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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层、社会网络与留城意愿

陈雨蒙，蔡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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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不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持续进行，研究农业转移人口的留城意愿成了

农业人口走向城市的关键。基于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探讨社会阶层、社会网络

如何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留城意愿，研究发现：①农业转移人口社会阶层越高留城意愿越强烈；②不同阶层

的农业转移人口通过其社会网络的强弱关系影响其留城意愿；③强关系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基础性的生存资

源，是农业转移人口留在城市的前提；④弱关系比强关系更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留城意愿，其所呈现出的发

展性资源是农业人口留在城市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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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lass，Social Network and Willingness to Stay in the City

CHENG Yumeng，CAI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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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continues to advance and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migrant population continues，

studying  the willingness of  the agricultural migrant population  to stay  in cities has become the key  for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o move to citie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migrant population monitoring data  in 2017，we discussed how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network influence the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migrant population to stay in the city  from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study found that： ① the higher the social stratum of the agricultural migrant population，the stronger the willingness to stay in the 

city；② Different classes the agricultural migrant population affects their willingness to stay in the city through the strong and weak 

relationship of their social network；③ Strong ties provide basic survival resources for the agricultural migrant population，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agricultural migrant population to stay in the city；④ Weak ties are stronger than strong ties it also affects the 

willingness of the agricultural migrant population to stay in the city，and the developmental resources it presents are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o stay in the city.

Key words：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willingness to stay in the city； social class； strong ties； weak ties

 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促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成了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任务 [1]，直至

2018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9.58%，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为 43.37% [2]，但仍有近 2.4 亿的农业转移

人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如何将这一部分农业

转移人口安置在城市成了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中

之重。从农村到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经历着地域空

间的转换，改变着其对城市空间的认可程度，而其

是否真正愿意留在城市是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

化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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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留城意愿的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但

从已有文献来看经济基础是研究农业转移人口

留城意愿的重要方向。诸多学者从家庭收入水 

平 [3]-[4]、消费水平 [5]、住房问题 [6] 及住房保障 [7]、住

房公积金 [8]-[9] 等经济因素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的

留城意愿，证明了经济基础对留城决策有着重要的

基础作用。但留城意愿是一个较主观的决策，经济

理性人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较大的缺陷

基于此，从社会资本视角 [10]、公平视角 [11]、文化心

理视角 [12] 研究农业转移人口的留城意愿有着丰硕

的成果。但已有的研究缺乏对农业转移人口整体

把握，也没有从社会阶层、社会网络的角度探讨其

留城意愿。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社会阶层发生

较大的改变，农业转移人口由于其较大体量、深刻

的矛盾，其内部已分化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镶

嵌在阶层中的社会网络都在无形中影响着其留城

意愿。

因此，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

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的留城意愿，

并注重研究由阶层的不同而带来的社会网络的强弱

对留城意愿的影响，试图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1  文献综述与解释框架

1.1 社会阶层与留城意愿

社会阶层的核心是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

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 [13]。而关于这种秩序

是用来对社会资源进行区分，即不同的社会群体

或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占有在社会中有价值的事

物，例如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 [14]。马克思

认为其阶级划分是建立“在经济系统中群体与主

要生产要素之关系”的基础上的 [15]，以占据生产资

料的多寡来区分社会阶层，在生产关系中不仅决定

了经济实力的强弱，也进一步映射到政治地位与社

会地位。韦伯在对社会阶层做分析时，关注市场、

分配和消费的因素，他认为在社会分层中，阶级、地

位群体、政党是某一个共同体权力分配的三种重要

因素，其理论为西方社会学形成以财富、名誉、权

力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奠定了基础，即从生产资

料转向了市场处境，“社会阶级产生的两个相关条

件——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必须能够在市场上出

售，构成阶级的因素是包含于市场之中的明确的经

济利益”[16]。沿着韦伯的方向，形成了社会分层的

多元化趋势，社会声望、政治地位、文化技能等多种

的因素都影响着社会阶层的划分。以郭德索泊和

怀特为代表的职业社会分层理论家认为职业所占

有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可以区分社会不同阶 

层 [17]。

国内学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为以下

几个方面：①以陆学艺为代表的社会资源配置角度。

陆学艺提出要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经济和

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

理论框架，其把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成 10 个社会

阶层和 5 种社会经济地位等级 [18]；②以李春玲为

代表的经济收入角度。他认为经济收入是划分社

会阶层的重要因素，“多数人几乎本能地以经济收

入差异来进行划分，10 个受访者中大约有 8 个基

本上按照收入水平进行社会群体划分”[19]。此外

还有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的多维角度界定

社会阶层。景跃军等认为，由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

均造成社会地位的差别，因此社会资源的构成要素

也被用来作为社会地位的特征。一般用收入作为

划分经济地位的标准；用政治权力作为划分政治地

位的标准；用职业声望作为划分职业地位的标准；

用教育程度作为划分文化地位的标准 [20]。不同的

社会阶层所占的社会资源不同，其所行为决策也各

异。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在其

内部形成的不同社会阶层是否影响着其留城决策？

基于此，提出本文假设 1。

H1：农业转移人口社会阶层越高留城意愿越

强烈。

1.2 社会网络与留城意愿

社会互动是社会形成的基础，人们在社会互动

中形成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社会网络 [21]。社会网

络观念认为，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会影响人们的社

会行为 [22]，齐美尔最早使用了“网络的概念”，即社

会网络是社会行动者及其相互关系的集合 [23]。随

后布朗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

网络”[24]。怀特认为市场是社会网络发展而来的，

市场定价和市场规则的确立都是人们在相互传递

信息中实现的，市场秩序是生产经营者网络内部相

互交往产生的信任和规则的反映 [25]。简言之，怀

特把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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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正是它们之间在结构中的互动关系产生了市

场。随后，格兰诺维特提出“关系力量”的概念，并

将关系分为强与弱，认为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

体与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并提

出“弱关系充当信息桥”的判断 [26]。他认为，信息

通过强关系网络传递时，它们被重复的可能性就会

增加，信息通过弱关系传播时会涉及很多人，并且

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在此基础上，林南等指出，

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弱关系本身，而是弱关系所连接

的社会资源 [27]。边燕杰等人提出验证了“强关系”

假设，发现在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中，职业流动者

的社会网络主要由亲属和朋友两类强关系构成，社

会网络发挥作用的形式以提供人情为主，以传递信

息为辅 [28]。综上，社会网络的强弱关系对人们获

取资源以及行动选择都有着重要影响，农业转移人

口进入到城市后，强关系会给他提供初始的生存资

源，让农业转移人口能在一个新的环境迅速安定下

来，构成了农业转移人口留城决策的基础。

但留城决策是一个动态的累积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如果仅是一直处于强关系的结构中，很难形成

对自己以外事物、人的认识。对城市的留恋仅存在

于强关系的圈子里，难以形成对城市的认可。所以，

要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留城意愿，其在所处职业、

生活、社交等互动时会结识的弱关系至关重要。从

强关系到弱关系，不仅是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资本扩

张的过程，更是个人生命历程演进的结果。因此，

提出本文的假设 2。

H2：强关系、弱关系显著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

留城意愿；

H2a：弱关系比强关系更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

留城意愿。

1.3 解释框架

综上所述社会阶层的不同，其所占据的社会资

源也就不同。

各阶层的农业转移人口是通过其各自的社会

网络影响其留城决策，即通过其强关系与弱关系影

响着留城意愿。在社会网络的互动中是不断进行

资源的交换，如符号资源网络、物质资源网络和情

感资源网络，这些资源的交换是通过关系网的强弱

来实现的，因此我们把社会网络作为中介变量。据

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3。

H3：社会阶层通过社会网络的中介变量影响

农业转移人口的留城意愿。

图 1 解释框架

2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数据”，该数据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方法在全国流动人口聚集地区，抽取在样本点

城市中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地户籍的流动人口。

本数据共 169 989 个案，剔除部分不符合要求变量

后，保存 116 773 个案。

2.2 变量选择

2.2.1  因变量

将农业转移人口的“留城意愿”作为被解释变

量。留城意愿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长期居留意

愿，主要问题是“是否打算在城市长期居留？”，回

答为“打算在城市长期居住”“不打算在城市长期

居住”和“没想好是否长期居住”共 3 种类型。将

“打算在城市长期居住”赋值为 1，“不打算在城市

长期居住”和“没想好是否长期居住”赋值为 0。

2.2.2  自变量

自变量以社会阶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陆学

艺提出的职业分类为基础，将组织、经济和文化资

源的占有多寡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其中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掌控着较

多的组织、经济与文化资源将其划分为社会上层阶

层；而公务员、办事人员因依附与公共事业有关的

单位，其在完成职业的过程中可掌握一定的组织资

源，专业技术人员、经商者分别占有一定的文化、经

济资源，将其划分为社会中上层；农业人口从农业

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中，其转移前的特征对阶层的

划分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划分中层及以下阶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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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商贩、餐饮等商业服务业人员划分为中层，农、

林、牧、渔等有关人员划分为社会下层；而无固定职

业者或失业人群划分为社会底层（见表 1）。

表 1 数据统计与变量赋值

变量
类别

变量
名称

变量说明
均
值

标准
差

社会
阶层

上层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1

中上
层

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专业技术
人员、经商 =2

中层
商贩、餐饮、家政、保洁、保安、快递、装
修、运输、建筑、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 =3

2.95 0.851

中下
层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其
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4

底层 无固定职业、其他 =5

社会
网络

强
关
系

是否参加同学会活动
是 =1，否 =2

是否参加老乡会活动
是 =1，否 =2

是否参加家乡商会活动
是 =1，否 =2

1.77

1.76

1.96

0.419

0.428

0.19

弱
关
系

是否参加工会活动
是 =1，否 =2

是否参加志愿者协会活动
是 =1，否 =2

1.92

1.94

0.265

0.244

控制
变量

性别 男 =1，女 =0 0.57 0.495

教育
程度

未上过学 =1 小学 =2 初中 =3，高中 / 中
专 =4 大学专科 =5 大学本科及以上 =6

3.29 1.029

婚姻
状况

在婚（初婚，再婚）=1，不在婚（未婚、离
婚、丧偶、同居）=2

1.19 0.394

2.2.3  中介变量与控制变量

中介变量以社会网络的强弱关系作为主要

研究指标。强关系主要分为“是否参加同学会活

动”“是否参加老乡会活动”“是否参加家乡商会活

动”，同学会、老乡会和家乡商会都是农业转移人口

的地缘网络关系的体现，其投入的时间、情感相对

较多。弱关系则操作为“是否参加工会活动”“是

否参加志愿者协会活动”，工会与志愿者协会是农

业转移人口作为独立群体更容易接触到城市中其

他群体的重要渠道，它们也拥有更多的信息供农业

转移人口进行日常行为决策。控制变量则选择了

性别、教育程度与婚姻状况来减少它们对整体模型

的影响。

3  实证分析

3.1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分层与留城意愿

通过分层发现，社会上层占 0.3% ，中层则占了

94.6%，底层仅有 5.2%。社会上层较低的占比表明

农业转移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和程度都是较低的，

这是由于较弱的人力资本所导致。从图 2 可知，社

会中层以下的农业转移人口学历多集中在初中，而

社会上层在不同层次学历上是呈上升趋势的，农

业转移人口中有 94.36% 都成为社会中层，其中公

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等占比 33.1%，商贩、餐

饮、家政等商业服务业人员占比 43.6%，农、林、牧、

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等占 17.9%。农业转移人口绝

大多数还处于商贩、餐饮、家政等门槛较低行业中，

对于技能要求高、学历层次高的职业占少数，社会

上层的学历曲线与中下层的学历曲线呈现截然不

同的形态，社会上层呈现上升趋势，而社会中下层

则呈现“峰谷”式，这揭示人力资本仍是农业转移

人口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因素。

表 2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阶层分布

社会阶层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上层 316 0.3% 0.3%

中上层 38622 33.1% 33.3%

中中层 50918 43.6% 76.9%

中下层 20869 17.9% 94.8%

底层 6048 5.2% 100%

总计 116773 100% 100%

图 2 农业转移人口不同阶层的学历分布

不同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组织、经济与文化资

源是不对等的，留城意愿也呈现着不同的态势。从

图 3 可知社会阶层越高留城意愿越强烈，留城意愿

呈现着上升趋势。农业转移人口无论处于什么社

会阶层其留城意愿都呈现较高的态势，这与当前中

国大规模的城镇化息息相关，政策推动、优质教育、

医疗等多方面资源都吸引着农业转移人口留在城

市。不同的社会阶层，其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力度不

同，行为决策也不同。社会底层的留城意愿相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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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最低，无固定职业人员很难获得稳定的业源关

系，只能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对其进行情感、物质支

撑，即强关系的支持。社会中层的农业转移人口留

城意愿基本处于一个水平线上，这是源于其社会网

络的大小趋于同质形态，强弱关系的互动范围有

着相似的特征，留城意愿的差距很小。但由于资源

的获取度不同，留城意愿还是趋向上升态势。在农

业转移人口中社会上层留城意愿最为强烈，国家机

关、党群组织等社会上层拥有较为广阔的组织、经

济资源，同时较高的学历也决定其能获得一系列的

文化资源。卓越的社会资源获取力以及稳固的职

业，让其更愿意留在城市。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社

会阶层越高其留城意愿也就越强烈，因此我们验证

了假设 1。

图 3 各阶层留城意愿

3.2 社会网络与社会阶层、留城意愿的中介效用

分别对社会网络强弱关系在社会阶层影响留

城意愿中做中介模型检验（见表 3）。模型 1 显示

社会阶层对农业转移人口留城意愿的影响。结果

表明社会阶层的高低影响着农业转移人口的留城

决策，即农业转移人口获得的社会地位越高其留在

城市的可能性越大。模型 2 检验了强关系、弱关系

与社会阶层的关系，农业转移人口所拥有强关系与

弱关系对其社会阶层跨越有着显著的影响，强弱关

系里所镶嵌的社会资本，为其社会地位的变迁提供

了助力。模型 3 则检验强关系、弱关系和社会阶层

对留城意愿的影响，不同社会阶层的农业转移人口

以及其各自拥有的强弱关系，对其留城意愿有着重

要的影响。同时随着社会网络中强弱关系变量的

引入，社会阶层的回归系数下降了，但仍对留城意

愿产生影响，这说明社会网络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对比三个模型，社会网络中强关系对社会阶层的影

响更强，而对留城意愿的影响则下降了，这说明强

关系与社会阶层的关系更为紧密，强关系为其相邻

阶层的跨越提供了一定的渠道，而弱关系在社会阶

层较低的表现，也突显了跨越阶层的困难。其次，

弱关系对社会阶层影响较弱，而对留城意愿却有着

较强的影响（0.05 ＜ 0.078），除了上述跨越阶层的

困难，弱关系对留城意愿的显著影响，也印证了本

文中弱关系呈现的发展性资源是农业人口留在城

市的重要因素的结论。

社会网络作为社会阶层与留城意愿的中介变

量起着整合与传导作用。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农

业转移人口会通过社会网络，即强关系、弱关系来

影响其留城意愿。社会网络中镶嵌着不同的社会

资本、物质资源、信息资源、符号资源等，对这些资

源占用的多少，进一步决定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其场

域中所处的地位。在城市场域中获得优势地位将

使行动者更加青睐于继续在城市场域中竞争，更愿

意留在城市。社会网络在农业转移人口留城决策

过程中，整合着社会网络所镶嵌的资源，并通过对

这些资源的使用、生产，最终传导、影响到留城决策。

综上，不同社会阶层的农业转移人口通过其社会网

络来影响其留城意愿，由此我们验证了假设 3。

表 3 社会网络与社会阶层、留城意愿的中介检验模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社会阶层 0.011*** 0.009***

社会网络
强关系 0.254*** 0.077***

弱关系 0.0.5*** 0.078***

控制变量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N 116773 116773 116773

注：*、**、***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

3.3 不同阶层的农业转移人口受社会网络的影响

强关系显著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留城意愿。

通过模型可知（见表4），强关系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强关系的存在是农业转移人口留在城市的前提，以

血缘、地缘为特征的强关系能够为农业转移人口提

供初步的求职信息，并使农业转移人口获得基础

性的经济机会。同时其会给农业转移人口带来初

步的社会交往、情感交流等安全、情感与归属需求。

这些支撑农业转移人口在新环境正常的生活，构成

了农业转移人口留在城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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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关系比强关系更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留城

意愿。整体样本中弱关系（0.503）比强关系（0.461）

更影响其留城意愿，而且考察不同阶层的强关系

和弱关系的影响程度，社会上层（弱 =1.424 ＞强

=-0.335）、中层（弱 =0.609 ＞强 =0.438）、中下

层（弱 =0.467 ＞强 =0.262）、底层（弱 =0.433 ＞强

=0.354）都与整体模型一致，即弱关系比强关系更

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留城意愿。农业转移人口从

农村来到城市，其主要依靠于血缘和地缘形成的强

关系，强关系内部群体其信息是呈现重叠现象，在

涉及职位求得、自我提升等能够现实地位飞跃的行

为时，强关系提供的信息和资源是趋于同质化的，

即能够给农业转移人口提供的职业都是同阶层处

于较低层次的服务业、制造业。强关系形成以农业

转移人口为中心的初级群体，而这一初级群体都是

源于农业转移人口进行转移前的地域人口结合，保

留了大量的“农村”特质，对真正融入城市有一定

阻碍。而弱关系是农业转移人口与其他群体的纽

带，不同的群体掌握着不同的信息，信息源呈现立

体化。这种态势，为农业转移人口获得高层次的信

息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弱关系作为“信息桥”，信息

桥越多接收到信息也就越多，农业转移人口在竞争

中就处于优势地位。通过与弱关系的互动，其会形

成新的社会网络，持续建构稳定的弱关系，将极大

提高留在城市的可能性。同时，在弱关系的网络中

流动的更多是符号资源和物质资源，其有效地加强

了农业转移人口与不同人群的接触，也使农业转移

人口在其所在行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更容易获

得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 [29]。弱关系的

存在增强了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参与，加强了其对

城市的认可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因

此，农业转移人口在进行留城决策时，弱关系将更

影响其是否留在城市，验证了假设 H2、H2a。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通过使用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

据，探讨不同社会阶层的农业转移人口其社会网络

是如何影响其留城意愿的，研究发现：①农业转移

人口社会阶层越高留城意愿越强烈。不同的社会

阶层其行为决策是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社会阶层越

高，其所占据的社会资源和获取社会资源的概率就

越大，留城意愿也就越强烈；②不同阶层的农业转

移人口通过其社会网络的强弱关系影响其留城意

愿。不同阶层的农业转移人口其所拥有的镶嵌在

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不等，以社会网络为主要渠

道为社会资源的调动、场域的竞争提供了平台，影

响着农业转移人口的留城意愿；③强关系为农业转

移人口提供基础性的生存资源，是农业转移人口留

在城市的前提。农业转移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前

提是所在城市有较为信赖的强关系。强关系的存

在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了基础性的生存资源，能为

其形成稳定的生活圈；④弱关系比强关系更影响农

业转移人口的留城意愿。弱关系掌握着不同群体

的信息，以其为中心构建的次级群体流动着符号资

源与物质资源，这些资源的流动为农业转移人口在

表 4 不同阶层农业转移人口受社会网络的影响

变量 整体 社会上层 社会中上层 社会中层 社会中下层 社会下层

社会网络
强关系 0.461*** -0.335 0.586*** 0.438*** 0.292*** 0.354***

弱关系 0.503*** 1.424* 0.385*** 0.609*** 0.467*** 0.433***

性别（参照 = 女）
男 -0.008 0.562 -0.023 0.046*** -0.108** -0.11***

教育程度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控制变量
婚姻状况（参照 = 在婚）

不在婚 0.576*** 0.974* 0.561*** 0.0571*** 0.629*** 0.548***

-2log-lkelihood① 109072 201 34736 48104 19872 6077

Chi-square 2154 10 772 886 384 119

N 116773 316 38622 50918 20869 6048

注：①限于篇幅，-2log-lkelihood、Chi-square 均取整数。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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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阶层跨越的行为时提供良好的契机，使农业转

移人口更愿意留在城市。

4.2 政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是否愿意留在城市对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有着重要

的先导作用，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当前城镇化现

实状况提出以下建议：

（1）持续推进人才的吸引与培训。农业转移人

口高层次的人才分布比例较小，所以要持续推进高

质量人才向城市的转移，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具有

人力资本优势的吸引，构建立体的人才体系，为城

市的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同时，农业转移人

口中有 60% 以上是处于低层次劳动市场，因此要

对已转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进行个性化的职业技能

培训，提供技能培训的平台，出台相应培训优惠政

策，使人才素质与城市发展同步。

（2）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农业转移人

口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社会中下层，从事商贩、餐

饮、家政等低端产业，他们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

等公共服务能否得到保障，成了真正能够留在城市

或融入城市的关键。要大力促进制定相关政策对

中下层农业转移人口的倾斜，保障其享受公共服务

的权力，切实解决养老、医疗等方面的问题。

（3）注重政策制定的整体性。强关系是农业转

移人口留在城市的前提，其对家庭及相关强关系的

依赖较大。在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政策的着

眼点不能仅盯着个人，制定相关政策时要更多考虑

家庭等整体性因素，注重政策的整体导向，如出台

相应的子女教育的配套措施，鼓励家庭式社会保险

的发展。

（4）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社会参与机制。弱

关系比强关系对留城意愿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所以

要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社会参与机制，通过社会参

与、志愿服务等公共事务的参与，让农业转移人口

在文化、经济、社会工作等多方面有参与的机会，创

造其形成弱关系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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