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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袁村庄是农民实现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
的重要场域袁村域经济是影响村庄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遥文章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渊CLDS冤系统中全国 139个行政村的样本数据袁采用二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袁基于推
拉理论视角研究了村域经济对村庄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遥结果表明村庄的资源禀赋尧产业结
构尧公共品供给以及村庄的市场发育状况对村庄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袁人均耕地
面积尧农村日工资水平尧村庄二三产业发展状况及村庄能人数量与劳动力流出成负相关遥
结合推拉理论袁从制度设计尧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遥 制度设计
方面强调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袁促进城乡要素按照价格信号自由流动袁彻底破除城乡
二元户籍制度及农民工城市就业尧社会保障尧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延伸障碍曰人力资本方
面提出建立精准培训瞄准机制袁重点对新生代农民工尧初高中分流毕业生尧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曰 物质资本方面提出对农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改善
进行投资袁完善农民小额信贷制度袁新增农业补贴重点支持家庭农场尧种植大户等袁多源流
改善农民资金约束和金融抑制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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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域经济视域下村庄劳动力流动研究
要要要基于 139个行政村的实证分析

张 磊袁罗光强

渊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袁长沙 410128冤

一尧问题提出

劳动力流动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进一
步推进袁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快速增长遥 据 2015年叶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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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袁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7395万人袁比上年增加 501万人袁增长 1.9%曰其中袁外出农民
工 16821万人袁比上年增加 211万人袁增长 1.3%曰外出农民工中袁跨省流动农民工 7867万人袁
比上年增加 129万人袁增长 1.7%袁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 46.8%淤遥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遥 宏观上袁诸多学者研究结
论指出国家政策尧法律尧制度以及整体社会经济状况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遥就国外研
究而言袁诸如 Lewis袁Ranis&Fei袁Todaro等学者均对此作出了经典的论述袁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学
者渊Stark曰Dercon冤和机构渊UNFPA冤还分别对拉美和东亚渊越南尧泰国尧柬埔寨冤等地的实证研究
也得出上述结论[1]遥 就中国而言袁建国之初为了配合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袁实行
了严格的粮食统购统销和户籍管理等制度袁农民被堵截在农业之中袁双重管制导致了农村普
遍贫困遥 1984年袁中央一号文件规定有条件的农民可以自带口粮进城务工袁户籍政策开始松
动袁一些头脑灵活的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进城务工曰20世纪 90年代初期袁各种限制劳动力转移
的制度逐渐放开袁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迅猛扩张曰长期以来我国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并由此而扭曲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格局成为了我国劳动力迁徙的特殊动力[2]遥而区域之间
的经济水平差异则引导着劳动力的具体流向袁 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和迁移距离对劳动力迁
移具有显著影响 [3]曰随着近年来迁入地城镇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吸引作用明显增强袁以及
空间距离等恒定因素的影响相对弱化袁我国人口迁入重心开始北移袁长三角都市圈而开始取
代珠三角都市圈而成为 21世纪以来省际人口迁入的主要地区[4]遥

中观层面袁社会网络尧文化风俗尧宗教习惯等也是影响农村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遥 国外在
此方面亦有较为翔实的研究袁包括 Shah运用指标分析法对科威特流动移民进行的研究 [5]袁在
非洲大陆有 Giesbert对肯尼亚西部村落 [6]袁Azam and Gubert对马里和塞内加尔的农民迁移做
了深入研究[7]曰另外袁联合国人口基金渊UNFPA冤[8]与越南国家统计局渊GSO冤对越南不同经济发展
地区的农村进城流动人口进行了系统跟踪研究袁他们均证实了社会资本尧文化风俗尧宗教信仰
在人口迁移中的重要作用遥 除此之外袁还有学者利用不同国家地区的面板统计数据对野乡要
城冶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专题研究袁比如 Fuente袁Nguyen袁Amare分别对墨西哥尧越南及泰国等
地的面板数据分析袁除了印证上述结论外袁甚至还得出气候尧生态尧资源等多种相关因素对农
村人口迁移的影响[9-11]遥 我国是一个具有明显野差序格局冶状态的人情社会[12]袁社会关系网络被
人们当作获取社会资源的捷径袁并对个人地位的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3-14]遥 现阶段农民工
是我国的流动大军主力袁其主要通过亲属尧朋友介绍或引荐等非正式途径进人城市就业部门袁
进城后又寻求这些社会关系网的保护袁以获取必要的社会资源和生存机会[15]袁故丰富的社会网
络有助于农民工寻找到更加合意的工作袁对提高他们自身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6]遥 文化风
俗尧宗教习惯也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变量袁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人口流动
存在着明显差异袁而文化风俗和宗教信仰则是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17]遥

影响人口流动的微观因素主要包含流动者的年龄尧性别尧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等因素遥 年
龄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存在着倒野U冶型关系袁即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袁农民外出的意愿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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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的增长而增强袁但超过该年龄阶段后袁农民外出意愿减弱[18]曰农民外出的性别差异体现在男
性外出务工的意愿强于女性袁不过近年来女性农民工数量开始逐年增长[19]曰文化程度对农民外
出务工的影响既有水平差异也有性别差异袁 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对农民流动的意愿影响显著袁
但文化水平对女性则没有显著影响[20]遥 家庭方面袁家庭劳动力数量尧家中的未成年子女数量以
及家庭资源禀赋等因素皆对农民的流动行为具有显著影响[21-22]遥

已有文献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无论是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袁还是从经济层面
到非经济层面都进行了深入和细致地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袁
村庄是农民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场域袁村域经济指在行政村域内各类经济主体
进行生产尧分配尧交换和消费而形成的经济关系与规律的有机共同体袁属于行政区域经济中
野村级冶级别的经济单元遥 村庄的资源禀赋尧产业结构尧公共产品供给以及市场发育状况是村
域经济构成的关键要素 [23]遥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袁村域经济水平直接关系到农民
收入袁决定着农民福祉袁是影响农民外出务工行动的重要因素遥 近年来开始有学者从村庄层
面关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规律袁比如袁李楠通过对 19世纪 30年代民国时期村域经济的计量
分析袁朱爱岚通过对四川和重庆三个村庄的田野调查都表明村域经济是影响农民流动行为
的重要变量 [24-25]遥 但遗憾的是袁相对于其它层面的研究袁考察村域经济对农民流动行为影响
的文献却是凤毛麟角且有待深入袁基于此袁本文拟采用来自中山大学 2012年野中国劳动力动
态调查冶渊CLDS冤中的全国 139个行政村样本袁以进一步揭示村域经济对村庄劳动力流动的影
响机制遥

二尧理论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上研究人口迁移的经典理论要要要野推要拉理论冶渊Push-pull Theory冤作为研
究的理论基础遥 19世纪 80年代英国学者 E.G.Ravenstein在其叶人口迁移之规律曳一文中谈到了
人口迁移的七条通识性规律曰其核心思想是人口迁移多是从落后的农业部门迁移到较为发达
的城市工商业部门袁长距离迁移多是流向大城市袁短距离迁移多是就近靠置在中小城市袁迁移
过程中还普遍存在跳跃性的从城市野外围要中心冶现象曰另外袁较大型的人口迁移发生后往往
会出现野补偿性冶人口回流的现象遥 回溯我国近代以来的人口迁移现象袁不难发现与之确有暗
含之意遥 20世纪 50年代末袁美国学者 D.J.Bogue在吸收前人研究基础上总结性的提出了著名
的野推要拉理论冶曰他认为野推力冶是指那些原居地不利于可持续尧均衡发展的包括失业尧生态恶
化尧种族歧视等多种负面消极因素曰而野拉力冶是城市能为迁移者带来的优质生存与发展环境袁
包括较多的就业机会尧收入水平尧优质教育资源等多方面的积极因素遥 具体到我国袁不难发现袁
城乡二元结构与东中西部的较大发展差异袁尤其体现在农村与城市在生产生活基础设施与公
共服务供给上袁使得农村居民不甘于忍受落后的乡村生活和恶化的生态环境袁迁城意愿日益
强烈遥 E.S.Lee针对 Bogue的理论缺陷对野推要拉模型冶进行了修正袁认为 Bogue人口迁移中除
了推力和拉力外袁还存在客观上的阻力袁包括迁移过程中迁移距离远近尧语言文化习惯或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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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惰性等各种障碍遥 而且 Lee对推拉模型还做了延伸袁认为推力和拉力都是相对而言的袁比如
对单个决策主体而言袁在原住地同样存在野值得留恋的东西冶袁包括乡情尧家人团聚的快乐等方
面袁当然这些拉力远不及城市的拉力大遥 我国的乡城迁移阻力主要表现为尚未完全破除的野制
度藩篱冶袁二元户籍制度及其在农民工城市就业尧社会保障尧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延伸障碍
仍然十分明显遥 因此袁本文基于先贤学者的理论基础之上袁运用推拉模型的经典思路并结合我
国农村实际情况袁 从村域经济视角对近年来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现象及特征因素进行分析袁
探寻在村域范围内对劳动力流动意愿影响的动力因素遥

三尧数据与方法

渊一冤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冶遥 该调查聚焦于中

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袁内容涵盖教育尧工作尧迁移尧健康尧社会参与尧经济活动尧基层组织等众
多研究议题袁是一项跨学科的大型追踪调查遥 2012年 7月至 8月间袁该中心在中国 29个省市
渊除港澳台尧西藏尧海南外冤成功完成村居问卷 303份于曰其中包含全国农村村庄问卷 175份袁剔
除不完整信息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139份遥

在本文的 139个行政村样本中袁劳动力流入型村庄 24个袁占总体的 17.3%袁流出型村庄
115个袁占到总体的 82.7%袁劳动力流动数量不变的村庄 0个遥 从村庄区位看袁东部村庄 50个袁
占 36%曰中部村庄 38个袁占 27.3%曰西部村庄 51个袁占 36.7%曰人均耕地面积最小值为 0亩袁最
大值为 27.21亩袁人均耕地面积 3.15亩曰党员数量最少的村庄为 12名袁最多的村庄为 278名袁
每个村庄的平均党员数量为 63名遥 从村庄的市场发育程度来看袁雇佣劳动力日均工资最低为
30元袁最高为 290元袁平均工资 91.91元曰村委离县城距离最近的为 0.8 公里袁最远为 110 公
里袁平均距离为 25.25公里遥 从产业结构上看袁村内有二三产业的村庄 51个袁占 36.7%曰没有二
三产业的村庄 88个袁占 63.3%遥

渊二冤变量选取

本文变量包含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袁被解释变量为村庄劳动力流动状况遥 已有研究表
明村庄劳动力的流动是一种双向流动袁既包含本村劳动力的流出袁也包含外来劳动力的流入[26]曰
同时本文对劳动力的流动限定参考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标准袁文中的流动劳动力人口特指年龄
在 15到 65岁之间袁 外出时间在半年以上的本村户籍人口或在本村居住时间超过半年的外地
人口袁若本村流出人口大于流入人口袁则将该村的劳动力流动状况界定为野流出村冶曰反之则为
流入村曰若流出和流入的劳动力数量相等袁则为劳动力人口流动数量野不变村冶遥 文中解释变量
为村庄资源禀赋尧产业结构尧公共产品供给以及市场发育状况等四个变量遥 其中袁资源禀赋变
量包含村庄区位尧野村庄能人冶数量尧人均耕地面积三个指标袁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袁本文使用党
员数量作为野村庄能人冶的替代指标曰产业结构主要指二三产业情况曰而村庄公共品的范围非
常广泛袁通常村庄道路状况能很好地体现出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整体水平袁因此本文选用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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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硬化比例这一指标来体现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曰市场发育状况包含村庄当地雇佣劳
动力的日均工资和村委离县城的距离两个指标遥 变量具体设置如表 1所示遥

表 1 变量释义及赋值说明

渊三冤模型构建
上文中推拉模型的理论可以概括为迁移决策是推力尧拉力的成本收益函数袁具体到村庄

层面袁村庄人口的流动行为则为村域经济所决定的劳动力收益的函数遥
若令 r尧i尧s尧m分别表示村域内的资源禀赋尧产业结构尧公共产品供给以及市场发育状况袁

令 V表示村域经济决定的劳动力的收益袁则有院
V=V渊r袁i袁s袁m冤 渊式 1冤
式渊1冤表明劳动力的收益水平由村域内的各经济要素决定遥
再令 V议表示劳动力的期待收益 Mi表示劳动力个体流动的决策行为袁则有院

v>V议 Mi=0
v<V议 Mi=1嗓 渊式 2冤
式渊2冤中 Mi=0表示袁劳动力决定留在村庄内曰Mi=1则表示劳动者会离开村庄袁该式表明当劳

动者留在村庄内的实际收益大于预期收益时袁劳动者会选择留在村庄袁反之则选择离开村庄遥
数据整理后发现袁139个样本村的劳动力流动仅存在流入和流出两种类型遥 鉴于这一数

据特征袁 本文选取二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村域经济各变量对村庄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遥
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为逻辑概率分布函数袁通常设某个事件的发生概率为 P袁不发生的
概率即为 1-P遥记有 x=渊x1袁x2袁x3噎xp-1冤T袁xi为该事件发生的某一影响因素袁P渊x冤表示该事件的
发生概率袁具体到本研究中则有 Logit p渊流出冤p渊流入冤 b0+a觷l

i
bixi袁其中 b0为截距项袁 bi为第 i个因素的偏

相关系数遥
34



四尧结果与讨论

渊一冤运算结果
表 2为影响村庄劳动力流动的各个因素的回归结果袁计量结果显示各检验统计量取值皆

合意袁各个影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皆显著袁表明本文选取的变量和计量模型对村庄劳
动力的流动具有较好的解释力遥

表 2 以流入村为参照的村庄劳动力流动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注院野*冶尧野**冶尧野***冶分别表示 10%尧5%尧1%的显著性水平遥

在村庄资源禀赋的各变量中袁村庄区位中的东部村的回归系数为-2.728袁东部村庄的劳
动力流出明显低于西部村庄袁 而中部村与西部村庄相比则并不显著曰 党员数量的回归系数
为-0.016袁表明劳动力流出村庄的概率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而降低曰人均耕地面积的回归系
数为-0.259袁人均耕地越多的村庄劳动力流出明显减少遥 由于资源禀赋尧历史背景尧技术条件
和初始发展水平的差异袁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袁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距曰现阶
段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整体发展程度高于西部地区袁基于推拉理论模型袁劳动力迁移主要是
流向工资和福利较高的工商业发达城市地区曰因此相对于东中部村庄袁西部村庄成为主要的
人口流出地遥 土地是农村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袁人地关系紧张的村庄袁土地连村
民的生存功能都难以满足袁更不谈满足村民的发展需要了袁人多地少是迫使农民离开村庄的
重要因素遥 村中的党员通常是政治觉悟较强袁文化程度较高袁头脑比较灵活的农民精英的代
表袁是乡村能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乡村能人对村民具有较强的创业带动作用和示范作用袁因
此能人较多的村庄通常其经济状况相对要发达些袁村民的就业和收入也更加多元袁村民流出
村庄的意愿相对较低遥

在村庄的市场发育程度变量中袁当地的雇佣劳动力日均工资越高袁村庄劳动力的流出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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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遥 这是因为袁如果能够在本乡镇地域内通过劳动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袁农民留在村庄就可以
兼顾土地和家庭袁留在村庄无疑是农民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曰而县城距离对村民的流出则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袁意即离县城的距离越近袁离开村庄的劳动力越多袁这很可能是因为离县城越
近的村民就越有可能获取非农就业岗位就近就业的结果遥 不过袁也有研究表明城郊村的人口
流出明显低于偏远村[27]袁一个更可能的解释是城镇距离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存在着年龄差异或
者文化程度差异袁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袁本文无法对这一假设进行检验遥

村内道路硬化路面的比例越大袁劳动力流出村庄的概率减小袁表明村庄的公共品供给对
村庄人口流动具有重要影响遥 虽然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村庄的公共品
供给投入袁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尧供求结构失衡的矛盾依然突出遥 村庄的公共品供给
不但直接影响到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袁还关系到农民的就业增收袁因此农民野逃离冶村庄在某
种程度上是对村庄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无声抗议遥

村庄产业结构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就业增收袁在有二三产业的村庄袁劳动力的流出明显低
于没有二三产业的村庄遥 在没有二三产业的村庄袁农民收入以农业为主袁但农业产业周期
长尧风险大袁尤其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袁农业比二三产业的收益要低得多袁因此没有二
三产业的村庄袁农民更倾向于流出村庄以寻求收益更高的非农就业途径遥 村庄的非农产业
不但能直接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袁增加农民收入袁还能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尧资本和市场袁
延长农业的产业链袁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袁提升农业竞争力袁实现村庄产业结构协调发展袁增
强村域经济实力遥

渊二冤讨论
通过上文的回归结果分析不难发现袁我国现阶段的野乡要城冶人口流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

征和身份特征遥 一方面体现为我国城乡二元分割与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明显并存袁村域经济发
展内驱力不足的时代特征曰另一方面表现为我国农村人口流动主体类别单一袁农民工仍占流
动群体中的绝大多数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在村域层面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不止上文所述袁比如
在家庭层面的特征因素袁家庭有无需要照顾的老人与子女均对家计决策有一定的影响袁但是
鉴于 CLDS数据的采集局限和统计口径问题袁故而难以对上述问题作出数理上的论证遥基于我
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阶段与供给侧改革的提出袁围绕对野乡要城冶劳动力迁移可以引出以下
几点讨论院

首先袁鉴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阵痛袁势必会影响在传统工业部门谋生的老一代农
民工可持续就业生计曰而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存在着较大的野心态冶与野技术冶差异袁因此袁加
快探究并廓清影响野新生代农民工冶进城流动的特征因素将变得异常重要遥

其次袁建立城乡联动尧激励相容的农民工市民化动力机制将是应然图景遥 农民工市民化是
变无序的野盲流冶为有序的人口野迁徙冶袁变野务工要挣钱要返乡冶的模式为野务工要进城要发展冶
的可持续人力资源配置方式遥

再次袁在社会管理方面袁摒弃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袁应该由当前的防范性尧限制性管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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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管理转变袁尤其注重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袁对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侧进行改革袁改
变当前农民工集中于建筑领域的现状遥

五尧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表明袁村域经济是影响村庄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遥 总的来讲袁村庄的资源禀
赋尧产业结构尧公共品供给以及村庄的市场发育状况对村庄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袁人
均耕地面积尧农村日工资水平尧村庄二三产业发展状况及村庄能人数量与劳动力流出呈负相
关遥 随着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袁乡城劳动力流动为农民增收尧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袁但村庄劳动力的大量流出也带来了诸如野空壳村冶尧野留守老人冶尧野留守儿童冶尧野土地抛荒冶等
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袁 如何促使乡城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又不以牺牲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为代
价袁是当前及今后时期政策研究的着力点遥

本文政策启示针对乡要城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袁 从推要拉理论视角提出政策建议袁总
的来讲是增加农村适宜外出务工人员的推力袁破除城乡要素流动制度藩篱袁减轻迁移过程中
的阻力袁深化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袁降低人口流动成本袁并为持续城镇化发展提供不竭动
力遥 具体建议如下院

第一袁注重顶层设计袁加强科学制度供给遥 野理念优于制度袁制度优于技术冶[28]遥 统筹城乡发
展首要前提是进一步推进制度改革袁为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扫清制度障碍遥 首先袁着力彻
底破除城乡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延伸藩篱袁 促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并充分释放人口流动势能曰取
消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袁施行居住证制度袁在城市就业尧社会保障尧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障碍
亟待破除遥 其次袁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袁生产要素的流动应该遵循价格信号进行最优
效率的组合曰尤其是在农产品尧土地资源市场价格方面袁探索农村土地市场与国有土地市场同
等入市袁让改革红利惠及更多农村民众遥 再次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袁加快城乡公共
服务均等化水平袁尤其是医疗和农村养老服务方面遥 同时袁注重农村基层治理和基层党组织建
设袁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领导能力袁改善乡村基层治理水平袁是村域经济发展的重
要组织保障遥

第二袁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袁开展多源流精准化教育培训遥 首先袁必须加大对农村的教
育投入力度袁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袁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和乡村教师待遇曰
注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袁整合农村教育资源袁大力发展乡村社区教育遥 其次袁建立更加精准的
人力资本投资瞄准机制袁尤其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尧初高中分流毕业生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袁
对种粮大户尧家庭农场主尧合作社社长在内的新型农业规模经营主体进行精准化培训袁鼓励他
们参与野半工半读冶接受职业教育袁提高他们的市场观念尧团结协作意识和生态高效农业的技
术能力遥

第三袁加大农村物质资本投入袁提高农村要素配置效率遥 首先袁政府应该加大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的投资力度袁尤其是在村庄道路硬化和饮用水工程方面更是紧迫遥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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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袁现有农业补贴政策逐步向种植大户尧家庭农场等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倾斜袁对自愿退出宅基
地使用和农地承包的农户应该适当给予奖励曰政府出资建立土地流转平台袁鼓励家庭农场尧农
民合作社尧种植大户以及涉农企业对散户的土地流入袁促使农地的又好又快地流转遥再次袁国家
在顶层设计层面还应注重建立健全农村资本市场袁完善农民小额信贷制度袁推进农村普惠金融
体系建设袁为农民投资和创业而创造安全便利的金融环境遥

注释院
淤本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遥
于本段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袁http://css.sysu.edu.cn/News/Show/100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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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bility of Village Labors under the Horizon of Village Economy
要要要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139 villag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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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villages in the countrysid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villagers爷 na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Therefore, the village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mobility of the villagers. Based on the CLDS sample data of 139 villages in
China, this thesis analyses the effect of the village economy on the mobility of the village labors with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Findings show that the endowment of resource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the market maturity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mobility of the villagers. Then, the thesis
puts forward some related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 design, human capital and material
capital. Firstly, it is suggested to emphasize the boundary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nd promote the
free flow of the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as per price signals. Secondly, it is advisable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ural human capital and focus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econdary school graduates, family
farmers to carry out targeted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Thirdly, governments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nd improve the farmers' small credit system. The
agricultural subsidies newly increased should support family farms and big planters.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o
take variety of methods to improve farmers'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financial repression.

Key words: village economy; migrant workers; population mobility; rural-urban migration; push-pull theory;
logistic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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