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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省级贫困县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研究 

——基于邯郸市广平县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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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中国，经济发展飞速，农民工源源不断涌入城市，长期以来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农

民移居城市意愿在京津冀一体化和推进城镇化背景下呈何状态、有何变化？笔者通过实地调研，

分析问卷数据，分析移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变化，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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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背景 

当前，举国正在全力推进精准扶贫攻坚。河北

省有 62 个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村 7366 个，贫困

人口 310万。2016年 1-6月份，河北省 62个贫困县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811元，同比增长 13.3%，

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5.1个百分点。到 2020年将

全面如期脱贫同步实现小康。 

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和如期完成，将为城市发

展提供更多人口、劳动力资源。但是，目前的河北

省省级贫困县有 17个：献县、孟村回族自治县、广

平、东光、涿鹿、馆陶、故城、枣强、博野、南和、

鸡泽、任县、吴桥、肥乡、内丘、临西、兴隆。属

于河北省扶贫的“第二梯队”，与“第一梯队”的环

京津国家级贫困县相比，与京津地区的地理距离更

远，受其经济辐射与带动更为有限，帮扶力度相对

较弱。做好这一部分县域的扶贫工作，是推进城镇

化建设进程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笔者结合河北省省级贫困县——广平县的调查

数据，对广平县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进行分析研

究，以提出有效措施促进广平县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进

而为河北省省级贫困县城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广平县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调查问卷分析 

此次调查选取河北省广平县胜营镇北温村居民

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时选择村民在家较为集中的

时间点——2016年春节，以保证参与范围的广泛性。

并随机确定以该村传统聚居的大牙线公路以东为范

围，采取逐户发放的方式。共计发放问卷 262 份，

回收 259份，问卷的有效率为 98.85%。 

（一）问卷发放对象家庭收入分析 

填写问卷人目前从事的工作：服务业 23 人，

0.89%；个体工商户 11人，0.42%；私营企业主 2人，

0.08%；建筑工人 112人，43.24%；种地 98人，37.84%；

其它 13人，0.5%。 

填写问卷人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种地收入 98

人，37.84%；经营收入 13人，0.5%；财产性收入（包

括利息、股息、租金、红利、土地征用补偿款等收

入）0 人；转移性收入（包括家庭非常住人口寄带回

的收入、亲友赠送收入、救济金、救灾款、退休金

等收入）135人，52.12%；其他来源收入 13人，0.5%。 

填写问卷人的个人月收入水平：低于 650元 113

人，43.63%；651—900元 78人，30.12%；901—1210

元 43人，16.6%；1210—2500元 21 人，8.11%；2501

元以上 4人，1.54%。 

填写问卷人对现在的家庭收入水平是否满意：

满意 7人，0.27%；不满意 252人，97.3%。 

填写问卷人的家庭每个月消费主要集中在：日

常生活支出 101 人，39.0%；休闲娱乐 0 人；储蓄 3

人，0%；子女教育 122人，47.1%；其它 33人，12.74%。 

数据显示，该村居民收入还是偏低，家庭消费

水平尚处于应付基本生活生存水平。说明该村居民

当前移居城市的意愿和实现度较低，同时说明该村

居民移居城市的空间很大。 

考虑到经济因素，以该村附近正在建设的胜营

镇和辛庄村新农村聚居点的房价为例，均价大概在

2800元左右，对于中低收入占多数的该村居民而言，

除非有子女结婚这类非买不可的大事，一般不会选

择超出自身经济实力的购房行为。对于房价均价远

远超出新农村的县城、地级城市更是可望不可即，

一、二线城市更是不敢想像。 

（二）问卷发放对象移居城市意愿分析 

填写问卷人是否觉得自己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

区别：存在 259人，100%；不存在 0人。 

填写问卷人觉得自己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的最

主要区别：社会保障不同 23 人，8.89%；子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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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不同 143 人，55.21%；居住环境不同 78 人，

30.12%；其他 15人，5.79%。 

填写问卷人如有正在接受教育的孩子，受教育

地是否在大、中、小城市或城镇：是 122人，47.1%；

否 0 人。 

填写问卷人个人是否在大、中、小城市或新农

村有房产：有 46人，17.76%；无 213人，82.24%。 

填写问卷人是否有在大、中、小城市或新农村

居住的经历：有 1 年的 106 人，40.93%；2-5 年的

15 人，5.49%；6-10年 0人；11年以上 0人；无 138

人，53.28%。 

填写问卷人在大、中、小城市或新农村居住时，

通过何种途径获取工作的：亲戚和朋友的介绍 98人，

80.99%；中介 13人，10.74%；自己寻找 2人，1.65%；

其它 0%；无工作 8人，6.61%。 

填写问卷人是否喜欢生活在城市：是 102 人，

39.38%；否 103人，39.77%；不好说 54人，20.85%。 

填写问卷人在未来 5年来是否计划进城镇定居：

是 87人，33.59%；否 170人，65.64%；已经在城镇

定居 2人，0.77%。 

已经在城镇定居的填写问卷人住在城市的区

域：市中心 0人；城中村 0人；郊区 1人，50%；其

它 1 人，50%。 

已经在城镇定居的填写问卷人在城市的住房形

式：自有住房 2人，100%；租房 0人；其它 0人。 

填写问卷人选择进城镇定居的主要原因：改善

居住条件 0 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0 人；改善子女

教育环境 70人，78.65%；改善就业 9人，10.11%；

其他 10人，11.24%。 

填写问卷人的近期购置房产目标地：北京、上

海、广州等一线城市 0 人；省级中心城市 0 人；地

级城市 4 人，1.54%；县级城市 78 人，30.12%；新

农村 56人,21.62%；现居住地 121 人，46.72%。 

填写问卷人的远期家庭居住地的目标：北京、

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 0 人；省级中心城市 0 人；

地级城市 4 人，1.54%；县级城市 78 人，30.12%；

新农村 56人,21.62%；现居住地 121人，46.72%。 

填写问卷人的远期家庭居住地目标的拟实现期

限：5 年左右 0人；10年左右 3人，1.16%；15年左

右 89人，34.36%；永远居住在现居住地 101人，39%；

不好说 66人，25.48%。 

数据显示，受访村居民在较长时间内家庭定居

农村（新农村也是地处现居地附近）意愿较强，移

居城市的远期空间较大。 

三、提升广平县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的可行

性建议 

（一）政府主导，以稳步增长的收入为进城提供经

济基础 

邯邢一体化的进程，是城乡特别是中小城市发

展的大好时机。应该以城市修补、生态修复为导向，

适度拓展中小城市发展框架，推动县城扩容提质，

提高离农村居民最近、最可想可望的县城的聚集产

业、吸纳人口、统筹城乡的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对

农村人口的集聚能力。 

（二）市场主推，以广泛宽口的就业为进城提供生

存基础 

逐步增加服务等非农产业的比重，逐步释放土

地对农民的捆绑，在优化产业结构中，逐步为进城

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逐步完善市场适度支撑

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入城农民的医疗卫生享受水

平，为农村居民移居城市解决后顾之忧。 

（三）农民主动，以不断提升的能力为进城提供发

展基础 

加强子女教育、自身教育的投入力度，主动寻

求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居民自身素质，增强自

身灵活、高效、高适应力的就业成功率，为自身进

城积攒生存发展基础。在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方面，

要主动利用国家正在加强的城乡互动机制，主动加

强与城市居民的交流，为自身进城拓展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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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China's economic is improving dramatically and a steady stream of migrant workers poured into 

the city. As a result of this long run, a dual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been formed. Howev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the promotion of urbanization, what is the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volition to emigrate to the cities and how they have changed? Through the field research,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data and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hanges of the intention on emigrating to cities,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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