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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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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融入是社会行动的结果，而经济活动是社会行动的首要活动。 根据对陕西省西安市的调

查数据，以“是否持续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考量“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否，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模型，从自身特征、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支持 ４ 个方面分析“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

素，结果表明：“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年龄、性别等自身条件无关，经济资本中分红、房租等可替代

收入变量和人力资本中高层次职业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社会支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显著；交往能力和

政策制度变量在各自的类别模型中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未能进入最终模型；
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正向。 因此，“村改居”群体提高

就业收入和文化程度以及拥有一技之长，均有助于其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关键词：“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劳动技能；社会支持；

城市社会经济活动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９．２２；Ｃ９１２．８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０９⁃０７

一、引言

“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不但事关其城

市主体地位的重塑，而且与新型城市化的健康、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 伴随着我国各地快速

城市化进程中“撤村建居”的广泛推进，大量城中村

村民实现了户籍身份的转变和居住空间的改善，他
们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甚至更优越的社会福利与

生活保障，却还没有形成现代城市群体的个性品格

以及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的契约精神和主人翁意识；
他们已经脱离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却没有同

“乡城移民”一样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城市的社会经

济活动中去。 是什么因素造成这样的现象，抑或说

是什么因素影响着这样一个城市新群体由农村社

会向城市社会融入的进程？
从社会学理论来看，社会融入是处于弱势地位

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社区中的个体和群体进行反

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 （陈成文 等，
２０１２）。 目前，我国学界关于社会融入的研究以及

政界对社会融入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乡城移民、未
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 而事实

上，对于普通并正常的公民，由于社会性资源的不

一致或文化差别以及自身条件的限制和束缚，也会

导致其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出现社会

融入问题（陈成文 等，２０１２）。 “村改居”群体是城

市的新兴群体，从主观上看，由于长期以来在“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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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区”的社会背景下所养成的乡土意识，使其城

市体验并没有促成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心

理以及教育等多个维度的城市化转变；从客观上

讲，由于缺乏以可行能力建设为导向的制度与政策

体系，导致其难以自发形成与现代城市社会相适应

的城市人格、文化性格和精神品格。 因此，“村改

居”群体始终是一群游离于城市边缘的 “失语群

体”，难以真正有效融入现代城市社会。 对此，学者

们或从心理特征和适应能力以及人力资本和社会

资本等个体因素（黄程栋，２０１４；王慧博，２０１１；叶继

红，２０１０；李飞 等，２０１０），或从制度不完善和政策法

规的导向偏差及其与城市社会之间的主动和被动

排斥等宏观因素（张海波 等，２００６；魏建斌，２００５），
来对我国“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进行

研究，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现有的研究对深刻认识“村改居”群体的城市

社会融入现状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以启发，就创新社

会治理、推进新型城市化以深层次的思考，为推动

“村改居”群体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稳定的

城市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但是总体来看，理论

研究多，而实证研究少；对“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

融入困境的定性分析多，而对其影响因素的量化分

析少，尤其是缺乏对经济资本影响因素的考量。 有

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

西安市莲湖区的调研资料，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对

“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

分析，以拓展和深化有关研究，并为推动以人为本

的新型城市化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研究思路与假设

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一定带来其他层次的社

会融入（张桂蓉，２００８），但是其他层面的社会融入

却始于经济层面的整合。 “村改居”群体在经济收

入和社会保障上已经相当于甚至优越于城市居民，
但是他们在经济活动方式上却具有“非农非工”的

特性。 社会融入是社会行动的结果，没有行动何来

融入？ 结合社会融入的概念及其“社会性” “能动

性”“持续性” “反思性”和“互动性”特征，本文以

“是否持续能动地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考量“村
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否①，并分析其影响因

素。 综合考虑调研对象的年龄和从业经历，结合

“城中村”存在的历史，将 １８～２９ 岁群体中有 ５ 年就

业经历、３０～３９ 群体中至少有 ５～１０ 年就业经历、４０～
４９ 群体中至少有 １０～１５ 年就业经历和 ５０ 岁以上群

体中有 １５ 年以上就业经历的群体视为“持续能动地

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群体，即实现城市社会融

入的群体；否则为未实现城市社会融入的群体。
对于“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

本文认为：自身的基本特征是影响其城市社会融入

的主要内在原因；经济资本为“村改居”群体带来固

定的年度收益，成为他们维持生存甚至改善生活的

可替代收入，同时也有可能弱化其对城市社会经济

活动的参与；人力资本的提高会加快“村改居”群体

城市社会融入的进程和步伐，而社会支持则是其城

市社会融入的外力动力。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１：“村改居”群体自身的基本特征对其城

市社会融入有影响。 具体来看，主要在于以下方

面：一是性别。 由于传统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与角

色定位等方面的影响，男性较女性更有可能“持续

能动地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从而城市社会融

入的可能性更大。 二是年龄。 一般来讲，劳动力年

龄越大，自身素质、技能水平以及知识结构等越难

以适应城市社会发展需要，越不愿走出传统地缘和

血缘关系，进而与城市社会隔离的可能性越大，融
入城市社会的可能性越小。 三是交往能力。 人际

交往能力越强②，则越有可能与外界环境建立广泛

联系并对外界信息加以吸收和转化，为自己寻找更

多的机会参与城市社会的各种活动，进而促成自己

在社会规范、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等方面与城市社

会的融合。
假设 ２：“村改居”群体的经济资本对其城市社

会融入有负向影响。 就业收入并非“村改居”群体

在城市生存的基本条件，参照既得的房租或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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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村改居”群体只有参与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才有可能突破原有的村落背景，形成新的社会互动，并在此过

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和社会关系，将外在于自己的社会行为规范及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顺利实现全方位的城市

社会融入。
交往能力强的人更容易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并在新的社会关系中交流、互动、反思、逐渐获得自我认同和城市社会的认

同，实现城市社会融入。



等，低于预期收益的就业往往不能激发其参与的热

情。 各种补偿和福利待遇的提高会强化“村改居”
群体的特殊身份认同，弱化他们参与城市社会活动

的动力。 多套住房带来的可观租金以及拆迁安置

补偿费和每年的商铺分红等可替代收入，强化了他

们“以房谋生、以房养老、以房保医”的收入理念，弱
化了其建立业缘关系、扩大社会交往的可能性，零
化了其能动地与城市社会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

的空间。
假设 ３：“村改居”群体的人力资本对其城市社

会融入有正向影响。 结合“村改居”群体的实际特

征，本文用“文化程度” “一技之长”和“职业层次”
来描述其人力资本。 文化程度越高①，社会性越强，
反思性越深，城市社会融入则越顺利；掌握一技之

长，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资源，实现与城市社会能动

持久的互动；职业层次越高，则越有可能更多地接

触较高层次的城市群体，加快其城市社会融入的速

度和程度。
假设 ４：“村改居”群体得到的社会支持对其城

市社会融入有正向影响。 社会支持可以提高“村改

居”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社会关系越广②，社会参

与的可能性越大，城市社会融入的可能性也越大；
鼓励激发“村改居”居民积极投入城市社会经济活

动的政策制度，对其社会融入有正向影响；周边企

业与人口的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为“村改居”居民参

与各种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有利

于他们的学习和提高；社会认同度越高，社会排斥

越小，“村改居”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外部条件越

好，可能性也越大。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对西安市莲湖区“村
改居”居民的访谈与问卷调研。 发放问卷 ５００ 份，
实际收回 ４７６ 份，经整理有效问卷为 ４３３ 份。 因变

量为“城市融入”，将“能够持续能动地参与城市社

会经济活动”设置为融入，用 １ 表示；否则为没有融

入，用 ０ 表示。 调查结果显示，６４．８％的“村改居”居
民能够持续能动地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 根据

前面的研究思路和假设，本文在构建“村改居”群体

城市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时，选取基本特

征、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支持 ４ 类 １４ 个因素

作为解释变量（见表 １）。

表 １　 解释变量及其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城市社会融入 融入＝ １，未融入＝ ０ ０．６５ ０．４８０

群体自身

基本特征

性别 男性＝ １，女性＝ ０ ０．５３ ０．５０２

年龄 １８～３０ 岁＝ １，３０～３９ 岁＝ ２，４０～４９ 岁＝ ３，＞５０ 岁＝ ４ ２．３０ ０．９６０

交往能力 差＝ １，一般＝ ２，较好＝ ３，好＝ ４ ３．５１ ０．９８２

经济资本

就业收入 ＜１ ５００元＝１，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元＝２，２ ０００～２ ５００元＝３，＞２ ５００元＝４ ２．６５ １．１４９

住房 １ 套＝ １， ２ 套＝ ２，３ 套＝ ３，４ 套以上＝ ４ ３．４８ ０．６３９

拆迁补偿安置 ＜２０ 万元＝ １，２０～３０ 万元＝ ２，３０～４０ 万元＝ ３， ＞４０ 万元＝ ４ ３．１２ ０．８９２

酒店商铺分红（人 ／年） ８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 元＝ １， ＞１５ ０００ 元＝ ２ １．１５ ０．３６３

人力资本

文化程度 小学＝ １，初中＝ ２，高中及中专＝ ３，大专及以上＝ ４ ２．７８ ０．８７９
一技之长 有＝ １，无＝ ０ ０．６２ ０．４８９
职业层次 差＝ １，一般＝ ２，较好＝ ３，好＝ ４ ２．６９ ０．８５２

社会支持

社会关系 少＝ １，一般＝ ２，多＝ ３ ２．１９ ０．７２９
政策制度 差＝ １，一般＝ ２，好＝ ３ １．７３ ０．６８４

周边人口与企业 少＝ １，较少＝ ２，一般＝ ３，较多＝ ４，多＝ ５ ２．４４ ０．９３３
社会认同 农村人＝ １，城市人＝ ２ １．２０ ０．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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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标志着一个人的文化、教育和知识水平，体现了一个人对现代文明的认知、接受和接轨能力及程度。
群体社会关系的广泛有利于其打破传统地缘关系限制，进而实现与外界环境的社会交往和融合。



四、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根据 选 定 的 二 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 模 型， 利 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通过逐步筛选策略

剔除 ４ 类变量中的不显著因素，得到模型 １～ ４ 的估

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可以看出，４ 个模型最终包含

的变量分别是交往能力、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

技之长以及政策制度。 其中，就业收入、文化程度、
一技之长和政策制度在 １％的水平显著，交往能力

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它们是影响“村改居”群体城

市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 各模型对数似然比卡方

的概率 Ｐ 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整体检验

也是显著的。
模型 １ 是关于“村改居”群体自身特征对其城

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进入方程的只有交往能力

因素，说明在城市环境中稳定生活相当时间后，年
龄和性别对“村改居”群体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
融入城市社会已没有太大影响。 交往能力与“村改

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正相关，从群体的城市社

会融入发生比来看，人际交往能力“较好”和“好”的
群体是人际交往能力 “差” 的群体的 ６． ５７１ 倍和

３．７１４ 倍，说明“村改居”居民的人际交往能力越强，
则城市社会融入可能性越大；人际交往能力越差，
则越拘泥于传统地缘和血缘关系的交往群体。

表 ２　 模型估计结果

Ｂ Ｓ．Ｅ Ｗａｌｄｓ Ｓｉｇ． Ｅｘｐ （Ｂ）

模

型

１

交往能力

交往能力（１）

交往能力（２）

交往能力（３）

对数似然比卡方

１０．２２４ ０．０１７∗∗

０．１３４ ０．６２７ ０．０４５ ０．８３１ １．１４３

１．８８３ ０．７４９ ６．３１５ ０．０１２ ６．５７１

１．３１２ ０．７７１ ２．８９５ ０．０８９ ３．７１４

１１．７２８∗∗∗

模

型

２

就业收入

就业收入（１）

就业收入（２）

就业收入（３）

对数似然比卡方

２１．０３０ ０．０００∗∗∗

１．４８２ ０．７１０ ４．３６１ ０．０３７ ４．４００

２．５４９ ０．７５８ １１．３０４ ０．００１ １２．８００

４．７１８ １．１６１ １６．５１４ ０．０００ １１２．０００

３７．１８７∗∗∗

模

型

３

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１）

文化程度（２）

文化程度（３）

一技之长（１）

对数似然比卡方

１３．６６８ ０．００３∗∗∗

０．３６３ １．０３８ ０．１２２ ０．７２６ １．４３８

２．０７７ １．０２７ ４．０９４ ０．０４３ ７．９８４

３．５３９ １．４１１ ６．２９３ ０．０１２ ３４．４３２

２．０６７ ０．５７７ １２．８４８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７

４０．９１２∗∗∗

模

型

４

政策制度

政策制度（１）

政策制度（２）

对数似然比卡方

９．６６９ ０．００８∗∗∗

１．１９９ ０．４８２ ６．１９３ ０．０１３ ３．３１６

２．５６０ １．０９５ ５．４６４ ０．０１９ １２．９４１

１１．７８３∗∗∗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 ２ 是关于“村改居”群体经济资本对其城

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最终进入方程的只有就业

收入。 １ ５００～ ２ ０００ 元的就业收入在 ５％的水平上

有显著影响，而 ２ ０００ ～ ２ ５００ 元的就业收入和高于

２ ５００元的就业收入则在 １％的水平上有显著影响，
说明 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 元的就业收入对于“村改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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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不十分显著，因为在西

安一套房子的月租金也基本如此。 总体来说，“村
改居”群体就业收入越高，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

的可能性越大，城市社会融入的可能性也越大。 房

屋套数、补偿安置款及商铺分红等变量，是“村改

居”群体参与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可替代收入来

源，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收益和养

老及医疗保障，但也弱化了他们参与城市社会经济

活动的欲望，可能对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入存在负向

影响。 但是该变量在本研究中未能体现出显著影

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检验。
模型 ３ 是关于“村改居”群体人力资本对其城

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其中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

都有显著正向影响。 “村改居”群体的文化程度越

高，社会认知和处事能力就越强，对周围环境和价

值规范的理解就越深入，会进一步对自己的行动及

所处情境的社会和物理特性进行反思性监控，从而

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以适应城市社会的变化和发

展。 一技之长是发挥“村改居”群体主观能动性，在
现代城市环境中继续社会化的基础和关键。 技能

是“村改居”群体能动地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

权威性资源，拥有一技之长，才能更好地运用各种

资源实现自己在城市的现代化转变和继续社会化。

模型 ４ 是关于“村改居”群体获得的社会支持

对其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只有政策制度因素

进入模型，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保障其权利、强
调其义务的激励性政策能够推动其积极参与城市

社会经济活动，并逐渐积累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本，
进而激活其市民意识，塑造其城市主体地位。 社会

关系、周边企业与人口和社会认同等变量没有通过

显著性检验，说明外因并不是“村改居”群体是否能

动持续地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内
因才是关键，这一点在表 ３ 的最终模型中体现得更

为明显。
为了更进一步验证估计效果及其应用性，将上

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引入新的模型，依然采用

逐步筛选策略分析其对“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

入的影响，最终模型中 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 统计量的

观测值小于临界值，且其拟合优度检验的 Ｐ 值为

０．５８６，大于 ０．０５，模型的拟合优度好（见表 ３）。 最

终模型包含了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其
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的 Ｗａｌｄ 观测值所对应的概率

Ｐ 值都在 ５％的水平显著。 而政策制度和交往能力

没有进入最终模型，因为如果引入，则相应的 Ｓｃｏｒｅ
检验的概率 Ｐ 值大于显著性水平。

表 ３　 “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Ｂ Ｓ．Ｅ． Ｗａｌｄｓ Ｓｉｇ Ｅｘｐ（Ｂ）

就业收入 １１．１２９ ０．０１１∗∗

就业收入（１） １．３９９ ０．８３７ ２．７９３ ０．０９５ ４．０４９

就业收入（２） ２．２６４ ０．９５２ ５．６５８ ０．０１７ ９．６２５

就业收入（３） ３．９７９ １．３３０ ８．９５２ ０．００３ ５３．４５３

文化程度 ８．８５３ ０．０３１∗∗

文化程度（１） ０．９９８ １．５５１ ０．４１４ ０．５２０ ２．７１２

文化程度（２） ２．７１４ １．５６６ ３．００３ ０．０８３ １５．０８５

文化程度（３） ３．２１６ １．８６５ ２．９７３ ０．０８５ ２４．９３１

一技之长（１） １．６９２ ０．６８２ ６．１６６ ０．０１３∗∗ ５．４３２

常量 －３．９５８ １．６３６ ５．８５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卡方 ６．５４６

卡方拟合优度检验的 Ｐ 值 ０．５８６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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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入模型的是就业收入变量。 可以看出，
相对于１ ５００元以下的就业收入，１ ５００ ～ ２ ０００元、
２ ０００～２ ５００元和高于２ ５００元的就业收入分别使

ＬｏｇｉｔＰ 平均增长１．３９９、２．２６４和３．９７９个单位；从发生

比来看，就业收入１ ５００ ～ ２ ０００元、２ ０００ ～ ２ ５００元和

高于２ ５００元的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发生比分别是

就业收入低于１ ５００元群体的４．０４９倍、９．６２５倍和

５３．４５３倍。 可见，就业收入越高，“村改居”群体参与

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可能性越大，融入城市社会的

机会和几率也越大。
其次进入模型的是文化程度变量。 同样收入

“村改居”群体中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的城市社会融

入也存在差异，初中文化程度、高中文化程度和大

专以上文化程度相对于小学文化程度分别使 ＬｏｇｉｔＰ
平均增长 ０．９９８、２．７１４ 和 ３．２１６ 个单位；从发生比来

看，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群体的城市社

会融入发生比分别是小学文化程度群体的 ２． ７１２
倍、１５．０８５ 倍和 ２４． ９３１ 倍。 可见，文化程度越高，
“村改居”群体对个人和社会的反思性越深，对新鲜

事物的接受越快，其城市社会融入越容易。
最后进入模型的变量是一技之长。 可以看出，

在同样就业收入和同样文化程度的“村改居”群体

中，有一技之长的群体与没有一技之长的群体的城

市社会融入存在差异，拥有一技之长的群体相对于

没有一技之长的群体使 ＬｏｇｉｔＰ 平均增长 １．６９２ 个单

位，同时，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入发生比是没有一技

之长群体的 ５．４３２ 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

融入与年龄、性别等自身条件无关，经济资本中分

红、房租等可替代收入变量的负向影响未得到证

实①，高层次职业变量的影响不显著②，社会支持等

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显著；交往能力和政策制度在

各自的类别模型中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

入具有显著影响，但未能进入最终模型。 相对以上

变量，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对“村改居”
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影响显著。 人的行为选择与

其利益密切相关，当融入城市社会能获取更多的利

益，“村改居”群体会积极能动地参与到这样的经济

活动当中来，因此，就业是载体，收入是目标；经济

技术的发展对有一技之长的熟练技工以及高素质

的知识经验技能复合型劳动者的需求不断增加，文
化和技能既保证了“村改居”群体就业收入的增加，
也满足了城市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实现个人与社会

对接的同时，促进“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
“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的解决，并非某些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认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

自然解决的，必须重视这一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在

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提升城市品质和竞争力方面

的重要作用。 根据以上结论可得出如下政策

启示：
第一，对“村改居”群体向新市民转型的谋划，

不仅要考虑其户籍身份和居住空间的转变，还要鼓

励其积极地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能动地实现城

市就业，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要改革因

生产要素的贡献性差异所造成的“强资本、弱劳动”
的分配机制，提高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
鼓励“村改居”群体通过经济行动参与实现城市社

会融入。
第二，在“村改居”居民居住区积极开办公益性

的、寓教于乐的文教俱乐部，选择适合“村改居”群

体认知结构的方式，帮助他们认识未来城市社会长

远发展的方向，厘清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自己的利益

与责任，提高认知能力和反思能力，加深对城市契

约精神和价值规范的理解，进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模

式以适应城市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第三，扩大公益性技能培训规模，提高技能培

训水平。 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有效实施大规模的技

术培训计划，一是可以提高“村改居”群体参与城市

社会经济活动的竞争力，增加其收入，推动其城市

社会融入；二是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投入结构的转换

和升级，最终带来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三是可以

改善和提升政府的效度和信度，增进社会和谐，促
进文明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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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可能是由于这些因素是“村改居”群体的共性特征而导致统计数据失去意义，如同在同一性别中去研究性别的影响程度

一样。
高层次的职业对包括“村改居”群体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是鉴于“村改居”群体自身的因

素，他们难以获得高层次的职位，因此这一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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