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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张务伟，周 缘※

（山东农业大学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泰安 271000）

摘 要 ［目的］农民工作为农村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移就业问题一直被各界高度关注。文章利用

2011—2021我国 31个省（市、区，未含香港、澳门和台湾省）的空间面板数据，探究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

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方法］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理论基础，分析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

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通过莫兰检验验证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农村居民收入空间相关性之后，再选取固定效

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3种空间矩阵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结果］（1）  发现农民工转移就业

和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明显的L—L、H—H集聚的空间特征，空间相关性显著；（2）  农民工转移就业与农村

居民收入空间交互效应也显著；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  农民工转移就业

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结论］重视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农民

工受教育程度，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可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进而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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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常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得中低端劳动力就业受到冲击增大。3年

疫情影响了经济发展，就业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作为重点群体之一的农民工，据 2021年统计

数据公布总量为 2.925 1亿人，占总就业人口 39.2%，由于自身素质、历史及经济形势原因，就业不稳定、

质量不高并且失业风险进一步增大。因此，其就业问题关系城乡融合发展和社会稳定，影响共同富裕的

实现进程。

此前，学术界针对农民工转移就业话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主要从农民工的转移就业现状、转移就

业影响因素、转移就业路径等方面展开，结合研究内容，劳动力转移也是经济发展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

文章将从以上三方面进行文献梳理。第一，农民工转移就业现状研究。首先，我国农民工转移就业总体

存在农民工素质低、就业质量不高、就业岗位不稳定等问题[1]，而且企业招聘信息失真、就业没有保障，

致使农民工转移就业具有明显的失信行为[2]。其次，农民工转移就业呈现明显的空间特征。我国中西部经

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更多劳动力流向发展程度高的东南沿海地区，对应的农民工转移就业现象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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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显著[3]，而且这些农民工会更多地流向制造业更密集的城市[4]。最后，农民工转移就业在行业间也存在

明显差异，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多是流向食品和纺织行业，而西部地区多是流向家具加工或通信设备制造

等行业[5]。第二，农民工转移就业影响因素研究。农民工转移就业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工的个人素

质、家庭状况、转入地的经济情况等是影响农民工转移就业的主要因素[6]，医疗服务[7]、体制性歧视和城

市环境不公正也是影响农民工转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城乡差异歧视越弱的城市会更吸引农民工[8]，此外，

近些年被重视的心理因素和 COVID-19大流行病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工转移就业[9,10]。第三，农民工转

移就业路径研究。首先，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对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具有促进作用，应尽快调整

城乡户籍制度，健全农民工保障体系，减小城乡人口的保障和就业差距，促进农民工公平就业[11]。其次，

优化农村产业格局，扩大农民工就业容量，提高农民工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就业质量，改善农民工极不稳

定的工作状况[12]。再次，2022 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数量超三成，而我国外出农民工 1.72 亿人，

占流动人口的六成以上，农民工转移就业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以期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减小，

长期来看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是转移的关键[13]，应积极提升城市的接纳能力，落实城乡一体化就业的市民

化政策，实现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14]。最后，由于外部流动需求降低，通过鼓励农民工返乡流动，促进其

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也是实现农民工转移就业的路径[15]。

虽然前人对农民工转移就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前期研究多是通过

简单多元回归进行分析或在单一空间权重矩阵下进行空间分析，而且针对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

入的影响分析，更缺少多个空间权重矩阵下的溢出效应探究。因此，文章利用 2011—2021年宏观空间面

板数据，选择邻接矩阵检验空间杜宾模型，在固定效应下探究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

其空间溢出效应，再利用反距离矩阵以及经济距离矩阵检验结果稳健性，以期通过促进农民工更高质量

转移就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1 理论与影响机制分析

1.1　理论分析　

刘易斯的城乡经济二元理论指出，无限供给农

村剩余劳动力会为工业部门的持续扩张提供充足动

力，完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第三产业部门，

二元经济发展现状才会融合为一元经济体系，即实

际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目前我国从事第一产

业与第二三产业所获得的收入存在明显差异，我国

早年间的先富带动后富发展措施，导致我国城乡差

距特别是经济差距逐渐扩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向第三产业部门转移。图 1是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到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日益扩

大。而实际上，早有国外学者预测，在 2011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将大幅降低，迎来刘易斯拐点，

劳动力成本将大幅提升。结合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可以观察到，2006年之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明

显，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明显向工业部门转移，但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进一步扩大，结合我国地区发展不平

衡的国情，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经济发展依然处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

任务仍是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可持续转移，才能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

融合一体化发展。

图 2是自 1978年以来各产业就业的人数占比和各产业就业人数的变化。可以看到我国第一产业就业

人数占比持续降低，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正在持续向城市转移。此外，从 2011年开始，我国第三产业就

业人数反超第一产业，2014年至今第一产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一直最低，并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在我

图1 1978—2022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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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口总量保持小幅增长的背景下，根据第一产的从业人数不断降低而三产从业人数大幅增加，且第二

产从业人数相对较慢，可以推断我国存在明显的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流动现象，

即农民工转移就业。

此外，托塔罗模型也梳理了劳动力转移

的主要原因，与路易斯不同的是，他认为需

要充分考虑农民工转移就业是否能立即找到

工作，因此劳动力是否进行迁移主要是看更

换产业工作的预期收入与当前工作的预期收

入的差距而非实际收入差异，即预期收入差

异是实际收入差异和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共

同作用的结果[23]。2022 年统计数据显示，外

出就业农民工 1.72 亿，占总流动人口的

60.78%，结合该文研究内容，当农民工在城

市从事第二三产业积累人力资本之后，与从

事第一产业获得收入相比的实际收入差异将

趋于稳定，此时，就业机会的可能性就会成为劳动力转移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随着农民工从生存型求

职转向发展型求职，农民工群体将在不同地区间非农业部门进行转移就业，以期获得更多就业机会，由

此产生大量的流动人口。图 3是根据 2001—2021年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绘制的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变化图，

从图 3可以明显看到自 2010年开始到 2019年，流动人口数量相对稳定。而从 2020年开始，流动人口出现

了激增，这可能是受新冠疫情影响[24]和近距离流动大幅增长所致[25]。

图 4是根据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绘制的流动人口地区分布格局的变化。从图 4也能看出，2020年的各地

流动人口明显增加，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流动人口增加明显。其主要原因是随着国家西部建设工程、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等惠农扶贫政策的落实，原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获得除第一产业以外更

多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选择向城市或其他地区转移就业，成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使得流动人口激增。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介绍了人从低到高的 5种需求层次，人在满足最低需求生存需求的基础上会有更高

的精神上的需求，例如获得尊重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等。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转移多是为了寻求更高

收入，以满足生存需求。而东部沿海地区依旧保持高流动人口占比的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内陆地

区转移至沿海地区的人并没有在该地区安定下来，由此成为流动人口；二是为寻求更多工作机会以期获

取更受人尊重的工作以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求从而更换城市成为流动人口。

图2 1978—2020年我国分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和就业人数

图3 2000—202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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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影响机制分析　

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举措使得我国城乡差距开始扩大，城乡经济

开始割裂为二元发展格局。城乡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力度等差异愈加使得城乡发展失衡[26]。而优先发展重

工业的举措要求将经济发展重心转移至第二三产业，致使农业的收益占比大幅降低，农民工选择行业转

移获取更高收益。

基于二元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认为农民工转移就业可以提高收入。当农村劳动力意识到工业和

农业经济收入的差异，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会选择转移就业，由于早期农民工总体素质较低加上念家情怀

严重，再受到交通条件的限制，早期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及其附加在其上的其他制度的限制，大多不愿

意离家太远实现完全转移就业，多选择较近城市务工，且兼业者居多。随着农民工群体受到重视，户籍

制度改革、教育事业和交通事业的发展，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有所提升，社会压力降低[27]，大量农民工向东

南沿海地区转移，农民工开始完全放弃从事第一产业，以获取更高的工资性报酬。由此可以将农民工转

移就业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完全第一产业转移为三产结合，表现为离家近，一般为本县、市内流动；

另一种的农民工不再从事第一产业，表现为离家较远，一般为本市外流动。但以上两种情况，最后均会

获得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收入水平提高。

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组成部分，提高工资性收入是优化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提高收入水平

的首要任务[28]，根据 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数据的初步计算，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劳动力的 70%以上，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减小城乡差距，二元经济结构逐步瓦解形成一元化发展格局，实现城乡一体化

发展和共同富裕。根据上述分析，结合研究目的，探究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绘制影

响机制框架如图5所示。

图4 2000年、2010年和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变化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9）182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从左到右分别来源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图5 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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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与变量介绍

该文主要使用 2011—2021年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年鉴，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和农村统计年鉴数

据，区域缺失数据利用省级年鉴数据补齐，个别缺失值利用插值法补齐，清洗计算整理成面板数据进行

空间计量分析。构建权重矩阵的经、纬度数据来自于开源地理空间基金会数据。为使空间模型拟合度更

好，该文在进行空间回归时对部分变量做了取对数处理。变量的选择及测度标准如下。

（1）核心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测度农村居民收入。关于农村居民收入的研究常见

用以衡量农村居民收入的是总收入，净收入或可支配收入，其中总收入与净收入通过是否缴税及社保区

分，而可支配收入常是通过计算平均之后的收入，因此该文考虑农民工与农村居民的关系，参考刘玉杰[35]

统一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更能代表农村居民收入情况。

（2）核心解释变量：该文以各地农民工转移就业人数作为农民工转移就业的测度指标。农民工转移

就业广义上是指农村人进城务工人数，理应通过农村总从业人数减去从事农村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但考

虑数据获取的局限性并结合实际情况，该文参考王达平等[29]的计算公式计算农民工转移就业数量。公

式为：

各地农民工转移就业量=（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第三产业就业人数） −城镇就业人数

（3） 控制变量：为使模型更具稳健性，

该文还参考相关研究[31]确定控制变量。首先，

城乡发展本是共同体，但城乡发展二元化，

城镇发展失衡，农村的经济水平与城市经济

水平的存在明显相关性，由此，将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其次，基础

设施建设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西部地区

的基础设施明显没有东部地区完善，任晓红

等[30]也在研究中指出，交通设施完善对农村居民收入有影响，故将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也作为控制变

量，利用公路里程每年的增加量程度。最后，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人口的收入多样性在一定

程度上愈加丰富，可以大致分为两部分，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2022年统计数据显示 1.24亿农民工在

当地就业，从事多种产业获得收入，因此农业产值也作为控制变量，利用农村人均农业产值表征。除此

之外，农民工是农村和城镇联系的纽带，为综合考虑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将城镇化

率也作为控制变量，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进行测度[31]。为确保模型的回归

稳健，还利用膨胀因子排查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3 模型介绍

3.1　空间计量模型　

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是一个动态影响过程。传统的线性

回归难以反映其动态规律，地理学第一定律提到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关性，且距离越近相关性越强。农民

工转移就业自身存在空间性质，因此在研究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还要考虑空间关联

性，从动态视角下分析其空间溢出效应。

（1）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空间杜宾模型是最基本的空间模型，在特定条件下

可以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主要考虑 3种空间关系，首先是当地的因变量Y与相邻地区的

因变量Y相关；其次是当地的因变量Y与当地的自变量X有关，即基准线性回归；最后是解释本地区因变

量Y与其相邻地区的自变量X的关系。其公式为：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农村居民收入

农民工转移就业人数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业产值

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城镇化率

样本量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平均值

4.082 7
3.275 4
4.490 2
3.546 0
0.447 8
0.440 0

标准差

0.180 7
0.246 8
0.143 4
0.272 8
2.282 8
0.144 7

最大值

3.631 2
0.009 5
4.196 1
2.669 6
0.000 0
0.104 2

最小值

4.585 7
3.760 0
4.916 1
4.129 6

32.832 9
0.89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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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ρWY + Xβ + WXθ + μ + λ + ε （1）
式（1）中，Y为被解释变量，ρ为空间相关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X为解释变量，β为解释变量

的系数，θ为空间回归系数，λ为常数项，μ和ε为扰动项。

（2）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即加入空间变量的自回归模型，该模型是空间杜宾模

型的空间回归系数为 0时退化而来，主要强调该文研究区域的Y受周边区域的X的影响，也叫作空间自回

归模型（SAR），公式为：

Y = ρWY + Xβ + μ + λ + ε （2）
（3）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总的来说就是假设所研究的数据之间存在不对称的

相互关系，重点关注所选空间数据在研究区间受到相邻地区所选数据的影响，即变量间由于空间因素差

异造成的随机冲击传导外溢。由于考虑了空间因素，可以更准确估计数据之间的统计行为，公式为：

Y = Xβ + μ + λ + ε （3）
ε = σWε + ν
式（3）中，σ为误差项的空间回归系数，其他同上。

3.2　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最开始使用的权重矩阵为简单的 0~1矩阵，也称为邻接矩阵。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涉及研究内容愈加丰富，简单的邻接矩阵无法满足现代研究需求，更加适合各种研究问题的复合矩阵出

现。该文针对研究需求，将在 0~1矩阵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反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进行实证分析，使

得结果更具稳定性。

（1） 0~1矩阵（W1）：邻接矩阵是经典的非负矩阵，常用以体现地区之间是否具有相邻关系，若两地

区不相邻则赋值为 0，相邻则赋值为 1。该文将利用 31个省域的空间位置构建邻接矩阵作为空间权重，充

分考虑空间差异，契合劳动力流动的动态特征。

Wij = ì
í
î

0 两研究区域间不相邻

1 两研究区域间相邻
（4）

（2）反距离矩阵（W2）：其实际意义是由于空间距离的增加，其影响会减弱，也叫作反距离空间权重

矩阵。该文利用省会城市的经、纬度计算两区域间的距离，再根据其倒数构建反距离矩阵。具体公式为：

Wij = 1
dij

（5）
（3）经济距离矩阵（W3）：根据省会城市的经、纬度计算两地区之间的距离，结合各地区过去 11年

的GDP均值测度地区的经济水平，再通过两地之间经济水平差异构建经济距离矩阵。具体公式为：

Wij = 1
||GDP i - GDP j

（6）

4 结果与分析

4.1　空间相关性　

利用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进一步核实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农村居民收入存在空间相关性。

其中，当全局莫兰指数有 10%以上的显著性水平，说明该变量具有明显空间相关性。该文主要变量的全

局莫兰指数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除2021年外，农民工转移就业强度指标在3种矩阵下均至少在10%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在 3种矩阵下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这两个指标存在明显空间相

关性。而 2021年在邻接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下的局部莫兰指数不显著，可能原因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农民工返岗受阻，其转移就业局限性增大[32]。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具有滞后性[33]，该文 2020年的局部莫兰

指数显著，而 2021年的不显著也验证了其观点。由此，可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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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

除此之外，局部莫兰散点图也可以说明变量的空间相关性。莫兰散点图的原点代表研究当年的莫兰

指数，图中代表当年样本的点离原点越远代表其显著性越好，而莫兰散点图的 4个象限则是体现样本的空

间关系，莫兰散点图第一象限表示该样本本身属于高值样本，且其周围地区的样本值也较高。图6为2011
年，2015年，2019年和 2021年在 3种矩阵下农村居民收入的局部莫兰散点图，其莫兰指数均为正，且全

表2　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邻接矩阵

zyjyqd
0.117**

0.138***

0.164***

0.190***

0.201***

0.206***

0.203***

0.210***

0.191***

0.170***

-0.060

kzpsr
0.225***

0.242***

0.245***

0.246***

0.250***

0.255***

0.265***

0.273***

0.275***

0.277***

0.207***

反距离矩阵

zyjyqd
0.074**

0.094***

0.110***

0.127***

0.128***

0.129***

0.122***

0.125***

0.107***

0.100***

-0.065*

kzpsr
0.171***

0.173***

0.175***

0.176***

0.174***

0.175***

0.176***

0.175***

0.174***

0.173***

0.148***

经济距离矩阵

zyjyqd
0.347*

0.364**
0.415**

0.469***

0.460***

0.456**

0.438**

0.438**

0.401**

0.341*

-0.143

kzpsr
0.659***

0.662***

0.667***

0.669***

0.665***

0.666***

0.670***

0.666***

0.665***

0.669***

0.525***

注：*、**和***分别表示P≤0.05、P≤0.01和P≤0.001，P表示显著性，表头中 zyjyqd表示农民工转移就业人数； kzpsr表示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图6 2011年、2015年、2019年和2021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局部莫兰散点图

注：考虑篇幅正文中只体现了经济距离矩阵下农村居民收入的局部莫兰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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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以看到，该文农村

居民收入的莫兰散点图明显分布于一、三象限，

其存在明显的高—高、低—低集聚现象，再结合

全局莫兰指数的临界值，可以说明其存在明显空

间正相关关系。

4.2　空间模型的选择　

由于空间杜宾模型在满足某些特定条件后能

退化为其他两种模型，可以通过LM检验和Wald检

验进一步确定。LM检验其前提是要假设选定模型

为空间杜宾模型，当LM-lag与LM-error均显著时，

说明空间杜宾模型可能会退化为其他两种模型。该文在反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下LM-lag和LM-error
的P值均在 1%水平下显著，说明该条件下该空间杜宾模型可能发生退化，而进一步的Robust-LM检验结

果又显示利用经济矩阵进行空间回归时也可以利用空间滞后模型，因此LM检验结果不能说明空间杜宾模

型是否退化。需继续进行LR以及wald检验判断其是否发生模型的退化，其结果显示，利用 3种空间矩阵

进行LR检验和wald检验，结果均说明杜宾模型不会退化。因此该文将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在 3种矩阵下进

行实证分析，并对其回归结果进行效应分解，既可以使得实证结果更加稳健，又可以更深入探究其溢出

效应（表3）。

4.3　空间回归结果　

在实际进行空间计量分析时，面板数据还需要使用 hausman检验判定是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

结合 hausman检验结果和随机效应的局限性，该文采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空间计量的实证分析。随后可利

用LR检验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对比，选择拟合度更高的固定效应模型。其结果显示，邻接矩阵下，选择

个体固定效应，在反距离和经济距离矩阵下选双固定效应。表4汇报了空间回归结果。

从表 4可以发现，不论是普通面板回归，还是在不同矩阵下农民工转移就业量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

显著性条件下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事实上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大多都会提高其工资性收入，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此外，控制变量中，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和城镇化率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系数为负，且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随着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以及城镇化的放缓会使得农村居民收入升高，由于近年来的劳动成本不断升高，

而农民工的成本相对较低，更多的非专业技术岗位更加愿意以较低成本招聘农民工，使得农民工工资收

入增加，改善了农村经济，减小了城乡收入差距[34]，农业产值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只有在经济距离矩阵

下才显著为负，虽然在反距离矩阵条件下农业产值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其结果并不显著。其原因是随着

表3　LM、Robust-LM、LR、Wald检验P值汇总

评价指标

LM-lag
LM-error

Robust-LM-lag
Robust-LM-error

LR-lag
LR-error

Wald-SLM
Wald-SEM

邻接矩阵

0.087
***

0.280
***
***
***
***
***

近距离矩阵

***
***

*
***
***
***
***
**

经济距离矩阵

***
***
***

0.401
**

***
**
**

注：*、**和***分别表示P≤0.05、P≤0.01和P≤0.001，P表示显著性

表4　空间回归

变量

农民工转移就业人数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业产值

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城镇化率

空间相关系数

样本量N
Log-likelihood

基准回归结果

0.110***（0.028）
-0.486***（0.050）
-0.390***（0.027）

0.005（0.003）
-0.391***（0.054）

—

341
—

邻接矩阵SDM/ind
0.033***（0.009）

-1.013***（0.039）
-0.018（0.026）
-0.0003（0.000 6）
-0.223***（0.025）

0.599***

341
818.272 0

反距离矩阵SDM/both
0.046***（0.006）

-0.362***（0.094）
0.021（0.020）

-0.003（0.000 4）
0.185***（0.018）

-1.796**

341
910.312 4

经济距离矩阵SDM/both
0.035***（0.007）

-0.616***（0.110）
-0.045***（0.023）

9.49e-07（0.000 5）
0.181***（0.020）

-0.184**

341
880.672 7

注：*、**和***分别表示P≤0.05、P≤0.01和P≤0.001，P表示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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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值提高，也就是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收入越高，此时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尽管第一产业

的收入并比不上转移就业的收入，但其已经可以满足需求，考虑一些个人、家庭、社会因素的不便之处，

导致其不愿意或者不能转移至第二三产业就业；二是第一产业收入已经超过转移就业的收入，因此没必

要转移就业。由此仅凭农业产值的提高，暂难以判断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减。

4.4　空间溢出效应　

空间相关系数无论是在哪种空间矩阵下，都显著不为 0，说明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一定存在空间制约因素，即不只对当地的农村居民收入产生影响，还会影响其他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

通过对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进行效应分解，可以得到其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从而更全面地分析其对

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表5汇总了效应分解结果。

直接效应是指某地区内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表 5 显示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系数分别为 0.034，
0.032，0.032，并至少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农民工转移就业在3种矩阵关联模式下对某一地区内

的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农民工转移就业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此外，控制变量中城镇

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化率的直接效应也均显著为负，说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化率的提高，企

业大量选择城镇劳动力，会造成农村劳动力可支配收入相对减少，也验证了空间回归的结果，而农业产

值只在反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两种空间矩阵下有 10%显著性且系数正负不一致，因此不能说明其影

响方向，也与空间回归结果一致。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回归系数极小，且不满足统

计学上的显著性。间接效应也就是空间分析中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所研究地区的自变量X对其周围地

区因变量Y的关系，由上表可以看到，农民工转移就业量在反距离和经济距离矩阵下对周围地区的农村

居民收入的显著为正，分别为0.09和0.038，说明转移就业量对周围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

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而农业产值指标的空间回归系数和直接效应的系数显著性均不高，但其在反距离

和经济距离矩阵下，显示对周围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其存在明显空间异质性。

表5　空间效应分解

效应分解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变量

农民工转移就业人数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业产值

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城镇化率

农民工转移就业人数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业产值

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城镇化率

农民工转移就业人数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业产值

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城镇化率

邻接矩阵

（SDM/ind）
0.034**（0.011）

-1.013***（0.037）
-0.013（0.025）
-0.000 5（0.000 6）
-0.215***（0.026）

0.015（0.119）
0.044（0.086）

-0.242（0.129）
-0.007 7（0.004 8）
-0.288***（0.068）

0.049（0.127）
-0.969***（0.086）
-0.229（0.130）
-0.008 2（0.005 1）
-0.073（0.076）

反距离矩阵

（SDM/both）
0.032***（0.007）

-0.396***（0.110）
0.052*（0.023）
0.000 1（0.000 4）
0.146***（0.025）
0.090***（0.016）
0.206（0.274）

-0.186***（0.044）
-0.002 6（0.001 4）

0.246***（0.053）
0.122***（0.015）

-0.190（0.227）
-0.134***（0.031）
-0.002 6*（0.001 3）

0.392***（0.037）

经济距离矩阵

（SDM/both）
0.032***（0.007）

-0.645***（0.110）
-0.054*（0.022）

0.000 01（0.000 5）
0.173***（0.021）
0.038***（0.009）
0.306*（0.140）

-0.850***（0.025）
0.000 7（0.001 1）
0.106***（0.027）
0.071***（0.011）

-0.339*（0.139）
-0.031（0.023）

0.000 7（0.001 1）
0.280***（0.027）

注：*、**和***分别表示P≤0.05、P≤0.01和P≤0.001，P表示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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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该文利用 2011—2021年我国 31省（市、区，不含港澳台）的宏观相关数据构建指标体系，研究首先

通过莫兰指数证实了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明显空间特征，再利用邻接矩阵选择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

行实证分析，再通过反距离和经济距离矩阵检验结果稳健性。具体结论如下。

（1） 3种矩阵下空间回归系数分别为 0.033、0.046、0.045，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证实了农民

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正向影响。

（2）在进行效应分解之后，其结果显示农民工转移就业在反距离矩阵和经济矩阵下的空间溢出系数

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农民工转移就业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多元线性回归明显忽视了这

一影响。

（3）此外，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当地的农村居民收入，但其在经济距离矩

阵下的分解效应结果却显示对周围地区有显著正向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先富地区对后富地区的带动

作用。而农业产值的提高虽对当地的农村居民收入影响不显著，但其对周围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

负向影响。

5.2　启示　

基于以上对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论有如下启示。

（1）  应重视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空间溢出可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

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各地应该彻底取消阻碍农民工合理流动的政策，合理利用其空间溢

出效应，扩大劳动力转移就业容量，提升转移就业质量，积极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

（2）  其次，必须进一步提高农民工教育程度。为打破农民工就业率低，就业质量差壁垒，促进农民

工向城镇和非农部门转移就业，必须健全城乡教育体系，落实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民工受教育

程度，提升农民工转移就业能力。

（3）  最后，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在保证农业产量的同时，支持农民工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

农民工市民化，提升其非农收入占比，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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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MIGRANT WORKERS' TRANSFER OF EMPLOYMENT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Zhang　Wuwei，Zhou　Y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alm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farmers constitute an essential component, aligning 
with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governing rural and agricultural progress. Meanwhile, the phenomenon of migrant 
workers' relocation and employment remains a subject of profound interest across diverse sectors. Based on the 
spatial panel data encompassing 31 provinces (including c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Taiwan, and Tibet, region) in mainland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relocation on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long with its associate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Drawing upon the prior research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migrant worker transfer employment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verified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migrant worker transfer employment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through Moran's test, and mad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y a fixed effects spatial Durbin model, then tested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ree 
spatial matrices. The results were listed as follows. (1) There was a pronounced spatial clustering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Low-Low' (L-L) and 'High-High' (H-H) clusters in both migrant worker employment relocatio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signifying significant spatial correlation. (2) Furthermore, the study also identified a 
substantial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between migrant worker employment relocatio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Notably, the transfer of employment among migrant workers exerted a discernible positive impact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3) The employment relocation among migrant workers generated a noteworthy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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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sidents' income. In summary, this research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addressing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the transfer of employment among migrant workers, and it emphasizes the need for enhancing 
thei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expeditin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for migrant workers, as these measures can 
foster employment relocation and, in turn, bolster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Keywords transfer of employment for migrant workers；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spatial weight matrix； Spatial 
Durbin model； overflow effect

·资讯·


加快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

近年来，各地纷纷探索乡村旅游的新业态形

式，不仅推动了农业、旅游业、商业、康养、教

育、科技等领域的深度融合，还促进了乡村旅游

从单一产品向复合业态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丰

富了乡村旅游的内涵，还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

新的活力。

以海南省为例，当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独特的黎苗文化，为乡村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

潜力。然而，由于起步较晚和地方特色不突出等

原因，海南乡村旅游在知名度和特色方面仍存在

短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仍需深入挖掘

海南乡村的特色资源，加快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

乡村旅游新业态。

一是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形成聚合效应，

如打造乡村微度假目的地。单一的体验类乡村旅

游目前已经不能满足游客需求，海南应在充分挖

掘热带、环海、少数民族等特色景观、文化资源

的基础上，延伸旅游产业链，延伸乡村旅游产品

和服务，推动旅游与一产、二产深度融合，将热

带水果采摘、热带花卉观光园等当地特色产业与

旅游活动相结合，推动乡村旅游向景观小品、文

化特色、深度体验、互动参与等方向发展。同时，

还应充分发挥社会各方资本的市场撬动作用，积

极招引旅游开发项目，为搭建“食、住、行、游、

购、娱”完整的服务体系夯实硬件基础和载体。

如，背靠亚龙湾的博后村近年来利用得天独厚的

地理优势，促使乡村旅游以强大的活力与其他产

业融合发展。2023年博后村接待游客约 84万人次，

集体经济收入破千万，博后村现已发展成为以主

题民宿、旅游景区等为核心的高品质乡村微度假

目的地。

二是扶持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新业态

项目，如乡村研学教育基地。近年来，海南为探

索乡村旅游特色发展模式，不断加强旅游发展顶

层设计，为旅游加入文化学习、亲自体验、实践

教育等功能，以满足不同类型的旅游需求。研学

旅行是学校教育、校外教育有效衔接的一大方式，

是围绕乡村独有农业生产活动为学生带来多元化、

直观性、深刻性的一种全新的旅游产品。建设乡

村研学教育基地，既能充分调动、整合当地资源，

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的旅游项目，又能锁定客群，

为当地带来稳定流量，无形中起到乡村旅游宣传

的作用。海南还在加大对包括乡村研学教育基地

等在内的旅游新业态、新产品的政策倾斜和资金

扶持力度，有针对性地促进地域文化、风俗民情、

人文情怀等彰显，打造集游览、互动、探索、体

验等的一体化基地，以更好地传承传统优良文化，

同时拉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三是做好各类乡村旅游点规划，发展拥有核

心吸引物和综合竞争力的旅游业态，如康养休闲

基地。尽管海南省仍存在综合开发程度不高、产

业化层次不高及业态生命力较弱等问题，但其以

发展现状和市场需求为基础，积极提档升级乡村

旅游景点规划，画出自然资源、人才禀赋和产业

资源的最大同心圆。面对康养逐渐成为消费者的

常态需求，海南依托自身特有的热带自然风光优

势和苗彝特色风情，利用已建的各类基础配套设

施和综合类园区，规划建设一批具备亲近自然、

休闲观光、养颜康体、农耕体验等多重康养价值

与多种康养功能的康养休闲基地。这一发展思路

不仅能增强乡村旅游整体发展活力，提升地区发

展核心竞争力，还能为游客提供养生与生产相结

合，趣味与劳动相融合的高品质体验，为打开康

养旅游新格局奠定基础。如，保亭县是国内少有

的热带雨林山地温泉县城，旅游业一直以来都是

保亭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近年来，保亭

县抓住旅游业和健康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契机，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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