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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可以促进易地扶贫

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吗？

张 晨 马 彪 仇 广焕

摘要： 术通信技信息 作 获取和利用 的重要媒为 信息资源 介，为 扶 搬迁易地 贫 户 迁入地实现在 “稳

，住 能致富得 ” 了 。本供 更便 文基于提 捷的工具 2019年 8省（ ）区 16 扶地 贫搬迁 观县易 户的微 调查

， 了据 析数 从理论和实证上分 术息 信 使用信 通 技 对 。 ，搬迁 会融入的 响 究 表明户社 影 研 结果 信息 信通

术技 对 ， 一 。使用 搬 社会融入 促进 但具有 定异 条件分位 处理效迁户整体 具有显著的 作用 质性 数 应的估

计 ，果显示 相结 较 较 ，入水平 低于社会融 的群体 术信 技息通信 使用 对 较入 平的促进作用 融 水 高的 体群

大。 一 了更 进 步 制分析还 实的机 证 术息 技 使用信 通信 、 来在 期内能够通 业信息 促短 过提供就 进人情往

。效提 济和社区文 入有 高经 化融 因此，应 促进将 术信息通信技 使用作为 扶 扶迁后续 持易地 贫搬 政策的

， ， 双重 持 化 套 务 平 建立搬 与迁入地 会 信要内容 续提升安置区信息 配 服 水 迁户 社 的 息 向流动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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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扶易 搬迁地 贫 是 对针 生活在“一 一方水 方土养不好 人” 一 扶 ，贫困人口 专项 贫工地区 实施的 项 程

是通过其目的 “ 、穷窝 换 业挪 穷 ” 扶 ， 本 。实现精准 贫 以期 根 解 搬 脱贫 根从 上 决 迁群体的 发展问题 据

《 扶 （全 易地 度国 贫搬迁年 报告 2019）》，“十三五” 计 类扶全国累 投 项资金约期间 入各 贫专 6000

，亿 成集元 建 中安置区 3.5 、个 安万 置住房 266 ，余万 套 960 建档立卡 已全部乔多万 贫困群众 迁新居，

也均纯收 从人 入 2016年的 4221 了提高到元 2019年的 9313 ，元 年均 幅增 30.2%。 扶 计划地 搬易 贫 迁

， 扶为彻 贫 坚 实现 略的完成 底打赢脱 攻 战 精准 贫战 目标 小 了 。 ，建成 康社 要基础 但是和全面 会奠定 重

扶贫搬易地 迁作为一 杂 ，的社 程 住仅仅项复 会移民工 搬迁入 一 。 扶是第 标 易地 贫 善阶段的目 搬迁在改

， 对贫困 众原有 存环境的同时 还 其 产群 生 生 、活 式生 方 思想观念以及 习生活 惯 了 。生 远 响 如产 深 影 何

扶 ， 扶 。地 好地融入 正常生活 已 后续 解决 这保障易 贫搬迁户更 迁入地并 成为 持工作亟待 的问题 从 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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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看 社会融 将直接决度 入的好坏 定 扶 搬迁工易地 贫 作 。的成败 达国家移民搬迁群发 体的 践 验实 经 表

， 力 本 本 ， （人 资 不 贫 搬迁 适 生活明 由于 和社会资 足 困 户往往难以 应迁入地的 Lemos，2013），加剧

来 对 ， 必 、 ， 势原居民 搬迁 的歧 果没 导 入媒介 作 的自迁入地 群体 视与偏见 如 有 要的引 保障 融 为弱 群体

较长一搬迁户 况在 段 间内不 发生明显变化的贫困状 时 会 ，甚至 发 迁 与 的冲引 搬 户 原居民间 突（Galloway

andAaberge，2005）。 扶 搬 是易地 贫 迁 国为 的中 世界贡献 “ 扶 慧中国式 贫智 ”，如何切 迁户实保障搬

“ 、 、搬得出 住 能稳得 致富” 扶 。后 政 内是相关 策的重要 容

术（通信技信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 ICT） 有通信设泛指所 备或应用

， 计 、 。软件 例 算机 智 手机及其应用软件如 能 等 ICT ，作 信 流 载体 民 活 已为 息 通的重要 在城乡居 生 中

（得 用到广泛应 安同良和 晨杨 ，2020）。 扶 ， 、以中老 的易地 贫搬 困户 认知年人为主 迁贫 其文化程度

力较 ，能 低 在 ICT ， ，用 在诸多阻 切实提升 体的信 化水平 分发挥使 方面存 碍 如果能 这部分群 息 充 ICT

，势必 对在生活中的 民 用 搬 会融 要便 作 会 迁户的社 入起到重 的“催 剂化 ” 。作用 2020年 11 务月国 院

办 《 术 》也 ，的 关于切 年人运用智 困难 明确 效 年人公厅印发 实解决老 能技 的实施方案 提出 要有 解决老

术 ， 大 。在运 方面遇到 广 老年 更好地 应并融入智慧社会用智能技 的困难 让 人 适 ICT 对用 民 活使 居 生 的

术 也 。 来 ， 大 、 、 村 、学 界 明 研 内容 学 入 就业 农 感影响在 被多次证 从 究 看 国内外 者 多围绕收 金融 幸福

。 ，等主题开 析 在展分 收入方面 分学部 者认为 ICT 力 本、 本 一提 扩展社会是 高人 资 资 的 个 效有 工具，

进而发现 ICT 用具有 收效应使 增 （Ma et al.，2018）。ICT 一用的另 个重要作用 在 农 业使 是 非 就 和自主

，业方创 面 的互联网 用 推广应 及 村 力动有助于拉 农 劳动 非农就业， 一在 定程度上 村发农 家庭激 自主创

业（苏 ，岚岚和孔荣 2020）， 丰 了 类 （富 农 业 主创业形有效 户非农就 型和自 式 王剑程 ，等 2020）。此

，外 ICT 村 也 大 力，对 来 ，在 面 表现 强 的活 信贷机构 说农 金融方 出 于 ICT 一 了使用 方 拓面 宽 银 信行 贷

渠道（ 明华战 ，等 2018）， 一 了 ，增 农 接触 的 需要信贷 乏渠另 方面 加 户 金融信贷 概率 为真正 资金且缺

了 （道的农 供 援户提 助 阮荣平 ，等 2017）。 ，在幸福感方面 ICT 、 、通 理财 文化 通信过购物 娱乐 互动

大 了 ， 力 ，等途 变 人们 有的生 方式 作为社会交往 介 压 到 民主 提径极 地改 原 活 媒 使 得 释放 作为 参与平台

了 ，人 的公 活 实现主观 提升升 们 平感和生 满意度 最终 幸福感的 和自我 地位社会 （的认知 河马晓 和胡拥

军，2020）。

述 明上 研究表 ， 对国内外学者 于 ICT 了 讨用在多个 要性和 用已经 行 诸多探使 方面的重 作 进 ， 本为

了 ，文的研 提 扎 的究 供 实 基础 但 较 ，有文 民 迁 体在 会 关注 为不现 献关于移 搬 群 迁入地社 融入问题的 足

尚未厘清 ICT使用与社会 的关 制融入 系与作用机 。为明确 ICT使用如 在何种程何以及 度上对 扶贫易地

搬迁户 造成社会融入 ，本影响 文将利用 2019年 8 （ ）省 区 16 扶 一县易地 贫搬 手 研 据迁 调 数 ，以搬迁

户是否使用 ICT 心核 释 量作为 解 变 ，实证检验 ICT 用使 与 会融入之搬迁户社 关系间的因果 。考虑到 ICT

双 ，本和社 可能 因 的内生性 试使用带 的条件 合估使用 会融入之间 会存在 向 果导致 问题 文尝 工具变量 混

计 。策 和条件分位数处理 应 型 行略 效 模 进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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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制分析与背景介绍

（一）机制分析

对 扶于易地 贫搬迁户来 ，社 融入说 会 指他们 向单 的在迁入地的主动融入， 了 民搬迁群体反映 移 在

， 、 、 、心入地 包括 文 身份融入迁 的适应情况 经济 社区 化 理和 。 会融入是 搬迁群等层面 社 反映移民 体

心 一，在迁入 生活适应状况的核 量地 变 之 现 研有 究大多从 迁户搬 的 力 本、 本、会 移 搬迁人 资 社 资 民 及

扶 政后续 持 策等角度 究移民搬 社会融入研 迁群体的 ，涉及 ICT 用使 对 较社 的研 缺会融入影响 究还 为欠 。

有研究基结合已 础，本 扶易地 贫搬 会融入 能会受 其文认为 迁户的社 可 到 ICT使用行为的影响。图 1展

了将示 ICT 来 。用 入联 用 制 架使 与社会融 系起 的作 机 框

ICT使用

降低搜寻成本、丰富就业信息

转变社交方式、促进人情往来

提供生活便利、拓宽幸福来源

增强自我认同、加快身份转变

经济融入

社区及文化融入

心理融入

身份融入

社会融入

图1 ICT使用影响社会融入的作用机制

ICT使用可 助以帮 扶 ， 本户实现经 要体现在获 息的 宽就易地 贫搬迁 济融入 主 取信 成 降低和拓 业渠

面道方 。例如，ICT 本用可以降 搜寻有利 间成使 低搬迁户 信息的时 （Ma et al.，2018），包 电商平括 台

对 、 、 术 ，接 就业信息共享 农 技 务 金 务等机 服 及 融咨询服 这有助于 对 ，加 搬 户 迁 应速 迁 入地的适 速度

决搬迁户 的就业需求切实解 在迁入地 （Elsby and Shapiro，2012）， 术推动 获取进而 搬迁户通过 技 信息、

升 定性提 就业稳 、 扶寻求金融 持等来实现经济融入。 扶 了贫搬迁 然限制 迁户原有的农业收易地 虽 搬 入，

丰 来但 迁 在 有 富 济 源 件 实搬 后 迁入地拥 的社会经 资 条 现转型，而 ICT设 迁户搜寻备将成为搬 信息、整

（资源的重要合 媒介 夏炎 ，等 2018）。

ICT 本， ，效重 在 的社会资 户与原居 交流 进 促进社使用可有 构搬迁户 迁入地 增加搬迁 民的互动 而

。 本 ， 长一及文化融入 由于移 搬 往往 导 原有 在 入 出现 在区 民 迁 会 致搬迁户 的社会资 迁 地 失灵 因此 相当

本 （里搬迁户 会资 重构阶段时间 都处于社 段 Ge andWu，2020）。而 ICT 一长使用 利条为这 期的不 件

了 ， ，决 究表明提供 解 渠道 研 ICT 对 本 （使 社会资 具 正向影用 于重构 有显著的 响 Bauernschuster et al.，

2014）， ， 来， 较通过拉 社交距离 促进人情 多 互 方 迁户 快 实 社区近 往 种 动 式会使搬 在迁入地 地 现 及文

。入化融

，心 、 ， 来 力，进入迁入 往往伴随自卑 等负 上 自 不搬迁群体在 地初期 理 消极 面情绪 再加 生活的压

（迁户发挥 的主观能利于搬 适应社会 动性 Lohmann，2015）。 了研究结 显示已有 论 ICT 心使 在 理融用

对 。 来 ，一 ，入方面 居民 福 的 升 说 方幸 感 提 作用 具体 面 ICT 了搬 户 现实 多使用为 迁 在 世界提供 种更便

； 一 ， 也 心 力， 了生活方式 虚拟世界的 娱乐 搬迁 压 提高捷的 另 方面 在 文化 活动 会促进 户释放 理 这拓宽



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可以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吗？

- 4 -

， 心 （主观 渠道 进而 入幸福感的 促进 理融 Rotondi et al.，2017）。 ，此外 府和社 设立的网络社区政 区 、

、 心 ，也 心 。公 号 台 上 务 会 搬 户 理融众 平 线 理咨询服 正向影响 迁 的 入

一经 经被证实 体行为的重 素之身份在 济学领域已 是影响个 要因 （Akerlof and Kranton，2000），其

又 （同和 是 会融入的中身份认 社会地位 反映社 重要方面 马晓河和胡拥军，2020）。ICT 用可以 助使 帮

了 扶 ， ，搬迁 解易地 贫搬迁的各 政 并 成 通过 感 进 影响 虽户 项 策 形 政策预期 社会公平 知 而 身份认同 然这

一 较长需要 时间过程往往 ，但 ICT 获取的信息 刺激 户身 社 感知使用中 不断 着贫困搬迁 份认同和 会地位

（Banker et al.，2020）， ，最终 融入进程影响身份 因此 ICT 。可以加 搬迁户 身份融入使用 快 的

了虽然已有 究 不 角研 从 同 度验证 ICT 用影 入 重 方面使 响社会融 的 要 ，但 ICT使用 何如 以及在何种

程度上影响 扶 搬迁户社会易地 贫 融入 未的问题尚 得到 统系 。回答 鉴于此，本文将通 计量经济学过 模型

来检验 ICT使用对搬迁 入户社会融 ，的影 从而响 扶为 关后 政策提供决策 考相 参 。

（二）易地扶贫搬迁总体情况

本 主 基文 要 于中国“十三五”易地扶 计 采目 研 框架 方贫搬迁项 设 究 和数据 集 法，依据《全国“十

三五” 扶易地 划贫搬迁规 》（ 下简称以 《 划规 》）总 求体要 ，中 扶 迁不 外国易地 贫搬 同于国内 其他移

民搬迁项目， 征如下具体特 ： 一第 ，中 扶贫搬迁 作由政 主导国易地 工 府 ，涉及移民搬迁 体 要群 主 为 981

，万 贫困 及建档立卡 户人口 以 647 ；同 搬迁万 步 人口 二，第 对 择迁搬 象的选 主要聚焦于自 件然资源条

瘠、 、 本 长贫 生存环 弱 不 和 期境脆 具备基 生产 发展条件等 对 ；口相 集中贫困人 的区域 三，第 搬迁工程

房屋建包括安置 设、 本配套基 设施和基 公共服务 施 设础 设 建 、 出 改和 生 恢 等迁 地土地整 迁出区域 态 复 ；

第四，搬迁从 2016年开始，2020 并实现全年完成 部入住， 投资约总 9464亿元， 来 大看投总体 资巨 且

；紧迫时间 ，第五 扶 、 ， 。贫 式 安置模 且各地可 情况略 调整易地 搬迁模 式多样化 根据实际 作

来 ， 村 村从 迁模式 看 主要包括 搬 和 部 种搬 整 迁 内 分搬迁两 。 村 对 、整 针 存 境差搬迁主要 生 环 贫困

深程度 、 村重的 庄地质灾害严 ， 村整 搬迁 565万人，占搬迁总人口的 34.7%。村内部分搬迁 1063万人，

占搬 的迁总人口 65.3%。 来 ，模式 看 分 置和分散从安置 为集中安 安置两种。其中集 安置中 1244万人，

占搬迁总人口的 76.4%；分 安散 置 384 ，万 占 口人 搬迁总人 23.6%。 来 ， 村具 安 包 行政体 看 集中 置 括

、 村 、小 、 村置 安置 城镇 区安置 乡 旅 安置 集中内就近安 建设移民新 或工业园 游区 和其他符合 供养条件

对 ； 、 、搬 集中安置 包括插花 务工迁 象的 分散安置 安置 自主 投 亲友靠 。安置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 布 ，本 扶 布、为确保样 分 具有良 的 表 文 易地 口 地 区域 域好 代 性 充分考虑 贫搬迁人 的 理 分 政策区

布、 布 ， 肃、 、 川、 、 、 州、 、和搬迁模 素 最终选取 西 四 广西分 安置模式 式分 等因 甘 陕 湖北 湖南 贵 云

南 8个省份作 本为 文 本的样 省份。 择 本 基于以下选 样 区域 考虑： 一第 ， 本省样 份“十三五”易 扶地 贫

搬 总人口均超过迁 50 ， 《 划》 大万 是 中 迁 模规 搬 规 最 的 8 ， 本 来份 并 均 于 西部个省 且样 区域 自 中 省

，也 《 划》 ， 本 。 二， 本中 主要区域 充分代表搬 口的 区域份 是 规 搬迁人口的 因此可以 迁人 基 特征 第 样

扶 ， 本 布对 扶集 特困地区 工作重点 于易地 搬迁的 析具有良好的覆盖多个 中连片 和国家 贫 区域 样 分 贫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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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 ， 类 ， 本代表 第 区 涵 置模 模 以 所有 为 和控性 样 域 盖所有安 式和搬迁 式 及 的迁出 型 文的实验组

了 。制组 良好的数据设置提供 基础

本 ， 布、 、 ， 本在确 基于 策 迁规模等 个样 省定样 省份后 地理分 政 区域 搬 因素 在每 份 择选 2 本个样

，最终抽县 取 15 来 、六 、 、滇 黔个 自武 山片区 盘山片区 秦 山 区 石 和乌陵 巴 片 桂 漠化片区 蒙山片区五

大 本区 样 县片 的 ，以及 1 大 扶片 级 贫重点个五 区外的国家 工作县， 计共 16 本个样 县。选定 16 本个样

，采 。 ， 计划，县以 样和 相 方法进行 充分考虑 和搬迁后 取分层抽 随机抽样 结合的 抽样 首先 搬迁人口 在

本每个样 选取县 2～3个乡镇， 择在每个 镇 机乡 随 选 3 村 村个 然行政 或自 ， 村随 机后每个 随 抽 1～2个

村 小 ， 小组 每 抽民 个 组随机 8 贫困搬迁户建档立卡 户，并 小组内在该 随机匹 取配抽 1～2户非贫困户

本，即样 。 了 本 ， 本 少同 为 的均衡 每 满足步搬迁户 保证样 个样 县至 120户建 困搬迁 和档立卡贫 户 15

本 。户非 困同步搬迁户的样 模 求贫 规 要

，据 原则根 以上抽取 课题组从 2016年 6～7 ，开 基期 得月 始 调研 共获 搬迁户调查 本样 2185 ，户

计总 8330人。 扶贫搬迁建档 贫困其中易地 立卡 户 2019户共 7649人， 困同非贫 步搬迁户 166 共户 681

人。本 本来用的样 自文使 于课题组 2019 对年 8省（区）追 截面数踪调研的 据，因为 2019年 迁的贫搬

， 较长， 较 。困户最多 搬 时 可 好 迁户 入 程迁 间 以 地识别搬 的社会融 过 2019 本课题 有年 组共获得 效样

1741 ， 已搬迁户户 其中 1231 ， 对 较 。 未户 为户主或 家 况 清 口 由 不受访者多 庭情 楚的常住人 于 搬迁户

， 本会融入问 使用此部涉及社 题 因此 文 分 1231 对 。迁户作 研究 象 行分析户已搬 为 进

（二）社会融入程度的指标体系

， 。在建立测度 会 入 度 系之 定 会 入程 维社 融 程 的指标体 前 需要确 社 融 度指标的 度 指移民社会融入

搬 迁入地从经迁群体在 济、 区社 、文化、心理、 面的身份层 主动融入（Berry，1997）。由 地和于迁出

、 、 一 ， ，迁入 文化 经济 观等方 存在 定 差异 移民搬迁群体 适 迁 地地通常在 社会价值 面 的 为 应 入 生活 通

，与原 持 的 触 会过 居民之间 续 接 主动地 。 ，迁 流水平接 实现社会融 此可向 入地社会主 近并最终 入 由 见

本 力 、 ，根 动 户 地社会经 化等方面 社会融 最终的 果在社会融入 在于搬迁 和迁入 济条件 文 的差异 而 入 结

。 ， 一 ， ，于差异的不断 弱 至 底 社会 多 度 概念 同 度削 直 彻 消失 此外 融入是 个 维 的 需要从不 维度进行测

术 较 、 、 、心 、学 界 为 度主要包括 社区认同的维 经济 文化 理 身份 5个维度（杨菊华，2009）。 扶易地

迁项目都贫搬 基于县（区） ， 、 ， 、 、 村的层面进 市 跨省 搬迁项 发生在县内 乡镇内 至行 没有跨 的 目 甚

的 迁内 搬 在文化、习 大方面俗 致接近， 化 入文 融 整个 过在 社会融入 程中的 大不难度 （Teske andNelson，

1974）。在 较小 ，文化 况下差异 的情 搬迁户在 化娱 的变文 乐活动方面 化 。画 融入进程更能刻 其社会 同

， 一 较融入与社 定程度 会表现 为时 文化 区融入在 上 出 相 ，似的变化规律 社 融 和 都强且 区 入 文化融入 调

民 互 与交与原居 的 动 流， 本 ，仅 入中文化 部分 并将文 入合因此 文 保留文化融 娱乐消费 化融 并至社区融

， 义 。 ，本 、 、心入 定 文 基于以上 经济融入 化融入 融入和 份融为社区及 化融入 分析 文从 社区及文 理 身

入 4 来 扶个维度 测度 地 搬 户 入易 贫 迁 的社会融 程度。

社 融在确定 会 入程度 本 ， 对 。 ，后 度进行考 合适的指标 经济的基 维度 需要 不同维 究并选取 首先 融

， 较 、 ， 长搬迁 入 存基础 在 有 为稳定 入 是移 搬迁群 期入是移民 群体在迁 地的生 迁入地拥 的工作 收 民 体

本立足的根 。 势 ，由于搬 户 经 状 原居 于 地 因此 就 反迁 的 济 况通常与 民相比处 劣 位 就业率和 业稳定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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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其经济融入 度程 的重要指标（Gathmann and Keller，2018）。较 的经低 济融入程度与移 体民搬迁群

大多只有 ， 。 ， 、临时工作 通常面临 业率 此 社会保 金融可获得性有关 他们 更高的失 外 险 也是影 经响 济

融入程度 因素的重要 （Bratsberg et al.，2014）。 ，鉴于此 本 本 、选 是 在 地 签文 取 否 工作 是否 订劳务合

来 ， ，衡量就业 过居民社会 参与 得性 稳 过就业稳同 稳定性 通 保险 和金融可获 衡量收入 定性 通 定性和收

来入稳定性 户在迁 地的经 融入测度搬迁 入 济 程度。

其次，社区 移 搬 群为 民 迁 体的“ 感和平 ” 心和 理 了供 础满足提 基 ， 搬迁 民为 户与原居 的文化接触、

了 ，渗透提供 机 社区及文 入持续的契 化融 在 入过整个社会融 程中 。至 的作用 社 融起着 关重要 区及文化

， 本 对入分为 和文化 入两部 社区融入的根 前提 社 内 公 策有社区融入 融 分 是 区 的 共事务决 参与感

（Cheong et al.，2007）。 迁 地 原居 有 迁群体实 融入在 入 与 民的接触 利于移民搬 现社区的 （Facchini et al.，

2015）， 长 也 、长 。与原居 的社 动 是 群 入地实现 存的关键民 期 会交往和互 移民搬迁 体在迁 稳定 期生 部

对 ， 双 ， 一地原居 移民搬 群体存在歧视与偏 社 内 容 吵与 在 程分迁入 民 迁 见 区 方 易发生争 冲突 这会 定 度

长上影 区响 期的社 融入（Esses et al.，1998）。 扶地 贫搬迁由于易 项目是以县内搬迁为 搬迁主的 工程，

、 习与迁 化 俗 惯迁出地 入地的文 观念 风 上较 ， ，为 文化融入 存在障相似 因此 方面并不 碍 而社会 入程融

度的差异 来更多 现 搬 后 活动 家 福体 在 迁 文化娱乐 变化带 的 庭 利变化对 的文化融入 影响（Shaull and

Gramann，1998）， 为这是因 文化融入程 较 来的家庭普遍 视文 带 的度 高 更重 化娱乐活动 福利变动。由

于 了 大 ， 也必 ，搬迁群体 的生活发 其休闲 乐活动 为 然发生改变 这为 测移民 在迁入地 生 重 改变 娱 行 观 和

分 文析 化融入 度程 了一 较 。提 颖 视供 个 为新 的 角 鉴于此，本 、区 与 与原居文从社 公共事务参 民接触范

、围 与原居民 和睦 娱乐是否 相处和文化 消费水平 4方面来 搬迁后的 化融入测度 社区及文 程度。

再次，心 较 ， 心 对融入是 层次的 入 指移民搬迁群体 理 和 情 原居 同理 高 融 在 上 感 上 迁入地 民产生认

，主 适应 生 是迁入地并 动 迁入地区 活 认为自己 的“一部分”， 力 一自身融入意 融入是 愿与 能 的统

（Yinger，1981）。 心入地 间 理融入在迁 的居住时 是考察 程度 ， 长指标 是否 入地 期的有效 打算在迁 生

心 对活代表 上 于迁入地社会的 属理 归 感， 也移 搬 后悔 种 属 的重民 迁决定的 程度 是这 归 感 要内容（Tropp

et al.，1999）。 ，较 心 对外 与搬迁户 居民信任有此 好的 理融入 迁入地原 关（Harker，2001）。对 入迁

心地 度是的生活满意 理融入 度程 的 （方面重要 Angelini et al.，2015）， 心 了从 理 搬迁户在层面反映 迁

适应状入地的 况。鉴于此，本 长 、 、对从是否在迁入地 期 住 否 悔 地陌 任文 居 是 后 搬迁 迁入 生人的信 程

度 迁入 意和 地生活满 度 4方面来 心搬迁户的测度 理融入 度程 。

， 对 ，最后 身份 意味 移民 的 同 是融入 着在迁入地 搬迁群体 身份认 体现社会 变化地位 ，的融入过程

十 必 。身份融 纳入社 融入测度 分 要将 入 会 ， 对已有 究 明 迁 地社 份 地 的感研 表 搬 户在迁入 会中 于身 与 位

知， 搬 会融入与移民 迁群体的社 程度 的联系有紧密 （Büchel and Frick，2005）。 对移民 群体搬迁 于生

力 ，的承 弱 迁户在迁活变化 受能 是脆 的 当搬 入地生活得 ，不幸福 他们会因怀旧而 缓身份 入的节奏放 融

（Akhtar，1995）。 ，此外 必 ，搬迁 在 入 和 社会 地 然 在变 差户 迁 地 原迁出地 中的身份 位 存 化而产生 异

对 瘠 对 ， 来 ，的地区搬 优越的社会 受到 居民 排且从相 贫 到经济相 往往会 自迁入地原 的歧视与 挤 感他们

到不公的同 ， 伴随时 往往 着自尊心 、 子害 抑郁 绪和亲 突等受到伤 情 冲 （Rumbaut，1994）， 对这会 搬

。迁户的 会 入 成 家庭 户 活 基础社 融 造 不利影响 作为搬迁 生 的 单元， 份在身 融入过程中家人的陪伴会起



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可以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吗？

- 7 -

纽带作用到 ， 少 父青 自我 母的年的 认同会影响 身份融入，父 也 少母 融入 会影 自我认同的身份 响青 年的 ，

。部成员 身份融 存在代际传递现象即家庭内 的 入 ，那 没 家 家庭与 些 有 人陪伴的 相比 搬 家 内部举家 迁 庭

成员 心尊 受到伤害的自 就更不容易 ， 也 少庭冲突 就更焦虑和家 ， 融入身份 就越顺利（Teresa and Christian，

2010）， 一此是 迁 身份融入因 否举家搬 是影响 的因素之 。鉴于此，本 、文 移户口 否举家从是否迁 是 搬

、 、迁 回迁频率 迁入地 迁 地 份和 出 身 等级变化 4方面来 户 身 融入测度搬迁 的 份 程度。

扶 ，合 搬迁户在 社会融入程为综 评价易地 贫 迁入地的 度 本文 熵 计使用 融入值法 算社会 程度 体指标

权 ，个指标的系中各 重 对 行降维指标进 ， 。熵为 会融入 关分析 供依据 值法是根据 标后文的社 相 提 指 的

来 权变 信 指标异 息量 确定 重。 熵 计 权 ，息 具 得出 的利用信 工 算 各个指标 重 由于主观可以避免 人为因素

权 ，引致的 重设 误定偏 为 评价多指标综合 提供有效 。 大，依 提供的信 标值的变据 指标 息量越 指 化程度

小， 熵 小， 权信息 越 标的 重越 指 越大； ，相反 小， 大， 熵也指标提供的信 量 则 确 息 越息 越 不 定性越 信

大， 权 小就指标的 重 越 。 来 ， ，具 说 根 的 用模糊综 阵和各因素 的体 据各指标 变异程度 利 合评价矩 输出

熵计 熵 ， 对 权 采 熵 ， 权 。 熵信 标的 的 法进行修 终的指标息 算出各指 值 并 指标 重 用 值 正 得到最 重 使用 值

权 大 ， ， 。法赋 可 最 程度 留原有指标的信息 合 观 况 指标以 保 符 客 情 是常用的 评价方法

熵根 值 确定据 法 社会融入程度指标 权 ，中各个指体系 标的 重后 本文 权 权基于 重将 加 平指标 均得到

融入 评社会 程度综合 价指标。 了为 更清晰地 扶地 贫搬迁显示易 户的 ，融入程社会 度 本文使用 效系数功

法将社会融 程 综 评入 度 合 价指标标准化为 0～100 ，标 分 越高的分值指 得 值 表示 户 度搬迁 社会融入程

。 ，越高 同时 使用 样同 的方法测算 、 、心济融 及文 度 程度和身经 入程度 社区 化融入程 理融入 份融入程

。 扶度 易地 贫 迁入地 会融入搬迁户在 社 度程 指标体系 计的构成 描 性 如及 述 统 表 1 。所示

表 1 社会融入程度指标体系构成及描述性统计

度维 指标及 义定 值均 准标 差 权重

经济融入

本主 作户 是否在 地工 ：是=1，否=0 0.709 0.454 0.030

户 订劳务合同主是否签 ：是=1，否=0 0.179 0.383 0.150

户主 民社是否参加居 保：是=1，否=0 0.937 0.243 0.006

融 性金 可获得 ：知晓社 贷款金融 量区周围可 机构的数 （ ）个 1.990 1.688 0.021

社 及文区

化 入融

讨参加社区公共事 论 频务 的 率：经常参加=3， 尔参偶 加=2，不参加

=1
2.247 0.814 0.028

与 入 原居 频迁 地 民的接触 率：非常多=5， 多很 =4，一般=3， 少很 =2，

少非常 =1
2.756 0.977 0.019

周边邻居和 处是否与 睦相 ：是=1，否=0 0.671 0.470 0.035

化娱 费年平均文 乐活动消 ：5000 上元及以 =4，3000～5000 （元 含

3000 ）元 =3，1000～3000 （元 含 1000 ）元 =2，1000 以下元 =1
1.055 0.228 0.253

心理融入

长算 期在 入地居是否打 迁 住：是=1，否=0 0.661 0.474 0.036

搬迁是否后悔： 后不 悔=1，后悔=0 0.619 0.486 0.042

对迁 民的入地原居 信任程度：非 信常 任=5，信任=4，一般=3，不信

任=2，非常不信任=1
3.867 0.983 0.007

入地生活迁 满意度：0～100 ， ，分数越高 满 越高分 意度 76.213 19.716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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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融入

否迁是 移户口：是=1，否=0 0.068 0.251 0.235

家搬迁是否举 ：是=1，否=0 0.632 0.482 0.040

率回迁频 ：从不回去=3， 去偶尔回 =2，经常 去回 =1 1.646 0.817 0.079

迁出 与迁入地身份等级 化地 变 ： 入 身 分减 身迁 地 份地位评 去迁出地

，地 评分 为份 位 分值范围 -10～10分
0.855 1.648 0.012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了为 分析 ICT 对 扶 ，本 ：用 易地 贫 会融入程度 响 文 归模使 搬迁户社 的影 构建基准回 型如下

0 1 2i i i iSI ICT X       （1）

中其 ， 变量被解释 iSI 为搬 会融入程迁户的社 度； 心 变量核 解释 iICT为 迁户搬 ICT使 情况用 ，包

、计 ；括搬迁户是 使 智 手 微信否 用 能 机 算机和 iX ，量为控制变 括包 迁户搬 本 、的基 特征 力 本人 资 特

征、 本 、资 特征 家 搬迁政策社会 庭特征和 。等 义 计定 及变量 描述性统 表如 2 。所示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变量 别 变量名称 义变量定 均值 标准差

社会融入

变量

融入程社会 度 ：社会融 程度得分入 0～100 ， ，分 分值越 融 程 越高 入 度 高
44.150 19.360

入程经济融 度 ：入 度 分经济融 程 得 0～100 ， ，分 融分值越高 入程度越高 47.020 33.020

社区及文化融入程

度

：社区及文 入程化融 度得分 0～100 ， ，值越分 分 高 融入程

度越高
27.220 17.500

心 融入程度理 心 ：度得分理融入程 0～100 ， ，分 融入程 越高分值越高 度 74.330 20.420

身 融入程度份 ：身份融入 度 分程 得 0～100 ， ，分 入程分 值越高 融 度越高 33.790 21.360

ICT 用使 变

量

能手智 机使用 ：访 智能手机受 者是否使用 是=1，否=0
0.570 0.500

计 使用算机 计 ：受访者 使用是否 算机 是=1，否=0 0.050 0.210

信使微 用 ：是 微信 是受访者 否使用 =1，否=0 0.360 0.480

本基 特征

量变
年龄 受访者年龄（岁） 55.030 12.120

受教 程度育 受 者访 受教育 （年限 年） 5.110 3.350

社 网会 络 受 者 新结访 在迁入地 识的 数朋友 量（人） 31.140 39.760

训业培就 训：否 是受访者是 参加就业培 =1，否=0 0.420 0.490

党员身份 者受访 是否为党员：是=1，否=0 0.080 0.280

干部身份 者受访 是否 村为 干部：是=1，否=0 0.030 0.170

规模家庭 （家庭总人口数 人） 3.840 1.530

力劳动 占比 力动 数家庭劳 量/家庭总人 数口 0.660 0.290

是否贫困户 是否为贫 搬 户困 迁 ：是=1，否=0 0.970 0.160

市场最近 距离 到新家 近 场最 市 的距离（公里） 7.370 10.980

搬迁时间 （ ）到迁入地搬迁 的时间 月 16.330 9.950

工具变量 工 量具变 1 （ ）安 站数置区信号基 量 个 1.150 0.870

变工具 量 2 （地互联网迁入 覆盖率 %）a 47.100 29.750



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可以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吗？

- 9 -

具变量工 3 （ ）安 开通年 年置区宽带 限 2.780 1.390

机制 析分

变量

就业信息 找受 者 否 悉 作访 是 熟 去哪里 工 ：非常熟悉=5， 悉熟 =4，一般

=3，不 悉熟 =2，非常不熟悉=1
3.678 1.263

来人情往 来 （ ）均人情往 千元家庭年 送礼支出 1.552 2.361

生活便利 入地 认同迁 生活便利的 程度： 认非常 同=5，认同=4，一般=3，

不认同=2， 同非常不认 =1
4.449 0.713

自我认同 本己是迁 地 地人 程度认同自 入 的 ：非常认同=5，认同=4，一

般=3，不 同认 =2， 常非 不认同=1
4.544 0.788

：注 a.该指 过标数据通 对 、 村 。方 部 社 调 卷获得地 干 区负责人 查形成的 问

从 量被解释变 来 ，看 2019 较 ，年搬迁 平均 度 低户的 社会融入程 均值为 44.15 。 ，心其 入分 中 理融

较程度 高，均值为 74.33分；社区及文 度最低化融入程 ， 值仅为均 27.22分，说明搬迁户与迁入 原地 居

一 力； 较 ， 扶 对民 的 存在 融 程 高 说 搬间 社会互动 定阻 经济 入 度 明易地 贫 迁 于搬迁户在 本迁入地基 生活

扶 较后续 持 为重的 视； 份融 均值身 入程度得分 为 33.79， 较 水处于 低 平， 搬迁户的 和身份说明 社会地位

。认 关注同仍需被

ICT使 方面用 ，57% ，对的 迁户已经使用智能 机搬 手 于 ICT 一 ，设 的 经验 用备 使用有 定 但微信使

较 了例 智能比 却 手机低 21 ，百个 分点 说明 ICT 一 。计件的掌握 上还存在阻 机的软 在 定程度 碍 算 使用

足比例不 10%， 较 杂说明 复 的 ICT 术对 来 门 较 。搬 槛依然 高技 迁户 说

四、实证分析

（一）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本 析文重点分 ICT 对 扶使用 易 户在迁 地社会 入的影响地 贫搬迁 入 融 。然而，上述 题 科 回问 的 学 答

， 一 。 ，诸多 之 是 反向 导 问题 具体却面临 挑战 其中 便 由 因果关系 致的内生性 而言 ICT 过降低搜寻在通

本、 、 扶变社 生活 增 认同四条 易地 贫搬 入地社 融成 转 交方式 提供 便利以及 强自我 路径影响 迁户在迁 会

入的 时同 ， 也 来 扶社会融入的变化 反 影 易 户的会 过 响 地 贫搬迁 ICT使用情况。 扶随 易 贫搬着 地 迁户在

入 情况的改迁 地社会融入 善， 对搬迁户 ICT 也使用需求和 可能认知 会随之变化。因为，对 来搬迁户 说，

ICT ， 来 、 。 ，不 单的通讯 讯软件 还 社交媒 和生活 手 从这个角度上看仅是简 设备或通 是信息 源 介 助 易

扶地 搬 群 地社 度 高贫 迁 体在迁入 会融入程 越 ， 对们他 ICT 也使 高用频率 越 。此外，对没有 ICT 用经使

来历的搬迁户 说， 也受到社会融 体效 能转入群 应的影响 可 向 ICT使用。 一大 来外 截面数据另 挑战 自 带

来 。 本 了 力 本、 本 一变量问题 模型设 中控制 资 社会资 以及搬迁 策 系 可的遗漏 尽管 文在 定 人 政 等 列 能影

，会融 变 但 于截 回 法有效控 间变化且不 测因响社 入的关键 量 基 面数据的 归模型却无 制不随时 可观 素的

。影响

大克服 究为 上述两 研 挑战，本 拟在基准文 OLS 础上引入回归的基 工具变量， 小二通过两 段最 乘阶

对 。本 采 、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行 正 用 置区 站 量 入地 盖法 进 修 文 搬迁前安 内信号基 数 迁 互联网覆 率以及

扶区宽带开 为易地 贫搬安置 通年限作 迁户 ICT 三使用 具变情况的 个工 量。其中， 置 号基站数安 区内信

， 了是迁入地 基础建 情况 迁 地互联网覆盖率反量反映的 通信设施 设 入 映 （ ）迁 地 民 迁户入 居 不包括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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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程 安置的互联网 用 度 区内 了宽 征开通 带年限则表 迁入地的 。进程信息化

择 扶选 搬迁 置区 数量 贫前安 内信号基站 作为易地 搬迁户 ICT 一使用情况 量是因为的工具变 这 变量

较 ， 扶够 为直 地反映 置区内移动通讯环 并 搬 前 内移 境 易 贫搬能 观 安 境 且 迁 的安置区 动通讯环 与 地 迁户

的 ICT 。 ， 扶用 关 现实中 迁工程于使 情况高度相 易地 贫搬 2016年陆续在全国各地 ，实施 而标志着开

移 网时代的启 动互联 4G网络早在 2013年就开始 入使用建设并投 ， 句话说换 ， 扶易地 贫搬迁户入住在

， 对 ，置 之 安 信号 和 动 讯环 于安 区 前 置区内的 基站数量 移 通 境已经处 相 稳定状态 这些均由 前搬迁发生

一时期当地 化信息 ，建 决定设投入情况 并不会随搬 入迁入地迁户进 而 ，显变化 即 置区发生明 搬迁前安

扶 ， 。内 信号基 数量不直接影响易 贫 迁 的 情况 生 量的 站 地 搬 户 社会融入 可视为外 变

本 择 。选 的 工 入地的互 率和安置区 宽带 信号文 另外两个 具变量是迁 联网覆盖 内的 开通年限 与 基站

， 对相 建设更多数量 比 宽带 的是 PC ，辐射 而端的 PC 也端 是 ICT 一 。另 个重 渠道 同 置区使用的 要 安

类内信号基站数 似量 ， 本 也络 讯 建设 生 会 效网 通 基础设施 身 不会产 社 功 ，而需要借助 ICT 一这 媒介发

， 扶 扶定的互联 地 贫搬迁发 安置 网建 不 影响易地挥预 功能 即易 生前 区内的互联 设情况并 会直接 贫搬迁

。安置后的 情况户 社会融入

， 一 、需 说明的 虽然上述解释可以 定 度 证 安置 基 数 迁入要 是 在 程 上 明搬迁前 区内信号 站 量 地互联

， 本 一覆 带开通年 具变量的合 但这 文所 具 严格网 盖率以及宽 限作为工 理性 并不意味着 选取的工 变量 定

， 本 对 一 计 。满足 外生性 因 在正式 归之前 述工具变量进行 系 严 的 学排他性和 此 文还将 回 上 列 格 统 检验

（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

为 ，本保工 有 性 在正 前确 具变量的 效 文 式回归之 对 了一 。变量进行 首先参考使用的工具 系列检验

（方 赵扬颖和 2011）的做法对 3 ，具变 性 验 具体结个工 量的外生 进行检 果见表 3。将 ICT使用和工具

对别 社会 入变量分 融 程度 行回归进 ，二者都显著；在 制控 ICT 用 前使 的 提下， 区内安置 信号 数基站 量、

迁 地入 互 率 通宽带年联网覆盖 和安置区开 限 3 计 ，变量的估 系 不显个工具 数都 著 这一结果 明说 本文所

工 并不直接 融入选取的 具变量 影响社会 程度，而仅仅通过 ICT使用影 社会融响 入程度。

表 3 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结果

社会融入程度

ICT （ ）用 智 手使 以 能 机为例 7.404*** 7.150***

（1.101） （1.200）

具变工 量1 0.041* 0.014

（0.021） （0.022）

量工具变 2 1.266*** 0.579

（0.420） （0.415）

具 量工 变 3 2.666** -10.244

（1.238） （22.401）

省 量份虚拟变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常数项 44.508*** 36.285*** 47.146***

（2.196） （1.663） （1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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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容量样 1231 1231 1231

R2 0.171 0.023 0.173

：注 ***、**和*分 示别表 1%、5%和10% 平的显著性水 ，括号内为村 类层级 面的聚 稳健标准误。

、别检验 弱 检验和 度识别 验结果见表不可识 工具变量 过 检 4。 来 ，从不可 别 验 结识 检 的 果 看

Kleibergen-Paap rk LM 计统 量对应的 p值为 0， 拒强烈 绝“不 识别可 ”的原假设，工 秩条件具变量符合

本成 求立的基 要 。在过度识 验方别检 面， 于同 得无论是基 方差条件 到的 Sargan 计量统 ，还是异方差条

下的件 Hansen J 计 ， 计 对统 量 统 量 应的 p 大值均 于 0.1， 受接 “所有 具变量均外生工 ” ，的原 设假 工

具 量 性要变 符合外生 求。 具 量 验方在弱工 变 检 面，Cragg-Donald 计统 量为 13.592，大于 10%偏误下的

界值临 6.46， 了 。拒绝 量的原假设弱工具变

表 4 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结果

类 计别与检验 统 量 手机以智能 使用代表 ICT使用 计 机使用代以 算 表ICT使用

：可识别检不 验 Kleibergen-Paap rkLM 计统 量 41.566（0.000） 8.135（0.0171）

：工具变 检验弱 量 Cragg-DonaldWald 计统 量 13.592 10.469

：过度识别检验 Sargan 计统 量 0.347（0.8409） 0.001（0.9704）

Hansen J 计量统 0.345（0.8414） 0.002（0.9679）

：注 括 内号 为 p 。值

（三）基准回归结果

表 5 了告报 ICT 对使 入 度 基准用 社会融 程 的 回归结果， 采 类 村所 聚 到 级层 标有回归均 用 面的稳健

准误。 计 来这里 能手 机使用智 机使用和 算 用 代表 ICT 用使 ，其中（1） 和列 （4） 二列分别为 者的OLS

计 。 ，本结果 为解 在的内 性问题 还使用估 决可能存 生 文 2SLS 计， （模型进行估 果结 如 2） （列和 5）

。列所示

一 ，况下般情 使用 2SLS 内 性 题处理 生 问 是有效的， 本 心由 释变量但 于 文的核 解 ICT 二使用为 分

量变 ， 一第 阶段回 宜使归不 用OLS线性模型，因此使用 2SLS 能 解要求并不 达到求 。为此，本文利用

STATA环境下的CMP 来 一 计 。混合模 的 致性 问题模型 解决 型 估 CMP模型是 STATA 一环境下 种的 混

计 ，合 策估 略 是 计 三 计 ，阶段 型 常 估 方 是 究需要在 置估 两 或 阶段模 的 用 法 其优点 可以根据研 每阶段设

具体的模型 式形 ， 计并 程汇 键作为系统方 报某些关 统 量。本 利用文 CMP模型将 2SLS 一第 阶段回归的

模型更改为 Probit ，模型 （3） （列和 6） 。列为具 的回归结果体

表 5结果 明表 ， 计论 智 用还 用 表无 以 能手机使 是 算机使 代 ICT 用使 ，ICT使 系用的回归 数均为正，

均在且 5%的水平上显著。 计模型估 结果表明，ICT 一 扶使用 程度 地 户在迁确实会在 定 上促进易 贫搬迁

， 来 大。入 融入 并且 使用带 促进作 更地的社会 智能手机 的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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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基准回归结果

以智能手机使用 表代 ICT 用使 计算 表以 机使用代 ICT使用

OLS 2SLS CMP OLS 2SLS CMP

（1） （2） （3） （4） （5） （6）

ICT使用 4.317*** 23.440*** 21.153*** 5.401** 17.860** 16.196***

（1.058） （7.018） （7.377） （2.476） （8.421） （5.207）

龄年 -0.152*** 0.044 0.021 -0.199*** -0.228*** -0.204***

（0.049） （0.089） （0.092） （0.048） （0.062） （0.049）

教 程度受 育 0.068 -0.168 -0.140 0.109 -0.023 0.087

（0.185） （0.212） （0.211） （0.183） （0.235） （0.180）

社会网络 0.033** 0.039** 0.039** 0.031** 0.034** 0.030**

（0.015） （0.019） （0.018） （0.015） （0.017） （0.015）

训就业培 0.719 -1.713 -1.422 1.126 -0.487 0.840

（1.054） （1.448） （1.505） （1.061） （1.294） （1.083）

份党员身 3.524** 3.520* 3.521* 3.342* 4.610** 2.976*

（1.773） （1.988） （1.941） （1.751） （1.876） （1.692）

干部身份 2.299 1.586 1.671 2.582 0.573 2.827

（3.678） （3.870） （3.823） （3.645） （5.062） （3.508）

模家庭规 2.227*** 1.550*** 1.631*** 2.302*** 1.551*** 2.146***

（0.378） （0.475） （0.468） （0.375） （0.448） （0.369）

力劳动 占比 7.865*** 5.489** 5.773** 8.168*** 6.870*** 7.699***

（1.786） （2.269） （2.267） （1.789） （2.377） （1.801）

贫困是否 户 0.684 1.444 1.353 0.643 -0.751 0.906

（4.126） （4.342） （4.322） （4.173） （4.029） （4.167）

距离最近市场 -0.062 -0.069 -0.068 -0.058 -0.090 -0.052

（0.044） （0.054） （0.052） （0.045） （0.068） （0.046）

搬迁时间 0.273*** 0.247*** 0.251*** 0.275*** 0.223*** 0.267***

（0.056） （0.060） （0.060） （0.057） （0.074） （0.058）

省 变量份虚拟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常数项 16.141*** 1.198 2.985 20.044*** 26.125*** 21.101***

（5.341） （8.111） （8.322） （5.289） （6.189） （5.229）

本容量样 1231 1231 1231 1231 1231 1231

R2 0.225 0.218

CMP 计模型统 量 2.926*** 2.848***

（0.074） （0.021）

：注 ***、**和* 别 示分 表 1%、5%和10%的 平显著性水 ，括号内为村 类层 的级 面 聚 稳健标准误。

， 对 ， ， 大制 社会融入 响显著 系数 为负 的搬 融控 变量中 年龄 程度的影 符号 表明年龄越 迁户社会 入

。 ， 本越低 社会 员身份与 程度正 关 说明 结识的社会资 已经 社 融 过程度 网络和党 社会融入 相 新 在 会 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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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本也 。 ，作用 份 的 治资 促 社会融入 规模和劳动中发挥 而党员身 带 政 可以正向 进搬迁户的 此外 家庭

力 也 ， 力 ， 。与社 出正 明 家庭内部 越高 社会 越高占比 会融入 表现 相关关系 说 搬迁户 劳动 占比 融入程度

搬 时间在迁 1% ， ， 。水平上显著 系数符 为 说 搬 社会 正 关关的 号 正 明 迁时间与 融入存在 相 系

（四）基于普通分位数和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的异质性估计

虽然OLS模型和CMP 型模 都表的回归结果 明 ICT使用 著提高能够显 搬迁 迁入 入户在 地的社会融

程度，但基于OLS模 归结果可型的回 能会低估 ICT使用促进 的作用社会融入 ， 通过而 CMP模型得到

的回归结果则 能 高可 会 估 ICT使 会融用促进社 入的作用，而 无 是且 论 OLS 计估 还是CMP 计估 ， 无均

法有效观测 ICT 对使用 不同 程度群体影 差异社会融入 响的 。为此，本文利用普通分位数和条 数件分位

一 。处理效 开进 步分应模型展 析

表 6 了报告 普通分 数模型位 和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 。模 的 归 分位 归 果型 回 结果 普通 数模型回 结 显

，示 当 程社会融入 度在 0.1和 0.25 ，点时分位 ICT ，使用 这表明并不显著 ICT 对 较使用 融入社会 程度

。迁户 入 用不明显低的搬 的社会融 促进作 随着 融入程度社会 ，断上升分位点不 ICT 对用 社会 入的使 融

促进作用 ，开始 著 在显 且 0.5 。 一 ，位 值 由 用 能 机不 过分 点达到峰 于是否使 智 手 是 个随机 程 可能存在

， 本内生性问 使用题 因此 文 条件分 处理位数 效应 一 。步验模型进 证 条件 位分 数 效应处理 模型回归结果

显示，社会 在融入程度 0.1分位 时点 ，ICT使用 系数为的 14.799， 了通过 1%水平的 著 检显 性 验，随着

，提高分位数 ICT 对 来 ，融 的 进作 显使用 社会 入 促 用越 越明 并在 0.95 。达到峰值分位点

表 6 ICT使用对社会融入程度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分位点 通分位数普 条 位数件分 处理效应

数系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τ=0.1 1.681 2.024 14.799*** 5.605

τ=0.25 1.565 1.917 20.205** 8.012

τ=0.5 6.295*** 1.466 23.449** 9.622

τ=0.75 4.389*** 1.505 27.467*** 8.344

τ=0.95 4.402** 1.971 29.562* 17.974

：注 ***、**和*分别表示 1%、5%和10% 著性水平的显 。 智能手 使用代表中为以 机 表 ICT 计 。使用的估 结果

，考虑 生 后 条 处理 回 结 表明内 性 的 件分位数 效应模型 归 果 ICT 对 社 搬迁户的使用 不同 会融入程度

较 ，对都有 明显的 作用 搬迁 作 低融入程 的社会融入 促进 高融入程度 户的促进 用约为 度搬迁户 2 ，倍 这

表明 ICT 对 迁户社 融入的 进作用存在边际递 现使用 搬 会 促 增 象。总体来看， 数处 型条件分位 理效应模

计参 估 值的 数 要 ，通高于普 分位数模型 ICT使用与社会融入 内生性问题的 会 估其低 。影响

（五）机制验证

ICT ， 又 、以显 搬 社会融入 会融入程 为经济 入程度使用可 著地提高 迁户的 程度 而社 度 可细分 融 社

区及文化融入程度、心 融 程 和 程度理 入 度 身份融入 4个方面， 明为 晰 ICT 类使 与这 度用 四 融入程 的关

，本 一步使用系 文进 CMP ，模 验 结果如表型进行检 7 。 ，结果所示 表明 ICT 了进 经使用促 济融入和

， 对 ， 对心 。社 化融入 其 入的促进 显 但 理 入和身 融入的促进作用不 显区及文 中 经济融 作用更明 融 份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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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融从 济 入程度看 ICT ，使用 地 进 迁户 入可以显著 促 搬 的经济融 说明 ICT 对实 搬迁户使用确 的

了一定性起到 定 极作工作稳 的积 用， 了 本文提 搜这验证 前 出的降低 寻成 、 供就业信 用路径提 息这条作 。

，从 化融入 度看社区及文 程 ICT使 在用 1% ，水平上显著 说明 ICT 用 以 进 社区使 可 促 搬迁户的 及文化

。入融 ICT 对心 ， 心用 融入 份 没有显著 由于 理融入 份融使 理 程度和身 融入程度并 影响 这是 和身 入属于

较 ， 扶 ， 。次的 贫 地 贫搬迁 短期内效 显高层 社会融入 困户易 时间尚短 果还不明

表 7 ICT使用对四类融入的回归结果

经济 入程度融 区及文化融入程度社 心 融 程理 入 度 身 度份融入程

ICT使用 19.468** 13.977*** -1.050 0.777

（8.935） （2.791） （3.611） （5.257）

制 量其他控 变 控制已 已控制 控已 制 已控制

份虚拟变省 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常数项 0.385 17.484*** 56.663*** 28.094***

（9.756） （6.039） （5.884） （6.518）

本 量样 容 1231 1231 1231 1231

CMP 计模型统 量 3.377*** 2.826*** 2.915*** 2.910***

（0.025） （0.046） （0.024） （0.020）

注：***、**和* 示分别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村 类聚级层面的 稳健 准误标 。表 为以智能手机中

使用 表代 ICT 用使 的 计 。估 结果

一步验为进 证图 1 影 机中的 响 制，本 采 对文 用 模中介效应 型 4 行检验条路径进 ，具 图体结果见 2。

，结果显示 ICT 通过使用 2 ， 、 来，搬迁 融 是就业信 即条路径影响 户的社会 入 分别 息 人情往 ICT使用

丰 、 来 了 。通 信息 促 人情往 著提高 搬迁户在迁 地 社 融过 富就业 进 显 入 的 会 入程度

是但 ，ICT 未使 第用并 通过 3、4 路 中的条 径 生活便利、自 影响社会我认同间接 融入程度，本文认

较 ， ，为这是 身份 级的 体 期内往往难 的改变 这由于 认同是 高等 自我价值 现 在短 以得到质 与 Zhu et al.

（2020） 一 ，也 了结论 致 证 表的研究 印 7 。的 归结果回

图2 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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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健性检验

（一）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

， ，采 二 ，基准回归中 个 变 如 使用 元 量 直接 智的 别 量 智能手机 等 用的是 变 若 将已使用 能手机的搬

未 对 ， 对 。 ，本迁户和尚 迁户进行 比 存在 文在 的 通过倾向使用的搬 可能 配 偏差 为此 基准回归 基础上 得

（法分匹配 PSM）对 ICT （ ） 。使用 以 使用为 促进社 融入的效果进行稳 性 验智能手机 例 会 健 检

本 ， 扶 大同 法会 的 损 为使 于 规模调研 充分不 的匹配方 产生不同 样 失 课题组关 易地 贫搬迁 数据得到

利用，本 择了文 匹配选 核 、半径匹配和 k近邻匹配 3 法 配种方 进行匹 。核匹配、 和半径匹配 k近邻匹

， 本 小，性检验 果良好 损失比例很 只有配的平衡 结 样 10 本 。 ，个 迁 样 在 域内搬 户 不 共同支撑 此外 考

一 计 ，本 对 一到 向 分匹 估 存在不确 统倾向得分 方法虑 倾 得 配第 阶段 倾向得分时 定性 文 传 匹配 第 步进行

了 ， 。差校 避 精确匹配 偏差偏 正 尽可能 免因非 而产生的

表 8 了 计 。 ，报 种匹配 法的估 果 根据核匹配的测 结 实 组 理效告 上述四 方 结 算 果 验 的平均处 应为

4.760， 了通过 1% 。水 的 著性 匹平 显 检验 半径 配和 k 计 本一 ，二配的估 结 配基 致 者的近邻匹 果与核匹

处理平均 效应分别为 5.639和 5.565， 了均通过 1% 。的 检验 经过 后实验组水平 显著性 偏差校正 的平均

理效应处 为 4.881， 了通过 1% 。 ，水 的显著性检验 倾向 分 配 的 表明平 得 匹 法 实证结果 ICT 对使用 搬迁

。户 社 融入 促的 会 有显著的 进作用

表 8 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结果

方法匹配 搬迁 融入程度户的社会

实验组 对照组 ATT

（核匹配 带宽=0.06） 47.407 42.647 4.760***

（半径匹配 卡尺=0.01） 47.459 41.820 5.639***

k近邻匹配（k=4） 47.407 41.842 5.565***

偏差校正匹配 4.881***

注：①***、**和*分别表示1%、5%和10% 性水平的显著 。② 权 对 本差校正 的 重矩阵是主 角线 素 各 量偏 法 元 为 变 样

对 ，角矩 阵方差的 阵的逆矩 ATT 准 为标 误 A-I ；标 匹准误 其余 配方法的ATT ，准误为自 准误 重复抽 数标 助稳健标 样次

500 。次

（二）处理效应模型

配法倾向得分匹 择 ， 对性 处理变量 问题时 只 测因素 解释变在消除选 偏差和 的内生性 考虑可观 被 量

的影响，忽略不可观 因 的 用测 素 作 ， 计估 偏因而存在 误。 应 型处理效 模 （TEM） 样是同 解决 择 偏选 性

差 法的常用方 ， 较相 于倾 配法向得分匹 ，处理效 型可应模 观测 可 素同时考虑可 因素和不 观测因 的影响。

， 效应模型此外 处理 可以 一 计算进 步 ICT使用对 迁户社 融入程度搬 会 的平均处 效理 应。

本文在TEM 择模 排他型中选 的 性变量与CMP 一模 的 具变型 工 量保持 致。表 9 了 机使汇报 智能手

、计 对用 算 微信使用 社 入程机使用和 会融 度的TEM 计 ，结果模型估 分别代表 ICT 、使 动端用在移 pc

。端和 效果软件上的 ICT使用 理效应的平均处 和CMP ，模型的 归结果相近 说明模 具 良 的回 型 有 好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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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性

表 9 处理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能手智 机使用 计 机 用算 使 信使微 用

ICT使用 21.786*** 16.195*** 13.572***

（5.963） （5.207） （4.263）

他其 控制变量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已 已控制 制已控

常数项 2.491 21.101*** 15.312***

（7.483） （5.229） （5.546）

本 量样 容 1231 1231 1231

：注 ***、**和* 别表示分 1%、5%和10% 水平的显著性 ，括号内为村 类面的聚级层 健标准稳 误。

（三）ICT设备、软件使用与社会融入程度

本 计 较少由于样 中使用 算机 搬 户 量的 迁 数 ， 本 计算机 能 机 用合因此 文将 使用和智 手 使 并为 ICT设

。 ， 本 本 一 ， 扶 对使 使用智能 用微信的样 并不 贫搬 息备 用 此外 样 中 手机和使 比例 致 说明易地 迁户 于信

力 较掌握能 还软件的 为欠缺， 此为 ，本文以微 表信使用代 ICT软件 用使 。以 ICT设 使用和备 ICT软件

使用为 释 量 用解 变 使 CMP 计，估 结模型进行 果如表 10 。示所

来 ，体整 看 ICT 对 ，软件 融 著的正向 低于使用 社会 入程度有显 影响 但略 ICT 。设备的 效果促进 这

： 一，出现 个种现象的 可能有两 原因 第 ICT设备与 ICT ，软 在脱钩 搬 智能手 仅仅件之间存 迁户使用 机

停留 通讯层面在 ， 一没有进 步 挥发 ICT 件 作软 的 用； 二第 ，对 经使于已 用 ICT 来搬 户软件的 迁 说，对

杂 较 ， 、 较 。于复 件 寻信息 获 活方面效率的应用软 为生疏 在搜 取便捷生 低

表 10 ICT设备使用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1） （2）

ICT 备使设 用 20.300***

（6.918）

ICT软件使用 13.520***

（4.502）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控制已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项常数 5.401 15.328***

（7.646） （5.558）

本样 容量 1231 1231

CMP 计模型统 量 2.913*** 2.842***

（0.067） （0.026）

：注 ***、**和*分别表示 1%、5%和10%的 著 水显 性 平，括号内为村 类层面级 的聚 标 误稳健 准 。

（四）ICT使用时间与社会融入程度

本 以文 ICT使 为 量用时间作 关键解释变 ，使用 2SLS模 归型进行回 ，结果如表 11所示。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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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使用除 算机 以外 ICT 对时 融入程度 于是否使使用 间 社会 的影响低 用 ICT。 于智能 机和手这是由 手

机APP 计 ，上手操作难度要低 算 的 用 期内 练 握 能手于 机 使 搬迁户短 就可以熟 掌 智 机和APP 用的使 方

法。 计 门 较的操作 槛而 算机 高， 使用时间的但随着 增加， 来带 的 更高边际收益会 ，因此从 ICT 用使 时

来讲， 计 ， 。用 算机的 就越能促 的社会 入间 使 时间越久 进搬迁户 融

表 11 ICT使用时间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以智 手机使用时间代表能

ICT 用 间使 时

计算 间代以 机使用时 表ICT

间使用时

微 使用以 信 时间代表ICT使

用时间

ICT 时间使用 5.222*** 18.978** 6.310***

（1.724） （8.206） （1.966）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量省份虚拟变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常数项 4.755 25.854*** 10.593

（7.749） （6.135） （6.826）

本样 容量 1231 1231 1231

：注 ***、**和*分别表示 1%、5%和10% 性水平的显著 ， 号内为括 村 类层面的聚级 稳健标准误。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扶 扶 。 ，搬 户 迁 会融 贫 迁 政策 键 化社会迁 在 入地的社 入是易地 搬 后 效果的关 体现 在信息 ICT已经

对 。对 扶 来 ，住行各个方 们的 刻影 贫 说在衣食 面 人 生活造成深 响 于易地 搬迁户 ICT更是可 们以帮助他

在迁入 重要工地立足的 具。但是， 术 对目 学 界前 ICT 较使用与社会融 间 系 研 缺入 关 的 究还 为欠 ，并且

扶 扶 对地 搬 的后 户目前易 贫 迁 政策 搬迁 ICT 。 ，本度还不足 基于使用的关注 鉴于此 文 2019 扶年易地

迁贫搬 8省（区）16 户调县的搬迁 查数据， 了证实 分析 ICT 对用 搬迁户 社会融入使 在迁入地 程度的影

响。结果 明表 ， 未与 使用 ICT的搬迁户相比，使用 ICT对 搬 户 社 显著 用于 迁 的 会融入有 的促进作 。原

，因 于在 ICT 丰 、 来 了使 内 信息 促进 快 搬迁户的 融入 融用在短期 通过 富就业 人情往 加 经济 和社区文化

。入 ICT ，社 的效果存 社会融入 则使用促进 会融入 在异质性 程度越高 ICT ，促进 果越好效 ICT 促进的

。 ， 扶 扶存在边际收益 增 象 此 人口 平 升 当前 迁 要方递 现 因 加快贫困 信息化水 提 是 易地 贫搬 后 政策的重

。向 本 议文 政策建提出以下 ：

一 ， 较 力 本、 本、 对 ，方面 人 资 因素 的相 于 社会资 政策 社会融入 影响 ICT 用的促进 易使 作用具有

、 本、 ， 本 ， 长掌握 低 的特点 论是从 期考虑的降低工作 寻 和 加 还是成 高效率 无 短 搜 成 增 社会互动 从 期

来 心 ，理 同 身份看的 认 及 转变过程 ICT 大 力 本、 本使 果都要 于 资 和搬迁政 影用的促进效 人 资 社会 策的

。 ，响 以在 贫 户那么 如果可 有效推动 困搬迁 “ 、智能化 信息化” ，前提下 建 与迁入 社会的 立搬迁户 地

， ， 长间 效的信息共享平台 仅 以 高 作效 增 搬 户在 减高 不 可 提 政府的工 率 还可以 强 迁 迁入地 效 贫的内生

力动 。此外， 较由于 有 高比例都 年人贫困户中 是老 ， 也 少因为 缺甚至年轻人 经济原因 ICT 经验的使用 ，

因此，不断提高 ICT在搬迁户 程度中的普及 ，持 加强迁 地信息化基础设施 设续 入 建 ，对 搬 户于 迁 在迁

长 扶 义。的 期 固 地 搬迁 都入地 稳定和巩 易 贫 政策效果 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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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另 方面 在 度发达的现 会互联网高 代社 ICT 对 、 。对使 庭的 言 有用 于个人 家 重要性不 而喻 于

力 ， 对能 和有 迁户 应 他意愿的搬 们进行 ICT 训， 、备的进 使用培 文字编辑工作 视频 辑 作设 阶 如 剪 工 、

训 ， 来 ，长 心单 从短 解 搬 户的 和 入问题 期 进其简 编程 练等 期 看可以 决 迁 经济融入 社区文化融 则可以促

。 了 训 ， ，理融入 份融 外 当 加 安置区内 基础设施 户和身 入 除 相关培 地政府应 快建设 的信息化 以及搬迁

， 、 、 。 扶与迁 地社会 的信息互动平台 真 为 困 迁 捷 有 信 资 库 易入 间 正 贫 搬 户提供便 效 实用的 息 源 地 贫

了切搬迁 实解决 960 ， 心 扶 ，本贫困人口 题 当下工作 始向 转移多万 的脱贫问 重 开 后续 持工作 文的研究

扶 。结 相关后续 供决策参论可为 持政策提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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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e Use of ICT Improv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DisplacedHouseholds
in PovertyAlleviationResettlement Program？

ZHANGChen MABiao QIUHuanguang

Abstract: ICT, a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obtaining and utiliz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provides more convenient tools for poor

households to achiev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ir places of residence. Based on the microscopic data from a survey in 16

counties, 8 provinces in 2019,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use of ICT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displaced

household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progra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e of ICT has an obvious promoting effect on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households, but it has some heterogeneity.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CQTE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groups with lower social integration level,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ICT use is greater for the groups with higher social integration

level. Further analysis also confirms that the use of IC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economic and community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he

short term. To this end, training on the use of ICT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follow-up support

polic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program. The level of supporting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resettlement areas should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a two-way information interactive platform should be established between displaced households and

the society in the relocated areas.

Keywords: ICT; PovertyAlleviationResettlement Program; Social Integration; Influence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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