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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在缩小城乡中老年人认知差距中的作用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

既有研究发现城乡认知能力差距不断扩大，

但对城镇化是否可以减小城乡认知差距缺

乏证据。本研究主要探讨三个问题：1）城

乡是否存在认知差距？2）农村向城镇迁移

是否能缩小城乡认知差距？3）越早向城镇

迁移是否越能减少缩小认知差距？ 

一、研究方法 

基于 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

查（CHARLS）数据，采用 Blinder-Oaxaca

分解方法，将认知差距分解为可观察特征

解释的差距和无法解释的差距，并量化了

绝对解释和相对解释部分。 

主要变量有出生时的城乡差距以及城

镇化类型。出生时的城乡差距定义为个人

的首个户口类型，即城镇户口或农村户口。

对于出生为农村户口的人群，可根据城镇

化类型进一步分为三类：（1）非城镇化：

一直持有农村户口并始终在农村地区；（2）

半城镇化：一直持有农村户口但从农村迁

移到城镇地区；（3）完全城镇化：出生时

为农村户口的个人迁移到城镇地区并取得

城镇户口。对于半城镇化和完全城镇化的

人群，根据其首次迁移到城镇的年龄，将其

分为 0-17 岁和 18 岁以上迁移两种类型。 

二、主要发现 

（一）城镇和农村出生非城镇化的人群是

否存在认知差距？ 

在模型 1 中，城镇出生人群的认知得

分比农村出生非城镇化人群高 3.229 分

（p<0.001）。认知差距主要由个体属性的

差距解释（57.9%），其中最重要的解释因

素为 7 年以上受教育程度（占可解释认知

差距的 79.0%）。这可以解释为，如果农村

出生且非城镇化的个体拥有与城镇出生的

个体相同的教育机会，他们的认知能力将

会有所提高。其他对认知差距有重要贡献

的因素为 IADLs（11.2%）、工作（5.9%）

和是否参加社会活动（5.7%）。可以推测，

出生在农村地区的人通常在社会经济上处

于劣势。农村地区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有限，

缺少激发个体认知发展的环境。长期从事

农业工作不利于农村居民获得较高的经济

回报和稳定收入。同时，农村社会参与和互

动资源和机会可能较少，从而导致农村居

民较低的认知能力。 

（二）农村向城镇迁移是否能缩小城乡认

知差距？ 

本研究表明，从农村到城镇迁移的人

表现出更好的认知能力。在模型 2 中，农

村城镇化人群的认知得分比非城镇化人群

高 1.948 分（p<0.001）。认知差距主要由

个体属性差距（50.9%）解释，其中初中及

以上教育（53.1%）、小学教育（17.1%）、

IADLs（11.4%）、社会活动（8.7%）和工

作（7.8%）是重要解释因素。接受高等教育、

身体机能较好、参加社会活动和从事非农

业工作的比例越大，认知水平越高。这些协

变量可以反映迁移后个体所受影响，说明

迁移对缩小城乡认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社会流动理论，农村移民倾向于

向上流动，表现为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职业

流动，从而获得更多的健康资本。此外，与

转折点理论一致，迁移可以作为一个转折

点，使移民接触到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服

务，从而大大提高他们的认知。当用同化理

论解释时，这种效应可能源于社会、经济和

文化适应的认知复杂性。迁移到城镇的人

将逐渐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获得高质

量的公共资源，更加关注家庭关系，并在城

镇地区发展新的社会关系。 

半城镇化和完全城镇化与非城镇化的

认知差距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模型 3 中，

半城镇化人群的认知得分为 11.021 分，比

非城镇化人群高 1.266 分（p<0.00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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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释的认知差距中，成年社会经济状况

（54.9%）、身体功能（12.5%）、社会支持

（8.1%）和生活方式（0.8%）是与城镇环境

相关的重要因素。 

模型 4 中，完全城镇化人群认知得分

为 12.369 分，比非城镇化人群高 2.614 分

（p<0.001）。在可解释认知差距中，成年

社会经济状况（93.4%）、社会支持（10.0%）

和生活方式（2.1%）的贡献更大。其中完全

城镇化的认知差距更多有与环境相关的解

释成分。由此可以推断，迁移后有利的环境

条件更有利于完全城镇化人群，体现为接

受教育、从事非农业工作、参加社会活动的

比例更大，生活方式更好。由于社会对农村

身份的刻板印象和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排

斥机制，半城镇化人群的社会流动性较低，

在向上流动时可能面临更多障碍。 

（三）越早向城镇迁移是否越能减少缩小

认知差距？ 

在模型 5 中，18 岁及以上迁移者的认

知得分为 11.585分，比非城镇化者高 1.830

分（p<0.001）。可解释的与城镇环境相关的

认知差距主要包括成年社会经济状况

（76.8%）、身体功能（12.9%）、社会支持

（9.0%）和生活方式（1.8%）。在模型 6中，

0-17岁迁移者的认知能力得分为 12.912分，

比非城镇化者高 2.342分（p<0.001）。在可

解释的认知差距中，成年社会经济状况

（81.0%）和社会支持（9.6%）的占比更大，

提示迁移可以通过环境中的有利变化进行，

这种变化会随着时间推移产生累积效应。 

早期迁移与晚期迁移的样本相比，与

城镇环境有关的认知差距更大，这表明移

民是通过环境的有益变化进行的，这种变

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累积效应。为追求

教育或职业机会而在早期迁往城镇，有助

于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资源，为向上流动

奠定基础，促进更好的认知。 

可解释的个体特征对认知差距的贡献

如图 1 所示。在所有模型中，成年期社会

经济状况解释了认知差距的很大部分。对

于完全城镇化和更早迁移的样本来说尤为

如此。这表明，移民环境的变化对缩小移民

认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 

 

图 1个体特征对认知差距的贡献（对应模型 1-6）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城镇和农村出

生的人群之间存在较大的认知差距。在农

村出生的人群中，城镇化人群的认知水平

高于非城镇化人群。对于完全城镇化和早

期迁移的人来说，有更大的可解释的环境

相关因素。结果表明，迁移可以通过环境中

有益的累积变化进行，并弥合认知差距。因

此，有必要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给予

农村平等的发展机会。同时，可以通过增强

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改善身体健

康和生活方式等方式缩小城乡认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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