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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通过对影响中国城乡迁移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 ,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城乡

迁移具有比较明显地促进作用 ;第二 ,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成为城乡迁移比较重要的推动力量 ;第三 ,中国城

镇新增就业岗位对城乡迁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国城镇失业率对城乡迁移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的城乡迁

移仍存在盲目性 ;第四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迁移的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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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国农村人口的乡 - 城迁移 (以下简称城乡

迁移 )并非是一个新问题 ,关于城乡移民决定因

素的研究 ,也已经有较多的文献。研究中国的城

乡迁移 ,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数据质量的问题。

至今为止尚没有官方公布的中国农村人口城乡迁

移的具体数据 ,只有一些全国性的调查 (如“四

普 ”、“五普 ”数据 )。不同的学者在处理中国农村

人口城乡迁移的数据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除了

极个别研究者 [ 1 - 4 ]外 ,其他的研究数据都不是全

国范围的样本 ,而只是一个或几个省 (或者是县 )

的抽样调查数据。即使在使用全国范围样本的研

究中 ,大多数是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和截面分析 ,很

少有能够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而面板数据分

析能够同时反映研究对象在时间和截面单元两个

方向上的变化规律及不同时间、不同单元的特性 ,

同时可以减少多重共线性带来的影响 ,更好地解

决忽略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从而使得

计量结果更加真实可信。正是出于这个目的 ,本

文以托达罗模型为理论基础 ,利用现有的官方统

计数据 ,建立了全国范围分省市的面板数据 ,对中

国城乡迁移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以期望得

到更加满意的分析结果。

　　二、文献综述

　　关于城乡移民决定因素的研究 ,目前已经有

较多的文献。这些研究普遍认为 ,过剩劳动力和

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城乡迁移背后的推动力量 ,

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是迁移决策中的重要变量。

然而 ,这些研究的研究数据只是一个或几个省的

抽样调查数据而不是全国范围的数据。蔡 　使用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 ,本地农村人口

比例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的比率、本地人均耕地

面积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比率、本地受雇于乡

镇企业的农民比例与全国这一比例的比率 ,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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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迁移都有正向的影响 ,而本地农村人均收入与

全国人均收入的比率对于迁移则有负向的影

响。[ 1 ]赵辉耀的研究发现 ,耕地面积对于迁移决

策具有显著的影响。[ 5 ]
Zhu的研究发现 ,收入差距

是影响人口迁移的最重要的正向因素。[ 6 ]蔡 　和

王德文利用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

人口流动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城市劳

动力市场就业形势和迁移距离是影响城乡人口迁

移的决定因素。[ 7 ]
Kevin Honglin Zhang和 Shun2

feng Song对数据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和截面分

析 ,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实际 GDP的增长率对城

乡人口迁移具有正向的影响 ,人均耕地面积、省际

迁移的距离因素对城乡迁移具有负向的影响。[ 3 ]

卢向虎等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构建计量经济学经

验模型 ,利用 1978 - 2003年全国层面的数据发

现 ,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阻碍中国

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并成为城镇常住人口的重要

力量 , [ 4 ]这一点与 Kevin等人的研究发现不同。

另外 ,他还发现 ,中国城镇失业规模对农村人口城

乡净迁移规模影响甚微 ,并且得出 ,制度因素是阻

碍城乡迁移规模增加的因素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延 ,制度因素对城乡迁移的影响逐渐减弱。

在城乡迁移原因的研究中 ,直接研究农村过

剩劳动力和城乡收入差距对于迁移的决定作用的

论文现在还太少。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农村过剩劳

动力到底有多少。另外 ,除极个别研究外 ,几乎所

有的数据都是地区数据而非全国性的数据 ,即便

是在使用全国范围样本的研究中 ,大多数也都是

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和截面分析 ,很少有能够使用

全国范围的分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这限制了

估计结果的外部有效性。本文在研究中试图克服

这一缺陷。

　　三、模型构建

　　托达罗模型认为 ,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

济现象。其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

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差异越大 ,流入城市的

人口越多。[ 8 - 9 ]其公式表示为 :

M ( t) = f[ d ( t) ] , f’ > 0 (1)

其中 ,M ( t)表示 t期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

数量 , d ( t)表示 t期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 f表示响

应函数 , f
’

> 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

函数。 t期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为 :

d ( t) =w ( t)π ( t) - r ( t) (2)

其中 w ( t)表示城市实际工资 ,π ( t)表示就业

概率 , r ( t)表示农村实际收入。 (2)式表示预期的

差距 d ( t)由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获得就

业机会的可能性 (概率 )这两个变量相互作用决

定的。托达罗认为 ,在任一时期 ,迁移者在城市现

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

机会成正比 ,与城市失业人数呈反比 ,即 :

π ( t) =γn ( t) / [ s( t) - n ( t) ] (3)

γ表示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 , n ( t)表示现代

部门总就业人数 , s ( t)表示城市地区总劳动力规

模。由上我们可以将城乡人口迁移函数表示为 :

M ( t) = f{ [w ( t) - r( t) ] , [γn ( t) ] , [ s ( t) -

n ( t) ] } (4)

Ravenstein和 Redford等人 [ 10 - 11 ]提出的“推

拉理论 ”认为城乡迁移是由马尔萨斯推力 (Mal2
thusian force)以及农村人均耕地面积 (L )的匮乏

推动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经验表明 ,一国

的经济繁荣活跃期也是人口流动的活跃期。因此

我们在实证分析中引入 GDP与农村人均耕地面

积 (L)两个变量 ,方程变为以下形式 :

M ( t) = f{ [ GDP ( t) ] , [L ( t) ] , [w ( t) - r ( t) ] ,

[γn ( t) ] , [ s( t) - n ( t) ]} (5)

(5)式表示 ,在任一时期内 ,一个国家农村人

口向城市迁移的规模是经济发展水平 (实际

GDP)、人均耕地面积 (L )、城乡实际收入差距

( Gap)、城市失业规模 (Uem )和城市部门新创造

就业机会 (N job)的函数。

　　四、实证分析

　　11数据说明

本文在计算各省、市某年农村人口城乡净迁移

规模 (万人 )时 ,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

人口统计资料》中的“市人口机械变动”计算各省、

市、自治区历年市人口的净迁入规模。各省历年实

际 GDP (百亿元 )以 1978年为基期消除价格因素后

平滑的结果。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 L (公顷 /人 )

计算方法为 : L =农作物种植面积 /农业人口。城

镇失业率 (Uem)为城镇登记失业率。城乡实际收

入差距 ( Gap)的计算方法为 : Gap =城镇居民家庭

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

全年纯收入。城乡实际消费差距 ( Gcon)的计算方

法为 : Gcon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

出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城

镇每年的新增就业岗位 N job (万人次 )用各省市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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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城镇从业人员的一阶差分近似表示。以上数据

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劳

动统计年鉴》2000～2004年各期。另外 ,由于重庆

和西藏部分年份的数据缺失 ,本文在统计数据的时

候没有将其统计在内。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中

的农村人口城乡迁移仅指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长期

迁移 ,是公安部系统掌握的户籍迁移 ,以户籍登记

为基础计算的 ,即农村人口户籍转变为城镇户籍人

口的数量。

21计量分析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的第一步是检验模型是符

合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第二步是检

验被解释变量的参数是否对所有个体样本点和时

间都是常数。在计量分析过程中我们采用 Haus2
man检验来判定是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

应模型 ,我们用 Eviews511的新增功能固定效用

冗余 (Redundant Fixed Effects)检验和 Hausman检

验确定了我们在截面方向和时期方向的估计方法

(结果见表 1)。另外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面板数

据是 29个省份的 13个年份的数据 ,截面单元远

远大于时序单元 ,所以可以认为差异主要表现在

横截面的不同个体之间 ,即模型选择选择参数不

随时间变化的变截距模型。

由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 ( Gap )表达式中城镇

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

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的统计口径不同 ,可能存在

代理变量失真的问题。我们引入城乡实际消费差

距 ( Gcon)和城乡恩格尔系数 ( Geng)两个新的代理

变量 ,建立了四个方程 (M1 - M4)。在四个方程中

我们分别引入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三个不同的代理

变量对计量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方程如下 :

M1it = c1 it + a1 GDPit + b1 L it + d1 Gap it + e1 N jobit

+ f1Uem it +ε1 it (6)

M2it = c2it + a2 GDPit + b2Lit + d2 Gconit + e2Njobit

+ f2Uemit +ε2it (7)

M3it = c3it + a3 GDPit + b3Lit + d3 Gengit + e3Njobit

+ f3Uemit +ε3it (8)

M4it = c4it + a4 GDPit + b4Lit + d4 Gconit + e4Njobit

+ f4Uemit + g4 Gengit +ε4it (9)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 ,我们采用 Eviews511

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结果如表 1所示。

31回归结果与讨论

表 1　中国城乡迁移数量决定因素 : 1992～2004年分省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
M1 M2 M3 M4

　　截距

　　GDP (1978 = 100)

　　农村人均耕地面积 (L)

　　实际收入差距 ( Gap)

　　消费水平差距 ( Gcon)

　　恩格尔系数比 ( Geng)

　　城镇新增就业岗位 (N job)

　　失业率 (Uem)

　　调整 R2

　　D. W值
　　Hausman检验 P值
　　截面估计方法
　　时期估计方法
　　样本数

510433 712713 717953 713643

(01946) (11193) (01766) (11220)
011453 011713 011653 011613

(01033) (01031) (01033) (01034)
- 617533 - 811763 - 810343 - 713053

(21563) (21680) (21552) (21572)
11098

(01246)
01306 01167

(01349) (01353)
01318 01192

(01379) (01456)
010153 010173 010183 010173

(01003) (01003) (01003) (01003)
- 01002 - 01006 - 01025 - 01021
(01043) (010719) (01054) (01072)
01866 01835 01851 01837
11410 11411 11378 11380
01000 01016 01000 01000

Fixed Fixed FixedFixed
None None NoneNone
377 377 377377

注 : (1)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 (2) 3 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3) FE估计的 Hausman检验的零假说是 FE和

RE估计系数无系统差异。

　　 (1)方程 M1 - M4中 ,实际 GDP符号为正 ,且

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经济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促进了中国的城乡迁移 ,这一发现与传统的

理论推断是一致的 ,与 Kevin等人 [ 3 ]的实证研究

结果也是一致的。人均耕地面积 (L )符号为负 ,

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人均耕地面积的

减少促进了中国的城乡迁移 ,人均耕地面积的减

少已经成为中国城乡迁移比较重要的推动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城市建设的加速 ,大量耕地被

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 ,造成了农业人均耕地面积

的锐减。耕地面积的减少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进一步扩大了农村隐性剩余劳动力的数量 ,

也促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

(2)方程 M1 - M4 中 ,城镇新增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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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job)的符号为正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这与

托达罗模型的预期一致。城镇失业率 (Uem )符号

为负 ,在四个方程中均不显著 ,这一发现与托达罗

模型的预期不太一致。从中可以看出 ,我国城镇新

增就业岗位的增加对城乡迁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 ,而城镇失业率对城乡迁移的影响不显著。这可

能是因为 ,潜在的城乡迁移人口更加看重的是城镇

中新创造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城镇的失业率 ,因此 ,

我们认为中国的城乡迁移仍然存在盲目性。

(3)方程 M1中 ,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代理变

量 ( Gap)即使在 10%的水平上也不显著。在方程

M2中 ,我们将城乡收入差距的代理变量替换为城

乡消费水平差距 ( Gcon) ,计量结果仍不显著。在

方程 M3中 ,再将城乡收入差距的代理变量替换

为城乡恩格尔系数比 ( Geng) ,计量结果还是不显

著。最后 ,我们在方程 M4中 ,同时引入 Gcon和

Geng,计量结果仍旧不显著。这一结果与托达罗

模型的理论预期不一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虽

然目前我国存在很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消

费水平差距 ,但是这一差距对城乡迁移的促进作

用并不是很大。而且本文的研究并没有得出“城

乡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农村人

口迁移到城镇并成为城镇常住人口的重要力

量 ”[ 4 ]的这一结论。我们认为这一现象跟潜在城

乡迁移居民的理性预期有关。虽然存在着巨大的

城乡收入差距 ,但是理性的城乡迁移者认为即使

他们进入城市也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 ,得到高

收入的可能性很小 ,所以城乡收入差距并不能成

为他们进行城乡迁移的主要动力。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托达罗模型为理论基础 ,利用 1992～

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城乡迁移的决定因素

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如下 :

11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城乡迁移具有比较显

著的促进作用

与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相同 ,经济发展水平的

提高促进了农村人口的城乡迁移 ,同时 ,在改革的

前 20余年中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大大得益于

劳动力的转移。城乡迁移是发展中国家进行二元

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 ,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

源泉。从“人口红利 ”[ 12 ]的视角来看 ,我国城市地

区处于老龄化加速并迅速接近人口红利机会窗口

关闭的时刻 ,而在广大的内陆农村 ,与较高生育水

平相联系的是年轻的人口结构类型。农村地区有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 ,但由

于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而无法兑现人口红利。在

目前的二元经济条件下 ,合理的城乡迁移将使得

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利用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丰

富的年轻劳动力来延长其机会视窗的开启时间 ,

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将人口机会和经济增长机会结

合 ,解决城乡劳动力供需矛盾和充分就业的问题 ,

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环境。我们应

该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引导农村人口合理的城乡

迁移 ,抑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过度迁移。在这个

过程中“生存成本 ”会自发地起作用 ,过高的“生

存成本 ”会迫使一部分农村人口流回农村 ,市场

最终会使城乡迁移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

21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成为城乡迁移十分

重要的推动力量

改革开放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为核心的农

村改革在确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同时 ,灵活地

安排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的排他

性和享有农业生产剩余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

了充分的发挥 ,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 ,同时使大

量的农村隐性剩余劳动力显化。过剩的农业劳动

力成为城乡迁移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由于农业

产值的下降和农业收入的降低 ,土地在农民增收

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从生产要素转

而变为提供保障和抵御风险的资产 ,土地转而成

为农民社会保障的主要依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制的性质 ,使得迁移的农民由于担心在新一轮的

土地分配中失去土地而纷纷回到农村 ,“循环式

迁移 ”成为中国农村城乡迁移的主要形式。而导

致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不健全 ,土地产权不明确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刚性

不够。因此 ,为了解决农村人口城乡迁移的后顾

之忧 ,必须重构农村土地产权关系。要明晰土地

权利并在法律上加以保障 ,强化农民土地使用权

的地位 ,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尝试

股田制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

31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对城乡迁移的作用与

托达罗模型的预期一致

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对中国的城乡迁移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失业率对中国的城乡迁移具

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潜在的迁移人口更加看重

的是城镇新增加的就业机会 ,而不是城镇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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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业现象 ,中国的城乡迁移仍存在盲目性。促

进农村人口的合理迁移 ,减少城乡迁移的盲目性 ,

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继续深化改革

户籍制度以及与其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剥

离户口的福利含义 ,消除迁移过程中的寻租动机 ,

将其还原为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最终把户籍

制度变成仅仅是一种人口登记制度 ,使其行使通

常意义上的基本职能 ,而不是用于“身份 ”识别 ,

在此基础上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一旦城

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 ,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

机制建立起来 ,流动本身会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

的收入差距 ,这反过来会减慢农村劳动力流向城

市的规模和速度 ,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会

逐步引致一种自我调节机制。

41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城乡迁移的作用不

显著

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达到 0145的水平 ,显著

超出了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水准 ,并且差距仍有进

一步扩大的趋势。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限制

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研究发现 ,我国

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对城乡迁移具有正向影响 ,但

是这一影响并不显著 ,我们认为这跟潜在城乡迁

移人口合理的理性预期有关。这要求我们在制定

城乡迁移政策时 ,要合理地把握城乡差距的作用 ,

我们要不遗余力地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 ,缩小目

前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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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ositive Research on the Determ inants of Rural - Urban
M igration in China: 1992～2004

L IANG M ing, L I Pei, SUN J iu - wen

( The Institute of Regional and U rban Econom ics of Renm 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does a positive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ural - urban m igration in China.

W e find that: ( a) the econom ic growth of China has greatly p romoted the rural - urban m igration; ( b) the re2
duction of the per cap ita area of cultivated farm land becomes a more important determ inant on the rural - urban

m igration in China; ( c) the urban newly - created job opportuniti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ural - ur2
ban m igration, the impact of the urban unemp loyment rate on the rural - urban m igration is not very remarka2
ble; and ( d) the enlargement of the actual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ural - urban m igration in China, but not very remarkable.

Key W ords: rural - urban m igration, todaro model, pane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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