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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一个农民工微观在线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依托新媒体的新型故乡联
结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为获得稳健的回归结果，实证模型中的内生问题采用工具变量回
归进行处理。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新型故乡联结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返乡概率，其边际影响
明显高于天然的亲缘与地缘作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农民工对于故乡的环境感知在
其返乡决策中发挥显著正向中介作用，但经济感知存在负向中介效应。这意味着，在吸引农
民工返乡的政策措施中，地方政府不仅要在农民工的就业创业环境上下功夫“筑好巢”，也
要更加重视利用蓬勃发展的新媒介、新平台，增强农民工对故乡经济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主
动与外出农民工缔结联结与互动，积极宣传地方经济发展规划、重大政策举措等，才有可能
“引回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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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吸引部分农民工返乡是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十
多年间，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尽管这使得农民工个人与家庭的收入大幅提高，但是，在
宏观层面上，伴随而来的是城乡差距拉大( 龚明远等，2019;王能等，2016) 和越来越严重的农村“空心
化”问题;微观层面上，2. 9亿的农民工大军也面临着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非农就业压力和科技高
速发展导致的岗位替代压力不断加大的挑战，其可持续发展成了全社会关切的话题。党的十九大提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被看作是协调城乡发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通过有效的政策鼓励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了
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考量。这既可能纾解农民工的在外就业压力，更可能为地方经济注入新文化、新
思想、新理念、新技术、新资源，助力乡村振兴。

然而，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颁布的一系列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措施，其效果似乎十分有
限。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国务院到发改委，颁布多个政策文件，强调在保证农民工有序外出就业
的同时，鼓励农民工、大学生等有技术有资源的能人返乡下乡创业就业。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从
财政、培训、园区建设等多个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积极引导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但是，这些努力似
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 2018 年底，我国约有 520 万农民工实现返乡
创业①，不足 2. 9亿农民工总量的 2%，诸多返乡创业政策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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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上述困境的关键在于找出制约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农民工作为理性人，其返乡决策是
一个基于个人和家庭发展需求的长远规划，是其通过对故乡各个方面的综合考量做出的最优决策。
因此，回答农民工为什么不返乡这个问题，就需要从研究其决策时的制约因素着手。新古典经济理论
和新劳动迁移理论认为，经济回报是迁移( 包括外出和返乡) 发生的重要动机( Stark 等，1985) ，能够
带来收入的工作就业机会是驱动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 Constance，1989) 。除经济因素外，民众幸
福感( Polgreen等，2011) 、满意度( 匡远凤，2018; 刘俊威等，2009) 、乡土情怀和自我认同( 吴兴陆等，
2005) 等主观因素也是影响迁移行为的重要作用力。农民工与故乡之间天然的联结，包括熟悉的社
会网络、强烈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可都能够增加流动人口的故乡归属感，吸引其做出回流决策( 赵峰
等，2015; Duval，2004;蒯鹏州，2010;王春光，2001;刘祖云等，2019;张桂金等，2018) 。

与此同时，信息网络和自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传统的联结方式，但既有文献鲜有关注其在
农民工返乡决策中的作用。农民工对网络和新媒体的使用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互联网中心发布的
第 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总网民达 9. 4 亿人，农村外出务
工人员占 11. 4%，即近 1. 07亿的农民工上网①。在上海的调查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媒体普及
率显著高于全国公众平均水平( 周葆华等，2011) 。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自
媒体平台的全面兴起，不仅改变了农民工与故乡亲友之间的联系方式，更逐渐突破了其原有狭窄的以
亲缘地缘为特征的故乡联结，帮助其构建新型乡土网络，为其更广泛、更及时地了解故乡提供了可能。
同时，基于这些新的信息渠道与自媒体平台，地方上也拓宽了对外宣传的途径，很多地方政府和组织
开始搭建网站、发布公众号、推动各类在线主题信息分享与交流群等。所有这些都使得外出农民工有
更多机会在广度和深度上加强对故乡方方面面的了解，进而有利于农民工低成本地优化其迁移决策
( 郭士祺等，2014;梁辉，2013) 。但在实证研究中，这种新型联结是否促进了农民工的返乡尚缺乏可
靠的依据。

本文基于一个新近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基于新媒体的新型故乡联结在农民工返乡行为决
策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考虑到故乡联结可能存在的内生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回归进行处理，
以获取一致的参数估计。进一步，本文以故乡感知为中介，分析故乡联结影响农民工返乡行为的路径
机制。重点考察了三类故乡感知:一是经济感知，经济发展状况和预期差异是诱发人口迁移的直接动
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工认为在家乡获得工作机会或更高收入的可能性并不低于
其他地方，很可能会选择返乡，否则可能选择向外迁移( Lucas 等，2003) ; 二是环境感知，决定了农民
工返乡后的生活状况和就业创业所能运用的社会资源以及可能面对的自然环境问题;三是社会保障
感知，这是关乎返乡农民工长期生活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对于返乡后是否持续留下来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实证模型

(一)理论分析
农民工的流动是基于自身对故乡地和其他地方的已有信息做出的综合决策。以往研究多关注于

既定信息边界下影响农民工最优迁移决策的经济、文化和环境等因素( 孙学涛等，2016; 程广帅等，
2013;谢勇等，2017) ，但随着信息化、媒体化和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原有信息边界逐渐被拓宽，农民工
不仅能够通过信息媒介获取更多关于故乡地和工作地的信息，还拥有重新分配信息的机会。理论上，
在新信息边界的建立过程中，通过干预农民工在故乡地和其他地方间的信息获取情况，可能会影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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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的预期判断，进而优化其流动行为。
图 1展示了信息约束重建导致的农民工迁移决策变化。这里把除故乡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归结为

工作地，横纵坐标分别代表农民工故乡地和工作地的信息获取情况。AB 为原有的信息约束，u 为在
该约束情况下农民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迁移决策。A1B1 为新建立的信息约束，u'是在新信息约
束下的最优迁移决策。新型故乡联结使得信息约束实现了从 AB线到 A1B1 线的变化，二者的移动距
离反应了信息边界的拓宽，而斜率的变化则是获取的信息在工作地和故乡地之间的分配( 获取更多
故乡地的信息) 。本文的研究核心就是探究在由新型故乡联结带来的具有移动效应和分配效应的新
信息约束下农民工流动行为 u的变化及其影响路径。

图 1 新型故乡联结下农民工的信息约束和迁移决策变化

(二)模型设定
1. 故乡联结对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为了实证分析新型故乡联结对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

我们首先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y*i =α0+α1 CTi+α2Xi+εi ( 1)

其中，y*i 代表农民工 i的返乡行为潜变量( latent variable) ，这里假定其是新型故乡联结( CTi ) 和一组
控制变量( Xi ) 的方程，εi 是服从一定统计分布的随机误差项。在实际的数据收集中，我们观察到的
是农民工 i是否回乡的行为 yi，而非潜变量，其中的关系可以表述如下:

yi =
1 if y*i =α0+α1 CTi+α2 Xi+εi＞0

0 if y*i =α0+α1 CTi+α2 Xi+εi≤0{ ( 2)

假定随机误差项εi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其中参数ατ( α0，α1，α2 ) 可以通过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模型中的关键解释变量( CTi ) 主要来自于调研中四个问题: ( 1) “您是否关注了故乡县本地公众

号 /微博号 /网站?”; ( 2) “您是否加入了故乡县或乡镇的老乡群?”; ( 3) “您是否在电视、网络等媒体
或公共场所看到过故乡县的形象宣传?”; ( 4) “故乡县是否有邀请您参加当地文化节或参观展览等活
动?”。选项均为 0( 没有) 、1( 有) ，通过将这四个问题的回答加总即可获得故乡联结变量，取值为 0～

—53—

陈菊慧等:新型故乡联结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



4。数值越大说明农民工与故乡联结程度越高*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Xi ) 包括代表决策个体偏好的
人口特征、家庭状况、地区以及亲缘、地缘情况。

2. 新型故乡联结的内生问题。模型中关键的解释变量可能存在遗漏变量与反向因果导致的内
生问题。一方面，观察到存在新型故乡联结的农民工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较，可能本身就有更强的天
然故乡联结或故乡情结，也就是说，他们即使没有新型故乡联结，也较其他群体更有可能选择返乡，这
是一种典型的自选择问题，在计量分析中很容易导致遗漏变量，并进而造成关键解释变量的内生问
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已经控制的个体偏好特征变量之外，本文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了象征亲缘
的“故乡是否有直系亲属”和象征地缘的“故乡承包地或土地拥有情况”两个变量。

另一方面，选择返乡的群体与其他农民工群体比较，更可能关注故乡的各类信息并参与故乡的各
类活动，因此，新型故乡联结也很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问题，进而导致核心参数估计有偏。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参考冯旭南( 2014) 的做法，选择县级政府官网访问量①作为故乡联结程度
的工具变量。该变量包括了两方面信息，一是是否有官网，这能反应外出农民工群体能否构建与故乡
建立新型联结的外在条件;二是访问量的大小，这可以反应网站建设的水平和影响力。显然，这一变
量符合工具变量外生性和相关性的条件:一方面，官网访问量不是单个农民工可以决定的，所以该变
量相对外生;另一方面，县级政府官网访问量大多由本地人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农民工与当
地的交流联系。此外，考虑到政府官网访问量可能还与该网址建立时间长短有关，因此在回归中控制
了域名年龄变量以排除这一影响的可能性＊＊。具体做法是: 首先用工具变量和模型( 1) 中所有控制

变量Xi 对新型故乡联结变量( CTi ) 进行回归，并取得其残差预测值( εi
�=CTi－CTi

� ) ;然后把εi
�加入模型

( 1) 中重新回归。CTi 前的参数代表新型联结对返乡影响的一致估计。
3. 新型故乡联结的中介作用机制。倘若农民工与故乡的新型联结会在统计上显著影响其返乡

决策，那么，是通过什么机制产生的呢?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我国更深入地理解新型故乡
联结与农民工迁移行为之间的关系，更有利于为各类返乡创业政策措施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基于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 Gibbs等，1990) ，农民工与故乡之间的联结首先是通过各种信息改变其对故
乡的基本认知或感知，进而才会产生迁移意愿与行为。熊波等( 2009) 认为，农民工的这种感知大体
可以分为经济、环境和社会保障感知三个方面，其中，经济感知是农民工对就业机会和经济预期两方
面的感受与评价;环境感知是其对人文环境( 如社会关系) 和自然环境的感受与评价; 社会保障感知
主要是指农民工对教育、医疗等保障体系的感受与评价。

21世纪以来，随着各项惠农促农政策，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农村的生产、生活、社会
保障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于农民工全面提升其对故乡的感知与预期具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决定迁移上，决策者考虑的不只是一个地方( 如故乡) 的变化，而是在迁出与迁入两地( 甚至
包括其他选项的三地) 间的比较。在综合考虑各项移动成本之后，对农民工而言，如果故乡较其他地
方仍具有显著的正向感知，那就意味着故乡的相对吸引力更高一些，这将显著提高其返乡可能性，反
之，即便对故乡的感知上升，如果提高幅度不能超过对其他地方的感知提升幅度，则会抑制其返乡意
愿与行为。这就意味着，新型故乡联结能否通过改变农民工对故乡经济、环境和社会的感知而影响其
返乡决策成为了一个需要实证检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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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测度故乡联结程度的四个问题间可能存在部分交叠，使得该变量的取值和实际程度之间存在 1+1＜2的可能性，但由于四
个题目对故乡联结程度变量的贡献方向都是一致的，且相关性较弱( 经检验，两两题目之间最高的相关系数为 0. 3) ，并不会影响本文
的主要实证结论
＊＊ 域名年龄变量也可以被看作是另外一个工具变量
① 该数据由作者根据百度 SEO综合查询( http: / / seo. chinaz. com / ) 整理获得



本文采用如下中介效应模型开展上述作用机制检验:
perceptionji =γ0+γ1jCT

�
i+γ2Xi+∈i ( 3)

yi =α'0+α'1CTi+∑j γ'1j perceptionji+α'2Xi+α'3 εi
�+ωi ( 4)

其中，perceptionji，j = 1、2、3，分别表示农民工对故乡的环境感知、经济感知、社会保障感知中介变量;

CT�i 为新型故乡联结的预测值; εi
�为新型故乡联结对工具变量回归的残差预测值;系数γji分别表示故

乡联结对故乡环境感知、经济感知、社会保障感知的影响; 系数 α'1 表示故乡联结对农民工返乡的直
接影响效应;系数 γ'1j分别代表故乡感知对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 ∈i、ωi 为误差项。此外，系数乘
积 γ1j ×γ'1j，j = 1、2、3，分别代表三个故乡感知在故乡联结对农民工返乡影响的中介效应，总效应则等
于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之和。

模型中的故乡感知变量主要来自于调研中针对农民工在故乡经济、环境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评
价的多个问题。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法对这三个方面的故乡感知进行综合测度。因子分析法的主要目
的是从变量群中提取共性因子，将相同本质的变量归入一个因子，从而达到降维和综合评价某一指标
的目的。本文将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出来的三个主因子( 特征值大于 1) 设定为环境感知因子、经济
感知因子以及社会保障感知因子，并以此作为模型( 3) ～ ( 4) 的中介变量。其中，环境感知因子是通
过分析农民工对故乡社会关系、气候环境的评价感受程度获得的，经济感知因子是通过分析农民工对
故乡就业机会、经济预期的评价感受程度获得的，社会保障感知因子是通过分析农民工对故乡子女上
学和医疗保障的评价感受程度获得的。借鉴已有研究，测度题目均采用三级量表，即“表示担心 =
－1;感受一般= 0;感觉有吸引力= 1”。

三、数据与统计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农业大学“城乡融合民生调查”。该调研启动于 2019 年，对 16 岁及以

上、户籍在农村但在故乡所在县级以外地区从业累计 3 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在线问卷调
研。这种线上调研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工流动性大导致线下持续跟踪调查的困难。截至 2020 年
1月，来自全国 30个省级行政区、241个地级市，逾两千名满足“出生时为农村户籍、初次参与调查时
达到 16周岁”的样本通过自愿参与的原则参加了调查。

本文所用数据是来自该调研平台于 2019年 10 月在线开展的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专题调研。
由于样本用户自愿参加，最终获得 1125 份问卷，剔除不符合农民工特征以及存在严重数据异常的
360个观测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765个。

考虑到参与此项线上调研的农民工样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所得，样本可能在较大程度
上与总体有偏。表 1展现了调查样本和《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对比。结果表明，在性
别分布上，调查样本与官方数据接近，外出务工群体仍以男性为主; 地区* 分布上，二者结果基本一
致，不存在明显的地域偏差;但在年龄分布上，样本中 21 ～ 30 岁年龄段的农民工占比近 40%，高龄段
农民工数量明显少于官方调查数据，由此导致样本在受教育程度上也高于总体平均水平。一方面，这
很大程度上源于年轻人的移动终端拥有比例远高于老年人的事实;另一方面，本文样本更符合新生代
农民工＊＊的特征，而新生代农民工将是返乡创业的主力军，鼓励他们返乡契合当前返乡创业的政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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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区在 2018年国家统计局报告中指的是农民工输出地，为了与之相对应，以及考虑到本文中“返乡”的定义，本文调查样本中
的地区指农民工自行报告的故乡所在地

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农民工



向，因此样本的年轻化更有利于本文的研究。

表 1 样本与 2018年统计局监测数据分布对比 ( %)

个人特征 2018年农民工监测数据 本文调查样本

性别
男性 65. 20 68. 37
女性 34. 80 31. 63

年龄

16～20岁 2. 40 7. 07
21～30岁 25. 20 38. 69
31～40岁 24. 50 27. 20
41～50岁 25. 50 15. 05
50岁以上 22. 40 11. 99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6. 70 9. 67
初中 55. 80 47. 19
高中 16. 60 18. 17
大专及以上 10. 90 24. 97

地区
东部 37. 66 45. 10
中部 34. 12 37. 91
西部 28. 20 16. 99

为了克服样本有偏问题，本文使用国家卫计委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作为总体特
征* ，对本文所用样本进行事后权重调整。根据上述样本统计，本文选择性别和年龄作为调整变量，
以地区为层级变量，构建性别年龄交叉表，计算观测个体的综合权重。图 2和图 3分别为总体的人口
金字塔和调查样本未加权前的人口金字塔。可以看出，二者在数据形态上具有一定差异，前者分布呈
菱形，而后者分布呈正三角形。图 4是引入权重校正后的样本人口分布。虽然调整后的样本在高龄
段男女分布比例上还不均衡，但大体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数据形态保持一致。这说明权重的
引入可以部分克服数据分布有偏的问题，提高最终分析结果的解释力( Kish，1965; 金勇进等，2014) 。
因此，本文接下来的实证模型分析部分将采用加权回归方法。

(二)描述性统计
表 2 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与故乡联结情况看，87. 5%的被访农民工与故乡保持一

定的新型联结关系，平均联结紧密程度为 1. 96，在 1～4 的取值范围内偏低。在对故乡的感知评价方
面，就业机会、经济预期、子女上学和医疗保障均值为负，显示新型农民工对故乡这些方面的不乐观态
度，但在社会关系与气候环境方面，样本均值达到了 0. 2 以上，显示农民工在这两方面对故乡的积极
认知。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故乡联结与农民工返乡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绘制了返乡与未返乡农民工故
乡联结程度的分布图。从图 5可以清晰地看出，返乡农民工的联结紧密度分布呈现阶梯式上升，与之
相对的是未返乡农民工故乡联结程度的逐级递减。这一升一降表明，二者具备明显的正相关性，且联
结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有可能选择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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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国家卫计委 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作为总体特征的原因如下:首先，该调查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
织实施，在问卷设计和调查规范性上有所保证，具备良好的总体代表性; 其次，该调查覆盖区域和对象与本文的调研样本在相关指标
上能够较好的匹配，有利于样本权重计算和调整



图 2 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金字塔

图 3 调查样本人口金字塔(未加权)

图 4 调查样本人口金字塔(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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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与取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返乡行为 返乡= 1;未返乡= 0 0. 650 0. 480

自变量
是否关注故乡县公众号 /微博号 /网站 是= 1;否= 0 0. 512 0. 500
是否加入了故乡县老乡群 是= 1;否= 0 0. 497 0. 500
是否看到过故乡县的形象宣传 是= 1;否= 0 0. 693 0. 462
是否有邀请您参加当地活动 是= 1;否= 0 0. 308 0. 462
故乡联结 0～4;最低 0，最高 4 1. 961 1. 224

对故乡经济、环境、社会保障感知
就业机会评价
经济预期评价
社会关系评价
气候环境评价
子女上学评价
医疗保障评价

担心= －1;一般= 0;吸引= 1

－0. 330 0. 640
－0. 180 0. 630
0. 290 0. 620
0. 210 0. 580

－0. 140 0. 640
－0. 060 0. 550

中介变量
环境感知因子
经济感知因子
社会保障感知因子

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
主因子

0 1
0 1
0 1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 1;女性= 0 0. 680 0. 470
年龄 岁 34. 71 12. 36
受教育年限 年 11. 38 2. 900
婚姻状况 已婚= 1;未婚= 0 0. 650 0. 480
健康好 较好或好= 1;其他= 0 0. 630 0. 480
健康一般 一般水平= 1;其他= 0 0. 308 0. 462
健康差 较差或差= 1;其他= 0 0. 060 0. 250
收入较高 较高或高= 1;其他= 0 0. 150 0. 360
收入中等 中等水平= 1;其他= 0 0. 488 0. 500
收入较低 较低或低= 1;其他= 0 0. 360 0. 480
家庭人口数 人 4. 020 1. 500
来自东部地区 是= 1;否= 0 0. 450 0. 500
来自中部地区 是= 1;否= 0 0. 380 0. 490
来自西部地区 是= 1;否= 0 0. 170 0. 376
故乡是否有直系亲属 是= 1;否= 0 1. 440 1. 020
故乡是否有承包地 /宅基地 无= 0;有任一= 1;两者都有= 2 1. 280 0. 780

注: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三个感知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分别为 50. 38%、61. 62%和 63. 03%，KMO值均大于 0. 5，各
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 7，意味着提取的三个公因子对故乡感知解释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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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新型故乡联结与返乡行为

四、实证结果

(一)新型故乡联结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
表 3汇报了基准模型的加权回归结果*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返乡行为，关键解释变量为新型故乡

联结。模型回归中，本文控制了表 2中列出来的人口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变量。为了克服自选择导
致的遗漏变量内生问题，我们在基准模型中控制了反映故乡地缘的“故乡是否仍有承包地或宅基
地”，以及代表亲缘的“故乡是否有直系亲属”。

表 3 基准模型加权回归结果

变量 边际效应 稳健标准误

新型故乡联结 0. 115＊＊＊ 0. 001
性别 0. 018＊＊＊ 0. 002
年龄 0. 003＊＊＊ 0. 000
受教育年限 －0. 024＊＊＊ 0. 000
婚姻状况 －0. 019＊＊＊ 0. 003
健康好 0. 024＊＊＊ 0. 004
健康一般 0. 020＊＊＊ 0. 004
收入较高 0. 159＊＊＊ 0. 004
收入中等 0. 161＊＊＊ 0. 002
家庭人口数 －0. 013＊＊＊ 0. 001
亲缘 0. 122＊＊＊ 0. 003
地缘 0. 028＊＊＊ 0. 001
地区哑变量 控制
N 765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回归结果表明，新型故乡联结对农民工返乡有显著正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故乡联结紧密度每提高一单位带来的农民工返乡概率提高 11. 5%，这一结果在 99%的置信水平
上显著。此外，反映农民工故乡亲缘的“故乡是否有直系亲属”与反应地缘的“故乡是否有承包地或
宅基地”，估计结果也均在 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民工与故乡的天然联结使其更有可能
返乡，但天然联结的边际效应较新型联结低。基准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均与预期一致。

这一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基于快速发展的信息和自媒体技术形成的新型故乡联结帮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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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中汇报的参数估计为基于 Probit模型回归系数转换后的边际效应与对应的稳健标准误



民工建立了新的信息约束，并在其流动决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信息边界的外推和信息向故乡地
更多的倾斜对于农民工的返乡行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逐渐超过传统亲缘、地缘作为农民工与故乡的
纽带联系。这表明乡村振兴中的信息化建设除了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发展，更需要着力于有
价值、有吸引力信息的输送以及开展对农民工群体的信息素质培训，帮助其提高自身的信息获取能力
和甄别能力，以做出最优的流动决策。

(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新型故乡联结可能存在与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问题，造成关键参数估计有偏。

为此，本文选择县级政府官网访问量作为新型故乡联结的工具变量，对前述基准 Probit模型进行两阶
段回归( 见表 4) 。检验结果表明，一阶段中政府官网访问量对故乡联结有显著影响，表明新型故乡联
结与工具变量“政府官网访问量”高度相关，排除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第二阶段中，故乡联结变量
对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同时，根据 Wald 检验结果，可以认为故乡联结
变量在 5%的水平上存在内生性。此外，为了使政府官网访问量不受该网址建立时间长短影响，回归
中控制的域名年龄变量在统计上显著，扮演了另一个有效工具变量的角色。

从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来看，新型故乡联结显著提高农民工返乡的概率，这和基准模型结果一致。
注意到，采用工具变量处理反向因果内生性之后，新型故乡联结对于促进农民工返乡的概率边际贡献
低于基准模型中的结果，从 11. 5%下降到 7. 8%。这一结果表明，在分析新型故乡联结对农民工返乡
的影响时，如果不处理反向因果问题将会导致边际影响被高估。

表 4 工具变量回归与检验结果

变量 基准 Probit 2SLS第一阶段 2SLS第二阶段
是否返乡 故乡联结 是否返乡

故乡联结 0. 115＊＊＊( 0. 001) 0. 078＊＊＊( 0. 009)
政府官网访问量 0. 089＊＊＊( 0. 003)
域名年龄 0. 027＊＊＊( 0. 0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检验 0. 032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表中报告的是边际效应。Wald检验汇报的是 P 值。下同

(三)新型故乡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分析新型故乡联结的作用机制，本部分针对故乡感知在故乡联结影响农民工返乡行为决策中

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首先，本文分别针对环境感知、经济感知和保障感知因子回归了模型( 3) ，以检验新型故乡联结

对故乡感知不同方面的影响( 见表 5) 。结果显示，新型故乡联结对农民工的故乡环境感知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对其经济感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保障感知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以信息网络平台
和新媒体为载体的新型故乡联结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对家乡社会关系及生活环境等方面的评价和感
受，但这种联结却降低了其对家乡就业、收入等方面的经济发展评价和感受。这一方面由于，现阶段
我国农村的居住和人文环境等均较城市更加友好，农民工与故乡联结越紧密，越能体会到来自家乡的
自由、舒适以及热情淳朴的民风，从而形成良好的乡村环境感受。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远不及城市地区，因此，农民工与家乡联结的越密切，越能深
刻体会到城乡经济差距的冲击，对故乡的经济发展评价越差;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我国乡村振兴战
略中的经济发展、利好政策以及医疗教育保障等信息宣传不到位，没能使得农民工获得积极的故乡感

—24—

农业技术经济 2022年第 6期



受，由此导致，即使农民工和故乡通过网络媒介形成了紧密联结，关注故乡发展变化，其获取到的信息
也没能扭转农民工对故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评价，甚至对经济预期具有负面感受。

表 5 故乡联结对农民工故乡感知的边际影响

变量 环境感知因子 经济感知因子 保障感知因子

故乡联结( 拟合值) 0. 267＊＊＊ －0. 559＊＊＊ －0. 029
( 0. 025) ( 0. 020) ( 0. 018)

亲缘 0. 031＊＊＊ 0. 131＊＊＊ 0. 005
( 0. 006) ( 0. 007) ( 0. 006)

地缘 0. 056＊＊＊ 0. 164＊＊＊ 0. 002
( 0. 006) ( 0. 005) ( 0. 0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N 0. 765 0. 765 0. 765

其次，本文估计了模型 ( 4) ，以检验新型故乡联结和故乡感知对农民工返乡决策的影响 ( 见表
6) 。结果显示，农民工对故乡的环境感知、经济感知和保障感知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上对其返乡行为
具有正向影响。这说明，农民工对故乡发展的感受和评价越好，越有利于促进其回流。将三个故乡感
知中介变量纳入模型后，新型故乡联结的影响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在捕捉中介效应之后，其对返乡
行为存在直接效应，或存在除了故乡感知外的其他中介效应* 。

表 6 故乡联结、故乡感知对农民工返乡行为的边际影响

变量 是否返乡 稳健标准误

环境感知因子 0. 030＊＊＊ 0. 001
经济感知因子 0. 171＊＊＊ 0. 002
社会保障感知因子 0. 022＊＊＊ 0. 001
故乡联结( 拟合值) 0. 198＊＊＊ 0. 007
亲缘 0. 090＊＊＊ 0. 002
地缘 －0. 001 0. 002
控制变量 控制
N 765

将表 5和表 6 的结果结合起来观察可知，新型故乡联结在农民工返乡决策中的作用机制因不同
方面的故乡感知而异。具体而言，环境感知存在正向中介效应，经济感知存在负向中介效应，社会保
障感知则由于在模型 ( 3) 的回归中不显著，是否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需要进一步检验。本文运用
Sobel检验来进一步判断社会保障感知的中介效应( Sobel，1982) 。检验结果( P 值 = 0. 627) 表明该社
会保障感知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这一结果最少有两个方面重要含义:一方面，近年来，我国绝大多
数的地方县市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方面都有了大幅度改善，而且已通过各种新型联结平台被外出
的农民工真实感知到，进而转化成了返乡的实际行动;但另一方面，尽管对故乡经济状况的正面感知
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回流，但更加紧密的新型故乡联结却让更多的外出农民工对故乡产生负面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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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故乡感知带来的中介影响，并未对其他可能的中介效应进行深入分析



感知，也就是对故乡的经济信心事实上在衰退，从而抑制返乡行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既可能是故
乡经济发展确实相对更慢，也可能是发展很好但宣传不足，使得农民工仍保留故乡过去发展慢、经济
差的固有认知。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一个在线农民工微观调研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依托移动终端与自媒体的新型故乡联结对
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在有针对性地解决了由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之后，
模型估计获得了稳健的、一致的结果。结果表明，比起农民工与故乡的天然亲缘、地缘联结作用，新型
故乡联结在促进其返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表现为对返乡概率更高的边际贡献。这些结果意味着农
民工依托移动终端和自媒体与故乡之间搭建的新型联结方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天然的联结方
式，并深刻地影响其选择是否返乡。新型故乡联结的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对故乡环境、经
济与社会保障的正面感知都会显著促进其返乡，但新型故乡联结只对环境感知有正面影响，对经济感
知是负面的，对社会保障感知无显著影响。这意味着，环境感知存在正向中介效应，经济感知存在负
面中介效应，社会保障感知无显著中介效应。

上述结论对于推动我国乡村振兴和城乡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引导城乡间要素( 特别是劳动
力要素) 的充分、有序流动意义重大。其中，如何能把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
工吸引回来、参与到故乡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就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上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然
而，多数既有的鼓励政策与措施效果十分有限。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破局最少有两方面建议:首先，
要充分利用蓬勃发展的各类自媒体平台和信息技术，强化与外出农民工之间的互动。本文的研究结
果表明，由网络媒体带来的新型故乡联结有助于通过与农民工建立互动吸引其返乡。因此，地方政府
应在做好当地发展大计、为农民工“筑好巢”的同时，积极建立外出农民工动态数据库，通过建设和维
护好各类自媒体宣传平台，主动把故乡的发展大计、重大举措等利好信息推送给外出的农民工，提高
其对故乡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与信心，这样才更可能“引回凤”。其次，地方政府要充分利用国家政
策，调动地方资源，为农民工返乡创造更具有吸引力的就业与创业环境。中介分析的结果表明，对于
外出农民工而言，经济因素，尤其是关系个人与家庭发展的就业与创业机会，是其选择去什么地方的
重要考虑因素。这一点与地方上希望吸引其回去建设家乡并不矛盾。农民工与故乡之间的天然联结
使得其较非故乡人更有可能成为被吸引的对象，但这一点并不能成为其返乡的充分条件。事实上，很
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充分的就业创业条件，农民工才选择离开家乡外出就业。因此，吸引已经外出
的农民工回流，根本上还需要在就业、创业环境与机会上多做文章、做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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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New Media－based Home County Connection
on the Ｒeturn of Ｒural－urban Migrants

CHEN Juhui，ZHU Qiubo，BAI Junfei

Abstract: Based on an online survey data set，this study estimates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Based Home County ( NMHCC ) on rural － urban migrants returning behaviors. Instrumental
regression is used to deal with the endogeneity issue. The results show that NMHCC plays a signifi-
cantly positive role in their return. The mediating effect analyses show that migrants’perspective of
their home county’s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positive transmission between NMHCC and the re-
turn of migrants，while positive their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ir home county
plays a negative transmission role. In order to attract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home，local govern-
ments should not only improve th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for migrant work-
ers，but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new media to enhance migrant workers’expectations
and confidenc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ir hometown，actively establish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with migrant workers，and publiciz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s and major
policies and measures. Th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local talents’policy－making
in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ordin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nd urban in China.

Keywords: Ｒural－urban migrants; Ｒeturning; New media－based home county connection
责任编辑:李玉勤

—54—

陈菊慧等:新型故乡联结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