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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行能力的失地农民市民化测度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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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探讨了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的能力属性,进而构建包含

多维可行能力的失地农民市民化测度体系及其影响因素的SEM 模型;在此基础上,对苏南

地区４８２户失地农民调查样本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样本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总

体处于偏低水平,其中经济能力和发展能力不足的瓶颈效应尤为突出;农民个体人力资本、
征地补偿、社区扶持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对提升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具有积极意义,而人力资

本变量发挥了部分正向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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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是伴随我国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所形成的一类特殊农村群体,推动失地农民市民

化转型是新型城镇化战略需关注的重要内容.但实地调查表明,即使在苏南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一些

安置在城镇的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认知上仍然存在显著差异,既有一部分受访者认可已成为“城里人”,
但同时也存在另一些失地农民对市民化角色认知度偏低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缺

乏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内涵及其衡量机制的深度把握可能是其中重要因素,使得当前无论是农民自身

还是相关部门对市民化发展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或片面化.因此,从理论上厘清失地农民市

民化发展的内在属性,从而探究失地农民市民化测度体系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及其阻滞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董金秋等基于社会学视角,

提出了包含市民理性精神、市民职业性、市民生活方式、市民社会保障、市民社会参与性及市民政治自

治性等六因子的失地农民市民性概念模型[１];朱晒红基于政府公共性缺失的视角,探讨了造成失地农

民市民化困境的三层面制度障碍[２];吴业苗的研究则表明,公共服务滞后是导致城郊被征地农民市民

化困境的主要原因[３];李永友等基于浙江省富阳等地实地调查发现个体体征和制度性因素延滞了失

地农民市民化进程[４];冀县卿等利用４６９户失地农民的调查数据发现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

等相关资本不足是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较差的主要原因[５];杨圆圆认为要提高征地过程的民主化程

度来增强失地农民对政府市民化安置的情感支持[６].
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对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了分析,但总体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

现有文献大多基于特定层面(如单纯经济或社会层面)进行考察,对市民化程度的测量也基本停留在

单一维度指标,而失地农民市民化既是一种静态身份转换结果,更是一个系统转型发展过程,其必然

涉及多方面复杂要因,需要引入多维度结构指标;此外,从长远角度看,衡量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发展最

终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融入城市的各种行动能力,因此,从能力视角考察将有利于深度把握失地农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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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化演进规律,但国内类似研究较少.
鉴于此,本文力图运用阿马蒂亚森(下简称森)的可行能力理论[７],研究基于可行能力视角的失

地农民市民化程度衡量及其影响因素体系,进而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对苏南地区４８２个农户实

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水平差异的因素变量及其路径关系,最后形成相

关研究结论和建议.

　　一、理论分析

　　１．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可行能力理论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福利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发展理

论.森运用可行能力来评价特定个体的福利水平及其发展状况,所谓可行能力是指所有可能实现的

多种功能性活动集合,而个人获取可行能力程度将取决于五种关键性的权力或自由状况,分别为:经
济条件、政治自由、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与防护性保障[７].这些权利和机会能直接扩展人们的可行

能力,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人们的整体能力,同时它们也相互补充,相互强化.人们能够得

到的发展成就既取决于经济机会、政治自由、公民权利、社会保障、基础教育以及社会对于各种权利所

提供的制度性保障;同时,提供这种机会和选择制度的安排又取决于人们如何通过自由地参与社会选

择和公共决策来建立.因此,可行能力的获取不仅构成了衡量个人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也是实

现发展目标的核心保障.

２．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可行能力类型

失地农民市民化是指受城镇化征地行为推动,使得农民离开土地迁居城镇进而最终转变为城市

居民的行为和过程.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不仅要求实现在身份上与城市居民同等地位,同时需实现

从生产、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由农民向市民的深度角色转型.因此除了需要诸如户籍等外

部制度保障之外,更重要的是应具备融入城镇发展的种种可行能力,其中后者对实现市民化具有内生

作用.基于森的范式,构筑如图１的分析框架,可见,失地农民市民化可行能力大致包括５层次类型:

图１　可行能力视角的失地农民市民化分析框架

　　(１)经济能力,是指农民在城镇面临的消费、生产、交换等经济行为的能力状况,具体可包括工资

收入、财产性收入、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平等,其中由就业决定的工资收入最为关键.失地农民进入城

市后,如果就业得不到保障,将导致长期收入水平降低,自我保障能力削弱,从而难以适应城镇生活和

消费水平,一旦手中有限的安置费消耗殆尽后,他们就有可能沦为新的城市贫民,从而丧失在城市长

期生存的能力.因此,经济能力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
(２)政治能力,是指进城农民能否具备行使其合法权利的能力,包括获取区域政策信息、参与社区

决策、有充分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权利伸张机制等.失地农民只有具备了必要的政治能力,才能确保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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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其维权及公共参与的意识与能力,为失地农民市民化转型提供重要政治权力保障.
(３)社会能力,涉及失地农民能否形成相应的社会化行动能力,具体可包括适应环境的工作模式

和生活方式、人际交往以及参与各类社会行为等.社会能力是衡量农民适应与主动融入城市社会,获
取在城市生活和发展所需社会资源的重要因素,构成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内容.

(４)心理能力,主要指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的心理认知,并在社会心理方面逐步建立起符合城市

市民心理的特征.关注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的心理因素,不仅要注意到实际的感受,更要关注怎

样的城市生活是失地农民向往的,以及他们珍视城市生活的理由.例如,工具性自由中的透明性保证

(包括知情权、选择权等),有效体现了失地农民拆迁安置过程中希望公正、公开的诉求,直接提高了失

地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化的心理归属感.心理能力构成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深层次体现.
(５)发展能力,主要指农民在获取文化教育、就业培训、信贷支持等发展资源和实现自我追求的信

心和能力.森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意识和能力抓住外部有利的发展机会,则他将遭受发展机会剥

夺,进而会通过各种因素引致多种其他能力的剥夺,如收入的贫困,个人的发展将永远停滞.”[７]因此,
发展能力是衡量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的最高层次,是其他能力形成和持续发展的源泉.

３．失地农民市民化可行能力的影响因素

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形成将受制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征地补偿、社区市民化扶持、公共服

务以及人力资本等.
(１)征地补偿因素.对失地农民来说,拥有的最大财富是农村中的住房及土地等,这些提供了农

民在农村生产生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农户家庭获得稳定农业收入的基本来源,失地后,相应征地补

偿是否能足额弥补农民的财产损失,将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具备适应城市生活和发展的能力.常见

的征地补偿方案中包含补偿方式、补偿标准、配套保障以及有关促进失地农民就业或创业的政策安

排.国内一些学者从征地规模、用途、征地安置补偿等不同层面,实证研究了征地政策因素对失地农

民市民化发展的显著影响[８Ｇ９].此外,如果失地农民进入城镇利用征地补偿实施人力资本投资,推动

非农就业发展,将构筑农户非农收入长期增长的机制,有利于提升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１０].由此提

出假设１:

H１:征地补偿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具有正向路径作用.
(２)社区扶持因素.一方面,积极的社区经济扶持能够帮助失地农民更好地获得城镇发展所需的

就业信息、经济资源、知识及发展机会,从而提升其市民化经济能力和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失地农民

进入城市社区后如果能得到必要的社会文化支持,将有益于获取社区政治资源、人际网络和文化价值

观等,将有利于增强失地农民融入和适应城市的政治能力、社会能力,形成健康的发展预期和心理状

态.由此得到假设２:

H２:社区扶持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具有正向路径影响.
(３)公共服务因素.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还依赖一些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主要包括基础教

育、医疗卫生、生活设施、交通通讯以及文化娱乐等条件,这些公共服务资源有利于提升失地农民在城

镇环境的长期生活和发展质量,因此,由政府所提供的面向失地农民的城镇公共服务资源及其配置公

平性因素,对增强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能力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此得到研究假设３:

H３:公共服务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具有正向路径影响.
(４)人力资本因素的正向中介效应.一方面,人力资本对农民市民化能力的形成具有正向影响.

失地农民在离开传统村落进入城市后,能否在新的城市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将显著受其人力资本禀赋

的制约.Shittu研究认为,教育文化程度、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因素将直接影响失地农民在城镇能否

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职业类型的选择[１１].因此那些具备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失地农民,将更能顺利实

现就业转型,相应市民化能力也越强.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因素也发挥某种中介影响效应.首先,失地农民获取的补偿因素可以对失地

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起到“推动”作用,征地补偿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失地农民的接受就业培训的

信心、提升创业以及就业能力,进而促进了人力资本发展.其次,公共服务因素也影响了进城农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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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就业的意愿,成为失地农民提升人力资本的“拉力”因素.公共服务发展越好的地区有利市民化

的因素越多,拉力越大,失地农民转市民的意愿越强;有利因素越少,拉力越小,失地农民转市民的意

愿越弱.此外,社区扶持及其扶持因素也对失地农民人力资本的发展具有正向影响.社区扶持力度

越大,越有利于失地农民积累人力资本,从而提升获取较高收入、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形成长期“心
理累积效应”,为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社会能力与心理能力的提高发挥积极作用,这对提升失地农户家

庭长期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提出假设４:

H４:人力资本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具有正向中介路径影响.
综上,构建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２),以下将运用苏南地区４８２个

失地农民调查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图２　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及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二、模型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调查样本与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作者主持的相关课题阶段性调研成果,调研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０１４年９
月,以江苏苏南的常州市、镇江市作为样本地区,选取代表性的失地农民集中安置社区,分别为常州市

嘉泽新苑小区、镇江市武将新居小区和平昌新区的失地农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

４８２份.

２．研究工具和量表开发

结构方程模型(SEM)是研究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关系以及各个潜在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

方法.结构方程模型一般可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前者进行潜在变量的开发和测量,后者反映潜

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分别构建以市民化能力作为内生潜变量,以征地补偿、社
区扶持、公共服务以及人力资本为外生潜变量的SEM模型,并初步开发了相应量表项目(如表１).

３．变量检验

(１)信度检验.对潜变量的各测量指标项目是否具有一致性或者是稳定性进行验证.运用

Cronbach’sa系数来测度问卷各变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一般而言,当a系数＞０．７时,表明该量表

可信度较高.本文使用SPSS２０．０软件对各变量进行信度检验,结果见表１,从总体看,所有变量量表

的Cronbach’sa均＞０．７,表明问卷整体的可信度较高.
(２)效度检验.对测量指标是否能够准确度量潜变量程度的判断.运用 KMO 与Bartlett球形

检验法对问卷变量测量项目进行效度检验,KMO 值大于０．７视为良好,在０．６~０．７之间可接受.表

１中的各潜变量 KMO 值处于０．６３０~０．８３６之间,表明本文设定的潜变量测量模型通过收敛性验证.

　　三、样本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测度分析

　　１．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

按要求运用 AMOS２０．０软件,设置因果关系路径,模型拟合优度检验所示.其中部分指标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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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拟合优度检验,说明模型需要修正.将固定参数作为自由参数进行重新估计后,修正模型检验与拟

合结果见表２.从表２中可见,相关检验值都满足要求,表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表１　变量指标的信度与效度

变量 测量指标 KMO
Bartlett
检验

因子载荷
累计贡
献率/％

Cronbach’α

市
民
化
能
力

经济能力

A１ 工资收入

A２ 财产性收入

A３ 消费支出

A４生活水平

０．６６７
１６２．７９３
(０．０００)

０．６９０
０．７２２
０．８６７
０．８０４

５９．８８６ ０．７７０

政治能力

A５ 我对社区公共事件很关心

A６ 我积极参加社选举投票

A７ 我积极向社区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

A８我喜欢观看央视«新闻联播»节目

０．７９６
２０９．６８５
(０．０００)

０．８６２
０．８１０
０．８５１
０．８１６

６９．７６６ ０．８５２

社会能力
A９ 我有时间就参加健身娱乐活动

A１０现在与左邻右舍相处融洽

A１１我积极参加社区公益组织
０．６８６

９１．５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８５４
０．７９１
０．８３１

６８．１２０ ０．７５７

心理能力

A１２我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习惯

A１３我不怀念过去“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生活方式

A１４我对放弃农地迁居城镇不后悔

A１５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城里人

０．７６３
２１９．４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７７３
０．７２１
０．９００
０．８８７

６７．８７８ ０．８３９

发展能力
A１６征地后我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

A１７我愿意接受创业培训

A１８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前途
０．６８０

７１．７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２１
０．７８６
０．８０３

６４．５５９ ０．７１１

影
响
因
素

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
就业技能 ０．６３０

３９．１８３
(０．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８７５

７６．５３１ ０．６９３

征地补偿

征地配套生活保障
征地补偿方式
征地补偿标准
征地就业创业政策

０．７８５
４３２．３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９４２
０．９４９
０．９１５
０．７７５

８０．６３３ ０．９１９

社区扶持
社区文化活动
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遇困难找社区解决

０．６９０
１２５．１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９３
０．８３０
０．８３５

７２．７７３ ０．８０９

公共服务

交通通讯条件
文化健身设施
生活设施
教育条件
医疗卫生条件

０．８３６
５３４．７２９
(０．０００)

０．８６８
０．８９３
０．８８６
０．９０８
０．９１９

８０．０７９ ０．９３８

表２　修正模型检验与拟合优度结果

拟合指数 卡方值(自由度) CFI NFI IFI RMSEA GFI AGFI RMR

结果 ３４０．０５１(１２５) ０．９３７ ０．８６３ ０．９３９ ０．０７６ ０．８６０ ０．７９３ ０．０８９

　　依据本文的理论建构,１８个测量维度项目分别代表失地农民市民化五层能力,则１８个测量数据

(显变量)与５个维度(潜在因子)就构成了一个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在最终修正模型结果的基

础上,计算形成结构方程标准化路径系数值,通过考察相关变量系数,其中,政治能力和社会能力的相

关度最高,达０．９３;经济能力和社会能力的相关度次之,达０．８３;而政治能力和发展能力之间的相关度

则最低,为０．５５.所有的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因子之间多少是有关系

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

２．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

由前文分析可知,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变量非常复杂,它是一个多维能力的综合.从因子分析来

看,这些市民能力的各个维度构成了一个多维的因子结构,那么这５个一阶潜在因子的背后是否真有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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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共同的因子———市民化能力的存在,这个问题可以用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假设验证.图３
为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参数估计结果,在该分析模型中,除了１８个显变量与５个一阶潜变量之间

的测量模型外,还包括一阶潜变量与二阶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

　卡方＝３６１．２４４,df＝１３０,P＝０．０００,RMSEA＝０．１２２,GFI＝０．７７８,AGFI＝０．７０９,NFI＝０．７４８,RFI＝０．７０４,IFI＝０．８２３

图３　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二阶因子模型因果路径系数

　　从二阶模型拟合结果可以看出,构想的５个因子在更高市民性因子上的载荷为０．７３~１．００,发展

能力的载荷为０．７３,是最小的,其余的都在０．８０以上.综合结果表明二阶因子与一阶因子的关系也

是较强的,５个子因子可以构成市民化能力这个高阶因子的五个表征,其中,社会能力、经济能力、政
治能力和心理能力在二阶因子上负荷系数较高(分别为０．９９、０．９０、０．８９、０．８３),构成了这个因子的主

要成分.

３．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测度结果与分析

表３中的三级指标为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单项指数,由各测量项目分值计算获得;失地农民市民

化能力各维度能力构成二级指标,由各潜在变量计算得出;而一级指标是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指数.
每个单项指数赋值方式为５级分制,每项市民化能力单项指数值等于该项指数实际得分除以５后取

均值,并转换为百分比形式,并假设各单项指数权重相同.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总指数则是对各维度

能力权重计算的算术平均数.同理,市民化能力影响因素变量的赋值也是采取将潜在因素变量的各

项测量值相加后的简单算术平均数.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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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结果表明,市民化能力总指数值为４６．７１４(总分值为１００),显示了样本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

程度总体处于偏低水平;而从各维度市民化能力的分值高低排序,依次为社会能力、政治能力、心理能

力、发展能力、经济能力.其中,经济能力是评分最低的因子,其所涉及的单项指标“生活水平”
(４５．６)、“消费支出”(４２．８)、“工资收入”(３０．６)分别排在第１１、１３、１８位.此外,发展能力因子中的单

项指标“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３５．０)得分也偏低.心理能力因子中的单项指标“不怀念过去的生活

方式”(４５．４)的分偏低.政治能力因子中的单项指标“向社区提合理化建议”(４２．４)得分偏低.社会

能力因子中的单项指标“参加社区公益组织”(３９．２)得分偏低.由此可见,样本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

过程对经济能力十分敏感,期盼有好的工作机会,提高城镇化收入和消费水平;此外,一些农民心理上

还未融入城市,在适应新环境的生活方式、参与各类社会组织活动和社区决策等诸多的能力也显著

不足.
表３　样本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测度结果

一级指标

市民化能力指数

二级指标

各维度能力指数 排序

三级指标

单项指数 排序

４６．７１４

经济能力４１．５５ ５

工资收入３０．６ １８

财产性收入４７．２ ８

消费支出４２．８ １３

生活水平４５．６ １１

政治能力５０．０５ ２

关心公共事件５１．０ ５

参加选举投票４９．６ ７

提合理化建议４２．４ １４

观看«新闻联播»５７．２ ２

社会能力５０．８０ １

参加健身娱乐活动５３．６ ４

与邻居相处融洽５９．６ １

参加社区公益组织３９．２ １６

心理能力４８．７０ ３

适应了城市生活５６．４ ３

不怀念过去生活方式４５．４ １２

对放弃农地迁居城镇不后悔４７．０ ９

现在已经是城里人４６．０ １０

发展能力４２．４７ ４

我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３５．０ １７

愿意接受就业创业培训５１．０ ５

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前途４１．４ １５

　　四、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进一步运用SEM 方法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检验并最终修正

模型结果,形成如图４和表４的路径系数和影响效应值:
通过考察相关变量系数值,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１)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水平具有多层次因素共变特征,其中公共服务因素具有基础性作

用.图４显示,征地补偿、公共服务、社区扶持因素之间均存在显著的两两正向相关关系.从相关系

数看,公共服务的关联效应最强,其对征地补偿与社区扶持的相关系数分别达０．７０与０．８９,这表明基

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必须充分关注有助于提升失地农民生活质量和发展的公共

服务因素,对确保并扩展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能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２)社区扶持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总影响系数值最大,达０．５５(分别为直接效应０．３８和间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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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实线表示通过５％以上显著性水平检验,虚线为未通过检验.

图４　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影响因素路径系数结果

表４　修正后的影响效应值

影响路径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征地补偿因素→市民化能力
公共服务因素→市民化能力
社区扶持因素→市民化能力
人力资本因素→市民化能力

０．２８
０．３０
０．３８
０．２６

—
—

０．１７
—

０．２８
０．３０
０．５５
０．２６

接效应０．１７①),其次是公共服务因素、征地补偿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社区扶持因素增加对失地农

民市民化程度具有较为显著的直接效应,同时也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因素的正向“中介效应”,构成了对

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提升的间接效应,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说３与假说４.
(３)征地补偿因素和公共服务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具有直接促进效应.模型显示,征地补

偿变量和公共服务变量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变量的回归系数值均为正值,分别为０．２８和０．３０,表
明失地农民在获得相应充分足额征地利益补偿,以及享受与城镇居民均等化的基本教育、医疗卫生、
基础生活设施、交通通讯以及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资源条件,将显著增强其市民化能力,这验证了假

设１和假设２.
(４)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部分成立.人力资本对市民化能力具有直接正向影响效应,系数值为

０．２６,同时社会扶持措施也有利于失地农民人力资本积累,这表明社区扶持因素既可以直接影响市民

化能力,也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因素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市民化能力市场绩效,社区扶持力度越大,失
地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就越高,获取较高收入、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愈强,有利于形成长期的“心理累积

效应”,为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社会能力与心理能力的提高发挥积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征地补偿

和公共服务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却不显著,由此使得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不完全成立.究其原因

不尽相同,前者显示了现阶段样本区农民对征地补偿款支配方式存在一定的偏差,大多倾向于诸如一

般生活消费或储蓄,而用于提升自身素质的教育和技能培训比例较少,这也验证了丁士军等学者的研

究观点[１２];而后者则与当前一些地区在面向失地农民的公共服务供给上存在可及性不足和服务能力

低下等因素有关,从而不能发挥持续提升失地农民内在素质的作用.考虑到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本

质是人的能力提升,而人力资本是增强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发展的战略定位,因此,未来应推动基于

人力资本导向型的征地补偿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以促进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持续内生化增

长效应.

　　五、结论与建议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心是推进人的城镇化,失地农民是城镇化需要关注的重要转型群体.因此,
提升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既是保障这一群体平稳顺利实现城乡转型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构成衡量新

４２

① 间接效应值为社区扶持因素对人力资本影响系数值０．６６与人力资本对市民化能力影响系数值０．２６之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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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核心标志.然而,受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及其固化效应影响,我国农民市民

化发展进程存在一系列突出障碍和制约,既存在一些外部制度和环境条件的桎栲,如城乡二元分割

体制、户籍制度等,需要深化改革;更重要的是,部分失地农民可能存在面向城镇环境下的自我生

存和适应性等种种市民化能力的不足与障碍,而后者对推动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具有内生决定

作用.
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构建了包含经济、政治、社会、心理和发展的“五位一体”可行能力的

失地农民市民化水平测度体系及其影响因素SEM 模型;并运用苏南地区４８２个失地农民调查数据

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总体处于偏低水平,各维度可行市民化能

力得分值普遍不高,尤以经济能力和发展能力值最低,构成了制约市民化发展的突出瓶颈;进一步研

究表明,农民个体人力资本、征地补偿、社区扶持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对提升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具有

显著积极作用,而其中人力资本变量发挥了部分正向中介效应.
为此,提出如下建议:(１)要把构筑有效的可行市民化能力作为推动失地农民深度市民化发展的

长效之策,注重培育失地农民的经济、政治、社会、心理和发展等多方面市民化能力,其中特别要重视

增强其经济能力和发展能力,以形成对其他能力的支撑作用;(２)以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失地农民可行

市民化能力塑造.鼓励和引导失地农民利用征地补偿契机,积极提升自身健康、教育以及技能人力资

本水平,实现有效的非农就业增长,从而提高其长期经济能力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失地农民市民

化可行能力水平;(３)注重发挥城镇社区市民化行动的扶持作用.开展面向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新市

民社区活动与专项帮扶,鼓励其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和公共活动,促进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广泛交

流,增强其融入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环境能力,形成正确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价值观,进而增强其市民

化政治、社会和心理能力;(４)保障失地农民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权益,要完善失地农民城镇安置区的

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新建和优化周边各类学校、医院以及体育文化场馆等公共设施,为失地农民提供

便利的教育环境、完善的医疗保障和便捷的文体活动场所,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效率,以提升其

城镇生活水平和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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