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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贺瑞 李妍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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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我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流动人口几乎已成为除市民、农

民外第三大人口群体。如何引导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让其在城市定居并完成市民化过程，对当前中国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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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 一)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定义
社会融合作为社会政策概念源于欧洲学者对社会排斥的研究，1974

年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在论文里首先使用了“社会排斥”这一概念。
1995 年联合国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指出，“社会融合的目的是创
造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 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都可以发挥积极作
用。Ratna Omidvar 认为，社会融合应该拉近互相隔离的人们在空间、社
会和经济上的距离。时至今日社会融合并没有统一定义，普遍观点是:

社会融合是动态而非静态的; 社会融合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社会融合不
仅是制度性的也是主观性的融入; 社会融合是多维度的、多层面的。

( 二) 国外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成果
在国外，诸多学者对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移民

的融入类型研究领域中，戈登的“二维度”划分法认为移民的融入有结
构性和文化性两个维度。杨格 － 塔斯等人的“三维度”模型认为移民的
融入可划分为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以及政治合法性融入。恩泽
格尔等人认为移民在流入地社会要面临四个维度的融入: 社会经济融
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等。

关于移民在流入地社会面临的社会孤立与排斥以及社会融入限制，

西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归因理论: 人力资本归因论、社会资本归因论与
制度归因论。此外国外始终存在同化论和多元化主义之间的争论。

对于人口流动的研究，按照空间划分可以分为国际移民和国内移
民。国外对于国际移民研究的更多，我国显然是侧重国内移民研究，因
此我们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抓住我国流动人口特色进行研究。

( 三) 国内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已有研究成果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数的城市融合实证研究都纳入了客观性

指标和主观性指标: 前者主要是说农民工生存状态; 后者是说的迁移意
愿、身份认同、社会地位、交友意愿和困难求助对象，接受本地文化价
值程度和社会满意度等。

朱力认为城市适应的三个层面是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
市的基础，社会层面的适应是反映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而心里和文化
的认同才能促使完全的社会融合。他指出，“融合与适应不能简单地等
于同化，它比同化具有更主动、积极的意义。”

社会融 合 从 定 义 理 解，并 非 单 方 面 行 为 就 可 以 促 成，否 则 只 是
“合”而不“融”。如果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融合，需要双方面共同
的努力。

二、研究方法
( 一)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衡量指标
我们参考朱力的见解，认为融合既要考虑物质、社会关系层面，又

要考虑到人的精神层面，且以后者为融合的最高标准。因此我们把“是
否对城市有归属感”以及“是否对居住区有归属感”作为因变量，以此
衡量流动人口在心理层面上的融入状况。

同时我们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不同
区域范围内并不相同。我们把心理的归属感分为“对居住区的归属感”
和“对城市的归属感”，做两个独立模型，然后通过做影响因素对比分
析，更全面的了解流动人口融合状况。

( 二)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
如朱力所言，社会融合的三个层面是递进的，所以我们认为，心理

上的归属感不可避免要受到是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影响。但是我们的考
察重点放在融合双方的意愿、能力上，试图从精神、心理等内在层面了
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

在这里主要把自变量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
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基本情况。个人情况主要反映其人力
资本。第二类为迁移状况，包括打工去过的省份、离家外出原因、户口
类型是否有过变化、是否希望获得城镇户口等因素。迁移情况可以反映
出受访者对于融合的主观态度。第三类为目前工作生活状态，包括居住
情况，工作所属产业类型、是否认识小区内邻居等因素。第四类是社会
交往层面。首先，融合要考察双方的融合意愿。本文采用“博格达斯主
观性社会距离”概念，即可通过测量两个群体之间接触、互动意愿的强
弱来测定其社会距离。因此我们需要考察“交友是否考虑本地居民、是
否受到本地居民歧视、离家外出是否因为想进入城市”这些因素。其
次，双方的社交能力也会对融合有影响，强社交能力者的社会融合状况
更好。我们列出受访者日常生活的交际圈，重点考察与本地人的来往状
况。再者，受访者本身的心理素质也是相关因素。例如在平时是否感到
孤独、无助。乐观的性格和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是优秀社交能力的基
础，而后者对融合很有帮助。

若想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收集数据构建 Logit 模型，此文仅作理
论推导。

三、结论和建议
促进流动人口融合要实施综合引导政策: 一方面要培育市民与流动

人口的现代市民意识; 另一方面要促进群体间的沟通和理解。但最根本
的还是户籍、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子女教育和住房的改革。只
有制度上的革新，才能为融合提供良好基础，为社会和谐、经济稳步快
速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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