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4 卷 第 1 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 34 No． 1
2014 年 1 月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an． 2014

收稿日期: 2013 － 05 － 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西部城市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焦虑因素研究”( 12YJA850008) ; 2011 年桂林理工大学

人才引进项目“广西罗城仫佬族流动人口研究”。
作者简介: 岳雪莲，女，桂林理工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民族社会学和社会工作。E － mail: graceyxl@ 126． com

广西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影响因素探讨
岳雪莲

( 桂林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利用 2011 年广西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调查数据，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影响
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外部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就业状况有重要影响。要提升新生代
农民本土就业水平，应继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扎实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优化区域环境和家庭创业环
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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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有效就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也是改善民生题中应有之义。当前，新生代农民逐

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截止 2010 年 12 月，中国新

生代农民已超过 1． 5 亿人，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

超过 1 亿。新生代农民不仅包括新生代农民工，还

包括留守农村的新生代农民。过江鸿认为留守农村

的新生代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也是传承农

村优秀文化的中坚力量［1］。石丹淅和田晓青调查

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与福利水平、劳动关系状

况、求职培训状况等均不容乐观，建立流通的信息传

递机制、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将是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有效手段［2］。研究还表明，新

生代农民工职业期望“高移化”、职业转换“高频化”
的特征较为显著。郭飞等认为户籍制度、自身素质

因素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关键因素，发展职

业教育、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

系等将是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重要途径［3］。
面对全国范围内的“民工荒”，学界再次将问题解决

的焦点集中指向了新生代农民工。不少学者认为，

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特殊的就业偏好是导致新时期

“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重要原因。张施和林欣

怡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偏好、区域偏好、行业

偏好、工资水平偏好、对政府就业帮助偏好等方面存

在极大的差异［4］。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返乡就

业、创业、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学界研

究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就业因素的研究一直

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但是从经济学视角研究的案

例并不多见。Carnevale 是最早关注代际问题的社

会学家，他认为代际之间的性格与价值取向有很大

的差异，这也是造成职业转换差异的重要内因［5］。
Chao 发现，新生代员工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是工作生

活平衡，也即基本的休闲价值观［6］。新生代农民本

土就业一词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就业的空间结构、就
业结构等方面特点而言的，其就业质量的高低直接

关系新农村建设的成效、解决“三农”问题的成效。
与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相比，留守农村就业将面

临外部环境更为恶劣、劳动力市场更不完善、就业收

入更不稳定且更低、就业结构更为单一、社会保障制

度更为缺失等不利因素。如何准确找出影响新生代

农民本土就业的影响因素，并给出相应的解决途径，

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利用 2011 年广西新生代

农民本土就业调查数据，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

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
一、研究设计

1．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本研究将被解释变量

定义为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状况。为便于统计与分

析，将就业状况分为就业与未就业两种( 就业为 1，

未就业为 0) 。选取三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 1 ) 个

人因素，主要包括性别、身体素质、文化程度、个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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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就业意愿、培训经历、婚姻状况、技术水平、社会资

本 8 个方面，个人因素也是识别新生代农民就业差

异的基本维度。( 2) 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庭规模、
家庭本土就业意愿、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社会资本状

况 4 个方面，家庭因素作为新生代农民的社会资本

也是影响其就业重要因素。( 3 ) 外部因素，主要包

括社会保障制度、土地承包与流转制度、公共服务制

度、就业培训制度 4 个方面，农村社会发展的外部因

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动机的重要诱因。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本土就业的新生代农民，指

的是被调查对象户籍在农村，且以自己户籍隶属的

市( 县、镇、乡、行政村) 为常住地，包括留守新生代

农民、返乡农民工。本研究原始数据来源于 2011
年对广西罗城县、武鸣县、恭城县新生代农民本土就

业调查数据进行的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7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608 份，有效回收率为 81． 1%。
其中，罗城县、武鸣县、恭城县三地的调查对象人数

分别为 270 人、212 人和 126 人，所占比例分别为

44． 4%、34． 8%和 20． 8%。女性 278 人，占 45%，男

性 330 人，占 55%。未婚或无配偶的有 186 人，占

30． 6%，已婚或有配偶的有 402 人，占 69． 4%。文

化程度分别为: 小学及以下 32 人，占 5． 3% ; 初中

304 人，占 50% ; 高中 134 人，占 22% ; 中专或技校

72 人，占 11． 8% ; 大专及以上 76 人，占 10． 9%。
2．实证方法。首先采用 SPSS19． 0 统计软件对

三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通过交叉表分析和卡方

检验，筛选出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状况有影响的

变量; 再通过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一步确定筛选的

变量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影响程度。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个人因素、家庭

因素及外部因素都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状况有重

要影响。
1. 个人因素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影响。

在个人因素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新生代

农民性别、身体素质、教育程度、个人本土就业意愿、
技术水平、培训经历与本土就业均存在着显著的相

关关系。由表 1 可知，相对女性而言，男性就业是女

性就业的 1． 7 倍; 身体素质中等的就业发生比是身

体素质差的 2． 6 倍，身体素质优良的新生代农民就

业发生比是身体素质差的 1． 4 倍; 教育程度为小学

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或技校的新生代农民就业

发生比分别是大专及以上就业发生比的 0． 2、0． 5、
0． 8、1． 6 倍; 中等技术水平新生代农民的就业发生

比是技术水平低等的 1． 5 倍，拥有高级技术水平新

生代农民的就业发生比是低级技术水平就业发生比

的 3． 4 倍; 参加过专业培训的新生代农民的就业发

生比是未参加过任何培训的 1． 6 倍; 愿意本土就业

的新生代农民的就业发生比是不倾向于本土就业的

3． 8 倍。

表 1 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结果( N =608)

解释变量 b Sig Exp( b) 解释变量 b Sig Exp( b)

性别( 女) 0． 786 0． 006 1． 675 技术水平( 低)

身体素质( 差) 中等 － 0． 574 0． 001 1． 087

中等 0． 882 0． 010 2． 583 高级 － 0． 331 0． 005 2． 326

优良 0． 734 0． 005 1． 361 是否参加专业培训( 否) － 0． 426 0． 009 3． 567

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 是否愿意本土就业( 否) 0． 568 0． 010 2． 791

小学及以下 － 1． 768 0． 001 0． 235 家庭经济状况( 不富裕)

初中 － 1． 316 0． 013 0． 468 一般 1． 036 0． 005 1． 437

高中 － 0． 949 0． 003 0． 783 富裕 0． 845 0． 007 2． 891

中专或技校 － 0． 891 0． 011 1． 578 社会保障制度( 不健全) 0． 975 0． 007 0． 673

注: － 2LL 的值为 289． 138; Nagelkerke Ｒ Square 的值为 0． 193; 预测准确率为 88． 7%。

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性别、身体素质是影

响其本土就业的基础性因素，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

意愿、教育程度、技术水平及培训经历则是影响其本

土就业的决定性因素。就性别而言，相对于农村和

小城镇的就业需求结构而言，男性的就业适应性与

就业能力更强，这也与男性的身体素质有关。此外，

新生代女性农民更多地将承担生育与家庭护理职

责，其就业意愿、有效就业供给能力均显著低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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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身体素质好的新生代农民就业能力更强，更容

易在就业竞争中取得成功。需要指出的是，体形对

就业的影响也不可小觑［7］。
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意愿越强，就业动机越大，

调动就业资源的积极性越高，其就业发生比也越高。
教育程度、技术水平以及培训经历是人力资本水平

的重要体现，人力资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就业

结构，并决定收入水平。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

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教育投资，是改造

传统 农 业 的 有 效 手 段，也 具 有 极 强 的 反 贫 困 效

果［8］。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并非受教

育程度越高，就业发生比就越高，中专或技校程度的

新生代农民就业发生比高于大专及以上的新生代农

民就业发生比。
2. 家庭因素。从表 1 可以看出，家庭经济状况

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有显著影响。家庭经济状况

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富裕的新生代农

民就业发生比是家庭不富裕的新生代农民的就业发

生比的 2． 9 倍，家庭经济状况一般的新生代农民就

业发生比是家庭不富裕的新生代农民就业发生比的

1． 4 倍。一般而言，家庭经济状况作为新生代农民

成长的生活环境，将对新生代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
社会资本积累、就业结构选择等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家庭经济状况越好，新生代农民先天获

得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就越多，在后天人力资本

投资强度、社会资本获取能力方面也将获取一定的

优势，在同龄新生代农民就业准入时拥有优于家庭

经济状况差的资质，他们在就业过程中获得必要的

物质支持，使他们掌握更多的就业信息及相关的社

会资源［9］，其就业搜集能力、就业选择空间、就业迁

移能力等也较强，因而，家庭经济状况好的新生代农

民就业于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越大。
3. 外部因素。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会

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否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有显著

的正面影响。在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情况下，新生

代农民本土就业发生比是不健全或社会保障制度缺

失的状况下就业发生比的 0． 7 倍。社会保障制度是

新生代农民生活的外部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就业幸

福指数、城乡两地就业意愿等均将产生较大影响。
实践表明，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有利

于提升农民生活的幸福感。更进一步讲，这种幸福

感对于新生代农民克服就业过程中的辛苦压抑感以

及低端就业的挫败感有重要的缓冲作用。

三、广西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特点

1. 就业的空间结构狭小。就业空间结构主要

反映就业主体职业获取能力以及活动半径。新生代

农民本土就业的空间结构按就业地域活动范围及所

占比例划分，可以依次分为本自然村与相邻自然村

间未出本行政村( 10． 54% ) 、本行政村与相邻行政

村之间未出本城镇( 46． 19% ) 、本城镇与相邻城镇

之间未出本地级市( 31． 58% ) 、本地级市与相邻地

级市之间未出本省( 7． 03) 、跨省( 4． 66% ) 。不难看

出，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地域活动范围在本行政村

与相邻行政村之间未出本城镇的比例达到46． 19%，

累计所占比例高达 89． 46%。表明新生代农民本土

就业活动范围相对狭小，这与农村地区道桥建设等

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新

生代农民本土就业能力较弱以及农村劳动力分布特

点。当然，这里也涵盖了新生代农民的恋家情结、孝
道等文化含义。调查显示，部分新生代农民之所以

愿意留在农村就业，就是因为离家近，好照顾家庭，

也能通过代际影响，形成大家庭的规模效应，缩减生

活成本，增加家庭幸福感。
2．就业以第二产业为主。就业的产业结构主要

反映的是就业主体职业技能与自身素养对职业的获

取能力与选择能力。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产业结

构按第一、二、三产业及细分产业所占比例划分，依

次分为第一产业就业( 14． 83% ) ，包括粮食生产、蔬
菜瓜果药材等经济作物种植、养殖业。需要指出的

是，约有八成从事农业的新生代农民是由父辈带领，

约六成的新生代农民对所从事的农业表示出较为浓

厚的兴趣。第二产业就业( 55． 44% ) ，包括建筑业、
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

业。第三产业就业( 29． 73% ) ，包括交通运输业、批
发业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业。留守新生代农民第二

产业就业比例占比过半，第三产业就业约占三成，表

明留守新生代农民就业以第二产业为主，但第三产

业就业容量也不可小视。新生代农民虽留守本土，

但非农就业已超过八成，当然其中仍有非农就业为

主兼业农业的情形。但第二产业中以建筑业等为主

要就业方向，这与农村地区近十年来的建房高峰

有关。
3．本土就业收入提高。就业收入结构主要反映

就业主体职业获取能力以及就业质量状况。新生代

农民本土就业的收入结构性别差异较大，其中男性

的收入要明显高于女性。男性收入结构呈现梭子形

态分布，以 1600 － 1800 元 /月为梭身，平均月工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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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750 元; 女性则呈现手榴弹形态分布，1000 －
1800 元 /月占比高达八成，1800 － 4000 元 /月约占两

成，平均月工资达到 1500 元。实际上，新生代农民

工资分布结构与就业结构有直接的关联关系，与社

会价值观和利他价值观也有一定的关联［10］。需要

指出的是，新生代农民就业工资收入结构并不能完

全真实反映其生活水平，因为农村兼业较为普遍，一

个拥有一种或者多种技能的新生代农民不仅能专职

从事一项职业，还能利用闲散之余从事更多更灵活

的职业，以便弥补一项职业收入之不足。
四、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不断优化新

生代农民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人力资本结构、物质资

本结构与知识技术等的耦合效率。建立以财政转移

支付制度为基础的人力资本补偿机制，保障农村人

力资本有效供给。一是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原

则，中央政府、省( 市) 政府应无偿向农村地区转移

供给相当量的公共物品，改善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投

资的外部环境，重点巩固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职业

教育，增加新生代农民学习、在职继续教育的机会;

二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基点，切实把农村教育放在

超前发展的位置，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在巩固

农村基础教育的基础上，提高职业教育经费占当地

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11］。三是加大农村人力资本

培养模式的财政支持力度，推行农村人力资本“师

范化”培养模式，不断完善农林、师范、医学等学科

领域免费培养制度，保证农村专业技术人才的持续

供给。
第二，扎实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

的实施和推进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新

生代农民的就业环境将稳步改善、幸福感大幅提

升［12］。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而言，不同的社会保障

项目，在满足需求和保持积极进取的社会态度方面，

效果是不同的。调查显示，在各类社会保障制度中，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改善新生代农民生活状况

和社会态度效果最为明显［13］。此外，新生代农民对

失业保险制度的诉求也较为强烈，而对明晰的养老

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等的要求，相比第一代农民

工而言则相对较弱。
此外，优化区域环境、家庭创业环境促进新生代

农民创业也是就业的重要源泉。加强农村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尤其是要强化农村

地区道桥建设，提升新生代农民本土创业与就业的

空间活动能力。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金融制度、
财税制度等制度改革，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税收、
扶贫等手段［14］，促进区域环境、农民家庭经济状况

的改善，优化新生代农民创业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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