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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移民网络的视角，使用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其中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分

布、落户意愿及其社会影响因素，同时探讨省际与省内迁移模式对落户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 高学

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大体呈“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友缘、亲缘网络呈现“北高南低”

格局，业缘网络呈现“西高东低”格局，乡缘网络则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2） 移民网络对高学历流动人

口的迁移形成物质情感的社会支持，对落户意愿存在显著影响，亲缘、友缘和业缘影响较大，乡缘影响较小；

3） 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由于迁移距离较近、迁移成本低等原因，其落户意愿受到亲缘的影响更大，而省际高

学历流动人口则因在流入地缺少亲缘等原因，落户意愿较弱，且受友缘和乡缘影响更大。未来的人才迁移研究

和政策应更多考虑社会因素，这有利于推动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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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地位愈显重要。中国大力

推进人才强国战略，提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

方针。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人才优惠政策，展开“抢

人大战”（罗哲 等，2020），以促进经济发展。学术

界通常依据受教育程度界定人才。中国的人才常基

于接受过高等教育，即大专及以上学历测度 （齐宏

纲 等，2020；王珩 等，2023）。新古典经济学理

论、人力资本理论和舒适物理论被广泛用于解释人

才迁移行为。新古典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迁移行为可以提高个人的投资回报，如工资收入

（孟晓晨 等，2005；赵莎莎 等，2019）；而舒适物

理论则强调城市的自然、人工和社会氛围等舒适物

在吸引人才方面的作用，人才更倾向于移居舒适性

更高的城市 （古恒宇 等，2022；林赛南 等，2022；

Gu & Shen, 2021；林静霞 等，2020）。然而，人才

的高度流动性，尤其是向经济发达地区及海外的迁

移趋势，加剧了欠发达地区的人才流失 （侯纯光 

等，2019；邓峰 等，2020）。鉴于落户是人才定居

与城市融入的关键标志，深入探究人才在流入地的

落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吸引并留住人才至关

重要 （Liu et al., 2017）。

空间维度上，人才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

人才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而西部和东北人才较为

缺乏 （张波 等，2019；崔丹 等，2020）。高层次人

才迁移研究中，如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地域分布揭示

了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在自然、经济、文化

和教育等方面的综合优势 （李瑞 等，2013）。在省

域空间分布上，省会城市与直辖市作为人才集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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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节点，主导了“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布格局

（崔丹 等，2020）。然而，近年来，人才向中西部地

区的迁移增加，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的人才单向流

动观念 （张波 等，2019）。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

究在人才迁移行为及空间分布上取得丰富成果，但

忽略了人才作为决策主体的主观意愿及其对迁移选

择的作用机制 （张波 等，2019）。

在研究尺度上，目前人才迁移研究主要集中在

跨国及国内跨省层面，中国人才在跨国尺度上形成

“ 东 向 西 ， 南 到 北 ” 的 流 动 趋 势 （侯 纯 光 等 ，

2019），在跨省尺度上，形成从中西省份向沿海省

份“孔雀东南飞”的迁移格局 （周亮 等，2019；马

海涛 等，2020）。高层次人才如中国科学院院士的

迁移倾向于东部地区，显示强烈的聚集效应 （周亮 

等，2019）。进一步地，中国学者通过构建“归国

人才三角”模型，深刻剖析了高层次人才流动如何

驱动城市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马海涛 等，2020）。

正如人才跨国和国内迁移之间的差异，人才省际和

省内 （跨市、县） 的落户、定居等迁移状况也可能

受更为复杂且独特因素的影响，但省内跨市乃至跨

县的迁移现象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在影响因素上，当前对中国人才迁移影响因素

的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和舒适物等理论，聚焦于

经济吸引力、城市舒适物以及个体特征三大维度，

其中以经济因素的影响最大 （李琴 等，2020；王

珩 等，2023）。经济层面，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作

为核心驱动力，显著影响人才的空间分布。同时，

个体特征如性别 （女性倾向更高）、教育背景、家

庭状况及住房支出水平，均对高学历流动人口居留

意 愿 及 实 际 居 留 时 长 产 生 深 远 影 响 （李 琴 等 ，

2020；王珩 等，2023）。此外，已有研究引入了区

域制度环境及经济变量的考量，如地区工资水平、

经济发展速度和技术创新能力，这些因素在人口老

龄化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直接或间接促进人才的

集聚 （李士梅 等，2020）。然而，相对经济和舒适

物类因素，社会因素在现有研究中缺乏关注。

落 户 是 人 口 迁 移 在 中 国 的 特 色 （王 蓉 等 ，

2022；刘炜 等，2022）。一方面可以落户的流动人

口在流入地城市已经居留一定时间，会有长期居留

或定居的意愿；另一方面，落户是完成从流动人口

转变为户籍居民，可以表征迁移的结束和流动人口

较高的城市融入。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

进，很多大城市户口的“含金量”在降低，具有落

户资格的高学历流动人口并非一定会落户。基于落

户现状及其对人才迁移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以

及已有研究在空间维度、研究尺度和影响因素等方

面的不足，本文提出 2个问题：1） 除了经济吸引力

和舒适物因素外，社会网络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

人才的落户意愿？2） 以省内和省际迁移范围划分

的各类人才的落户意愿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有何差

异？基于这些问题，本研究使用 2017年全国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二元 Logit 模型对落户

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刻画中国高学历流动人

口的集聚和落户意愿的格局，探讨影响其落户意愿

的因素。以期为城市规划和人才政策的制定提供科

学依据，促进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集

聚，实现人才与城市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

1 理论视角：移民网络理论 

本 文 在 舒 适 物 理 论 和 人 力 资 本 等 理 论 的 基

础 上 ， 引 入 移 民 网 络 理 论 展 开 分 析 。 移 民 网 络

（Migrant Network） 理论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是

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观点。在人口迁移过程中，所

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可被理解为由移民与非移民之

间基于亲友、乡邻关系所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网

络，这是一组人际关系，通过亲属关系、友谊和共

同的社区出身，将移民和原籍和目的地地区的非移

民相联系，强调血缘、乡缘和情缘的重要性 （陈程 

等，2015）。社会网络中的人际关系有强弱之分，

强关系即直接、高频交往和利用的关系，弱关系则

相反 （王全美 等，2009）。移民就处在这种由强弱

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中。

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通常被称为“移民网

络或迁移网络”，现有的人口迁移研究主要强调社

会 关 系 在 特 定 社 会 资 本 方 面 的 作 用 （Choldin, 

1973）。移民网络构成一种社会资本，人们可以利

用其获得资源，如移民在目的地的社交网络可以帮

助他们寻找工作、物质支持、定居安排和信息传播

（Massey et al., 1993）。网络的形成和维护需要长期

的人际关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迁移风险，影

响 迁 移 选 择 （Massey et al., 1993; Zhang et al., 

2019）。如劳动力迁移网络将迁移者与非迁移者联

系起来，置于一个具有互惠责任与义务的人际循环

连接系统中，促使劳动力进入并适应流入地 （石智

雷，2013），即个体如果在迁入地拥有一定的社会

关系资源，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社会融入阻

力。流入地较强的社会关系可以促进流动人口的社

会融合。既有研究表明，亲属陪伴人数、与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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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往强度等对移民居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李振

刚，2014；阙槿楠 等，2022）。

人口迁移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生活，人才若认为

在现居住地的社会生活较户籍地更好，则更有可能

长期居留。近年西方的一些研究发现，家庭血缘的

强关系会对人才的国际迁移产生影响，如在印度，

父母有时会决定高学历子女出国工作和回国定居的

迁移轨迹 （De, 2010; Kõu et al., 2017）。因此，已有

的人际关系可能成为人才迁移的拉力。然而，已有

研究很少将移民网络理论运用于人才迁移，也甚少

考虑社会关系对人才迁移的影响。本文对中国高学

历流动人口的移民网络因素展开研究，以拓展移民

网络理论及其对人才吸引集聚的运用。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　

数据来源为 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CMDS），调查采用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抽样方法，

按照随机原则在全国 31个省 （区、市） 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点。

样本共计 169 989 个，均为 15 周岁以上，在本地居

住 ≥ 1 个月，非本区 （县、市） 户口的男性和女性

流动人口。基于上文综述，本文以“是否取得了大

专及以上学历”作为高学历人才判定标准，并参照

人口普查对迁移的定义，以流入时间超过 6 个月的

标准来选取常住的流动人口。其中“省际高学历流

动人口”为跨省迁移的高学历非本地户籍人口，

“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则为省内迁移的高学历非

本地户籍人口，其迁移范围涵盖“省内跨市”“市

内跨县”2 种。基于该标准，获得全国 （除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外） 共 19 074 个有效样本，其中省际高

学历流动人口样本量为 9 486 个，省内高学历流动

人口样本量为 9 588 个。同时从 《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2017》、中国气象局政府门户网站①、禧泰全国

房地产数据②、西南财经大学户籍改革与移民研究

项目③收集流入地社会经济数据、环境数据和落户

门槛数据。

2.2　方法　

2.2.1　ArcGIS空间分析　使用 ArcGIS 空间分析法，

从数量、比例等角度对各省、各类高学历流动人口

的空间分布进行描述，其中数量即人才样本量，比

例为各类人才样本量与该省总样本量的比值。此

外，本文在省级行政单元的尺度上，刻画高学历流

动人口的亲缘、业缘、友缘、乡缘情况及其空间

格局。

2.2.2　Logit回归　根据流动人口监测问卷中“如果

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

地？”问题，将回答为“是”定为愿意落户，“否”

则归为不愿意落户，并使用二元 Logit 模型对落户

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该模型的表达式为：

Logit (R) = ln
R

1 - R
= β0 + β1 x1 + β2 x2 + … + βn xn

（1） 

式中：R 为高学历流动人口愿意落户的概率；β0 为

截距；βn 为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系数，其正负

值表明各自变量的正负影响；xn 为模型选取的自

变量。

2.3　变量设置　

选取问卷中“落户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根

据前文所述的移民网络理论“社交情况”“家人同

住情况”“参与工会、党团组织”“参与同学会、老

乡会、家乡商会”等因素为主要解释变量，分别表

征个体的友缘、亲缘、业缘、乡缘 （表 1）。同时，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和舒适物理论，

选取个体特征变量以及流入地特征变量为控制变

量。其中，个体特征既包括“性别”“年龄”“学

历”“收入”“户口”等人口与社会经济变量，也包

括“迁移距离”“迁移时长”等迁移变量。流入地

特征变量包括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每万人拥有

医生数、绿地面积等城市经济和舒适物因素。户籍

限制和高企的房价也是影响中国流动人口迁移和社

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 （林李月 等，2019；龚岳 

等，2024），因此也作为控制变量。

3 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分布、落户意愿
及移民网络的空间分布 

3.1　高学历流动人口分布和落户意愿的空间分异

根据样本中分省各类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数量及

其所占总流动人口的比重，绘制各省全部、跨省、

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数量及占比地分布 （图 1）。

可知，高学历流动人口数量及占比存在空间分异和

集聚现象，北京、上海、山东、海南、安徽等地人

① https://www.cma.gov.cn/

② https://www.creprice.cn/rank/index.html

③ https://chfs.swufe.edu.cn/info/1041/22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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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占流动人口比较大。省际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

分布不均，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对外地人才

吸引力较高，外省流入的人才规模较大，占比超过

30%。

相较省际高学历流动人口，省内高学历流动人

口的空间分布较为均匀，各省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

的数量与占比情况大体一致。中部省份的高学历流

动人口大都来自本省，该类人群数量庞大，通过跨

市或跨县的方式在本省内部流动。其中，安徽、山

东、湖南的省内流动人口数量最多，省内流动与外

省流入人口之比较高 （安徽高达 10.56），对外省人

才的吸引能力有限。

以“愿意落户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占比”作为指

标，绘制人才落户意愿的空间分布 （图 2）。就全部

高学历流动人口而言，该指标呈较为明显的南高北

低分布格局，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高学历流动

人口落户意愿最强，西藏、江西、贵州等地的落户

意愿偏低。有落户意愿的跨省高学历流动人口占比

的分布同样呈南高北低格局。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

占比的空间格局相对不规则，山东、湖北、新疆等

地的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在本省非户籍地的落户

意愿更强，西藏、广东、河北等地的省内高学历流

动人口意愿偏弱。

3.2　高学历流动人口移民网络的空间分布　

通过计算各省拥有某类移民网络的人才占人才

总量的比重，表征高学历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状况的

空间分布 （图 3）。友缘的空间分布呈明显的北高南

低格局，四川、内蒙古及东北三省的高学历流动人

口拥有最多的友缘关系，更倾向于同户口已迁至流

入地的同乡或本地人交往。得益于此，他们可能获

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能更快地融入流入地。西藏及

东南沿海省份如广东、浙江等的高学历流动人口所

拥有的友缘关系较少。亲缘的空间分布格局也大致

呈北高南低格局，流入安徽、湖南、内蒙古等地的

人才更倾向于携家人共同迁移。而流入西藏、云

南、广东、浙江等地的高学历流动人口则相反，他

表 1 变量设置和含义

Table 1　Variable setting and corresponding meaning

变量

Y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X18

X19

X20

X21

X22

X23

X24

变量具体含义

落户意愿

社交情况（友缘）

家人同住情况（亲缘）

参与工会/党团组织（业缘）

参与同学会/老乡会/家乡商会（乡缘）

性别

年龄

学历

月收入/元

户籍

婚姻恋爱情况

迁移距离（省际）

迁移距离（省内）

迁移时长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数量/辆

每万人拥有中小学教师数/人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千册件

每万人拥有绿地面积/hm2

地区气候类型

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

落户门槛指数

变量赋值

1=是，0=否

1=户口迁至本地的同乡/其他本地人，2=户口在外地的
同乡/其他外地人，3=很少与人来往

1=是，2=否

1=是，2=否

1=是，2=否

1=男性，2=女性

1=35 岁及以下，2=35~55 岁，3=55 岁及以上

1=研究生，2=本科，3=大专

1=高收入（＞10 000），2=较高收入（5 000~10 000），
3=一般收入（2 000~＜5 000），4=低收入（＜2 000）

1=农业，2=非农业，3=其他

1=非单身，2=单身

1=隔 2 省及以上迁移，2=隔 1 省迁移，3=邻省迁移

1=省内跨市，2=市内跨县

1=10 a 及以上，2=6~9 a，3=2~5 a，4=1 a 及以下

—

1=热带季风气候，2=亚热带季风气候，3=温带季风气候，
4=温带大陆性气候，5=高原高山气候

—

—

变量来源及对应题号

全国流动
人口卫生
计生动态
监测调查

2017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气象网

禧泰数据网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314

309

100

501A，502E

501

101B

101C

101E

215

101F

101H

101J

101L

101M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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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往往单独迁移。

业缘移民网络的空间分布呈“西高东低”格

局，乡缘移民网络则呈“东高西低”格局。业缘方

面，新疆、青海、西藏、宁夏等西部省份高学历流

动人口的情况更优，人才参与工会或党团组织更为

普遍。通过这些业缘组织，他们可能获得物质、情

感等方面的帮助。山东、河北、东北等地的高学历

流动人口相对较少参与各类业缘组织。乡缘方面，

东部省份参与同学会、老乡会或家乡商会的情况更

优，而除青海外的西部省份的高学历流动人口相对

较少参与乡缘组织及其活动。

图 1　高学历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样本比

Fig.1　Ratio of highly educated migrants to total migrants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

图号为 GS （2023） 2767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图 2 至

4 同。

图 2　高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比

Fig.2　Ratio of willingness to settle among highly educated 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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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影响因

素分析 

本文设置 3 个模型，分别分析全部、省际、省

内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探讨

不同迁移范围落户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每个模型

均内设 2 个嵌套模型，第一个模型内嵌模型仅考量

移民网络变量，第二个模型加入人才个体特征、流

入地的城市经济及舒适物、城市商品房平均销售价

格、城市落户门槛指数等控制变量。

4.1　高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　

根据模型 1.1 （表 2），亲缘、友缘、乡缘均对

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有显著影响，业缘有一

定影响。其中，亲缘影响最大，与家人共同流动的

人才比独自流动的落户意愿高出 1.937 倍。友缘影

响次之，与本地人交往更多的高学历流动人口落户

意愿更强，优势比为 1.895。而后为乡缘，参加各

类乡缘组织的人才落户意愿为不参加者的 1.592 倍。

亲友、老乡、朋友同学等构成的社会关系为高学历

流动人口提供物质和情感等社会支持，从而提升落

户意愿。在这 3 种关系中，亲缘和友缘能提供最大

的社会支持，使得人才获得最多的资源，因此对高

学历流动人口迁移的拉力会最大。

在模型 1.2 （见表 2） 加入控制变量后，乡缘变

量 的 统 计 显 著 性 水 平 下 降 明 显 （由 0.011 降 至

0.065），其余移民网络变量的 P 值均未发生明显变

化。亲缘的回归系数显著下降的原因可能是，高学

历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较年轻 （35 岁以下的样本占

比 82.90%，35~55 岁的样本占比 16.78%），尚未组

建家庭者众多，控制变量中的婚姻状况会控制亲缘

关系的影响的显著性。比较 2 个内嵌模型，模型 1.2

中，友缘成为人才落户意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多

与本地人交往的人才落户意愿为不常社交的 1.881

倍。亲缘和友缘对落户意愿有较大正向作用，且呈

图 3　高学历流动人口移民网络状况的空间分布

Fig. 3　The proportion of having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of all migrating talents

202



黄俊辉等：移民网络视角下高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2 期

“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高 学 历 流 动 人 口 落 户 意 愿 “ 北 高 南 低 ” 的 空 间

格局。

个人特征层面，户籍总体未产生显著影响，非

农户籍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更高；收入影响

显著，收入越高的人才越可能通过购置住房、申请

等方式落户，从而表现越强的落户意愿；女性、已

婚、80 后的高学历流动人口更愿意落户。迁移层

面，在流入地居住时间越长的人才落户意愿越强，

流入 5 年以上人才的落户意愿为不足 1 年者的 2.173

倍。城市舒适物层面，人均生活水平和绿地面积显

著正向影响落户意愿，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水

平、公共交通情况、教育水平、住房可负担性影响

不显著，高学历流动人口做落户决策时更看重城市

提供岗位的工资水平。此外，城市落户门槛显著负

向影响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 中国东南地区

的落户门槛明显高于西北和东北地区，由于落户门

槛负向作用于落户意愿，因此也能对高学历流动人

口落户意愿“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起影响作用。

4.2　省际、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影响因素

的比较　

模型 2 （表 3）、模型 3 （表 4） 分别考查省际和

省内 2 种迁移范围下，移民网络等因素对人才落户

意愿的影响及差异。移民网络视角下，模型 2.1、

3.1 均表明，无论何种迁移范围，亲缘因素均为高

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省际高

表 2　模型一：高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model two: impacts on talented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变量

解
释
变
量

控
制
变
量

常量

友缘（与当地人）

友缘（与外地人）

亲缘

业缘

乡缘

性别（男性）

年龄/岁

学历

月收入/元

户籍

婚姻恋爱情况（非单身）

迁移时长/a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数/辆

每万人拥有中小学教师数/人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千册件

每万人拥有绿地面积/hm2

流入地
气候类型

城市房价

城市落户指数

＜35

35~55

研究生

本科

＞10 000

5 000~10 000

2 000~＜5 000

农业

非农业

≥10

6~9

2~5

热带季风气候

亚热带季风气候

温带季风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

模型 1.1

Coef.

0.639

0.383

1.077

0.203

0.465

0.896

P>|z|

0.000

0.000

0.000

0.000

0.011

0.000

Exp（B）

1.895

1.466

2.937

1.226

1.592

2.449

EXP（B）的
95% 置信区间

[0.505, 0.773]

[0.249, 0.517]

[0.978, 1.176]

[0.093, 0.314]

[0.106, 0.824]

模型 1.2

Coef.

0.632

0.336

0.468

0.177

0.343

-0.127

1.371

1.015

-0.141

0.158

0.612

0.453

0.304

0.095

0.098

0.483

0.776

0.557

0.269

0.000

0.000

0.006

0.008

0.008

-0.004

-0.011

0.006

-0.456

-0.778

-0.720

-1.031

0.000

-0.283

-1.216

P>|z|

0.000

0.000

0.000

0.002

0.065

0.014

0.000

0.002

0.330

0.004

0.000

0.000

0.008

0.382

0.378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366

0.622

0.100

0.172

0.220

0.051

0.043

0.239

0.017

0.028

0.003

0.172

0.003

0.021

Exp（B）

1.881

1.400

1.597

1.194

1.408

0.881

3.940

2.759

0.868

1.171

1.844

1.572

1.356

1.099

1.103

1.621

2.173

1.745

1.309

1.000

1.000

1.006

1.008

1.008

0.996

0.989

1.006

0.634

0.459

0.487

0.357

1.000

0.754

0.297

EXP（B）的
95% 置信区间

[0.495, 0.769]

[0.198, 0.475]

[0.287, 0.650]

[0.062, 0.292]

[-0.021, 0.706]

[-0.228, -0.025]

[0.740, 2.002]

[0.378, 1.651]

[-0.425, 0.143]

[0.051, 0.265]

[0.298, 0.926]

[0.215, 0.690]

[0.080, 0.529]

[-0.118, 0.307]

[-0.120, 0.316]

[0.306, 0.660]

[0.570, 0.982]

[0.394, 0.720]

[0.158, 0.381]

[0.000, 0.000]

[0.000, 0.000]

[-0.017, 0.029]

[-0.001, 0.017]

[-0.004, 0.020]

[-0.011, 0.003]

[-0.022, 0.000]

[0.000, 0.011]

[-1.216, 0.303]

[-1.416, -0.140]

[-1.362, -0.077]

[-1.702, -0.359]

[0.000, 0.000]

[-0.470, -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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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流动人口的优势比为 2.912，省内高学历流动

人口为 2.852）。4类移民网络因素在模型 2.1、3.1对

落户意愿的影响呈大致相同的特征与方向，按照影

响程度的高低依次为亲缘、友缘、乡缘、业缘。根

据“强关系-弱关系”理论，高学历流动人口的亲缘

等关系属“强关系”，与工会、老乡会、同学会等

之间的乡缘、业缘关系属“弱关系”。人才落户意

愿受强关系影响较大，受弱关系影响相对较小。

在模型 2.2 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友缘成为省

际高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乡

缘因素的显著性下降，婚姻、迁移时长、落户门槛

显著影响落户意愿。根据模型 3.2，友缘同样为省

内高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乡

缘的显著性被进一步削弱，这可能是高学历流动人

口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因而较为忽略老乡关系，这

明显不同于乡缘对农民工城市生活的重要影响。收

入、迁移时长、婚姻、流入地医疗及教育水平也显

著影响落户意愿。

除乡缘外，移民网络因素对省内和省际高学历

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都有显著影响，不随人才的迁

移范围改变，这是两者的共性层面。省际、省内高

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均为友

表 3　模型二：省际高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model two: impacts on inter-provincial talented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变量

解
释
变
量

控
制
变
量

常量

友缘（与当地人）

友缘（与外地人）

亲缘

业缘

乡缘

性别（男性）

年龄/岁

学历

月收入/元

户籍（农业）

户籍（非农业）

婚姻恋爱情况（非单身）

迁移距离

迁移时长/a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数/辆

每万人拥有中小学教师数/人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千册件

每万人拥有绿地面积/hm2

流入地
气候类型

城市房价

城市落户指数

＜35

35~55

研究生

本科

＞10 000

5 000~10 000

2 000~＜5 000

隔 2 省及以上迁移

隔 1 省迁移

≥10

6~9

2~5

热带季风气候

亚热带季风气候

温带季风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

模型 2.1

Coef.

0.751

0.345

1.069

0.244

0.546

1.000

P>|z|

0.000

0.000

0.000

0.004

0.037

0.000

Exp（B）

2.119

1.412

2.912

1.276

1.726

2.718

EXP（B）的
95%置信区间

[0.546, 0.956]

[0.151, 0.538]

[0.916, 1.221]

[0.076, 0.411]

[0.033, 1.058]

模型 2.2

Coef.

0.754

0.305

0.342

0.219

0.464

-0.063

1.276

1.037

-0.230

0.055

0.333

0.246

0.244

-0.185

-0.125

0.545

-0.146

0.033

0.877

0.565

0.351

0.420

0.000

-0.019

-0.013

0.007

0.006

0.001

0.009

0.342

-0.523

-0.591

-1.130

0.000

-0.365

-1.749

P>|z|

0.000

0.003

0.018

0.014

0.041

0.421

0.003

0.016

0.204

0.505

0.205

0.296

0.292

0.268

0.459

0.000

0.101

0.725

0.000

0.000

0.000

0.000

0.318

0.352

0.107

0.506

0.324

0.883

0.114

0.501

0.196

0.149

0.012

0.822

0.008

0.018

Exp（B）

2.126

1.356

1.408

1.244

1.590

0.939

3.580

2.821

0.794

1.056

1.395

1.279

1.277

0.831

0.882

1.725

0.864

1.034

2.405

1.759

1.421

1.000

1.000

0.981

0.987

1.007

1.006

1.001

1.010

1.408

0.593

0.554

0.323

1.000

0.694

0.174

EXP（B）的 95%
置信区间

[0.544, 0.965]

[0.103, 0.506]

[0.058, 0.627]

[0.045, 0.393]

[-0.057, 0.984]

[-0.218, 0.091]

[0.439, 2.112]

[0.193, 1.882]

[-0.586, 0.125]

[-0.106, 0.216]

[-0.182, 0.848]

[-0.215, 0.707]

[-0.210, 0.699]

[-0.512, 0.142]

[-0.456, 0.206]

[0.271, 0.820]

[-0.320, 0.028]

[-0.153, 0.220]

[0.582, 1.173]

[0.329, 0.801]

[0.178, 0.525]

[0.000, 0.000]

[0.000, 0.000]

[-0.060, 0.021]

[-0.029, 0.003]

[-0.013, 0.027]

[-0.006, 0.017]

[-0.016, 0.019]

[-0.002, 0.021]

[-0.655, 1.340]

[-1.315, 0.269]

[-1.394, 0.212]

[-2.016, -0.243]

[0.000, 0.000]

[-0.638,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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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多与本地人交往的高学历流动人口在同化作用

下，生活观念、行为习惯逐渐“本地化”，落户意

愿更强。亲缘对高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有重要影

响，家人共同迁移者更愿意落户。相较而言，业缘

的作用不大。个人特征方面，更多高学历女性选择

前往外地发展；已婚人群更倾向长期居留；年龄与

落户意愿大致呈“U”形相关，60 后人才多有能力

在城市立足而选择落户，70 后往往在“留下”和

“离开”之间权衡，80、90 后会因个人发展而选择

落 户 ； 人 才 流 入 时 间 越 长 ， 离 开 所 在 地 的 意 愿

越低。

在差异性层面，1） 乡缘对省际流动的高学历

人口落户意愿影响更显著。模型 3.1 无法证明乡缘

对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产生影响，原因

可能是省内流动伴随的文化和语言差异更小，乡缘

在这种情况下不是重要的社会支持和认同感来源。

亲缘对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大于省

际高学历流动人口。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有更强的

亲缘关系，较容易给其带来情感支持和物质资源，

因而人才更容易通过落户来维持社会关系。而人才

父母和子女的跨省随迁较为不便，与家人无法同住

可能对省际高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产生明显负向

影响。2） 城市舒适物对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落户

意愿的影响更大。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往往在当地

表 4　模型三：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model three: impacts on inter-provincial talented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变量

解
释
变
量

控
制
变
量

常量

友缘（与当地人）

友缘（与外地人）

亲缘

业缘

乡缘

性别（男性）

年龄/岁

学历

月收入/元

户籍

婚姻恋爱情况（非单身）

迁移距离（省内跨市）

迁移时长/a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数/辆

每万人拥有中小学教师数/人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千册件

每万人拥有绿地面积/hm2

流入地
气候类型

城市房价

城市落户指数

＜35

35~55

研究生

本科

＞10 000

5 000~10 000

2 000~＜5 000

农业

非农业

≥10

6~9

2~5

热带季风气候

亚热带季风气候

温带季风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

模型 3.1

Coef.

0.600

0.405

1.048

0.165

0.323

0.821

P>|z|

0.000

0.000

0.000

0.028

0.209

0.000

Exp（B）

1.822

1.500

2.852

1.180

1.382

2.273

EXP（B）的 95%
置信区间

［0.420， 0.780］

［0.219， 0.592］

［0.917， 1.179］

［0.017， 0.313］

［-0.181， 0.828］

模型 3.2

Coef.

0.563

0.373

0.539

0.157

0.205

-0.172

1.466

1.006

-0.070

0.239

0.979

0.601

0.332

0.339

0.330

0.462

0.053

0.639

0.550

0.200

0.000

0.000

0.022

0.015

0.009

0.009

-0.009

0.004

-1.198

-1.290

-1.215

-1.471

0.000

-0.174

-0.188

P>|z|

0.000

0.000

0.000

0.046

0.433

0.013

0.004

0.047

0.779

0.001

0.000

0.000

0.012

0.019

0.029

0.000

0.543

0.000

0.000

0.008

0.460

0.724

0.145

0.015

0.263

0.048

0.308

0.213

0.078

0.032

0.044

0.016

0.215

0.236

0.829

Exp（B）

1.756

1.452

1.714

1.170

1.228

0.842

4.330

2.734

0.932

1.269

2.662

1.824

1.394

1.404

1.391

1.587

1.054

1.894

1.734

1.221

1.000

1.000

1.023

1.015

1.009

0.991

0.991

1.004

0.302

0.275

0.297

0.230

1.000

0.840

0.828

EXP（B）的 95%
置信区间

[0.380, 0.746]

[0.181, 0.564]

[0.301, 0.777]

[0.003, 0.312]

[-0.307, 0.717]

[-0.307, -0.036]

[0.481, 2.450]

[0.015, 1.997]

[-0.560, 0.419]

[0.093, 0.385]

[0.455, 1.503]

[0.314, 0.888]

[0.072, 0.592]

[0.055, 0.623]

[0.033, 0.626]

[0.228, 0.696]

[-0.117, 0.222]

[0.349, 0.929]

[0.322, 0.779]

[0.053, 0.34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8, 0.053]

[0.003, 0.027]

[-0.006, 0.023]

[-0.018, 0.000]

[-0.027, 0.009]

[-0.002, 0.011]

[-2.530, 0.134]

[-2.469, -0.112]

[-2.397, -0.033]

[-2.674, -0.269]

[0.000, 0.000]

[-0.462,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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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具有较强的社会网络，因此，当他们考虑在省内

城市落户时，可能更关注城市的教育、医疗等生活

条件的舒适度。相比之下，省际流动的高学历人口

可能更多地受社会网络和经济因素 （如薪资水平）

的影响，而对城市舒适物的关注度相对较低 （林赛

南 等，2022）。3） 省际高学历流动人口在落户决策

时更容易受政策因素影响。根据高学历流动人口落

户意愿的空间分布，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对省际

高学历流动人口吸引力更大，而城市规模越大，落

户门槛往往越高，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挤出效应越

强 ， 从 而 影 响 流 动 人 口 的 落 户 决 策 （王 蓉 等 ，

2022）。

综上，迁移范围通过调节移民网络强弱，从而

对落户意愿产生影响，省际、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

在落户决策中的关注点存在差异。省际高学历流动

人口迁移距离较长，流入地城市规模更大，迁移成

本较高，移民网络也较为薄弱，其落户意愿稍弱，

落户决策更容易受城市落户政策和移民网络因素影

响，有愿意落户者往往具备如下特征：重视与同乡

人和本地人的交往、流入地城市落户门槛较低、看

重岗位薪资水平等。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有较强的

移民网络，落户决策更容易受城市舒适物影响，愿

意落户者往往具备如下特征：亲缘关系较强、流入

时间长、对医疗和教育条件更为重视等。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移民网络视角，分析高学历流动人口

的分布、落户意愿及移民网络的空间格局，探讨了

移民网络因素、个人特征、城市舒适物等因素对高

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主要结论为：

1） 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呈南北格局，

亲缘和友缘呈南北格局，乡缘和业缘呈东西格局。

北方省份中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普遍较高。

高学历流动人口的亲缘和友缘呈明显的北强南弱空

间格局，乡缘呈东部省份较深的空间格局，而业缘

则呈西部省份较深的空间格局。

2） 移民网络是人才落户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

亲缘、友缘、业缘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有

显著影响，乡缘仅有一定影响。这明显区别于农民

工对乡缘的重要依赖。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为高学

历流动人口提供社会支持、物质帮助和情感价值，

形成人才迁移的拉力，从而提升人才落户意愿，促

进其居留和融入流入地城市。移民网络和落户门槛

等 因 素 影 响 落 户 意 愿 “ 北 高 南 低 ” 空 间 格 局 的

形成。

3） 不同迁移范围的高学历流动人口受移民网

络的影响存在差异，友缘和乡缘对省际高学历流动

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更大，省际流动人口可能更需

要移民网络的社会支持，以更快适应新地区的文化

和生活方式，因此对落户意愿形成更大的作用力。

此外，城市舒适物和落户政策对高学历流动人口落

户意愿的影响也存在空间差异，省际高学历流动人

口更容易受城市落户门槛影响，而省内高学历流动

人口更看重医疗和教育资源。

高学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强弱并非完全取决

于经济和舒适物因素，移民网络也有较大影响。通

过对人才在其居住城市中的社会关系进行调节，能

更好地提高人才在流入地的落户意愿。对此，本文

提出建议：亲缘层面，适当放宽家属随迁的限制，

对尚未成家立业的高学历流动人口，可通过人才优

惠政策等工具，促进其在流入地发展事业、组建家

庭；在友缘层面，政府应注重营造开放包容的地区

环境，促进外来人才与本地人口的交流与联系，帮

助人才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业缘层面，各类工

会、党团组织可以加大社会支持，通过心理关爱、

发放物资、组织活动等方式，帮助高学历流动人口

的适应融入与就业发展；乡缘层面，政府可对各类

老乡会、家乡商会进行资助，促使各类乡缘活动的

开展，减少外来人才对流入地城市的陌生感与不适

应感，提升其落户意愿，促进其融入城市。

本文从社会关系的维度上开拓人才迁移及其影

响因素的研究，丰富了移民网络理论在人口流动领

域的应用范围和研究对象，为理解人才的空间分布

和流动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然而，本研究对

移民网络的测量可能不够全面，难以充分捕捉移民

网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高学历流动人口与其他

流动人口的比较研究有所欠缺。未来可从 2 方面继

续展开研究：1） 通过深度访谈和新的问卷调查，

改进或建构新的移民网络指标，更准确地探究高学

历流动人口居留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2） 对高学

历流动人口和其他流动人口进行比较，分析移民网

络对两者的不同的影响。总之，未来的人才迁移研

究和政策应更多地考虑社会因素，以促进中国人才

强国战略和人才高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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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talent is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y country, region, or 

city, and attracting foreign talent to stay and settle dow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ly educated migrants, their willingness to settle in the place they 

migrated to, and the social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gration networks using the 2017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We explor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of inter-provincial and intra-provincial 

migration patterns on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s to settle.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willingness of the highly educated migrants to settle down shows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igh in the north and 

low in the south. " Migrants, especially highly educated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migrate across provinces, 

showed highest preference for settling down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Tianjin, whereas those willing to migrate 

within provinces showed preference for settling down in Tibet, Shandong, and Hubei.. Second, the friendship and 

kinship networks of highly educated migrants show a clear pattern of "high in the north and low in the south," and 

the business network shows a clear pattern of "high in the west and low in the east," and the network of township 

ties has a clear pattern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Third, migrant networks provide material and 

emotional social support for the migration of highly educated individuals and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ir 

willingness to settle. Among these networks, kinship and friendship offer the greatest support and exert the 

strongest pull on their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ontrast, the influence of township ties on the willingness of highly 

educated migrants to settle is smaller, highlighting a clear difference from the stronger reliance of migrant 

workers on township ties. Fourth, highly educated intraprovincial migrants, owing to their shorter migration 

distances and lower migration costs, are more influenced by kinship in their willingness to settle. By contrast, 

highly educated inter-provincial migrants who lack kinship ties in their destination areas showed a lower 

willingness to settle and are more influenced by friendships and hometown connections. Future research on talent 

migration and policies should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social factors, thereby enriching the study of talent 

mobility from a societal perspective. This strategy is also beneficial in practice for attracting and retaining talent, 

not only through economic incentives but also by leveraging social policies. This fosters the integration of talent 

into destination cities and contributes to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se areas, thereby propell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talent-driven national strategy.

Keywords: migration network; talented migrants; hukou settlement intention; migration range; talent migration

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