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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身份认同是衡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主观意识,身份认同中必然包含着客观社

会结构信息。本文在实地调研基础上,主要考察了城市内部社会分层及其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总体

而言,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同的分层标准下都处于弱势地位。logit检验发现,除文化资源外,经济资源、民权资源、社
会关系资源以及人力资源分配对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弥合社会分层,消解其

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不利影响,需要进行更加积极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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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融入

过程[1-3]。而社会融入要求农业转移人口内化城市

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心理,在心理上形成对

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故可将身份认同作为衡量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标志。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对农

业转移人口的问卷调查发现,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

同表现出模糊化和矛盾性特征。具体而言,有超过一

半的受访者对自我身份表示说不清或没想过,明确觉

得自己是城里人的不到两层。身份认同是个体在一

定社会结构中对自身所处社会位置以及自我身份的

认知[4-5],它是一种主观意识。而意识是对客观现实

的反映,因此身份认同中必然包含着社会结构信息。
从现实社会结构看,城市内部存在城市居民与农业转

移人口之间的社会分层,研究者们将其称为“新二元

结构”或“城乡二元结构”[6-9]。因此,研究社会分层

与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有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

已有研究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归因解释,
可以归纳为主体能力与制度环境两大方面。在主体

能力方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最受关注的影响因

素[10-14]。一般认为,人力资本较高的人,找到的工作

岗位相对较好,不仅收入较高,而且能在工作中接触

到更多城市主流群体,受到的排斥也相对较少,进而

更倾向于市民身份认同[15]。考虑到中国社会注重社

会关系的现实环境,社会资本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可能

更大[10]。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资本积累表现出明显

的同质性特征,尤其是在实质利益上,与城市居民交

往有限[3,13,16-17]。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同质性社

会资本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固有的乡土观念与身份

意识,阻碍了他们对城市社会的深层适应与心理认

同[3]。此外,个体物质条件也常被纳入主体特征加以

考察,其中,收入是其主要衡量指标,但研究者们对于

收入的 影 响 是 否 显 著 以 及 影 响 路 径 并 未 达 成 一

致[12-14]。在制度环境方面,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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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政策、社会舆论等的影响,其中,二元户籍制度被认

为是造 成 农 业 转 移 人 口 身 份 认 同 问 题 的 主 要 障

碍[10-12,18-19]。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完成了农民

到工人的角色转变,但在户籍身份上却未获得制度认

可,造成他们身份认同的困惑。此外,由户籍制度衍

生的一系列二元制度安排,将农业转移人口排斥在城

市公共资源之外,使其成为事实上的非市民,加剧了

身份认同困难[19]。综上观之,已有研究主要是从微

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展开的,缺乏中观层面的观察,即
对社会结构及其影响的考察。因此,本文研究社会分

层及其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是对已有研

究的拓展。
一 社会分层中农业转移人口阶层特征

社会分层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利益差别、地位差

别,研究的是社会中各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均等

分布,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及其分层标准[20]。
比如,据李春玲等人考察,在各类社会资源中,马克思

强调了物质资料的重要性,将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

划分阶级的标准;韦伯主张从财富、声望和权力三方

面综合考察社会分层;布迪厄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分配作为导致社会分层的主

要因素;戴维·格伦斯基等人归纳出构成社会分层基

础的七种重要资源,分别是: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
化资源、社会资源、声 望 资 源、公 民 资 源 和 人 力 资

源[21]5-6。国内研究者也结合中国实践,提出划分社会

分层的多元标准。比如,李强归纳分析了形成社会地

位的十种资源[20];陆学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划分社

会阶层[22];李春玲将消费列为决定社会分层的重要

因素[23]。由是观之,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

出发,研究者们确定的分层标准不尽相同。本文将借

鉴已有研究的分层标准,结合调研获取的信息,从经

济资源、民权资源、社会关系资源、文化资源以及人力

资源分配等方面来考察农业转移人口的阶层特征与

社会地位。
(一)经济资源分配中的有限性

经济资源在社会分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经

济资源具有本原性,经济资源占用差异会引致其他资

源分配的差异[20]。多数研究者都将经济标准列为社

会分层的重要标准,但是各自所侧重的内容有所不

同。比如,马克思关注的是作为生产条件的经济资源

分配;韦伯强调的是市场地位,即通过市场交换可以

得到的经济资源。为了综合反映农业转移人口在城

市社会中的生活机会与经济地位,本文将主要通过财

产与收入状况来判断农业转移人口经济资源的占用

情况。
虽然土地财产权是农民的一项重要财产权利,但

是考虑到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市场化程度较低,变现能

力弱①[24],在此主要通过在城市拥有自有住房———普

通家庭最主要的财富来反映个人财产状况。我们的

调研显示,仅有19.7%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拥有自

有住房,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租房而居或住在单位宿

舍。从经济资源来源———收入看,工资收入是大多数

农业转移人口积累经济资源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途径。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分别为5631元和3569
元②[25-26]。由于农业转移人口通常在私营企业就业,
且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或半技术半体力劳动,他们的收

入相对较低,导致其占有的经济资源相对有限。我们

在调研中获取的月收入数据充分支撑了这一判断。
调研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农业转移人口的月收入在

3000元以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高达86.8%。
(二)民权资源分配中的边缘化

民权资源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法律权利,即法律

面前一律平等的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

由;二是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三是社会经

济权利,如获得社会保障、物质帮助的权利[20]。尽管

民权应是社会各阶层的共享资源,由于赋权并不等于

权力的实际行使、权益的自动实现,民权资源在社会

群体中的分布仍然是不均衡的。
从社会事务的参与看,城市社会的政治空间对农

业转移人口几乎是封闭的。调研显示,66.3%的受访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里没有参与过任何社会活动;在
政治选举、工会活动、党团活动等社会活动中,参与率

最高的是公益活动,其个案百分比也仅为10.0%,其
次依次为街道办活动(8.9%)和选举活动(8.5%)。由

此观之,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社会中基本处于失语状

态,缺乏对自身利益相关的城市事务的话语权,而对

自身利益表达的话语权缺失,又可能导致农业转移人

口民权资源占用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此外,他们在社

会保障领域同样表现出民权资源的占用不足。根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15年年末,我
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为85%左右,基本医疗保险

覆盖率在95%以上[27]。而我们的调研显示,31.7%
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有购买任何保险,医疗保险、养老

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率也比

较 低,分 别 为 48.3%、41.0%、25.5%、20.7%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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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可见,在城市社会中社会保障领域的分层差

异还是很明显的。
(三)社会关系资源分配中的低质性

社会关系资源蕴含于人际关系结构中,它主要表

现为个人或团体之间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关

系资源在我国社会分层结构演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作用方式主要是通过熟人关系、生活圈子等社会网

络,调整着利益分配[20]。个人可以借助其所处社会

网络获得工作机会、物资支持、心理安慰等帮助。此

外,社会网络还具有信息交流、文化娱乐等功能。
从调研情况看,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网络相对封

闭,社会交往呈现出同质性态势。在被问及“您平时

主要与哪些人联系和来往”时,69.5%的受访者表示

家人是其主要往来对象之一;40.9%的人表示自己与

老乡交往频繁;而在全部受访者中,与当地城里朋友

保持经常往来的只有33%。可见,农业转移人口在

城市中的社会网络,主要是将原来在农村的人际交往

圈移植到城市中来,而不是进入城市后与城市居民重

新建立的。这种同质性较强的社会网络往往导致农

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社会中能够获取的优质资源相对

较少。
(四)文化资源分配中的矛盾性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较早地讨论了闲暇、服
饰、古代遗风、宗教信仰以及高级学识等文化现象与

社会阶层的联系[28]1-9。此外,布迪厄的文化分层研究

探讨了阶级惯习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的趣味

之间的关系,以及趣味差异之于阶级建构的意义。由

于我国城乡区隔的长期存在,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在

文化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致使农业

转移人口在进城后面临文化适应与行为转变过程。
当农业转移人口的固有想法和习惯与城市情境发生

冲突时,他们会怎么做呢? 调查发现,31.9%的人会

坚持自己的想法和习惯;22.5%的人能够接受这种差

异,但适应起来比较困难;45.7%的人能够很快接受

这种差异,并主动适应。可见,在城市文化适应中,大
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能够接受这种城乡差异,但在城市

文化习得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困惑。
(五)人力资源分配中的低端化

人力资源是劳动者因接受教育、培训等而获得的

知识或劳动技能积累,它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水平、专
业技术、工作经验、职业培训经历等。在社会分层研

究中,因人力资源不同而形成的地位差别被视为一种

典型的“自获地位”[20]。从调研情况看,3.4%的受访

农业转移人口没有上过小学,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14.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9.2%,上过高中、中专、
职高或技校的占30.4%,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仅占22.
2%。由于进入城市前农业转移人口通过学校教育实

现的文化素质、技能储备整体不足,进城后的职业技

能培训对他们而言显得尤为必要,但调研数据显示,

40.7%的受访者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总体上

看,在人力资源分配中,除体力优势外,农业转移人口

的受教育水平较低,接受的技能培训较少,非农产业

的工作经验也相对缺乏。
综上,在不同分层标准下,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

社会分层结构中都处于相对弱势。考虑到不同分层

标准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形成的社会分层组合往往并

不一致,它们对身份认同的作用方式及影响可能存在

差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各类资源分配对农业转

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
二 社会分层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

(一)经济资源分配的影响

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成本中,有相当一

部分是需要农业转移人口自行负担的。来自中国社

会科学院2013年《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6》的数据显示,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每

年需要自行负担1.8万元/人的生活成本,除少数人

被纳入廉租房、公租房,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还需负

担10.1万元/人的购房成本[29]。经济资源的缺乏将

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生活产生长期稳定预期。
此外,若与城市居民经济差别过大,容易造成农业转

移人口心理上的“被剥夺感”,诱发他们对城市社会的

抵制性心理及行为[19]。我们的调研也显示,绝大多

数农业转移人口将经济资源积累视为成为城里人的

重要条件。在被问及“成为城里人的条件”时,受访者

选择在城镇购房和工作收入稳定的比例最高。故本

文提出:
假设1:农业转移人口占有的经济资源越充分,

越倾向于市民身份认同。
(二)民权资源分配的影响

民权是以公民身份为依托的法定的基本权利,包
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社会保障权利等。民权资源的

占用不足意味着城市社会的政治空间、社会空间对农

业转移人口的相对封闭。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工作、
生活,如果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居民,而与城市社会

不发生或鲜有政治、社会联系的话,很难真正融入城

市社会,形成市民身份认同。此外,民权作为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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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权利,民权资源的缺失可能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在

社会心理上被建构为一类特殊群体[16],造成他们身

份认同困难。故本文提出假设:

2:民权资源占用不足将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形成

市民身份认同。
(三)社会关系资源分配的影响

如前所述,社会关系资源不仅具有物质帮助等安

全网功能,还具有习惯、观念等交流功能。农业转移

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面临职业、生活方式等的转型。
与亲属、老乡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农业转移人口

进入城市、立足城市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比如,
我们调查发现,51.4%的受访者找工作主要依靠的是

亲戚朋友的介绍。但是,这种同质性的社会互动,在
一定程度上固化着他们的乡土经验,强化着他们对自

身传统角色的认知,不利于他们形成市民身份认同。
相反,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互动,有利于他们了解城

市特性,积累城市生活经验。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以城市居民为指向的社会关系资源分配

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形成市民身份认同。
(四)文化资源分配的影响

城市具有不同于农村的文化特质,城乡文化差异

可能造成农业转移人口在与城市社会发生联系时产

生的情境具有不可接纳性。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进城

不仅仅是空间上的迁移,同时也是文化意义上的移

民,它涉及农业转移人口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

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3]。如果农业转移人口的文

化适应能力较弱,或是与城市主流文化相疏离,容易

造成心态上和身份上的边缘化。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4:对城市文化习得更好的农业转移人口更

倾向于市民身份认同。
(五)人力资源分配的影响

人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个体生存与发展

能力的差异。一般而言,人力资源储备相对较好的农

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的发展机会也相对较多,他们

不仅工作相对较好、收入相对较高,而且在人际关系、
文化习得以及社会事务参与等方面也表现得更为积

极。他们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与城市居民

的差异相对较小,受到社会排斥的情况也相对较

少[30]。这为他们融入城市社会提供了宽松的人文生

态环境,使他们更容易形成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与认

同感。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5:具有人力资源优势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倾

向于市民身份认同。

为了进一步把握各类分层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

身份认同的影响,下文将运用回归分析检验上述研究

假设。
三 社会分层对农业转移人员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实证检验所用数据来自“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的制度及相关政策研究”课题组2016年对农业转

移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抽样城市分布在全国东、
中、西部14个省区,抽样过程同时兼顾城市人口规

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业转移人口集聚等因素,有
效问卷共计1930份。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为身份认同。借鉴已有研究

的做法[10,19],本文直接以受访者是否认同自己是城里

人作为衡量其身份认同的指标。该变量为二分变量,
数据来自农业转移人口对自我身份认知的回答,如果

受访者认同自己是城里人,赋值为1,其他则赋值为

0。
结合前述社会分层标准与研究假设,各解释变量

具体定义如下。
首先,根据资产价值周转的变现特征,经济资源

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变现能力较强的流动资

产,一类是不易变现的非流动资产。鉴于数据的可得

性以及农村土地产权市场化不足的现实,本文分别以

月收入和城市房产来反映两类经济资源的占用情况。
月收入为连续变量,数据来自问卷调查中受访者对自

己平均月收入的回答。城市房产指标为二分变量,如
果受访者在城里拥有自有住房,赋值为1,否则赋值

为0。
其次,根据上文对民权资源的界定,本文主要通

过“社会参与”和“社会保险”两个变量来反映农业转

移人口民权资源占用情况。调研发现,在农业转移人

口内部,社会参与分层主要不在于多与少的区别,而
在于有与无的差异;在社会保险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特

征。因此,本文将“社会参与”和“社会保险”变量都设

置为二分变量,如果受访者在城市里参加过社会集体

活动,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如果受访者在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五险

中,购买了至少一项社会保险,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

0。
再次,调研发现,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交往对象

仍以家人、老乡等同质性群体为主。因此,本文对农

业转移人口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的测量,主要是询问

受访者:当地城里朋友是否是其日常生活中主要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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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logit回归

身份认同 OddsRatio Std.Err. z P>|z| [95% Conf.Interval]

月收入 1.077979 .0339094 2.39 0.017 1.013525 1.146532

房产 2.042981 .3300015 4.42 0.000 1.488574 2.803873

社会参与 1.330309 .1947701 1.95 0.051 .9984544 1.772461

社会保险 1.364777 .2142332 1.98 0.048 1.003335 1.856425

社会交往 1.441474 .2027339 2.60 0.009 1.094186 1.89899

文化习得 .9511417 .0743784 -0.64 0.522 .8159848 1.108685

受教育程度 1.247648 .1007901 2.74 0.006 1.064949 1.461691

接受培训 1.263893 .2059407 1.44 0.151 .9183629 1.739428

性别 .8787997 .123062 -0.92 0.356 .667871 1.156345

年龄 1.088594 .0879493 1.05 0.293 .9291716 1.275369

婚姻 1.263818 .2238417 1.32 0.186 .8931486 1.788321

家庭迁移 1.314983 .2380128 1.51 0.130 .9222576 1.874944

户籍 1.783146 .2753313 3.75 0.000 1.317513 2.413342

_cons .0201476 .0109036 -7.22 0.000 .0069753 .0581946

系对象。如果受访者回答是,赋值为1,回答不是,赋
值为0。

然后,城市具有有别于农村的一套文化特质。大

多数农业转移人口是在成年以后进入城市的,对城市

文化的适应与习得需要一个过程。故本文将以文化

习得水平来衡量农业转移人口文化资源的占用情况。
该变量为定序变量,数据来自问卷中对“当您的想法

和习惯与城里人发生差异时,您一般会怎么做”的问

题回答。在三个选项中,选择“坚持自己的想法和习

惯”的赋值为1,选择“能够接受这种差异,但适应起

来比较困难”的赋值为2,选择“能够很快接受这种差

异,并主动适应”的赋值为3。
最后,教育和培训是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前、流动

后获取人力资源的主要途径,为了测量农业转移人口

的人力资源占用,本文主要采用以下两个变量:一是

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该变量为定序变量,赋值为:没
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职高或技

校=4,大专及以上=5;二是受访者接受技能培训的

情况,该变量为二分变量,在城市里接受过技能培训

的赋值为1,否则为0。
此外,模型还将引入其他可能因素作为控制变

量。受已有研究的启发,在微观个体层面,引入性别、
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迁移模式等变量;在宏观环境层

面,引入户籍制度变量。性别、婚姻和家庭迁移模式

均为二分变量,分别赋值为:男=1,女=0;单身(未

婚、丧偶、离异)=1,已婚=0;家庭化迁移=1,单人流

动=0。年龄变量的赋值为:16岁以下=1,16-22岁

=2,23-32岁=3,33-42岁=4,43-52岁=5,53
岁及以上=6。户籍变量以受访者是否拥有城镇居民

户口来衡量,是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二)模型设定与回归估计

由于因变量是二值选择,因此选用logit模型。
下文将利用stata14软件完成整个估计过程。首先对

模型设定进行检验。非线性检验显示,连接检验的拟

合值平方项(_hatsq)不显著,表明模型设定大致无

误。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各变量对应的 VIF值中

最大值为1.64,远小于10,故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

logit估计输出结果见表1。最后,预测效果检验显

示,模型的准确预测比为81.92%。
(三)估计结果分析

从总体上看,大部分社会分层因素对农业转移人

口的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且呈正相关关系,即农业

转移人口在城市社会中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充分,与城

市居民的差距越小,越可能实现市民身份认同。
首先,经济资源分配的两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平均月收入每增加

一个单位,农业转移人口认同自己是市民的发生比会

提高7.80%(p<0.05);在城里拥有房产的农业转移

人口更倾向于市民身份认同,其发生比是没有房产的

人的2.04倍(p<0.01)。可见,经济资源分配对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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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人口形成市民身份认同具有正向影响,支持了本

文提出的假设1,说明经济上的富足带来的心理安全

感、满足感促使农业转移人口更易形成对城市社会以

及市民身份的认同。
其次,从民权资源看,模型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

的情况下,购买了社会保险的农业转移人口认同市民

身份的发生比是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人的1.37倍(p
<0.05);在城里参与过社会活动的农业转移人口认

同市民身份的发生比是没有参加的人的1.33倍(p<
0.1)。这意味着,农业转移人口获得的社会保障越充

分,社会参与越积极,与城市的政治、社会空间联系越

紧密,越可能实现市民身份认同,从而支持了假设2,
说明民权资源占用不足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

民身份认同的重要障碍。
再次,就社会交往变量而言,回归结果显示,在控

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日常生活中主要联系人是城里

朋友的农业转移人口认同市民身份的发生比是其他

类型人口的1.44倍(p<0.01),即与城市居民往来密

切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市民身份认同。社会交

往是积累社会关系资源的主要途径,相较于群体内部

交往,与城市居民往来更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积累优

质社会关系资源,这恰好说明社会关系资源占有越充

分,越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形成市民身份认同,从而

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3。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文化资源分配的回归结果

与预期不符,假设4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随着农

业转移人口文化适应性的提升,其市民身份认同的发

生比反而出现小幅下降(p=0.522)。对此可能的解

释是,文化资源分配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身份认同

具有双重影响:在人际互动中,人们往往以自我为参

照,根据外人与自己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将其划入己群

或他群[19]。对城市文化习得较好的农业转移人口在

城市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差异更

小,在己群和他群的比较中,更容易被城市社会接纳

为“自己人”,自身也更容易形成市民身份认同。但另

一方面,能够较好适应城市文化、行为方式的农业转

移人口,对城市生活的预期可能更高,当现实境遇与

理想生活出现明显落差时,梦想受挫的失落感会阻碍

他们的身份认同。相反,对于那些一时半会还不能适

应城乡文化差异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城市文化对他

们的冲击更多地体现为一场来自优越文化的洗礼,这
反而有利于形成对城市的认同。

在人力资源方面,模型显示,受教育程度每提高

一个层次,农业转移人口认同市民身份的发生比会提

高24.77%(p<0.01),即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

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市民身份认同,这符合我们的观

察与判断,支持了假设5。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接受

过技能培训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身份认同要好于

未接受技能培训者,但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p=0.
151)。究其原因可能是,现有技能培训没能发挥出应

有的功能和作用,限制了人力资源积累。调研发现,
农业转移人口获得的培训机会较少,40.7%的受访者

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培训内容也相对简单,多是一

些基本的上岗技能,难以有效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就

业能力和职业地位。
此外,在一系列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以及家庭迁移模式等个体特征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但是在宏观制度层面,户籍

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非常显著,在控制其

他变量的情况下,具有城镇居民户口的农业转移人口

认同市民身份的发生比是其他人的1.78倍(p<0.
01)。

四 结论及启示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
市民身份认同困难将阻碍市民化的深化与完成。本

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主要从社会结构视角考察了社

会分层及其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

发现,在城市社会中,城市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在经

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中的分层差异还是很明显

的。农业转移人口在经济资源、民权资源、社会关系

资源、文化资源以及人力资源分配等方面都处于弱势

地位。尽管在不同的分层标准下,社会分层对农业转

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有所不同,但是从总体上看,
社会分层中的低端处境阻碍着农业转移人口形成市

民身份认同。
存在于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层实际上是城乡二元

结构在城市的延伸[9]。建国后,为快速实现工业化,
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城市偏向政策(尤其是二元户籍制

度),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其后,在农村

人口向城镇转移过程中,这种既有的城乡差距被移植

到城市内部,形成“新二元结构”。为尽快破解这种双

重二元结构,党和政府先后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以及加

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战略。但是政策的转变

并不必然落实为行为的转变,考虑到制度累积效应的

影响,为弥合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层,消解其对农业转

移人口身份认同的不利影响,需要进行更加积极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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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设。
首先,从经济资源分层看,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

资源占用不足主要表现在收入较低且不稳定,尤其是

住房资源匮乏,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负担不起购房成

本。应该看到,为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等新市民的居住

问题,住房改革从未间断,尤其是近年来,多项新政陆

续出台,如提出实行购租并举、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

设租赁住房等。目前多项新政业已试点,其政策效果

还有待实践检验。
其次,从民权资源分层看,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

保障获取不足、社会参与的边缘化主要不在于制度设

计上的差别化待遇,而是源于制度实施过程中利益主

体间的博弈。比如,我们调研发现,在供大于求的劳

动力市场中,农业转移人口为实现就业,往往不得不

接受无社保待遇。因此,在后续的制度改革中,特别

是在社保领域,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制度实施中的困

难,广泛听取相关主体意见,深入把握他们的利益诉

求,在制度与目标群体的互动中实现制度落地。

再次,在社会关系资源和文化资源分配中,营造

良好社区环境或是可行途径。社区不仅是人们的生

活场所,同时也是人际交往空间、社会参与平台,若能

充分发挥社区的桥梁作用,无疑将推动农业转移人口

的社会网络由原初同质性群体向包含城市居民在内

的更广范围扩展。此外,虽然在实证检验中,文化资

源分配没有表现出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显著

影响,但是,通过社区建设,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实现文

化适应,丰富其文化生活,显然是市民化的应有之义。
最后,在城乡教育差距短期内难以弥合的背景

下,进城后的职业技能培训对农业转移人口而言显得

尤为重要。调研发现,农业转移人口表现出较强的培

训意愿,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愿意在业余时间参加培

训学习,但他们实际获得的培训机会相对较少、培训

内容也相对简单。受限于不高的务工收入,农业转移

人口面临自费参加技能培训的现实困难。通过政府

购买或补贴的方式,向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有针对性的

技能培训,或是有效办法。

注释:
①我们对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土地处置方式的调研,也证实了当前农村土地财产权利变现能力较弱。调研显示,进城后,绝

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将名下土地交由亲属或亲友耕种,占比62.4%;耕地被政府或集体收回的占9.2%;抛荒的占6.4%;转

租给他人的占18.9%;入股分红的非常少,仅有1.1%;其他占2.0%。

②文中城镇非私营单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数据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私营单位就

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折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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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atusidentityisanimportantindicatorforthecitizenizationofagriculturaltrans-
ferpopulation.Asakindofsubjectiveconsciousness,statusidentitymustcontainobjectivesocial
structureinformation.Basedonfieldresearch,thispapermainlystudiesthesocialstratification
inthecityanditsimpactonthestatusidentityoftheagriculturaltransferpopulation.Ingeneral,

theagriculturetransferpopulationisdisadvantagedunderalldifferentstratificationstandards.
Logitregressionmodelfoundthatexcepttheculturalresources,economicresources,civilrights
resources,socialrelationsresourcesandhumanresourceshave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
thestatusidentityofagriculturaltransferpopulation.Inordertobridgethesocialstratification
andeliminateitsadverseeffectsonthestatusidentityoftheagriculturaltransferpopulation,

moreproactive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arerequired.
Keywords:socialstratification;agriculturaltransferpopulation;status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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