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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igrant Workers’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in Small Towns of 
Southern Jiangsu: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Lijia Town

苏南小城镇外来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及其对策研究
——基于常州市礼嘉镇的调查分析

苏南乡镇的工业基础与经济发展水平使其具有

较好的城镇化基础和潜力，理应成为新型城镇

化就地推进和异地转移的重要战略区域，但外

来农民工在居留地的生活质量与城镇化水平较

低。大规模的外来农民工为苏南小城镇带来了

巨大的人口红利，其城镇化质量和迁移决策必

然会对半城市化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产生重要影

响。因此，了解外来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和居留

诉求、实现农民工的有效转移与吸纳已经成为

苏南发达工业小城镇必须面对的共性问题。

当前关于城镇化意愿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

0　引言

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改制”和2000年以

来的“三集中”①后，苏南乡镇企业逐步从多数

乡村聚落中剥离出来，并在镇区及其以上空间

尺度内集中[1]，支撑乡镇企业的已经不再是传统

苏南模式时期的乡村社区农民，而是大量外来

农民工[2]，这些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形成大比

例倒挂，与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关系密切。“十八

大”以来，多个国家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全面

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小城镇相比大

中城市具备较低的政策门槛和落户成本，并且

多年来，外来农民工已经成为苏南小城镇地区产业发展的主要劳动力。尽管拥有较好的城镇化基础和宽松的落户政策，但是农

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并不强。以常州市礼嘉镇为例，从就业和定居意愿两方面探究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调研发现稀缺的住房供

给、低包容的女性就业环境、外来化和趋低化的消费结构、单一的人际网络关系、公共服务缺位等因素均对农民工的定居意愿构

成了负面影响。基于调研结论，提出苏南小城镇应在尊重农民工不同居留意愿的基础上，从产业结构、住房供给体系、公共政策、

城镇消费生活等方面采取必要措施，以推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进而留住人口红利并实现健康城镇化。

Migrant workers have become the main labor force in small towns of Southern Jiangsu. In spite of the better urbanization base and relatively 

loose hukou policy, the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is still not clear. By using SPSS, this paper takes Lijia town of Cha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finding out that, the poor living conditions led by scarce housing market, the strict femal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the adventitious commercial 

structure, and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together lead to lower willingness to settle. Combining with the conclus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southern Jiangsu should take measures in labor preference, the housing supply system, public policy and the urban consumption, 

to strengthen  attractiveness of towns to actively retain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implement the peasant-workers’ health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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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阶段，区域差异对于城镇化路径的选择

影响巨大[3]，现有的农民工意愿研究主要关注北

上广等大城市，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主城区[4]，

但有研究表明位于城市内不同区位的外来人口

存在梯度差异[5]，不同区域的城镇化意愿研究成

果难以直接指导其他地区。因此针对主城区以

外的外来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研究，是作为城

镇化意愿研究样本的一个重要补充。另一方面，

虽然已有相关研究方法和范式较为成熟，从农

民工的个体及家庭特征、经济收入及社会融入

等方面总结可能影响城镇化意愿的因素，也多

采用逻辑回归分析的方法[6-11]。但作为设计因变

量的城镇化意愿含义并不统一，包含了在工作

地继续工作意愿、定居意愿（常住）、落户意愿3

方面倾向，有学者以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农

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意愿表现为在这3个意愿

上的逐步收缩[12]，也有学者把就业意向作为其

中一个变量因子对定居意愿进行分析[13]。事实

上，就业意愿和定居意愿一样受到个体、社会、

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异地务工

者首先是以“就业—获得经济收入”为第一要

务，因而能够较大程度地忍受工作地较低的居

住生活质量，呈现出较高的就业意愿和较低的

定居意愿的半城市化状态。在就业意愿已经较

高的情况下，从“就业—定居”双重视角分析

农民工就业意愿、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以从

两个层次上揭示外来农民工在去留决策中关键

性的矛盾与冲突点。

因此，本研究将以典型苏南小城镇——常

州市礼嘉镇为例，在探寻该地区外来农民工基

本特征的基础上，分别分析对定居意愿与就业意

愿产生影响的因素，找出目前影响农民工跨越单

纯就业意愿走向定居决策的主要原因，并结合苏

南小城镇地区发展的结构性特征进行解读，以期

提出落实外来农民工异地城镇化的对策，为苏南

小城镇地区规划建设与发展提供指引。

1　数据获取与分析方法

1.1　调查区域概况

礼嘉镇位于常州市武进区东南部，距离武

进城区、常州主城区分别为15 min、30 min车程

（图1，图2）。2014年GDP总值82.1亿元，是典型

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型苏南小城镇，机械

加工、电子电器、游艇制造和雨披生产等产业门

类特色突出。2002年开始本地工业化加速发展，

吸引了大量外地农民工；2014年登记的农民工

图1    常州市区位图

图2    常州市礼嘉镇区位图

图3    常州市和礼嘉镇流动人口年龄段

图4    常州市和礼嘉镇流动人口性别比例

近3.8万，占镇域常住人口总数的43%。目前农民

工主要居住于镇区各企业的职工宿舍及镇区内

的3个行政村。

1.2　数据获取与样本特征

笔者于2014年9月，对在礼嘉镇工业企业

务工及从事服务业的外来农民工进行了问卷

调研。调研问卷从“是否愿意在礼嘉定居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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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是否愿意长期在礼嘉工作”两个维度对城

镇化意愿进行提问，并涵盖人口基本特征、职业

特征、城镇生活状况、社会融合度、家庭成员情

况5大类21个具体情况。发放方式上按照企业门

类和职工数量筛选出不同类型和大中小规模的

企业作为问卷发放点，以避免调查群体过于集

中对结果产生的干扰。问卷共计发放572份，其

中有效问卷531份，有效率为92.5%。

将本次调研样本和常州市区同指标对比[14]

可以发现，小城镇地区外来农民工存在“三高”

的特点：礼嘉镇外来农民工在常住人口中的比

重高于常州市区；青壮年比重高于常州市区平

均水平；男女比例的失衡程度远高于常州市水

平（表1，图3，图4）。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民工的

集聚特征受就业机会影响显著，苏南小城镇地

区就业结构普遍单一，通常以机械加工、电子仪

器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流支柱产业，这类

企业对就职者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上的要

求导致劳动力群体特征集中。

1.3　分析方法

本文所要研究的定居意愿和工作意愿均处

理为二分类变量，设置5大类21个自变量因子，

以二元Logistic回归为分析模型，首先将人口学

特征、职业特征、城镇生活状况、社会融入状况4

类17个变量纳入计算，对定居意愿和就业意愿

进行分析，各自得出对两者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的因素；另外因为家庭成员情况中已婚和未婚

人口设置的选项不同，文章采用分类交叉描述

家庭情况中已婚和未婚的4个自变量对定居意

愿和职业意愿是否存在显著性影响。本文使用

IBM SPSS 21.0进行分析（表2）。

2　城镇化意愿调查结果及影响因素分析

2.1　就业意愿和定居意愿

根据分析结果，礼嘉镇外来农民工表现出

较高的长期就业意愿和相对较低的定居意愿，

有定居意愿的占36.0%，而不打算定居、仅具有

长期工作意愿的占69.7%，是宏观城镇化滞后于

工业化现象在个体决策层面的微观反映（表3）。

2.2　就业意愿、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首先以定居意愿作为因变量，通过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模型中-2对数似然

值为546.3，运算中可预测样本达到72.2%，模

型拟合良好。同样的模型，以工作意愿作为因变

量，回归模型中-2对数似然值为469.5，运算中可

预测样本达到73.6%，模型拟合良好。模型运算

结果表明，年龄层次、工资水平、婚姻状况、是否

感觉到地域歧视、公共服务获取满意度5个因素

对外来农民工长期就业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

居住状况、家庭成员分离度、商业设施满意度、

企业规模类型、在居留地的朋友数量、公共服务

获取度这6大因素决定了外来农民工是否具有

定居意愿（表4，表5）。具体分析如下。

2.2.1   人口学特征更易影响就业意愿：较高的青

           壮年人口集中度导致就业意愿表现较高

人口学特征中，年龄层次和婚姻状况均对

工作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工作意愿随年龄增加

呈倒U形，25—35岁的人群在礼嘉继续工作的

职业预期比例高于其他年龄段，可能由于这一

年龄层的农民工处于青壮年时期，具有一定工

作技能和社会资本，在一定的工作积累后已筛

选出适合自己发展的工作，因此这一年龄层次

的农民工在流入地具有较高的长期就业意愿。

就业意愿与婚姻状况也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

已婚人群中有就业意愿的占74.5%，未婚人群就

业意愿相对较低，通过对调研对象的访谈发现

未婚人口在居留地牵绊较少，机动性较大，多希

望尝试更多的工作类型寻找更好的机会，因而

就业地的选择更为广泛。

2.2.2   城镇生活状况对定居意愿影响显著：稀

            缺住房市场和不完备住房体系下的居住

           状况、外来化和趋低化的消费结构导城                      

           镇吸引力低

在城镇生活状况类的自变量因子中，居住

状况和商业设施满意度对定居意愿产生较大影

响。首先，居住状况对定居意愿产生了最为显著

的影响。调研统计得出，58.7%的农民工租住

于镇区及工厂周边的居民自建房，33.8%的农

特征 样本占比
性别 男：69.9%  女：30.1%

年龄 16—25岁：32.4%；26—35岁：36.7%；36—45岁：22.7%；46—55岁：12.1%；
56岁以上：0.6%

婚姻状况 未婚：37.10%；已婚：62.90%

受教育程度 小学：4.1%；初中：50.1%；高中中专：24.1%；大专：14.1%；本科以上：3.8%；
其他：3.8%

来源地 常州市内：2.8%；苏南其他地区：3.6%；江苏省内：22.4%；安徽：26.7%；河
南：14.7%；其他省份：33.9%

自变量类别 自变量因子
人口学特征 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
职业特征 企业规模；企业类型；职业类型；工资水平；保险数量

城镇生活状况 居住情况；公共服务获取满意度；商业设施满意度；物价接受度；房价接受度；
来礼嘉时间

社会融入情况 本地人有没有歧视；亲戚朋友数量

家庭成员情况 配偶是否同住；子女是否同住（已婚）
是否有对象；对象是否在礼嘉（未婚）

定居意愿 合计
有定居意愿 没有定居意愿

职业期许
有职业期许 36.0 33.7 69.7

没有职业期许 4.1 26.2 30.3
     合计 40.1 59.9 100.0

表1  样本基本特征表

表2  自变量类别与因子

表3  定居意愿与就业意愿交叉分析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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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住在工厂职工宿舍。其中，租房群体的定居

意愿远高于住在单位宿舍中的农民工，从一定

程度，可以认为租房所形成的准定居式生活有

益于长久定居意愿的培养。但事实上，礼嘉镇的

住房供应数量和供应类型都难以满足农民工的

基本租住和购买需求。现状租住的房屋主要是

居民自建房，房屋简陋、设施陈旧且居住环境较

差，受访的农民工表示“即使有钱在礼嘉也租

不到舒适的房屋，同样价格在武进城区或者常

州市区可以租到设施完备的商品房”。常州市房

地产开发集中在市区，小城镇房地产开发数量

较少，礼嘉镇区仅有的几处商品房半数为安置

工程的小产权房，已建的国有土地的二手商品

房异常稀缺紧俏。稀缺的开发量和不完备的住

房体系弱化了小城镇地区原本低成本的房价门

槛，大大减弱了对外来农民工定居的截留能力。

商业设施满意度与定居意愿呈正相关，

但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的仅占样本数量的

35.1%。在城市中，外来农民工集聚区内部往往

自发形成商业、基本公共服务等设施[16]，某种

程度上形成满足农民工日常生活的小型系统，

在此基础上借由城市商业设施满足较高层次

的消费需求。而在乡镇地区，外来农民工所需

的商业服务、公共服务并未在集聚区内集结，

而是集中于镇区主要街道。大量从事零售、餐

饮的店铺均由外来人口经营，农民工一定程度

上完成了对小城镇商业空间的“入侵”和“演

替”。城镇整体商业服务设施水平仅能满足日

常基本生活的基本需求，既难以满足本地人口

的更高层次购买力的消费诉求，也难以满足农

民工中青壮年主体对休闲娱乐的需求。总体上

城镇商业品质的趋低化与外来化减弱了城镇

生活的吸引力。

2.2.3    家庭成员情况亦显著影响定居意愿：低包

            容的女性就业环境下难以形成家庭整体

            流动

家庭情况类的因子中，家庭成员分离度对

定居意愿也产生显著影响。分居生活的家庭模

式已成为农民工一项极为沉重的非经济成本，

严重影响农民工的迁移意愿[15]。已婚人群中配

偶与子女在本地同住比例较高的家庭，其城镇

化意愿也较高，但配偶和子女均同住礼嘉的比

例仅为15.1%。在未婚人群中有对象且对象在

礼嘉的人群定居意愿和工作意愿也相对较高，

但未婚人群有对象的比例仅为30.2%。在调研

访谈中，大量在礼嘉镇工作的青年男性表示，在

礼嘉“很难找到女朋友”。已婚男性也表示家庭

中的随迁女性难以在礼嘉稳定就业。其根本原

因在于礼嘉的产业结构失衡导致的就业性别结

构失衡：礼嘉镇二产以机械制造为主，偏好男性

青壮年劳动力；同时三产发育不足，因此适合女

性生活服务业就业机会也相对较少并且待遇不

高；加之由于苏南地区较为严格的城镇管理制

度，几乎没有“非正式”就业的生存渠道。多方

原因导致了以礼嘉为代表的苏南乡镇地区就业

环境缺乏多样化、结构层次包容性低，因而导致

了严重失衡的男女比例和较高的家庭成员分离

度，进而对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产生负面影响。

2.2.4   职业特征与社会融入情况不同程度的影响

           了两方面意愿：单一的企业类型和较低的

           企业根植性导致人际网络缺乏稳定

职业状况和社会融入度方面不同层次的因

子各自对两类意愿产生影响，具体而言，职业状

况中的工资水平对就业意愿影响显著，而企业

的类型与规模则对定居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

社会融入度方面，“是否感觉到地域歧视”对就

业意愿影响显著，而在居留地朋友的数量则更

进一步影响了定居意愿。

工资水平的因素上，工资水平较高的具有

更强的工作意愿。问卷结果显示，月工资段每

增加1 000元，工作意愿增加1.4倍左右。企业类

型和规模因素则对定居意愿产生影响，服务行

业外来人口定居意愿仅为23.3%，机械、电子

等大型龙头行业的定居意愿处于中等水平，为

38.7%，而从事当地根植性产业的人群定居意愿

对工作意愿有影响的因素 对两类意愿均有影响的因素 对定居意愿有影响的因素

年龄层次
工资水平
婚姻状况

是否感觉到本地人歧视

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

居住状况
家庭成员分离度

企业的规模、类型
商业设施满意度

在居留地的朋友数量

表4  工作意愿和定居意愿二元logistic影响因素汇总表

相对较高，达到70.0%。礼嘉外来农民工大量集

中于技能替代性较高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

不易受市场冲击、能固化劳动力的特色根植性

企业缺乏，不利于促进农民工长期稳定的定居，

并且特色产业的规模往往相对较小，这些小型

中企业员工之间交往密切，人员流动性较低，利

于逐步构建稳定的人际关系网。

在对地域歧视的感知上，“认为歧视不明

显”人群就业意愿明显较高。但地域歧视的感

知程度对定居意愿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原因可

能在于由于大量本地人口居住于乡村，外来农

民工集中聚居于镇区，在居住生活环境中与本

地人形成隔阂和分异，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日常

的交集，而在工作环境中则面临更多必须的交

往，容易产生更多冲突。但在居留地的人际交往

与定居生活的关联度较大，因而朋友数量对定

居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2.2.5   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同时影响两类意愿：

           公共服务实际供给与政策规定的落差严重

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是唯一同时影响两类

意愿均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但对公共服务设施

表示满意的人群比例仅为20.2%。常州市从2000

年推行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2014年增设

居住证制度，居住证持有人可以在常州享受子女

入学、公共租赁住房申请等14项公共服务，强化

了外来人口落户的政策保障。虽从政策上看，小

城镇地区拥有较低的公共服务准入门槛，但乡镇

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远落后于大城市，而外来人口

的高比例进入又稀释了原本低质的公共产品供

给。因而实际上，外来农民工所能享受的公共服

务远不及政策条款给予的承诺（表4，表5）。

3　对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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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意愿 定居意愿
B Sig. Exp (B) B Sig. Exp (B)

性别男（参照组：女） .199 .465 1.220 .093 .719 1.097
年龄段 -.230 .014* .795 .024 .771 1.025
学历（参照组：本科及以上） 　 .476 　 　 .664 　

小学及以下 .335 .724 1.398 -.144 .873 .866
初中 .352 .620 1.421 .304 .663 1.356

  高中中专技校 .282 .686 1.326 .573 .399 1.773
大专 .975 .160 2.652 .505 .446 1.658

婚姻未婚(参照组：已婚) -1.068 .002** .344 -.224 .452 .799
企业规模（参照组：微型企业） 　 .161 　 　 .039* 　
  大型企业 -1.856 .115 .156 -1.685 .065 .185
  中型企业 -2.380 .049* .093 -2.647 .007** .071
  小型企业 -1.565 .240 .209 -2.390 .028 .092
企业类型（参照组：服务业） 　 .480 　 　 .014* 　
  机械类 1.996 .117 7.357 3.012 .006** 20.335
  电子类 2.174 .097 8.795 3.851 .001** 47.042
  轻工类 1.800 .142 6.051 2.976 .004** 19.601
  船舶类 -.809 .413 .445 1.810 .057 6.111
职业类型（参照组：其他） 　 .213 　 　 .988 　

普通员工 -.056 .919 .946 -.150 .773 .860
管理人员 .246 .707 1.278 -.072 .904 .931
销售人员 .681 .461 1.975 -.051 .949 .950
后勤和服务类人员 -.971 .104 .379 -.338 .600 .713

工资水平 .340 .046* 1.405 -.010 .954 .990
工资盈余 -.166 .297 .847 .252 .076 1.286
保险数量 .096 .184 1.101 .011 .859 1.011
居住状况（参照组：其他） 　 .214 　 　 .045* 　
  租房 .105 .868 1.111 1.283 .042* 3.608
  单位宿舍 -.500 .429 .607 1.032 .091 2.805
  已在礼嘉买房 .999 10827.828 3.263 .009** 26.139
生活成本（从高到低） .017 .931 1.017 -.020 .915 .980
房价高低（从高到低） -.157 .349 .854 -.028 .861 .972
公共设施满意度（从满意到不
满意） -.481 .002** .618 -.406 .009** .666

商业设施满意度（从满意到不
满意） -.181 .284 .835 -.305 .047* .737

朋友数量（从多到少） -.263 .066 .769 -.301 .026* .740
本地人歧视（从歧视到友好） .353 .004** 1.424 .156 .163 1.169
来礼嘉时间 -.037 .756 .964 .138 .196 1.148
常量 3.209 .060 24.762 -1.304 .416 .271

表5  就业意愿、定居意愿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参数 障女性多元就业环境，稳定男性职工随迁家属

的就业，也为单身青年男性提供相对均衡的择

偶环境，稳固情感联系。另一方面，当地特色的

根植性产业在凝聚人口上更加有效，建议完善

根植性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鼓励企业之间的

集群与合作，促进根植性产业的复兴与升级，既

保持小城镇产业的持久活力，又以可替代性较

低的职业技能稳固定居意愿。

3.2   建立多层次住房供给市场, 以及政企

       协同的保障房体系

城镇稀缺的住房市场和不完备的供给体

系导致的外来农民工住房状况糟糕，很大程度

阻碍了其在就业地的定居意愿。针对小城镇相

对灵活的二元土地供应特征，充分调动镇、村两

级积极性，合理利用镇区及周边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条件下，鼓励镇政府

和村级组织利用不同权属的土地进行土地开发

等，改善“租”“购”均难的紧缺的现状。另外，

转变目前单一的“职工宿舍”形式的住房福利，

加强企业政府合作，以企业政府合资建设适用

性更强的公租房，将长期居留的农民工纳入公

租房保障范围。总体上建立镇村两级的商品房

市场和政府企业协同的保障房体系。

3.3   提升城镇商业环境, 通过对生活方式

       塑造提升城镇吸引力

针对礼嘉的商业调研发现其城镇商业环境

仍处于大而全的市场阶段，百货业态、餐饮娱乐

形态逐渐丰富，但总体水平较低且发展阶段与

农民工人均收入水平不符合，访谈中，大部分人

表示“镇区购物仅能满足日常生活需求，需要

频繁前往城区购物，极不方便”。建议政府引导

和提升城镇商业层次，引导培育多种类型的购

物中心，满足大量农民工逐步增长的消费需求，

以差异化的城镇生活方式为导向，塑造苏南小

城镇的独特魅力，提升城镇吸引力。

3.4   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减小与政策

        规定的落差

落实居住证制度赋予农民工的政策权利，

注：*P＜0.05，**p＜0.01；

     就业意愿分析中：-2对数为546.3，预测准确率为72.2%；定居意愿分析中：-2对数为469.5，预测准确率为73.6%。

本出路[17]，礼嘉镇这类工业化和城镇化基础良

好的小城镇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载体，留住

农民工带来的人口红利也是促进城镇良性发展

的举措。因此，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苏南小城镇

应当在尊重不同居留意愿的基础上，从影响其

定居意愿的主要阻碍因素出发，寻求小城镇地

区外来农民工异地城镇化出路，政策建议如下：

3.1　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提升就业包容性

        与根植性

劳动力偏好导致的男女失衡已经严重影响

城镇化的健康推进，产业规划不仅应当注重转

型升级、经济效率方面的遴选，同时更多人文因

素也应纳入考虑。建议二产适当引进适宜女性

就业的轻工产业，并进一步提升服务业比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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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缩小外来农民工与本地人口的公共服务待

遇差异。针对农民工需求，尤其加强农民工子弟

学校的扶持和扩大镇中心卫生院的服务能力。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者公私合作模式加大公共

服务设施投入力度，把资金花在“刀刃”上，缩

小实际公共服务供给与政策规定的落差，保障

城镇公共服务在子女入学、医疗、保障性住房申

请等方面的有效供给。

4　结语

总体而言，相比大中城市，苏南小城镇地区

的外来农民工呈现出：占常住人口比重高、青壮

年比重高、男女比例失衡大的群体特征。外来农

民工的年龄层次、就业收入等因素确实助推了

高就业意愿的形成。但是，苏南小城镇地区优良

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基础、较低的落户政策和落

户成本并未提升外来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主要

原因在于稀缺的住房供给、低包容的女性就业

环境、外来化和趋低化的消费结构、单一的人际

网络关系、公共服务缺位等方面的制约。因此为

了实现农业人口的有效转移和落实人口的新型

城镇化，苏南小城镇应当从产业结构、住房供给

体系、公共政策、城镇消费生活4个方面作出政

策调整。但也正如前文所说，当前对城镇化的研

究已经进入微观阶段，礼嘉仅能作为苏南小城

镇的代表之一，这类地区的外来农民工的城镇

化路径依然有赖于更细致全面的工作和更多的

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