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在持续大幅度上升。但是，当前我国仍
处于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依然较大，且城乡要素
自由流动尚未建立，导致城乡融合发展比较困难。受户籍制度的影响，
城市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务工会受到就业、社会关系及社会福利等方面
的排斥，从而陷入相对贫困。本文主要通过提高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
融入水平，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平等享有教育、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
的权利，这对于城市流动人口职业的稳定性、居住环境及自身的心理
健康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一、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减贫历程并没有止步，从消除绝对贫困到

2020年后的缓解相对贫困，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主体将取代绝对贫
困主体成为贫困群体的主体。作为城市中的特殊群体，流动人口增加
了城市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城市流动人口的相对贫困特征不仅发
生在收入方面，也发生在教育、医疗、居住等权益方面。这说明相对贫
困不能仅限于收入方面，是多维度的。

社会融合的定义很多，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就是平等与
共享。这里我们采取森关于社会融合的定义，森认为社会融合就是指
社会成员平等地享受社会中的福利，积极而充满意义的参与社会活
动，共享社会经历并获得相同的社会福利。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
合水平偏低，不同维度的社会融合进程不同步，且存在显著的差异，尤
其在个人特征差异上。范兆媛（2021）利用 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调查报告分析了城市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的意愿，最后发现高学历的
城市流动人口、已婚的城市流动人口和年轻一代的城市流动人口能更
好地融入社会。在民族差异上，淦宇杰（2021）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
行分析，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为受到风俗习惯、饮食等方面的影
响，与汉族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有一定的差距，没有汉族流动人
口的社会融入程度高。

从社会融合、社会排斥对贫困影响效应来看，王青、刘烁（2020）探
讨了社会融合对进城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性
别及新老一代农民工多维贫困差异。边怒、纪晓晨（2021）从就业、社会
福利、社会关系等不同角度出发分析了社会排斥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效
应。高帅（2018）指出，减少社会排斥和提升社会地位有利于农民工摆
脱多维贫困。

二、社会融合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机理

可以看出，很多研究都确立了社会融合、社会排斥和贫困之间的
因果机制，虽然说后扶贫时代，绝对贫困已基本消除，但是对于城市流
动人口来说，相对贫困仍然并将长期存在，因此要在后扶贫时代背景
下建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和相对贫困的因果机制认知。
（一）文化融合与相对贫困。文化融合是指两种体系接近的文化接

触之后，发生碰撞，原来的体系消失了，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的过
程。城市流动人口进城务工后，会对流入城市的文化做出两种不同的
反映：一种反映为文化融合，城市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居住时间越长，越
主动学习、适应当地文化，在迁入地实现文化大融合，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相对贫困的风险；另一种反映为文化抵触，城市流动人口与城市居
民之间由于生活习惯、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在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价
值观念等方面会有所差距，这些差距会成为城市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
主要障碍，流动人口封闭的思想文化与城市居民开放的思想文化出现
冲突，流动人口会对与之相反的思想文化产生抵触心理，这样一来，将
间接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及工作，会加深城市流动人口的相对贫
困程度。
（二）心理融合与相对贫困。心理融合是指流动人口对自我身份、

城市生活满意度及流入城市社会融入障碍的感知。心理融合就是城市
流动人口愿意主动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过程。城市流动人口心理
融合对相对贫困的影响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产
生的城市流动人口的自卑心理和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身份的歧视，造
成了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归属感不强，流动人口自身对城市产生排斥
及对当地人的排斥，导致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在公共服务、就业、收入
等方面的差距变大，从而加深了相对贫困；二是城市流动人口参与城
市活动的意愿性强且在城市中有较强的主人翁意识，他们在城市中会
主动运用法律来保障自己在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
（三）社会关系融合和相对贫困。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融合主要体

现为流动人口参与活动的情况。与迁入前的以地缘、血缘关系为主的
社会网络关系不同，随着流动人口流动距离的增加，他们的社会关系
主要是以“结交本地市民”为主的社会网络关系。社会关系融合对相对
贫困的影响有以下方面：一是对于刚流入城市的人口，由于匮乏的社
会关系网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积极参与各种社交活动，建立新的人
际关系，而这些人脉关系就是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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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越强，流动人口越有能力应对城市中出现的各种风险挑战，进而降
低了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二是流动人口的群体意识很弱，进入城市
后不愿意与本地居民交往，很少参与当地的组织或者活动，这种狭窄
的社会网络关系阻碍了城市流动人口的发展，降低了流动人口市民化
的意愿，匮乏的社会资本不仅不利于流动人口应付工作和生活中的各
种困难，也加深了城市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

三、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原因分析
（一）城乡二元结构影响。尽管一直以来都说要打破城乡二元分裂

的状况，建立城乡一体化，但是这个任务艰巨而复杂，不是一蹴而就
的，需要政策制定者进行不断探索才能完成。由城乡分裂引起的户籍
制度是造成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性差的主要原因。户籍制度造成城
市流动人口受教育的程度和质量的差异，间接导致了贫困的代际传
递。除此之外，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城市流动人口工作稳定性较
差，以及城乡分裂伴随着收入差距与公共服务差距降低了城市流动人
口的社会融入。城市中存在孤岛效应，当地居民也会歧视城市流动人
口，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由于经济地位相对弱，居住在环境差的且空间
受限的地带，与当地居民文化差距较大，导致城市流动人口被孤立，因
此他们难以融入城市。
（二）城市流动人口自身受教育水平低。绝大部分的城市流动人口

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且自身对于教育投入动力不足，他们
中的很少一部分人会成为具有较高技术的工人，因此他们适应市场需
求的能力不足。即使他们的收入会出现不断增加的现象，但是收入的
增加缺乏长久性和稳定性，一旦适应不了当前的市场需求，收入就会
快速下降，更容易回到相对贫困，同时也可能会迫使这些城市流动人
口返乡，从而形成被动的逆城市化发展趋势。教育提高了人力资本的
质量，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的竞争力，相应
的会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能够承担起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城市生活
支出等构成的市民化成本，提高他们的城市融合性。大部分城市流动
人口学历低，他们在城市中只能从事脏、累、差的工作，这类工作的工
作时间长且强度大、工资低、工作环境差，降低了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
融入性。
（三）城市流动人口自身心理因素。自身心理原因是城市流动人口

无法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主观原因。首先，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城市
流动人口觉得自己是城市中的“过客”，大部分城市流动人口会因为自
己是农村户籍，觉得自己本身就低人一等，从而产生了自卑的心理，因
此不愿意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流，把自己圈在一个象牙塔内，于是城市
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产生了心理上的隔阂，降低了城市流动人口的城
市融合性。其次，有一部分城市流动人口会因为收入低，不得不居住在
环境较差的社区，因此很少有与当地居民接触的机会；还有一部分由
于生活所迫、被迫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寻求经济收入、改善生活质量
是他们流入城市的主要目的，因此社会融合性低。

四、对策建议
（一）打破城乡分裂的二元结构模式。事实上，全球任何国家都存

在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
平衡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反映为城乡对立和城乡差距的鸿沟。要
破除城乡二元制壁垒造成的障碍，就需要政府制定好相关的政策和法
律法规。首先，要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促使流动人口进入劳动生产率高
的部门，这既能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也能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有
助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其次，在全国实行一卡通用模式，解决我国医
保制度面临的异地报销程序繁杂、报销比例低等问题。再次，打破对教
育的地域限制，降低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支出，城市教育应该和农
村教育有效衔接，让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中也能接受平等的教
育。最后，改革户籍制度，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统一改为居民户口，将
就业、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的覆盖面由城市居民扩大到城
市外来常住人口，使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有效地衔接。

（二）提高城市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建立教育脱贫的长效机制，
稳固脱贫攻坚成果。教育投入对城市流动人口脱贫的积极作用具有长
期性和稳定性，进一步加强政策倾斜力度是促进和稳定城市流动人口
摆脱多维贫困的有力保障，这就有赖于教育脱贫长效机制的建立与完
善，同时需关注城市流动人口群体的教育回报率的变化趋势。在学历
教育方面，虽说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早已在全国各地推广，但是农村
的教育资源依然缺乏，因此要更加注重农村教育的发展问题。当然，提
高城市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仅仅依靠义务教育的推广是不够的，还要
更注重职业技能教育的发展，让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进行有效的结
合，学生除了在学校里学习理论知识之外，还要注重实践能力。并且随
着流动人口学历与技能的提高，更能适应市场需求，有利于其能力和
收入的提高，并且能依靠自身力量改善相对贫困状况，提高他们的社
会融入水平。
（三）加强心理健康层面帮扶，增强城市融入信心。俗话说“扶贫先

扶志”，帮助城市流动人口建立起脱离贫困的决心，政府或者社区建立
心理帮扶流动站，在城市流动人口有问题时帮其解决；帮助城市流动
人口树立积极心态，给予城市流动人口积极向上的暗示，帮助他们消
除自卑的心理。社区应该多开展关于城市流动人口自信的讲座或活
动，让城市流动人口知道，城市的建设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才会得
到更好地发展，他们是城市中重要的参与者，这样有助于城市流动人
口更好的参与城市生活中，更愿意融入城市。除此之外，政府部门应该
适当地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创业补贴等方式来减轻城市流动人口经济
上的压力，让农民工从心理上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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