；③是否省内务工；④打工地：本次调查是在重庆 

市区和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东莞、中山四个城市做的，因而打工地为这五个城市；⑤是否参加 

农村合作医疗。 

(4)用来衡量 “相互联系的生活”这一原理的变量。具体包括：① 是否有子女；②配偶是否一 

同外出；③子女是否在打工地上学；④直系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在家务农。 

变量的具体情况见表2。 

4．控制变量 

为了更好地探讨个体生命历程对于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需要将一些可能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 

的个体特征加以控制，控制变量包括：①性别，许多研究都表明，女性在留城意愿上要普遍高于男 

性，这可能是因为传统的男性养家人角色使得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经济和生活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他们所感受到的城市生活压力更大，因而其留城意愿不如女性那么高。②对当地话的熟悉程度，语言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区分文化的标志，在南方语言体系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熟悉当地语 

言，意味着调查对象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地的文化，这可能会导致其留在当地的意愿要强一些，因此， 

需要对这一变量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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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变量及其描述统计 

5．研究设计 

建立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生命历程因素进行分析，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设计 

出一系列回归模型进行比较。 

基准模型：只纳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 Y=p控制变量X控制变量，模型中的Y (因变量)为农民工的 

留城意愿，x控制变量为研究过程中的控制变量，这里的控制变量为性别和是否熟悉当地语言，p控制变量 

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完全模型：加入所有自变量的回归模型 Y=p控制变量x控制变量+p自变量X自变量，本研究中自变量为外出 

时年龄、外出时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是否有职业技能证书、收入、是否有务农经历、个人年龄、出 

生组、是否省内务工、打工地、是否参加农村合作医疗、是否有孩子、家中是否有人务农、配偶是否 
一 同外出、子女是否在打工地上学。 

嵌套模型：在基准模型和完全模型之间分别依次加入生命的时间性、个人能动性、一定时空中的 

生活和相互联系的生活因素的模型。 

三、影响留城意愿的生命历程因素回归分析 

表3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比较模型 2和模型 1可以发现，在仅有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 (模型 

1)中，Pseudo R2的值为0．0141，加入时间因素后，Pseudo R2由0．0141提高到 0．0336，模型的解 

释力有了显著提高。从时间性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来看，外出时的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留城 

意愿有显著影响，外出时已婚者比未婚者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已婚者留城几率是未婚者的2．04倍 

[exp(0．714)=2．04]，而外出时的年龄对其留城意愿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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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堕奎垦三望些垦昼塑兰全 堡里坚堡型!!!塑坐! 2 — — — — _ — — — — _ — — — — — — — — — — — — — _ — — — — — — _ — _ — _ — — - _ - _ _ _ _ - _ - — — — — _ — — — — — — — — — — — — — 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 型 

控制变量 性别 (男=1) 

时间性 

语言 (会说 =1) 

外出时年龄 

外出时婚姻状况 (已婚 =1) 

个人能动性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上 =1) 

职业技能证书 (有 =1) 

收入 

是否有务农经历 (有 =1) 

一 定时空中的生活 年龄 

出生组 (1980年以后 ：1) 

年龄 出生组 

是否省内务工 (是=1) 

务工地 (重庆 =1) 

是否参加合作医疗 (是 ：1) 

相互联系的生活 是否有孩子 (有 =1) 

家中是否有人务农 (有 =1) 

配偶是否一同外出 (是 =1) 

孩子是否在本地上学 (是 =1) 

一 0．543 

(一3．79) 

0．156 

(1．06) 

一 0．485⋯ 

(一3．29) 

O．231 

(1．53) 

一 O．OO678 

(一0．42) 

O．7l4  ̈

(2．89) 

一 0．505 

(一3．21) 

0．290 

(1．86 

一 O．00473 

(一0．28) 

0．385 

(1．45) 

0．471 

(2．74) 

0．0o72 

(0．04) 

0．O0o193 

(2．02) 
一 0．566 ’ 

(一3．51) 

一 0．408 

(一2．52) 

0．5l6 

(2．59) 

0．00450 

(0．21) 

0．342 

(1．20) 

0．457 

(2．52) 

0．0073 

(0．04) 

0．000328 

(3．19) 
一 0．387’ 

(一2．29) 

0．013 

(0．53) 

3．272 

(2．80) 

0．122 

(3．19) 

一 0．161 

(一0．87) 

0．111 

(0．59) 

一 0．773⋯ 

(一4．50) 

N 808 794 780 780 

— 0．381 

(一2．30) 

0．532 

(2．66) 
一 O．oo452 

(一0．20) 

0．176 

(0．58) 

0．432 

(2．36) 

一 0．0195 

(一0．10) 

O．Ooo337” 

(3．24) 
一 0．405 

(一2．38) 

0．0o9 

(O．36) 

2．889 

(2．14) 

0．1o9 

(2．52) 

一 0．161 

(一0．86) 

0．089 

(0．45) 

一 0．733⋯ 

(一4．22) 

一 0．271 

(一0．84) 

O．157 

(0．55) 

一 0．044 

(一0．19) 

0．646 

(2．47) 

780 

PseudoR2 0．0141 0．0336 0．0636 0．0990 0．1052 

Pmb>chi2 0．000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 ： 表不在 0．05水平上显著 ，”表不在 0．01水平上显著 ，⋯ 表不在 0．001水半上显著 (双尾检验 )。 

模型3加入个人能动性因素，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时间性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后，个人 

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是否有务农经历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水平都有显著影响。高中及以上教育水 

平农民工的留城几率比高中以下的要高 60．2％ [exp(0．471) =1．602]；收入水平对留城意愿有正 

向显著影响，收人越高，留城意愿越强；另外，是否有务农经历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 

有务农经历的人比无务农经历的人留城几率要低 43．2％。值得注意的是，加入个人能动性因素后， 

外出时的婚姻状况对留城意愿的影响变得不明显。 

模型4加入一定时空中的生活这一因素，加入这一因素后，模型解释力大为提高，Pseudo R2由 

0．0636提高到0．0990。这一模型表明，在控制了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个人的努力差异以及社会时间 

因素后，时空因素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也有一定的影响。从模型4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年龄以及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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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与出生组的交互效应后，出生组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效应显示为负，表明位于较前出生组的人留 

城意愿比位于较后出生组的人留城意愿要弱，他们更倾向于返乡，1980年后出生组的农民工的留城 

意愿是 19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留城意愿的26．36倍；农民工是否在家乡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对其留城 

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即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者留城意愿比未参加者要弱。 

模型5加入了相互联系的生活这一因素，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及前面三个因素 

后，与外出务工者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中，只有子女随同在打工地上学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有增强作 

用。有子女在当地上学的农民工比无子女在当地上学的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强，前者是后者的 1．91 

倍，而配偶和其他直系亲属对其留城意愿都无显著影响。 

从这一完全模型可以看出，在将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后，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有：性别，女性比男性留城意愿要强；语言，是否会说当地话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教育程 

度越高，越倾向于留城；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留城；务农经历对留城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出生组越 

往后，越倾向于留城；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者比未参加者返乡意愿要强；有子女在当地上学的农民工留 

城意愿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通过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留城意愿的生命历程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随着流动成为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愿意将城市作为其生命过程中的一个暂时寄 

居地，而是希望能够在工作的城市定居下来，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一半以上。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 

在许多影响其最终是否能够留居城市的障碍性因素。 

第二，在个人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改变的因素中，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留 

城意愿，这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意义。一方面，较高的教育程度使农 

民工具备了一定的从事城市中某些职业的技能，职业的获得及职业层次对个体来讲有直接的经济效 

应，同时职业也是个体参与社会、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 自己在城 

市中的预期收益的估计也会比较高，同时，教育程度对个体而言还意味着一种自信，这种 自信也会增 

强其留居城市的信心。 

第三，在时空因素对留城意愿的影响中，出生组效应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有正向影响，即出生年 

代越晚的人，其留城意愿越强。数据显示，倾向返乡的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31．7岁，倾向留城的平 

均年龄为27．8岁。具体来看，1985年后出生的这两组农民工留城意愿最强，可能的原因是这两组人 

以未婚者居多，即使已婚，已经生育子女的还比较少，同时父母年龄也不大，没有抚养孩子与赡养老 

人的负担。中间四组的留城意愿较前两组有明显降低，有留城意愿的比例均比前两组减少20％以上， 

这部分人由于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他们一般都已结婚并有了子女，大多数家庭的子女都处于上学时 

期 ，由于城市生活成本的高昂及城市教学资源对农民工子女的封闭，他们一般会将子女留在家乡上 

学；同时，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人父母大都已经年迈，需要照顾，出于现实的考虑，他们一般会倾向于 

返乡。留城意愿最弱的为1965年前的出生组，他们的留城意愿不足 1985年后出生组的一半，这可能 

与这些务工者年龄增加，体力下降，收入降低，在城市中所得收入不足以支撑个人或家庭生活有关。 

大多数的农民工都是处于技术含量比较低、可替代性较强、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年龄 

的增加将直接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一些刚性支出都需要以货币形式 

进行支付，当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与支出相当或收入低于支出时，便会倾向于返回生活成本较低的 

农村养老；另外这也和中国传统的 “叶落归根”思想有关。 

第四，农村社会保障的完善会降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从本次调查的数据来看，78．15％的农民 

工外出第一动机是为了挣钱，只有 32．5％的人表示在家乡和打工城市收入一样时仍然会外出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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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经济动机还是大多数人外出的主要动机，去除了这一因素后，城市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将大大 

下降。如果农村的各种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农民在家乡的生活压力得以减轻的话，那么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将会选择返乡，这从参加合作医疗促使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大大增强可以看出来。 

第五，在影响农民工留城还是返乡决策时，子女因素成为家庭决策的重要依据。模型显示，在影 

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家庭成员情况中，仅有子女一同外出在打工地上学这一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子女一同外出比配偶一同外出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作用要大得多，模型中，配偶是否一同外出对 

留城还是返乡意愿的影响不明显，这说明当一个家庭有了子女以后，整个家庭重心便会下移，子女的 

发展与前途成为家庭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对于外出务工者而言，决定带子女到打工地上学一定是具 

备了以下几个条件的：一是经济条件允许，能够支付其子女在城市上学和生活的费用；二是家庭式迁 

移，一般夫妻双方都在同一城市，子女有人照顾；三是所在城市具有外来人员子女读书的场所。具备 

了这三个条件，农民工也就有了在城市生活的基础和留居的动机，因而，子女随迁对于农民工留居城 

市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从分析结果来看，还有一些纳入模型的其他因素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时间性因素中的外出时年 

龄、外出时婚姻状况对留城意愿均无显著影响。可见，决定是否留居城市更多地取决于农民工进入城 

市后的状况，而非进入城市时的个体特征。作为人力资本标志之一的职业技能证书对留城意愿也无显 

著影响。在跨区域流动已经成为很普遍现象的情况下，外来人员是否留居城市与其是否属于省内务工 

相关性不大。务工地对农民工的留居意愿也并无显著影响，这说明在 目前，各个城市针对农民工的政 

策或社会环境并无太大差异，城市间的差异不足以对农民工留城意愿造成影响。配偶是否一同外出在 

本研究中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仅有夫妻两个人外出务工的这种流动方 

式对农民工是否留居城市还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还有与其关系亲密的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 

留在家乡，有限的收入让他们又无力带其他家庭成员一同外出从而无法留居城市，这一点在处于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的外出务工夫妻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2．政策建议 

对于农民工个体来说，在社会环境与社会政策既定的情况下，个人可以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以 

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农民工通过个人努力提升人力资本来实现在 

城乡间自由流动的作用非常有限，所以，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有碍社会公正实现的制度因素。破除对 

农民工不公的制度壁垒，并采取一些切实的帮助农民工提高自身竞争力、帮助其融入城市的措施，使 

具有留城意愿的农民工能够顺利地留在城市，并且让那些因为客观障碍不得不选择返乡的这部分人也 

有留城的机会。具体的建议如下。 

第一，当地政府和农民工所在企业应该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投入。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民工 

的人力资本，使其能够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同时有助于农民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另一方面人力 

资本存量高的劳动力可以为城市政府实现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优质劳动力资源保障。 

第二，当地政府在进行教育制度的设计时应该将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加以考虑。研究表明，子女在 

城市中上学对提升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许多农民工之所以不得不选择返乡，都是因为 

子女教育问题无法解决。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提供接受教育机会的意义不仅在于使农民工更好地留居 

城市，融人城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起点公平，减少贫困的代际传递和社会地位固化的累加效应。 

第三，建立和完善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鉴于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农民工留城还是返乡意愿的 

影响巨大，建立一种能够突破以城乡和地域为界限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显得非常必要。制度的设计要使 

农民工能够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愿 自由地决定是留城还是返乡，而不能让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农民工被迫 

返乡的助推力。 

第四，重视县级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强县城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调查表明，在有返乡意 

愿的人中，有60％以上的人希望返回县城而不是农村。县城具备农村没有的生活方面的便利，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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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村有着良好的教育资源，因为子女教育而移居县城的农村人越来越多，同时县城又不像大城市生 

活节奏那么快、压力那么大，对于外出打工的人来说，县城的宜居性要高于大城市。研究还表明，会 

说当地话的农民工比不会说当地话的农民工留城意愿要高出70．2％ [exp(0．532) =1．702]，这充 

分说明文化因素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的重要影响，而县城正是能提供相同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县城就业，可以免去农民工文化和心理适应的艰难，而这两方面的适应被认为是农民工城市适应的 

最高层次，也是最难以达到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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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会关系和政治文明建设程度的制约。本研究发现，四成以上居民认为 “缺乏法律政策的有效保护” 

是影响女性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正如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辑出版的 <<2006—2007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 

女发展报告》中所提到的，中国法律政策在社会眭别主流化方面确实还存在不少差距。而近六成受访者 

认为 “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是当前促进妇女发展，实现洼别平等的重点。因此，构建和谐的 

性别关系，需要进一步提高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对社会性别的认知程度；还需要增强性别意识教育， 

在发挥女性主体意识的同时让男性更充分地认识和肯定女性的价值，转变传统的性别观念；更需要政府 

进一步提高涉及女性参政议政、劳动就业、财产权利以及婚姻家庭保障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明 

确执法主体和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法律政策在维护妇女权益和实现男女平等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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