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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家推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农业转移人

口落户城镇成为推进市民化、构建城乡一体化框架

的重要举措。据《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

显示，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 077万人，比上年增

加 241万人，增长率为 0.8%；在外出农民工中，年末

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达到13 500万人[1]。可见，

农民工选择进城务工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比例仍在增

大，具有体量优势的农民工群体成为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和推动城镇化战略的潜在资源。

医疗保险作为农民工落户城市可凭借的重要资

源之一，深刻影响着农民工群体城市落户的意愿选

择。自 2009年新医改方案提出以来，我国开启了新

一轮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我

国已经基本形成了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

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四位一体”的基本医药卫生制度

逐渐成形。此外，2016年发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

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实现省内异

地结算、建立国家级异地就医结算平台等目标，为各

地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规划了蓝图[2]。“新医改”的

持续推进和异地结算方式的不断优化，无疑给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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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保障边缘的农民工群体带来了改善福利的重大

机遇。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

是造成城乡社会不公平的制度性原因之一，由此也

剥夺了兼具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的农民工群体均

等享有医疗保险的机会。而“新医改”和异地结算

方式的改革，将农民工正式纳入常态化医疗保障

体系中，这给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罅隙中的农民

工群体带来增进福利的可能性。鉴于此，研究医

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效应，不仅对推

动城镇化进程有重要意义，还有利于推动医疗资源

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

建设。

一、文献综述

农民工是我国在改革开放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

的特殊群体。当前，国内学者对农民工群体流动以

及医保制度对农民工落户行为的影响已经有了较为

丰硕的研究成果。

诸多学者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

了研究。从代际视角看，甘行琼等利用分层线性模

型分析发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会影响新生代农民

工的定居意愿，其中义务教育、住房保障、就业服

务、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会显著促进新生代农民工

的城市定居意愿，而较大的公共服务差异也会削弱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3]。王永龙认为农民工的年

龄、受教育情况和技能情况对留城意愿显著正相

关 [4]。李懿君等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

工有更强烈的城市生活认同感，更加渴望融入城

市，收入、社会保障、自我认同等因素暗中阻碍了

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 [5]。从迁移规模看，杨发萍等

研究发现，当前中国人口的流动特征逐渐由家庭

化迁移取代个体化迁移，且家庭迁移对城际流动

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6]。从社

会融合状况看，彭现美等研究表明，工作单位性质

差异、是否参保等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合产生了

显著影响[7]。从参保情况看，邓江年等认为，农村社

保和职工社保的并存模式，客观上导致农民在流出

地和流入地的双重参保，同时参加新农保和新农合

会对农民工产生返乡推动效应，但是同时参加城镇

医疗和城镇养老保险又会抵消推动效应，从而产生

替代效应[8]。

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日益庞大，医疗保险成为

吸引人口流动的重要资源。杜洁等通过对8个城市

的实证分析发现，不同地区医疗保险的参保类型呈

现不同的特点，年龄、学历、婚姻状况、流动时间和范

围等因素对医保类型的选择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9]。

惠云等认为，应该在完善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

基础上，促进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从

而推动全国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10]。

然而，就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参保现状而言，我国

农民工的基本医疗保险仍存在异地转接问题。农民

工在城乡间、地区间的高频率流动以及频繁地更换

工作，给我国当前的基本医疗保险异地转接带来诸

多问题，导致“断保”现象屡见不鲜，致使绝大多数农

民工的很多正常权益被无故侵害 [11]。此外，城镇职

工医疗保险设置个人账户而农村医疗保险却并未建

立，也是造成医保关系转接困难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农民工落户相关问题的研

究已较为成熟。但是，当前针对农民工群体城市落

户意愿的研究还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大多数研究都

集中在宏观社会保障制度或养老保险对农民工迁移

意愿的影响上，鲜有以医疗保险为视角的专门研

究。第二，缺少将“新农合”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对

农民工落户意愿影响效应进行对比的相关文献，尤

其是 2014年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后，缺

少将全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纳入因变量的研究框

架。第三，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

《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

知中明确指出要完善农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制度

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这些政策的出台将加深对农

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以最新的数据来

分析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效应。

基于此，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拓展：第一，从医疗

保险的微观视角，研究医保制度对农民工落户意愿

的影响效应。第二，利用OLS回归模型，比较新农

合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影响，并运用替

换因变量的方法对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利用工具

变量法做内生性检验，以此明晰不同类型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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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效力；第三，利用2017
年最新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作为数据

分析基础，更有利于反映农民工的参保现状和落户

意愿。

二、理论假设

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是 20世纪 60年代巴格内

(Bagne D J)提出的“推拉理论”和1954年美国学者刘

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理论。

“推拉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

活条件，流入地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成为拉

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是推力。此外，距离

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流动者本人

对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也是中间障碍因

素[12]。劳动力“推拉理论”对研究农民工定居意愿的

价值在于，医疗保险作为改善生活条件的推拉力

量，可以成为农民工是否选择城市定居的一个重要

因素。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指的是并存于发展中国

家的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和现代工业经济结构，这两

种结构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国家二元化发展。二元结

构所形成的经济差异对推动农民工在城乡间的转

移具有重要影响。传统农业生产的人口过剩导致

农村地区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现代化工业

的发展又能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

由此引发农业非生产人员的转移。在此过程中，缩

小医疗保险待遇差异对促进城乡一元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根据现有研究基础，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推力效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民

工落户城市起到推力作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非携带性”在原则上要求参保者在当地参保缴费、

诊疗报销，这种具有捆绑性质的医保政策容易导致

具有高流动性需求的农民工群体放弃参加新农合，

有利于推动农民工城市落户。

H2：拉力效应。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

户城市起到拉力作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较高的补

贴待遇和给付水平，极大增强了农民工落户城市的

吸引力。并且，随着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条件不

断放宽，农民工群体更愿意选择医疗保障水平好的

城市落户。

H3：替代效应。在特定条件下，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拉力”作用会替代新农

合的“推力”作用，从而产生“替代效应”。医疗保险

模式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是在考虑个人

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综合

决策的结果。在实际情况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的“拉力”作用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很有可能

完全替代新农合的“推力”作用。

H4：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会受到个人特征、家

庭特征、社会特征等其他变量的影响。城乡二元社

会保障排斥了农民工群体能够均等享有城乡福利

保障的权利，而城市较大生活压力和生存成本也阻

碍了农民工群体进城落户。年龄、受教育程度、家

庭收入水平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落

户意愿。

三、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发布的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调查以年满

15周岁在本地居住一个月以上的非本地户口流动人

口为调查对象，以我国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2016年全员流动人口的数据为样本框，采

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方法进行抽

样调查。调查获取总样本量为169 989人，所包含的

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约45万人。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为

16—59周岁具有劳动能力且户籍不在务工地的流动

人口，剔除各项缺失值并对数据进行整合后，最终得

到有效样本102 273个。

(二)变量说明和统计描述

研究以新农合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

市落户意愿的影响效应为研究目标。根据现有研

究，将户籍为农村地区但拥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的农民工群体仍划分为新农合。根据以往的研

究，本文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认为农民工群体的

城市落户意愿还可能受到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婚

姻状况、学历、自评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家庭平均

月收入)、社会特征、就业单位性质、住房特征、社交

活动、地区变量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具体变量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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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详见表1。
由表 1的描述分析可知，在 2017年的全国流动

人口监测调查中，不愿意落户城市的人群偏好非常

明显，远高于愿意落户城市的人群占比。有 81%的

农民工群体参加了新农合，而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的农民工人数较少，仅有 15%。这说明农村基本

医疗保险是农民工群体参加医疗保险的主要方式，

而城市的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并不大，

这不利于提升该群体在城市的落户意愿。农民工群

体的年龄均值为39.7岁，且男性人数占比58%，可见

外出流动的人口多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在受教育程

度方面，样本均值到达2.79，说明农民工群体的受教

育情况处于中低水平，大多数人仅接受过基础教

育。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或是有配偶人群占比达

到 99%。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良好，大部分人就

职于私营企业。

(三)OLS模型构建

本研究主要讨论的是医保制度对农民工落户意

愿的影响效应，被解释变量“落户意愿”为连续变量，

因此可采用最小二乘法模型(OLS方法)进行分析。

本文建立的模型设定：

M=+∑2i= 1 +β0Insurance+∑ki= 1 β1xi+ε0

模型中，M代表被解释变量落户意愿，Insurance代表

核心解释变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和城镇职

工医疗保险制度，xi代表控制变量，即年龄、性别、婚

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家庭平均月收入、就业单位性

质、社会交往等多个变量。为截距项，β0为落户意

愿与参加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的相关系数，β1为落户

意愿与其他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ε0为随机扰

动项。

此外，考虑到核心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关系会

存在不稳定的情况，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采用

替换因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利用问卷问题

“是否继续留在本地”代表的迁移意愿变量代替“您

如果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是否愿意落户本地”作为落

户意愿的变量。

表1 变量赋值和统计描述

变量

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家庭月平均收入

就业单位性质

住房性质

社交活动

东部

中部

西部

新农合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是否愿意落户在本地

是否继续留在本地

变量赋值

年龄为连续变量/年
1=男 0=女
1=已婚或同居 0=其他

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高中 4=大学及以上

1=好 2=一般 3=差
家庭平均月收入为连续变量/元
1=国有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
2=私营 3=外资 4=无单位

1=自购及自建 0=其他

1=有 0=无
1=受访者为东部 0=否
2=受访者为中部 0=否
3=受访者为西部 0=否
0=有 1=无
0=有 1=无
1=愿意 2=不愿意 3=没想好

1=愿意 2=不愿意 3=没想好

平均值

39.7
0.58
0.99
2.79
1.18

8290.44
2.58
0.28
0.42
0.17
0.45
0.37
0.81
0.15
1.91
1.31

标准差

8.9
0.5
0.1
0.65
0.44

6615.04
0.43
0.45
0.49
0.38
0.5
0.48
0.39
0.35
0.76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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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检验

(一)OLS回归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表 2是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群体城市“落户意愿”

以及替换变量“迁移意愿”的影响效应计量回归结

果。计量模型结果中，模型(1)—(3)是OLS模型的基

本估计结果，采用分步回归的方法，将核心变量、个

人特征、家庭特征等自变量依次纳入3个模型，一方

面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存在，另一方面有助

于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模型(4)—(6)是使用替换

因变量方法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在OLS基本回归模型中，模型(1)是仅纳入核心

变量的估计结果。新农合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回归系数在0.001水平上显著。

其中，新农合回归系数为负，表明不参加新农合

的农民工群体的落户意愿强于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工

群体，新农合对落户意愿具有显著的“推力”作用，即

研究假设H1被统计结果所验证；而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进城落户起到了“拉力”作

用，即研究假设H2被统计结果所验证；并且，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拉力作用高于新农合对农民工进

城落户的延阻作用(影响系数的绝对值 0.048＜0.137)。
这说明相较于新农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具有

更明显的拉力作用。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表2 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及迁移意愿的影响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新农合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

家庭平均月收入水平

就业单位性质

住房性质

社交活动

Constant
Observations
R-squared

OLS模型

(1)
落户意愿

-0.048***
(-9.30)

0.137***
(24.29)

1.236***
(50.68)
130132
0.011

(2)
落户意愿

-0.032***
(-6.20)

0.113***
(21.70)

-0.002**
(-8.38)
0.001
(0.13)

0.071***
(18.95)
-0.011
(-0.45)

0.048***
(9.04)

1.459***
(27.29)
130132
0.014

(3)
落户意愿

-0.005
(-0.93)

0.095***
(18.17)

-0.001***
(-3.97)
0.001
(0.23)

0.038***
(9.89)
0.004
-0.18

0.048***
(9.15)

0.000***
(24.88)
-0.004
(-1.53)

0.169***
-42.64

0.048***
(11.92)

1.223***
(22.53)
130132
0.031

自变量替换检验

(4)
迁移意愿

-0.145***
(-25.07)
0.132***
(21.11)

2.124***
(78.53)
130132
0.019

(5)
迁移意愿

-0.127***
(-21.82)
0.114***
(17.80)

-0.004***
(-15.59)

-0.020***
(-4.59)

-0.068***
(16.71)
0.004
(-0.17)

0.059***
(10.56)

2.423***
(41.65)
130132
0.023

(6)
迁移意愿

-0.123***
(-20.98)
0.097***
(15.04)

-0.004***
(-13.61)

-0.023***
(-5.22)

-0.050***
(12.13)
0.013
(-0.54)

0.054***
(9.81)

0.000***
(29.57)

-0.028***
(-10.12)
0.019***
-3.74

0.021***
(4.75)

2.529***
(42.68)
130132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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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在纳入个人特征和自评健康状况后，新

农合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落户意愿的“推拉效

应”依旧显著，但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影响系数有

所降低。

模型(3)在纳入其余自变量后，发现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对落户意愿仍有显著影响，但新农合对

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效应消失了。这说明，在没

有其他因素的干扰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

农合会对农民工群体的落户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

响；但是在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因素都考虑

在内的情况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拉力”作

用完全替代了新农合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推力”作

用，即在实际情况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

工落户意愿的“拉力”作用对新农合的“推力”作用产

生了“替代效应”。统计结果与研究假设H3相符。

由对其他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可知，农民工群

体的城市落户意愿在年龄上存在差异，青年农民工

群体的城市落户意愿强于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群体；

健康状况和城市落户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健

康状况越差的农民工越不愿意在城市生活。受教育

情况、家庭平均月收入、住房性质和社交活动对农民

工的城市落户意愿也有显著积极影响。受教育水平

越高的农民工，对未来规划有更清晰的认知，且有能

力在城市找到相对不错的工作，因此更愿意选择在

城市落户；家庭月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在城市有更为

丰厚的生存基础，更倾向于在城市落户，说明经济因

素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具有重要影响；拥有个人房产

的农民工，更愿意在城市落户，这是因为房产不仅是

农民工重要的经济资本，还是农民工能够在某一地

区长期生活的基础。此外，社交活动较多的农民工，

社会融合程度较好，更愿意在城市生活。研究假设

H4被实证结果支持。

综合以上实证结果可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始终对农民工落户意愿产生较大“拉力”作用。在考

虑个人、家庭和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拉力”作用能

够完全取代新农合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推力”作用，

从而产生“替代”效应。此外，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

特征也会形成影响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推拉作用。

在稳健性检验结果中，选取问卷问题“您是否继

续留在本地”作为替换因变量，其赋值结果与“您如

果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是否愿意落户本地”的赋值结

果相一致。从模型(4)～(6)的回归结果看，新农合和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落户意愿影响显

著，且新农合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效应有“推

力”作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

有“拉力”作用。稳定性检验的结果与OLS基本回归

结果相一致。

(二)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医保制度与农民工群体城市落户意愿之

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医保制度的医疗保障

作用可能会对农民工落户意愿产生一定的影响，农

民工落户意愿反过来也会影响其参保行为，由此产

生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原有回归结果产生偏差和

非一致的情况。据此，通过使用工具变量，采用两阶

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解决这一问题。合理的工具

变量既要求与内生性变量高度相关，又要求与随机

扰动项不相关。基于这两方面考虑，选取问卷问题

“是否听过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工具变量。

表3说明，在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工具变量“听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表3 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2SLS

第
一
阶
段

工具变量

听过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控制变量

观测值

一阶段F统计量

R2

解释变量
新农合

-0.04***
(-15.1)

是

102273
240.55
0.01

解释变量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

0.52***
(-22.17)

是

102273
491.44
0.03

第
二
阶
段

被解释变量

落户意愿

控制变量

观测值

解释变量
新农合

-1.986***
(-12.60)

是

102273

解释变量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

1.518***
(-15.39)

是

10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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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新农合这一潜在的内生

变量显著相关，回归系数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其

F统计值为 240.55(大于 10)，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

能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新农合回归系数在

0.001水平上显著，说明新农合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具

有显著影响。同理，对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而言，

“听过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这一

潜在的内生变量显著相关，回归系数在0.001的水平

上显著。其F统计值为491.44(大于10)，排除了弱工

具变量的可能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城镇职

工医疗保险回归系数在0.001水平上显著，说明城镇

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作

用。这与OLS基本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在解决了内

生性问题之后，仅考虑新农合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推拉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且二者之间的“替代效应”也明显提高。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医疗保险经过20多年

的发展，基本形成了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全民

医保”体系[13]。医疗保险政策作为促进人口流动、推

动社会发展的基础保障，成为农民工群体选择城市

落户、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一方

面，不同的医疗保险模式会对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

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

工落户意愿的“拉力”效应始终存在，而新农合对农

民工落户意愿的“推力”效应，却可以在考虑个人、家

庭和社会等各方面因素情况下，被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的“拉力”效应所替代。另一方面，农民工群

体的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住房性质、社交活

动等，也会对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产生差异性影

响，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是各方面因素综合决策

的结果。分析结果与研究假设相一致。究其原因：

首先，尽管近些年来，国家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的补贴和缴费机制，农民的医疗费用报销水平也

在不断提高，但相较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较高

的补贴待遇和保障水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给付

水平仍显不足；其次，新农合的“非携带性”特征以及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不断放宽的参保门槛和较高

的福利待遇，提高农民工群体城市参保的积极性，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群体的吸引力增强，

进一步巩固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落户意愿。

根据上述分析，就完善医保制度，提高农民工的

落户意愿，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推动我国新型

城镇化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大对城市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宣传力度，增强农民工群体的自

我保障意识，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对城市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了解，也有利于提高医保制度参

保水平，增强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第二，适当降低农

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门槛，逐步

扩大农民工城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参保率。

不断扩大农民工享受社会福利的基本权益，保障农

民工群体的就医条件，从而增强其城市落户意愿。

第三，大力推行农民工医保关系异地接续工作。当

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展农民工医保关系异地转

接的试点工作。但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

衡，政策实施和管理规章制度千差万别，医疗保障的

异地转接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因此，应尽快

实现医保制度的省内异地结算，并逐步建立国家级

异地就医结算平台，以契合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和

工作不稳定性特点。第四，整合医保制度，提高保障

水平公平性。尽管当前我国已经建立“全民参保”的

医疗保险体系，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新

农合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缴费和待遇机

制仍处于分割状态，这不利于农民工群体享有和其

他城市居民相同的保障待遇。因此，政府部门有必

要在接下来的医保制度深化改革中，进一步整合碎

片化的医保体系，确保农民工群体能够和城市居民

享有同样的医疗保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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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Effects of Medical Insurance on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ettle Down
in Cities: "Push Pull Effect" and "Substitution Effect":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in 2017

Li Hairong Yang Xiaonan

Abstract：As a basic social security resource, medical insurance is an important capital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settle in the city, which affects the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ettle in the city.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data in 2017 released by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
sion, the least square method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medical insurance on migrant workers'
urban settlement willing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new rural basic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has a signifi⁃
cant "push effect" on migrant workers' settling in the city, and the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or urban workers has an
obvious "pull effect" on the settlement of migrant workers. Second, the "pulling effect" of the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or urban worker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ush effect" of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Considering the
individual, family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the "pull effect" of the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on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will completely replace the "push effect" of the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on the settlement inten⁃
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resulting in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Third, age, health status, education level, family
monthly income, housing nature and social activities also affect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ettle in the cit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o settle down in cities and promote the smooth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policy adjustments such as increasing the publicity of the system, lowering
the threshold of the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improving the work of transferring the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from
other places, and integrating the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Key words：medical insurance; willingness to settle down; push effect; substitution effect; citizenization mi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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