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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对时变性因素的处理方法将直接影响到人口迁移选择性分析结果的

可靠性。文章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解析了处理时变性因素的三种方法 (调

查时点法、局部倒推法和全面倒推法) ,剖析了不同方法下数据结构、统计模拟及实证

结果的变化与差异。研究表明 ,不同数据处理方法将导致不同的数据结构 ,且导致时

变性变量的均值和方差出现变化 ;时变性变量和非时变性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力度

和统计显著性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当对全面倒推法下分年的迁移人口数据进行分析

时 ,发现教育的选择性与传统方法出现差异 ,这与经验观察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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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迁移者的个体特征会对迁移的决策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然而 ,由于迁移涉及迁移者在至

少两个时点和两个地点上的变动 ,使得迁移研究变得更为复杂。因为研究对象的部分特征 (年

龄、婚姻状态等)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忽略这种时变性因素容易在方法论上出现谬

误 ,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国内学者对此已有关注 ,一些文献也指出应当注意时变性变

量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例如 ,段成荣 (2000) 指出 ,在国内研究迁移决定因素的文献中 ,在方法

论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用调查时点上的个人特征来研究人口迁移行为。他认为 ,这种处

理忽略了时变性变量带来的“同时性偏差”,有时会导致变量之间的虚假关系。而正确处理同

时性偏差 ,将有助于消除这种虚假关系 ,同时还能够增强统计模型的解释力度。

从国内研究来说 ,忽略时变性因素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研究资料多为截面数据 ,较少有调查

对迁移者进行连续的长期追踪 ,从而忽略时变性因素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尽管如此 ,笔者认

为 ,在数据资料具备消除时变性特征影响的结构时 ,应当进行有关的数据处理 ,以充分反映迁

移发生时被调查对象的真实特性。目前来看 ,1987 年全国人口调查、1988 年全国生育节育抽

样调查和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 (简称“五普”数据)中的迁移数据就具有这样的结构 ,能够反映

出被调查者发生迁移的时点和时变性特征。

本文利用“五普”数据 ,通过数据处理与模型分析结果的比较 ,希望明确迁移选择性与时变

性因素之间的关系 ,以及挖掘更深层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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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来源

本文利用“五普”0. 95 ‰的微观数据来进行分析 ,其中蕴涵了本研究所需要的必要信息。

由于“五普”0. 95 ‰的样本量非常大 ,为此笔者对其进行了 10 %的随机抽样 ,得到初步的样本

量为118 324 个。为了讨论的方便 ,在本研究中将主要对 1998～2000 年间 15 岁及以上人口发

生的省际迁移行为进行分析 ,对在 1998 年前发生的跨省迁移行为将不视为迁移。同时 ,本文

将只关注影响跨省迁移决策的 4 种个人因素 ,即年龄、性别、婚姻和教育水平 ,其中只有性别是

非时变性变量 ,并在样本中进一步剔除了年龄在 15 岁以下的人口 ,最终用于分析的样本量为

90 686 个。

三、迁移数据中时变性因素的处理方法

根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 ,处理截面迁移数据的方法有多种 ,下面主要就 3 种方法进行探

讨。第一种方法可以称为调查时点法。这是国内迁移研究文献中使用较多的办法 ,即按被调

查者在调查时点的信息来确定变量的值。第二种方法可以称为局部倒推法 ,仅仅将发生迁移

行为的人还原到迁移发生时的状态 ,利用调查数据中的有关信息来倒推迁移者在迁移发生时

的属性。这样能够准确地把握迁移者在做出迁移决策时的人口经济特征。段成荣 (2000) 采用

了这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可以称为全面倒推法。这是由 Ma 等 (1997) 提出来的人年分解方

法①。这种方法与段成荣所用方法的主要区别是 : (1) 全面倒推法不仅将迁移者随时间而改变

的人口经济特征恢复到迁移时点 ,还将未迁移者随时间而改变的人口经济特征倒推到迁移发

生年之初。(2)人年分解方法以年为分割界面 ,将每个人的信息分年倒推到每年初的状态 ,从

而使每个观测值在每个研究年份形成一套新的截面数据资料 ,样本量以研究年数为基数增加 ,形

成一套合成的人口数据。郭志刚(1999) 在分析省际迁移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实例中也提到了

类似的人年数据组处理方法 ,但他的方法对数据结构的要求与“五普”资料不完全相同。

表 1 　实例一的数据处理方法

迁移发生

年份

年龄

(岁)
性别 婚姻状态

受教育年限

(年)
是否迁移

调查时点法 1998 30 男 已婚 19 是

局部倒推法 1998 28 男 已婚 19 是

2000 30 男 已婚 19 否

全面倒推法 1999 29 男 已婚 19 否

1998 28 男 未婚 19 是

　　下面以两个具体的观

察值为例 ,更直观地展示 3

种数据处理方法。

例 1 :调查对象 A ,在调

查时点上的信息是 :年龄为

30 岁 ,男性 , 1999 年结婚 ,

1998 年时发生了省际迁移 ,

教育水平为研究生毕业 ,数

据处理结果如表 1 所示。

　　例 2 :调查对象 B ,调查时点上的信息是 :年龄为 18 岁 ,男性 ,未婚 ,1999 年时发生了省际

迁移 ,教育水平为高中毕业 ,处理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 ,调查时点法的不当之处在于忽略了变量属性随时间的改变 ,局部倒

推法对这一缺点进行了局部的修正 ,同时作出一个隐含的假定 ,即研究的时间范围不是以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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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方法曾在笔者的硕士论文 ( Tang ,2005)和唐家龙、马忠东 (2007)的文章中使用过 ,这里主要从方法论

的角度进行的阐释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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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界定的。该方法考察

的是多年内的迁移行为 ,但

设定的参照群体却是调查

时点上未迁移的人群。全

面倒推法进一步将迁移考

察的时间限定在单独一年

内 ,考察的是一年内具有迁

移风险的人群。当把连续多

表 2 　实例二的数据处理方法

迁移发生

年份

年龄

(岁)
性别 婚姻状态

受教育年限

(岁)
是否迁移

调查时点法 1999 18 男 未婚 12 是

局部倒推法 1999 17 男 未婚 11 是

2000 18 男 未婚 12 否

全面倒推法 1999 17 男 未婚 11 是

1998 16 男 未婚 10 否

年的数据放到一起时 ,则是一个多年加权平均的迁移风险研究。因此 ,前两种方法中样本量不

变 ,全面倒推法下样本量会随着研究年份的增加而倍增。

四、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一) 对分析变量的说明

因变量是省际迁移 :在研究范围内发生省际迁移为 1 ,未发生为 0。年龄 :分为 15～19 岁、

20～24 岁、25～29 岁、30～34 岁、35～39 岁、40～44 岁、45 岁及以上。45 岁及以上为参照组。

性别 :女性为 1 ,男性为 0。受教育年限 :按连续变量处理 ,设定文盲为 0 年 ,半文盲为 1 年 ,小

学毕业为 6 年 ,初中毕业为 9 年 ,高中毕业为 12 年 ,中专毕业为 13 年 ,大专毕业为 15 年 ,大学

毕业为 16 年 ,研究生毕业为 19 年。当然 ,各种受教育程度还存在着毕业与在校、辍学等状态

的区分 ,为了简化 ,本文不再细分。婚姻状态 :未婚为 1 ,曾婚为 0。曾婚指有过婚姻经历的人 ,

与未婚者对应。

(二) 描述性分析与方法比较

在前面设定的方法下 ,得到了所要研究对象在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婚姻状态方面的描

述性结果 (见表 3) 。可以看到 ,样本量方面调查时点法和局部倒推法相同 ,全面倒推法是前两

种方法的 3 倍 ,但 3 种方法下迁移者的数量没有变化。

1. 年龄①。年龄是影响迁移决策的重要时变性变量。调查时点法下 ,对包括迁移者和非

迁移者的样本全体而言 ,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39. 67 岁。而局部倒推法由于将迁移者的年龄倒

推回到迁移发生年年初时的年龄 ,其平均年龄下降到 39. 65 岁。对迁移者的平均年龄来说 ,这

两种方法得到的迁移者平均年龄也不一致 ,局部倒推法下平均年龄为 26. 77 岁 ,略低于调查时

点法的 27. 51 岁 ,更是远低于整个分析样本的平均年龄 39. 67 岁 ,差值为 12. 9 岁。这印证了

迁移的年龄选择性 ,而且局部倒推法处理后迁移人口的年龄进一步下降了。在全面倒推法下 ,

得到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38. 67 岁。这与局部倒推法的结果一致 ,说明我们的数据处理是正确

的。比较分析表明说明两点 : (1)迁移人口具有明显的年龄选择性 ,年轻人更容易迁移 ; (2) 但

全面倒推法能更准确地把握年龄与迁移行为之间的关系。

2. 性别。性别是唯一不随时间改变的变量 ,3 种处理方法下结果一致。数据表明 ,样本

中男女比例基本一致 ,但迁移者中女性的比例要低近 4 个百分点。可见 ,女性的迁移风险总体

上要略低于男性 ,即迁移的性别选择偏向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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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局部倒推和全面倒推中 ,没有将年龄低于 15 岁的观测值剔除 ,主要是为了便于说明数据处理方法的可

靠性。同样 ,后面的统计模型中也保留了那些年龄小于 15 岁的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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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种处理方法下变量的基本情况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省际迁移 受教育年限

　调查时点法 　调查时点法

　　全体 90686 0. 0275 0. 1636 0 1 　　全体 90686 7. 829 3. 741 0 19

　　迁移者 2497 - - 1 1 　　迁移者 2497 9. 216 3. 153 0 19

　局部倒推法 　局部倒推法

　　全体 90686 0. 0275 0. 1636 0 1 　　全体 90686 7. 827 3. 738 0 19

　　迁移者 2497 - - 1 1 　　迁移者 2497 9. 146 3. 035 0 19

　全面倒推法 　全面倒推法

　　全体 272058 0. 0092 0. 0954 0 1 　　全体 272058 7. 794 3. 699 0 19

　　迁移者 2497 - - 1 1 　　迁移者 2497 9. 146 3. 035 0 19

年龄 婚姻状态

　调查时点法 　调查时点法

　　全体 90686 39. 67 16. 46 15 111 　　全体 90686 0. 2038 0. 4028 0 1

　　迁移者 2497 27. 51 9. 69 15 90 　　迁移者 2497 0. 4678 0. 4991 0 1

　局部倒推法 　局部倒推法

　　全体 90686 39. 65 16. 47 14 111 　　全体 90686 0. 2043 0. 4032 0 1

　　迁移者 2497 26. 77 9. 67 14 88 　　迁移者 2497 0. 4846 0. 4999 0 1

　全面倒推法 　全面倒推法

　　全体 272058 38. 67 16. 48 13 111 　　全体 272058 0. 2165 0. 4119 0 1

　　迁移者 2497 26. 77 9. 67 14 88 　　迁移者 2497 0. 4846 0. 4999 0 1

性别

　　全体 90686 0. 4920 0. 4999 0 1

　　迁移者 2497 0. 4630 0. 4987 0 1

　　注 : (1)性别变量中除全面倒推法下的全体样本观测值为 272 058 个 ,是其他两种方法的 3 倍 ,其他数值 3 种方法

下一致。(2)表中数据是作者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 0. 95 ‰抽样资料整理。

3. 受教育年限。3 种方法下 ,样本全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7. 829 年、7. 827 年和

7. 794年 ,迁移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则分别为 9. 216 年、9. 146 年和 9. 146 年 ,数值依次降低或

不变。局部倒推法使全体样本、迁移者的受教育年限降低了 ,与迁移实际发生时的真实受教育

水平更加贴近。全面倒推法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被“摊薄”,全体样本的均值下降 ,迁移者的

均值下降 (这与局部倒推法相同) 。

4. 婚姻状态。在 3 种方法下 ,样本全体的未婚比例略有不同 ,分别为 20. 38 %、20. 43 %、

21. 65 % ,迁移者的未婚比例也呈大幅上升的趋势 ,分别为 46. 78 %、48. 46 %、48. 46 %。在局

部倒推法下 ,未婚者的比例提高了 ,因为已婚者被倒推还原成了未婚。全面倒推法下 ,样本中

未迁移者的婚姻状态也进行了逐年的修正 ,因此 ,未婚比例要高出前两种方法很多。数据同时

也表明 ,未婚者更容易发生迁移行为。

比较分析表明 ,我们的处理方法识别了时变性的影响 ,年龄、教育、婚姻等时变性因素的均

值和方差发生了明显变化 ,忽略这些因素将带来分析上的风险。

五、时变性影响的 Logistic 模型分析与比较

上述分析表明 ,时变性变量的均值及均方差随着时间而变化。进一步还需要确定不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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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法下变量间关系是否稳定 ,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下面利用 Logistic 模型的结果

来审视这些问题。Logistic 模型是处理二分变量的标准方法 ,也是迁移研究中的常用工具 ,表

4 列出了 3 种处理方法下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结果。通过模型设定选择了参照组 ,年龄的参照

组为 45 岁及以上组 ,性别的参照组为男性 ,婚姻的参照组为曾婚。

(一) 模型拟合优度

首先看一下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王济川、郭志刚 (2001) 指出 , Hosmer 和 Lemeshow 的

拟合优度检验是估价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最为广泛应用的指标 ,可以据此探讨

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情况。根据该检验 ,在自由度为 8 的情况下 ,调查时点法下的卡方值为

13. 10 ,P 值为0. 108 ,局部倒推法下的卡方值为 6. 93 ,P 值为 0. 544 ,全面倒推法下的卡方值为

10. 90 ,P 值为0. 143 ,卡方统计结果均不显著。因此 ,不能拒绝 3 个模型对数据都拟合得很好的

假设。

如果利用类确定系数伪 R2 进行比较 ,3 个模型中得到的伪 R2 分别为 0. 0905、0. 0944、

0. 0674。由此看来 ,前两种方法具有更高的解释力度 ,局部倒推法较之调查时点法提升了模型

的解释能力 ,而全面倒推法的解释力度最低①。段成荣 (2000) 认为 ,考虑了时变性因素后的模

型对迁移风险的类解释系数会上升。本研究证实了他的推断。

笔者认为 ,模型拟合优度考察的是模型对数据的拟合能力 ,并不能对数据处理方法的优劣

进行有效的判别。就本研究而言亦是如此 ,因为 3 个模型各自的样本量不同 ;其数据结构发生

了变化。在此情况下 ,从回归系数大小的变化及变量影响的统计显著性角度来考察分析方法

差异对迁移选择性的影响是可行的选择。

(二) 回归系数的差异

总体来看 ,3 种处理方法下各变量对迁移选择性的影响基本一致 ,尽管变量的回归系数

beta 值差异明显 ,而且部分变量的作用在统计显著性上发生了变化 ,但自变量作用的方向改

变。为了分析时变性的影响 ,下面分别就回归系数的变化和标准误差的变化进行说明

(见表 4) 。

1. 年龄。各个模型均显示 ,与 45 岁及以上人口相比 ,其他年龄段人口的迁移风险都较高 ,

其中 20～24 岁组迁移风险最高 ,25～29 岁组 (局部倒推法) 、15～19 岁组 (调查时点法和全面

倒推法)迁移风险次之 ,然后依次是 30～34、35～39、40～44 岁组人口。即随着年龄增加迁移

风险先上升 ,然后达到峰值 ,最后迁移风险随年龄增加而下降。这基本反映了迁移的年龄选择

性模式 ,与众多学者的研究一致。

然而 ,不同模型中相同年龄组的回归系数 beta 尽管都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但大小明

显不同。与调查时点法相比 ,局部倒推法下所有年龄组的 beta 偏高 ,全面倒推法下都偏低。

这可能是由于局部倒推法下迁移者的参照组 (未迁移者) 年龄相对上升 ,而全面倒推法下迁移

者的参照组的年龄平均值下降。

2. 性别。性别不是随时间而改变的变量 ,但不同处理方法下性别对迁移的影响有了一定

的变化 ,而且 3 种情况下与描述性分析中的结果并不一致。在调查时点法下 , beta 等于

- 0. 0556 ,Z值为 - 1. 32。这说明女性比男性迁移风险略低 ,但这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在局部倒推法下 ,beta 值下降为 - 0 . 0803 ,Z值为下降为 - 1. 91 , 女性比男性迁移风险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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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eMaris (1992) 认为 ,Logistic 回归中采用的是似然比方法 ,不应该将伪 R2 作为被解释的比例 R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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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国人口省际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Logistic 回归)

参 　数

模型一 (调查时点法) 模型二 (局部倒推法) 模型三 (全面倒推法)

Beta 标准误 Z值 Beta 标准误 Z值 Beta 标准误 Z值

截距 - 5. 306 0. 1097 - 48. 38　 - 5. 2715 0. 1114 - 47. 30　 - 6. 4356 0. 1107 - 58. 13　

年龄 (参照组 = 45 + )

　15～19 1. 7992 0. 1128 15. 95 2. 3324 0. 1136 20. 53 1. 9067 0. 1112 17. 14

　20～24 2. 4834 0. 1019 24. 37 2. 6693 0. 1040 25. 67 2. 3736 0. 1022 23. 22

　25～29 2. 1610 0. 0922 23. 45 2. 2413 0. 0949 23. 63 2. 0326 0. 0943 21. 55

　30～34 1. 7184 0. 0953 18. 03 1. 7697 0. 0983 18. 00 1. 6663 0. 0979 17. 02

　35～39 1. 1164 0. 1094 10. 22 0. 9795 0. 1178 8. 31 0. 9691 0. 1176 8. 24

　40～44 0. 6434 0. 1363 4. 72 0. 8074 0. 1348 5. 99 0. 6536 0. 1342 4. 87

性别 (参照 = 男性) - 0. 0556 0. 0042 - 1. 32 - 0. 0803 0. 0421 - 1. 91 - 0. 0561 0. 0412 - 1. 36

受教育年限 0. 0235 0. 0069 3. 39 0. 0134 0. 0070 1. 91 0. 0271 0. 0070 3. 86

婚姻状态 (参照 = 曾婚) 0. 3956 0. 0664 5. 96 0. 2081 0. 0681 3. 05 0. 3515 0. 0656 5. 36

伪 R2 0. 0905 0. 0944 0. 0674

　　注 : (1) Z ≥2 时 ,表明变量的影响在统计水平 5 %上显著。(2) 作者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原始资料0. 95 ‰

抽样数据和模型模拟结果整理。

下降 ,而且接近了 5 %的统计显著水平。在全面倒推法下 ,beta 值和 Z 值与调查时点法基本

一致。

3. 受教育年限。迁移具有较强的教育选择性这一点 ,在调查时点法下和全面倒推法下得

到了证实 ,而且全面倒推法下 ,随着受教育年限增加 ,迁移风险也不断增加 ,体现出人口迁移具

有较强的教育选择性。然而 ,局部倒推法下显示 ,尽管受教育年限增加对迁移的影响有着正

向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力 ( beta) 并不如其他模型中大 ,并且在统计上只是接近于 5 %的显著

水平。

4. 婚姻状态。调查时点法、局部倒推法、全面倒推法一致表明 ,单身者的迁移风险远高于

有过婚姻经历的人 ,而且这种差异在统计上显著。但 3 种方法的 beta 值有差异 ,与调查时点

法 (0. 3956)相比 ,局部倒推法 (0. 2081)大大低估了单身者的迁移风险 ,全面倒推法 (0. 3515) 估

计值偏低。

可见 ,不同的处理方法对因变量与自变量间的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时变性因素不仅

对时变性变量本身有影响 ,而且对非时变性变量 (如性别) 在回归分析中的统计显著性和回归

系数的大小产生影响。

六、结论与讨论

从方法论角度看 ,迁移研究中的同时性偏差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正如艾尔 ·巴比

(2005)指出 ,因果关系成立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原因必须先于结果发生 ,忽略变量随时间而改

变的属性就不能构建正确的因果关系。本研究对此进行了数据处理方法和模型模拟的演绎 ,

结果表明 ,不同数据处理方法使得时变性因素对迁移选择性有明显影响 ,甚至改变变量作用的

方向。从而忽略迁移过程前后个体的人口经济特征的变化 ,将可能导致我们对迁移过程中的

年龄、教育、婚姻等时变性因素的选择性做出错误的结论。因此 ,对于调查时点法 ,除非数据结

构不许可 ,不应当选择该方法。局部倒推法本质上是将各年的迁移者假想为 2000 年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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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 ,假借 2000 年初时人群的年龄、婚姻、性别、教育水平等特征为参照对象 ,在方法上有一定

的合理性 ,但忽略了不同迁移年份间决策背景的差异。全面倒推法将所有被调查者的人口经

济特征按年倒推回到了每年初时的状态 ,从而使得以年为基准的迁移者与参照群体及其特征

之间具备了可比性 ,有着独特的优点。

如果对全面倒推法下的分年数据进一步分析 ,这种优点更加明朗。笔者的初步尝试发现 ,

当仅仅选取 2000 年为研究年份进行分析时 ,教育对迁移风险的影响不显著 ,而以 1999 年和

1998 年为研究年份进行分析时 ,则不存在这种情况。事实上 ,这从数据构成本身和中国迁移

的特点可以得到解释。“五普”统计时点截止到当年 11 月 1 日零时 ,距离中国传统节日春节还

比较远。当以 2000 年为研究年份时 ,大量的外出务工者还没有返回老家。这些务工者大部分

是农村人 ,他们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此 2000 年的截面数据出现迁移的

教育选择性不显著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普查数据中保留下来的 1999 和 1998 年中迁移人口 ,

与未迁移人口比 ,很可能有着较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因此 ,全面倒推法能够发现教育选择性

的中国特色 ,厘清选择性与时变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有助于发现更有价值的信息。

但对于全面倒推法的应用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例如 ,能否将人年分解法下 3 年的数

据合并用于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因为这种合并处理需要警惕 3 个统计事实 : (1) 合并之后

观察值在跨年间存在着序列相关 ; (2)合并后的样本存在着参照组混同的问题 ,这相当于一个

面板数据 ; (3)合并后的数据使得样本量成倍增加。这三点对统计方法应用和统计结果的可信

性提出了挑战。究竟影响如何 ,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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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es ,which measures population quantity ,population quality ,population st ructure ,and population momen2
t um. Next ,projection pursuit classification model is applied to analyze t he population competitiveness of 31 provinces across China.

It is found t hat projection pursuit classification model has a very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differentiating provinces. The 31

provinces of China can be classified into seven2category according to t he projection pursuit classification score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different region schemes is also revealed.

The Migration within Beijing2Tianjin2Hebei Metropolitan Area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Ye Yumin 　L i Yanj un 　N i Ke ·57 ·

By analyzing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Beijing2Tianjin2Hebei Met ropolitan Area ,t his paper argues t hat despite Beijing and

Tianjin as t he cent ral cities of t he area have for a long time benefited f rom t he conglomeration effect s of labor and ot her production

factors ,t he diffusing effect s f rom t hem to t he surrounding have been obst ructed by administ rative segmentation. The primary task

for a harmonious prospect of rural2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 hin B T H met ropolitan area is to break t he existing adminis2
t rative delimitation ,in order to include t he rural Hebei into t he f ramework of promoting t he competitiveness in t he met ropolitan are2
a. This paper also suggest s a st rategy to facilitate t he process.

The Impact of Time Varying Properties on Migration Selectivity :A Perspective from Data Management Tang J ialong ·65 ·

Time2varying factors have been attached highly importance in t he met hodology of migration research. Using t he 2000 Chinese

population census micro data ,t his paper present s t hree met hods (survey time met hod , partial ret roversion met hod and holistic ret2
roversion) ,which are different f rom each ot her in terms of t heoretical implication but closely related in t he way of data st ructure.

The variable choice in met hods demonst rates a sharp cont rast effect in data st ructure in t he means and variance of t he variables. Be2
sides ,it also alters t he st rengt h and significance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on t 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holistic ret roversion bene2
fit s t he research in finding a diverse pattern of educational selectivity for migration ot her t han a uniform one of positive selection ,

which is consistent wit h t he empirical observation.

The Transfer of Land Security Rights ,Labor Migration and Eff icient Use of Rural Land Zhang L iangy ue 　L iu dong ·72 ·

Though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had resolved rural poverty successfully in China ,it hindered t he labor migration to ur2
ban areas for not providing rural land t ransfer rules. The difficulties of t he labor migration are not only due to t he obstacles of t he

urban hukou system ,but also because of t he rules of t he rural land use. We t herefore argue t hat t he government must carry out t he

t ransfer of land security right while reforming t he hukou system ,and t hen t he rural labor can migrate permanently ,and t he agricul2
t ural land can be used more effectively.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s : Survey and Analysis on 10 Villages in Gansu Province

Zhang Yongli 　H uang Zuhui ·80 ·

The paper uses t he data obtained f rom 10 villages in Gansu province to compare t he characteristics and t he tendency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laborers. The result indicates t hat t he mobility of rural labor in China has entered into a new stage ,and

t he second generation who are born in t he reform and opening time is becoming t he major component . Their opinions ,reasons ,be2
havior for migration ,and expectation for life have changed greatly. These changes will have profound influences on China’s socio2e2
conomic development .

An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Non2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Rural Married Female Labor in Jiangsu

L iu Yan 　T uo J iqiang ·88 ·

This paper is to build a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t 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 he non2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rural married fe2
male labor based on t he survey in Jiangsu province. Our result s show t hat t he possibility of women’s non2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s decreasing wit h age increase ;well educated women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non2agricultural jobs and to enter local enterprises ;

skilled women prefer working in urban areas to rural areas ;t hose whose husbands are engaged in non2agricultural employment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attend non2agricult ural employment . Moreover ,t he ability of absorbing non2agricultural labor f rom t he rural

areas in Cent ral and Nort hern Jiangsu is weaker t han t hat of Sout hern Jiangsu , so t he main approach to non2agricult ural jobs for

women in t hese areas is to migrate 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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