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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549 份新生代农民工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进行考察，分

析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最关注工资收入情况，其

次对个人发展、医疗保险、工作环境和权益保护的需求也较大;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影响因素的

分析表明，不同个体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存在差异，不同区域、不同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择

业需求也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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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自 2004 年珠三角地区爆发“民工荒”危机以来，企业短工现象愈演愈烈，中国内陆省份也相继

出现不同程度的“民工荒”。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坚力量，企业长期短工将严重危害我

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如何促进农民工稳定择业，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稳定择业，已成为各级政府

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为缓解“民工荒”压力，政府和企业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工稳定择业

的措施，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政府和企业出台的政策多为自上而下型，缺乏对农民工需求的考

察。提高农民工择业的满意度，应充分了解并满足农民工的基本需求［1］。因此，从农民工需求角

度出发，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稳定择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指出生于 1980 年以后，拥有农业户籍，但进入城镇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群

体。他们从农民工群体中分化出来，有着区别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2 － 4］，并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

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成长环境较舒逸，缺乏务农经历，对工作收入和精神享受的

期望较高［5 － 7］。许多学者已察觉农民工群体分化现象，并从不同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

进行了研究。例如，夏丽霞等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较强，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

问题能有效地满足其市民化需求，并提出从调整供需结构、完善信息渠道、构建公平环境和统筹城

乡发展等方面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及市民化需求［8］。林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

量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收入因素并非评价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唯一标准，并指出新生代农

民工总体就业质量较差［9］。张卫枚［10］、李伟等［11］也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普遍较低，他们大

都从事工资收入低、工作环境差、保障水平低和发展机会少的工作岗位。李鹏认为新生代农民工

择业的不稳定性是造成其就业质量较低的主要原因［12］。陈昭玖等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及



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年龄、工资等因素对农民工择业稳定性具有正向影响，而择业

机会识别能力与择业稳定性呈负相关［13］。姚植夫等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除个体特征、心理因素对工作满意度有影响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状况如工作环境、
劳动强度和社会保障等也影响其工作满意度［14］。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行为中

存在的问题，如罗竖元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存在不理性现象，并分析了政策环境、市场环

境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行为的影响［15］; 郑慧娟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择业偏好于劳动环境、就业条件

较好的行业，而且维权意识比传统农民工更强烈，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高预期却在现实中面临户

籍、教育、住房、社保等诸多制度性困难［16］。
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行为特征及存在问题的探讨，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择

业需求方面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鉴于此，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出发，探讨新生代农民

工择业需求的优先序，并进一步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的因素，以期为政府和企业制定

招工政策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一) 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 2011 年 6 ～ 9 月期间组织课题人员分别对四川、重庆、广东、福建、上海、江苏、江西、
湖南、河南、黑龙江等 10 个劳动力输出或输入大省( 市) 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农民工

的个体特征如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 家庭特征如家庭人口、是否有老人等，工作特征如务工

区域、工作单位属性、从事行业等; 以及农民工择业需求等信息。共发放问卷 1000 份，收回有效问

卷 802 份，有效样本率为 80. 2%。在全部有效问卷中，新生代农民工 549 人，约占样本总体的
68. 45%，老生代农民工 253 人，占 31. 55%。本文选取 549 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作为分析新

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的依据。
( 二) 样本描述

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体的 68. 45%，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他们的年龄主要集中于
20 ～ 30 岁，所占的比例高达 81. 06%，20 岁以下的只占 18. 94%。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年轻，未

婚的比例较高，未婚率为 58. 11%。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为 58. 65%，比男性的比例高出
17. 30%。新生代 农 民 工 文 化 程 度 总 体 较 高，高 中 以 上 学 历 占 47. 72%，初 中 学 历 的 比 重 为
45. 90%，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只占 6. 38%。新生代农民工择业区域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

区与长三角地区，其中珠三角地区所占比例为 49. 18%，近 1 /3 新生代农民工在长三角地区务工。
新生代农民工在外资企业工作的比例最高，占 53. 37%，选择私营企业就业的比例为 39. 53%，进入

公有制企业的只占 7. 1%。

三、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分析

在问卷设计中，首先把择业需求分为: 工资收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签订劳动合

同、个人发展、职业声望、工作环境、职业培训和权益保护; 然后，针对上述选项，让调查对象选择
“个人认为最需要”的前三项并排序。对原始数据进行简单处理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各项择业需求

情况如表 1 所示。
在第一位次上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工资收入”，出现了 461 次; 其次是“个人发展”，出现了 26

次; 然后是“医疗保险”，出现了 21 次，可见，“工资收入”在第一位次上的频次与其余择业需求的差

距十分明显。第二位次上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个人发展”，出现了 131 次; 然后是“医疗保险”，出现

了125次; 接着是“工作环境”，出现了92次。第三位次上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权益保护”，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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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次，其次是“工作环境”，出现了 85 次; 再次

是“职业培训”，出现了 78 次。由以上可知，除

工资收入、个人发展、医疗保险的排名靠前外，

其余择业需求在不同位次上出现了不同的次

数，很难对其进行排序。为此，采用聚类分析法

对各项择业需求进行分类，以期对各项择业需

求合理排序。
运用 SPSS 17. 0 软件对各项择业需求进行

系统聚类，聚类结果如图 1 所示，十项择业需求

可基本分为五类，结合表 1 中各项择业需求在不

同位次上出现的次数，相应地分为五个层次，具

体分层情况如下:

第一层次是工资收入。如图 1 所示，“工资

收入”明显地独聚为一类，这与表 1 中对工资收

入的统计描述相符。即高达 83. 97% 的新生代

农民工将工资收入选为择业最关注的需求，这

一比例远远超过其它择业需求，故将其归为第

一层次需求。
第二层次是医疗保险和个人发展。在树状

图中，这两项需求明显地聚成一类，它们在各位

次上出现的次数也难分伯仲。为了精确地排出

各层次内的优先序，本文借鉴孔祥智［17］的无权

重转移思路①。因此，相对而言，个人发展比医

疗保险更重要。

表 1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统计

代码 择业需求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1 工资收入 461 7 3

2 失业保险 16 55 5

3 医疗保险 21 125 30

4 养老保险 4 46 69

5 签订劳动合同 12 51 31

6 个人发展 26 131 53

7 职业声望 1 15 13

8 工作环境 1 92 85

9 职业培训 5 20 78

10 权益保护 2 7 182

图 1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聚类分析树状图

第三层次是工作环境。工作环境、权益保护分别独聚为一类，结合表 1 中出现的次数，运用无

权重转移思路对它们进行排序，工作环境比权益保护更受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因此，将工作环

境归为第三层次，权益保护归为第四层次。
第四层次是权益保护。
第五层次是失业保险、签订劳动合同、养老保险、职业培训和职业声望。从图 1 可看出，这五

项择业需求聚成一类，结合表 1 中的数据，运用无权重转移思路进行层次内排序，排在首位的是养

老保险，其次是签订劳动合同，再次是失业保险，接着是职业培训，排在最后的是职业声望。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的优先序为: 工资收入，个人发展，医疗保险，工作环境，权益保

护，养老保险，签订劳动合同，失业保险，职业培训，职业声望。可见，新生代农民工择业不仅关注

工资收入水平，而且对个人发展、医疗保险的期望很高，对工作环境及权益保护的需求也较大，而

对失业保险、职业培训和职业声望的关注度则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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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本思路为: 一项工作条件在第一位上出现的次数比另一项工作条件多余的次数无权重地转移到第二位上，依

次类推，直至第三位上出现的次数加上转移而来的多余次数依然比另外一项多，则该项工作条件严格比另一项

更重要，但在转移过程中出现负数，则按照加权统计频数进行比较，第一位至第三位的权重依次为 3、2、1。



四、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 一)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统计分析

依照问卷设计的初衷，将各项择业需求在前三位上出现的总次数予以统计，并计算出不同分

类标志下各项择业需求所占的比例，即不同分类下各项择业需求在前三位上出现的次数与该分类

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的比值，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分类情况下各项择业需求所占的比例 %

影响因素 分类
工资

收入

失业

保险

医疗

保险

养老

保险

签订

合同

个人

发展

职业

声望

工作

环境

职业

培训

权益

保护

性别 女 86． 3 12． 4 32． 6 22． 7 18． 0 35． 7 4． 7 32． 3 19． 6 35． 7
男 85． 0 15． 9 31． 3 20． 3 15． 9 41． 9 6． 2 32． 6 17． 6 33． 5

婚姻 未婚 85． 6 12． 9 26． 3 15． 4 17． 2 46． 7 6． 0 36． 4 20． 4 33． 2
已婚 86． 1 15． 2 40． 0 30． 4 17． 0 26． 5 4． 3 27． 0 16． 5 37． 0

文化 小学及以下 74． 3 11． 4 42． 9 22． 9 20． 0 22． 9 5． 7 37． 1 25． 7 37． 1
初中 87． 3 16． 7 34． 1 20． 2 17． 5 31． 7 3． 6 31． 3 20． 6 36． 9
高中 88． 8 7． 1 34． 3 24． 3 18． 3 42． 6 7． 7 31． 4 14． 2 31． 4
大专及以上 80． 6 19． 4 18． 3 20． 4 12． 9 53． 8 5． 4 35． 5 19． 4 34． 4

家庭人口 3 人及以下 82． 9 17． 1 31． 6 25． 0 15． 8 38． 2 9． 2 28． 9 17． 1 34． 2
4 人 82． 4 13． 9 30． 3 18． 8 15． 2 46． 7 5． 5 37． 0 19． 4 30． 9
5 人及以上 88． 3 13． 0 33． 2 22． 5 18． 6 33． 6 4． 2 30． 9 18． 6 37． 1

是否有老人 否 87． 0 14． 0 24． 0 16． 0 24． 0 45． 0 7． 0 39． 0 17． 0 27． 0
是 85． 5 13． 8 33． 9 22． 9 15． 6 36． 7 4． 9 31． 0 19． 2 36． 5

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 否 87． 3 13． 2 35． 9 21． 9 13． 7 36． 9 4． 1 30． 3 20． 4 36． 4
是 82． 1 15． 4 22． 4 21． 2 25． 6 41． 7 8． 3 37． 8 14． 7 30． 8

是否参加过培训 否 85． 0 14． 7 36． 6 23． 4 13． 6 36． 6 3． 7 32． 6 20． 1 33． 7
是 86． 6 13． 0 27． 5 19． 9 20． 7 39． 9 6． 9 32． 2 17． 4 35． 9

择业区域 珠三角地区 81． 5 13． 0 40． 0 18． 9 18． 5 33． 7 5． 2 27． 0 21． 5 40． 7
长三角地区 91． 8 24． 6 26． 2 14． 2 14． 8 42． 1 3． 8 39． 3 16． 4 26． 8

企业性质 私营企业 80． 6 13． 8 32． 3 16． 6 17． 1 39． 6 6． 5 29． 0 21． 2 43． 3
外资企业 91． 1 12． 6 33． 1 26． 6 17． 7 35． 5 4． 1 34． 5 15． 0 29． 7

从表 2 可看出，男性、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差别不大，除男性对个人发展的需求比例

比女性高 6. 2% 外，其它择业需求在性别之间的差异很小。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发展和工作

环境的要求明显更高，而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则对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需求更大，这说明婚姻状况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有影响。随着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发展的需求

意愿逐渐增强，需求比例从 22. 9%递增至 53. 8% ; 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则呈现减弱趋势，需求比例从

42. 9%递减至 18. 3%。
不同家庭人口规模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差异不明显，但从变化趋势上来看，随着家庭

人口数量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收入的需求呈现上升趋势，对职业声望的需求呈减弱趋势。
家中有老人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医疗保险、权益保护的需求比例分别比家中无老人的高 9. 9%、
9. 5%，而家中无老人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发展、工作环境的需求意愿明显更强。

家中有亲属在政府部门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医疗保险的需求比例与普通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低

13． 5%，差距较大; 对签订劳动合同的需求则比普通新生代农民工更强，需求比例与之相比高出

11. 9%。参加过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与无此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对签订劳动合同的需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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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则更弱。
相比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收入、失业保险和工作环境的需求明显更

强，需求比例比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均高出至少 10%，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则对权益保护、医疗

保险的关注度明显更高。外资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收入、养老保险的需求比例明显高于私营

企业，而私营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对权益保护的需求比例比外资企业农民工高 13. 6%。
( 二) 计量模型检验

1．研究方法
为进一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建立计量模型对新生代农民

工择业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由于每项择业需求都存在“需求”或“不需求”两种情况，即

在问卷调查中，若某项择业需求属于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前三位需求则认为被新生代农民工“需

求”，否则为“不需求”。因此，本文拟运用二元 Logistic 选择模型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的

影响因素。
二元 Logistic 选择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Pi = F α +∑
m

j = 1
β j x( )j = 1 / 1 + exp － α +∑

m

j = 1
β j x( )[ ]{ }j ( 1)

根据( 1) 式整理得到:

Ln
Pi

1 － Pi
= α +∑

m

j = 1
β j xj ( 2)

( 2) 式中，Pi 表示第 i 个新生代农民工前三位需求中选择了某项择业需求的概率，α 为常数项，

β j 为待估计的系数，xj 表示第 j 个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的因素。解释变量主要选取性别、婚
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 9 个可能的影响因素，解释变量的定义及取值如表 3 所示。

表 3 解释变量的定义及取值

变量名称 取值范围 定义及取值

性别 0 ～ 1 性别: 1 = 男，0 = 女

婚姻 0 ～ 1 婚姻状况: 1 = 已婚，0 = 未婚

文化程度 1 ～ 4 文化程度: 1 = 小学及以下，2 = 初中，3 = 高中，4 = 大专及以上

家庭人口 1 ～ 3 家庭人口: 1 = 3 人及以下，2 = 4 人，3 = 5 人及以上

是否有老人 0 ～ 1 家中是否有老人: 1 = 是，0 = 否

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 0 ～ 1 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 1 = 是，0 = 否

是否参加过培训 0 ～ 1 是否参加过培训: 1 = 是，0 = 否

择业区域 Ｒ1 0 ～ 1 择业区域 Ｒ1 : 以国内其他地区为对照组，1 = 珠三角地区，0 = 其它地区

择业区域 Ｒ2 0 ～ 1 择业区域 Ｒ2 : 以国内其他地区为对照组，1 = 长三角地区，0 = 其它地区

单位性质 N1 0 ～ 1 单位性质 N1 : 以公有制企业为对照组，1 = 私营企业，0 = 其它企业

单位性质 N2 0 ～ 1 单位性质 N2 : 以公有制企业为对照组，1 = 外资企业，0 = 其它企业

2．估计结果分析
分别建立“工资收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签订劳动合同”、“个人发

展”、“职业声望”、“工作环境”、“职业培训”和“权益保护”共 10 个二元 Logistic 模型，运用 STA-
TA11． 0 软件对各个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由于“失业保险”“职业声望”和“工作环境”模型的 LＲ
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整体模拟效果不理想，本文仅列出其余 7 个模型的估计结果，详见表 4。

( 1) 婚姻在模型二、模型三和模型五中皆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婚姻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

对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个人发展三类需求的因素，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对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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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明显更强，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则对个人发展的需求非常大。这可能是因为，已婚新生代农民

工家庭负担较重，求稳心切，因而对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需求较大。而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来自家

庭的压力较少，追求事业发展的精力、时间充足，具备良好的冒险精神，更愿意承担择业风险去寻

找发展机遇更好的工作。调查结果显示，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发展的需求比例比已婚农民工

高出 20． 2%。
( 2) 文化程度在模型五中 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发

展的需求很大。调查结果显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发展的需求比例高达

53． 8%。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受教育水平越高，掌握的文化知识越丰富，丰富的文化阅历有利

于新生代农民工未来职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思想认识越先进，对未来职业发展

的规划越重视。
( 3) 家庭人口在模型一中 10%统计水平显著为正，这说明家庭人口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对

工资收入的需求越大。可能的解释是，家庭人口越多，家庭日常开支越大，家庭成员承担的经济压

力越重，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收入的关注度越高。
( 4) 家中是否有老人在模型四中 5%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家中有老人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签

订劳动合同的需求明显更弱。调查数据显示，家中有老人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签订劳动合同的需求

比例比家中无老人的低 8． 4%。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家中有老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签订劳动合同

后因需照顾家人而被迫离职的可能性更高，从而使其承担更大的违约成本。
( 5) 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在模型一、模型二和模型四中皆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表

明，有亲属在政府部门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签订劳动合同，而对工资收入、医疗保险的需求意愿

则明显更弱。调查结果显示，有亲属在政府部门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签订劳动合同的需求比例比无亲

属在政府部门的高出 11． 9%，对医疗保险的需求比例比无亲属在政府部门的低 13． 5%。有亲属在政

府部门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对签订劳动合同的需求较大，这主要可能是因为，有亲属在政府部门使得新

生代农民工了解签订正规合同的重要性，签订劳动合同对稳定就业更有保障。
( 6) 是否参加过培训在模型四和模型七中显著为正，这表明是否参加培训是影响新生代农民

工对签订劳动合同和权益保护需求的因素，即参加过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签订劳动合同和权益

保护的需求明显更强。这可能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培训过程中学习了与就业有关的法律法

规，从而增强了法律意识及权益保护意识，因而更关注劳动合同签订和权益保护问题。调查数据

显示，参加过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签订劳动合同的需求比例比未参加培训的高 7． 1%。
( 7) 不同区域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存在一定差异。由表 4 可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对医

疗保险的需求明显更强，对工资收入和养老保险的需求较弱。这可能是因为珠三角地区的工资水

平较国内其它地区而言处于较高水平，而医疗保险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表 2 的调查数据显示，

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对医疗保险的需求比例比长三角地区的高出 13． 8%。
( 8) 不同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存在差异。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

培训的需求明显更弱，私营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对权益保护的需求明显更强，外资企业新生代农民

工则对工资收入的需求更强。这可能是因为，私营企业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较为常见，农

民工对此深有顾虑，因而对权益保护的关注度更高，私营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对权益保护的需求比

例比外资企业新生代农民工高 13． 6%。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整体较高，新生代农民工对此充满期

待，外资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收入的需求比例高达 91． 1%，比私营企业农民工高出 10． 5%。
另外，可能由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入职培训等培训活动对新生代农民工造成负担，新生代农民

工可能并不认可企业培训的效果，因而对企业提供的职业培训的需求较弱。
另外，性别变量在所有模型中都不显著，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的性别差异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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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工资收入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签订劳动合同 个人发展 职业培训 权益保护

常数项 0． 8307 － 1． 029 － 1． 9874＊＊ － 2． 009＊＊ － 0． 6340 － 0． 1532 － 1． 5750＊＊

性别 0． 9131 － 0． 1241 － 0． 0149 － 0． 1843 0． 2815 － 0． 2544 － 0． 2154
婚姻 0． 6272 0． 4984＊＊ 0． 8834＊＊＊ 0． 0485 － 0． 8093＊＊＊ － 0． 2790 0． 0109
文化程度 － 0． 0585 － 0． 1591 0． 0186 － 0． 1810 0． 4003＊＊＊ － 0． 1173 0． 0082
家庭人口 0． 2934* － 0． 0252 0． 0187 0． 2263 － 0． 1653 － 0． 0667 0． 0480
是否有老人 － 0． 1716 0． 3058 0． 1666 － 0． 6088＊＊ － 0． 0274 0． 1852 0． 3747
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 － 0． 4916* － 0． 4574＊＊ － 0． 0249 0． 7811＊＊＊ 0． 0503 － 0． 3337 － 0． 2368
是否参加过培训 0． 1111 － 0． 2279 － 0． 3465 0． 5079＊＊ － 0． 0138 － 0． 0677 0． 3383*

择业区域 Ｒ1 － 0． 6839* 0． 7164＊＊ － 0． 5198* 0． 1627 － 0． 1347 0． 4130 0． 3489
择业区域 Ｒ2 0． 2593 0． 2382 － 0． 1122 － 0． 3240 0． 1270 0． 0460 － 0． 2086
单位性质 N1 0． 6203 0． 0173 0． 1686 0． 3258 － 0． 1122 － 0． 8000＊＊ 0． 6791*

单位性质 N2 1． 3896＊＊＊ 0． 1665 0． 7820 0． 4198 － 0． 4163 － 1． 1732＊＊＊ 0． 1598

注:“*”、“＊＊”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统计水平上显著。

五、简要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549 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

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最关注工资收入情况，其次对个人发展、医疗保险、工作环境和权益

保护的需求也较强。可见，新生代农民工择业不仅关注工资收入情况，而且对个人发展、工作环境

的要求较高，维权意识和保障意识也较强。这就要求政府和企业在制定工资增长长效机制的同

时，还应积极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并鼓励、支持新生代农民工形成良好的人

力资本积累，以期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第二，不同个体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对医疗保险

和养老保险的需求较大，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都比较重视个人发展

机会。因此，政府和企业在应对“民工荒”问题时，一方面应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需求，另一方

面，也要充分尊重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差异，实行差异化管理政策，从而更好地满足不同特征新生代

农民工的择业需求，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例如，对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应优先满足其对医

疗保险、养老保险的需求; 对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则不能忽视其对

个人发展的需求。
第三，不同区域、不同企业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存在差异。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对医

疗保险的需求较强，私营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对权益保护的需求较大，外资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则对

工资收入的预期很高。因此，在珠三角地区，政府和企业还应重点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建设; 私营企

业则应把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作为工作重点。
第四，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有影响。参加过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签订劳动合同和

权益保护的需求较强。这一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 培训活动有利于增进新生代农民工对法律法规

的了解，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因此，政府应积极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公益培训，增进新

生代农民工对就业政策、就业信息的了解。另外，企业组织培训应充分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

培训内容也不能停留于理论指导，应更多地针对现实问题予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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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mployment Demand Priority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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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549 copies of survey data made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employment demand prior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by using cluster
analysis and then analyses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Ｒesults show that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pay
most attention on wage income，and it is followed by personal development，medical insurance，working
environment and rights protection． The analyzing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 may have different employment demand． Migrant worker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enterprises also have different demand on distinct work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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