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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 AHP 方法构建包括 4 个层次 16 项指标的非农就业能力评价体系，并利用来自贵州农村的

1245 个有效样本，计算各地非农就业能力综合指数。结果显示: 就贵州而言，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能力

的影响最大，家庭环境因素对非农就业能力的影响最小; 贵州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能力普遍较低，非

农就业能力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贵阳市和铜仁市。建议加大对农村人口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提高劳

动力非农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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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就业乃民生之本，实现非农就业对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加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统

筹意义重大。学界普遍认为，要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

是关键。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能力有利于增加收入，收入的增加又为非农就业能力的提高

奠定了经济基础，从而形成一个非农就业能力与收入水平之间的螺旋型上升结构［1 － 2］。
关于劳动力就业能力问题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 40 年代。从就业能力的内涵来看，Beveridge［3］

首次提出“就业力”的概念，即劳动者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Law，Wong，Moley［4］从个人适应性、
个体与市场的交互以及职业认同三个维度定义就业能力。Hillage［5］则认为就业能力是通过在劳动

力市场内的充分流动和可持续的就业实现自我潜能的能力。在就业能力的评价方面，Forrier 和
Sels［6］指出对就业能力评价应强调劳动力在内、外市场成功就业的机会; 就业能力评估相应从劳动

力市场处境、个体流动资本，流动的难度、环境、转换，流动意愿、突发事件等维度进行。与上述学

者分析视角不同，Ｒonald W． McQuaid 和 Colin Lindsay［7］提出了“全面的就业能力”评价框架，指出

就业能力的评价应包括以个人就业技能、幸福状态、工作搜寻等为主的个体层面，由家庭环境、资
源等构成的个人环境层面以及由劳动力市场特点、宏观经济需求因素、就业政策等构成的外部因

素层面等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随着我国农村非农就业群体数量的不断攀升，研究者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劳动力资本投入

与收入关系、市民化、就业行为、合法权益保护等领域。在就业能力评价体系建构方面，只有少量

学者就此展开了研究。罗恩立［8］就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根据该群体的时

代特征从微观个体、中观环境、宏观需求三方面构建就业能力的整体分析框架，并利用层次分析和

德尔菲咨询法构建了包括微观、中观、宏观 3 个一级指标，教育与技能、家庭环境等 9 个二级指标，

个体受教育程度、父母教育、培训的政府支持等 25 个三级指标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指标



体系［9］。此外，刘叶云、游钊［10］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特点和时代特征出发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依然参照 Fugate 等［11］提出的分析框架，囊括 4 个层

次 15 项指标，认为人力资本层次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最大，指出提高劳动力自身素

质和职业认同两方面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重点。
我国国情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呈现的新特点决定了在研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问题

时，除了分析劳动力个体，还应该将外部环境等因素引入到分析框架中。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国外

学者如 Ｒonald W 等的分析框架虽然有利于识别影响就业能力的多重因素，但构成体系的要素间存

在交叉或遗漏之处，且与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存在明显差异; 而国内学者关于非农就业能力

评价体系的构建尚处于探索阶段，主要缺陷表现在除人力资本相关指标外，其他指标的数据获取

比较困难或主观性过强。目前，几乎没有文献对构建的非农就业能力评价体系进行检验或是利用

调研的第一手数据对微观层面的非农就业能力进行测算。据此，本文借鉴 Ｒonald W 等的“全面就

业能力”的分析框架，结合非农就业能力的内涵与指标的综合性、系统性、可比性以及可操作性原

则，尝试运用 AHP 法构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评价体系，并计算贵州各地农村劳动力的非农

就业能力综合指数。

二、非农就业能力评价体系的建立

( 一)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课题组自 2012 年 1 月至 8 月开展的大规模实地调研。课题组组

织访问员进行多次培训和预调研以确保问卷可行性和数据质量。问卷累计发放 1800 份，回收
1631 份，获取有效样本 1245 个。其中，男性 881 人，女性 364 人，分别占总数的 70． 8% 和 29． 2%。
问卷主要涉及农村劳动力基本信息( 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及家庭经济状况等) 、就业情

况( 就业动因、就业时间及地点、健康状况、收入水平、从事行业、消费情况、培训状况、技能掌握情

况及维权意识等) 和资本禀赋情况( 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 。有效问卷主要

利用 SPSS17． 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和计算。此外，本研究所参考其他宏观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贵州省统计年鉴》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网站等。
( 二) 指标选取及方法选择

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关于就业能力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一般而言，就业能力主要表现为劳

动力初次获得就业、维持稳定就业以及再就业的可能性。从劳动力个体而言，主要从其受教育水

平、培训状况、专业技能掌握情况、健康状况、工作及社会适应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评价。在本研究

中，非农就业能力的研究对象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主要是指农村劳动力通过迁移或流动

到非农领域获取就业，并维持或实现再就业的能力和可能性。劳动力个体因素是影响非农就业能

力的重要方面，同时，家庭环境因素、宏观环境因素等也对非农就业能力有着重要影响。
为了使评价体系能综合反映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并兼顾相关指标值的可获性和可操作

性，结合当前国情及农村劳动力群体特征，评价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应包含以下 4 个层面:

1．个人特征
主要体现为劳动力的性别、年龄、务工年限、吃苦耐劳特征等个人基本特征。性别和年龄是影

响劳动力能否成功就业或在特定行业、工种就业的基本条件，部分行业对务工人员的年龄和性别

有特殊要求，如建筑业或采掘业多需要年轻力壮的男性，而家政服务多偏向于中青年女性劳动力。
务工年限及吃苦耐劳特征对劳动力收入水平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较明显。

2．人力资本
诸多研究均证明，劳动力人力资本构成要素中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培训情况、技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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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等是用工单位对务工人员进行能力甄别的重要指标，直接体现劳动力的能力和素质，与劳动

力的收入、岗位、职位级别密切相关。
3．家庭环境因素
主要体现为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所在村域或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父母文化水平等。可以直接

或间接体现劳动力家庭居住情况、经济负担以及养老负担等，也能间接考察劳动力的家庭责任感

和情感责任感。
4．个体适应性及自我认同
找工作难易程度、吃苦耐劳特征、社会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对未来的规划等指标可以体现劳

动力就业识别能力和维持就业的能力，也是影响就业稳定性的关键。
本研究将根据我国农村劳动力特征和体系构建的可行性，采用国际通用 T． L． Saaty 教授提出

的 AHP 方法构建非农就业能力评价模型，并利用调研数据进行测算。在各地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

综合指数计算过程中，指标权数赋值主要采用德尔菲法征询 7 ～ 9 名相关专家预测意见，经过反复

征询和反馈最后得出。
( 三) 模型设定

1．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 1) 目标层 A: 非农就业能力
( 2) 准则层 B: 个人特征( B1 ) 、人力资本( B2 ) 、家庭环境因素( B3 ) 、个体适应性及自我认同

( B4)

( 3) 措施层 C: 性别( C1 ) 、年龄( C2 ) 、务工

年限( C3 ) 、流动 ( C4 ) 、受教育程度( C5 ) 、技能
( C6) 、健康 ( C7 ) 、培训 ( C8 ) 、家庭经济状况
( C9) 、家庭所在村域经济发展水平( C10) 、父母

受教育程度( C11) 、社会地位 ( C12) 、对未来的

规划( C13) 、吃苦耐劳特征 ( C14) 、找工作难易

程度 ( C15) 、人际交往能力( C16) 。

表 1 准则层与对应的措施层

准则层 措施层

B1 C1、C2、C3、C14
B2 C4、C5、C6、C7、C8、C13、C14
B3 C9、C10、C11
B4 C12、C13、C14、C15、C16

图 1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层次结构模型图

2．构建非农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首先构建判断矩阵 A － B。通过 T． L． Saaty 提出的 1 ～ 9 标度方法对指标两两比较，组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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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 如表 2 所示) ，可计算得出准则层各指标所占权重 B1 为 14. 71%，B2 为 52. 97%，B3 为
7. 33%，B4 为 24. 99%，对上述指标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出一致性指标 CＲ = CI /ＲI = 0. 03 ＜ 0. 1，

即准则层指标权重赋值通过一致性检验。同理，分别构建B1、B2、B3、B4与相应措施层各指标的判

断矩阵，根据前述步骤计算所得 B 在 A 中的权

重值来计算各措施层指标 C 的权重值。通过计

算，得出措施层与目标层的总排序权重值，并进

行一致性检验，总排序一致性比率指标 CＲ =
0. 06 ＜ 0. 1，即总排序通过一致性检验。据此确

定措施层各项指标的权重，最终构建出农村劳

动力非农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表 2 判断矩阵 A － B

A B1 B2 B3 B4
B1 1 1 /5 3 1 /2
B2 5 1 6 2
B3 1 /3 1 /6 1 1 /3
B4 2 1 /2 3 1

由表 3 可知，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评价体系的准则层指标中，人力资本最重要，其次是个

体适应性及自我认同; 措施层指标中劳动力教育程度最重要，其次是技能和健康。具体来看，在个

人特征层次中，劳动力个人的务工年限以及吃苦耐劳对非农就业能力的影响大于性别和年龄因素

的影响; 在人力资本层次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非农就业能力的影响最大，为 15. 74%，健康和技

能的影响程度均为 10. 27%，对未来的规划能力影响最小，为 1. 20%，可见，劳动力文化和教育水

平、技能掌握情况和健康状况对其就业有着重要影响; 在家庭环境因素中，家庭经济状况对劳动力

非农就业能力的影响最大，为 5. 50%，父母受教育水平以及家庭所在村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力

非农就业能力的影响较弱。不难看出，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与劳动力外出就业密切相关; 在个体

适应性及自我认同层次中，找工作难易程度和吃苦耐劳特征影响较大，为 10. 98% 和 7. 28%，社会

地位、对未来的规划以及社交能力的影响分别为 3. 37%、1. 20%和 2. 16%。

表 3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措施层

名称 权重 /% 名称 权重 /%
非农就业

能力( A)
个人特征

( B1)

14． 71

人力资本

( B2)

52． 97

家庭环境

因素( B3)

7． 33

个体适应性及

自我认同( B4)

24． 99

性别( C1) 1． 34
年龄( C2) 1． 34
务工年限( C3) 5． 34
吃苦耐劳特征 ( C14) 6． 68
流动 ( C4) 1． 89
受教育程度( C5) 15． 74
技能 ( C6) 10． 27
健康 ( C7) 10． 27
培训 ( C8) 5． 92
对未来的规划( C13) 5． 50
吃苦耐劳特征 ( C14) 3． 38
家庭经济状况( C9) 4． 88
家庭所在村域经济发展水平( C10) 0． 76
父母受教育程度( C11) 1． 69
社会地位 ( C12) 3． 37
对未来的规划( C13) 1． 20
吃苦耐劳特征 ( C14) 7． 28
找工作难易程度 ( C15) 10． 98
人际交往能力( C16) 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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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贵州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测算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在此尝试利用调研数据对贵州各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综合指数

进行测算，分析地区差异和内在规律。指数计算时，因量纲不同使得不能直接计算，只有将指标标

准化处理后才能进行。在对指标赋值时，标准系数取值在 0 ～ 1 之间，各指标权数之和为 1。计算

出每项指标分值后，再根据指标分值和在准则层中的权重计算准则层各层次得分，从而计算出非

农就业能力综合评价指数。
( 一) 个人特征指数

个人特征主要从劳动力的性别、年龄、务工年限以及吃苦耐劳特征 4 方面进行考察。
B1 = 0． 0911C1 + 0． 0911C2 + 0． 3630C3 + 0． 4543C14 ( 1)

其中，措施层指标系数为该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的权重与所在准则层权重之比。下同。

表 4 个人特征层次指标赋值

指标 指标赋值

性别 C1 男性: 0． 61; 女性: 0． 39①

年龄 C2 16 ～ 25 岁，56 ～ 64 岁: 0． 2; 26 ～ 35 岁，46 ～ 55 岁: 0． 3; 35 ～ 45 岁: 0． 5②

务工年限 C3 无经验: 0; 2 年以下: 0． 2; 2 ～ 5 年: 0． 3; 5 年以上: 0． 5
吃苦耐劳特征 C14 不能吃苦: 0; 能吃一点苦: 0． 2; 比较能吃苦: 0． 3; 很能吃苦: 0． 5

注:① 对性别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并没有公认的标准，本文中性别间赋值主要利用男女小时工资比来确定，即

男女权重赋值比 = 男性小时工资
男性小时工资 + 女性小时工资

∶ 女性小时工资
男性小时工资 + 女性小时工资

。

②对劳动力就业来说，年龄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本文中选取样本最大年龄和最小年龄的中间值

作为中心，赋值最大，其他赋值从两边依次递减。

( 二) 人力资本指数

人力资本从劳动力流动、受教育程度、技能、健康状况、培训情况、对未来的规划、吃苦耐劳特

征等指标对非农就业能力产生影响。根据模型中各项指标的影响系数，得出人力资本指数为:

B2 = 0． 0357C4 + 0． 2971C5 + 0． 1939C6 + 0． 1939C7 + 0． 1118C8 + 0． 1038C13 + 0． 0638C14 ( 2)

表 5 人力资本层次指标赋值

指标 指标赋值

流动 C4
流动使就业更差或没有影响: 0; 流动有部分影响: 0． 3; 流动有很大影

响: 0． 7

受教育程度 C5
文盲或半文盲: 0; 小学及以下: 0． 1 初中: 0． 2; 高中及中专: 0． 3; 大专及

以上: 0． 4
技能 C6 没有技能: 0; 有 1 项技能 0． 4; 有 2 项技能: 0． 6
健康 C7 生活不能自理: 0; 工作、生活基本能自理: 0． 3; 健康: 0． 7

培训 C8
没有培训: 0; 就业前或就业中有过一次培训: 0． 3; 就业前和就业中都有

培训: 0． 7
对未来的规划 C13 完全没有考虑: 0; 走一步看一步: 0． 3; 有详细规划: 0． 7
吃苦耐劳特征 C14 不能吃苦: 0; 能吃一点苦: 0． 2; 比较能吃苦: 0． 3; 很能吃苦: 0． 5

( 三) 家庭环境因素指数

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所在村域经济发展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 3 项指标组成家庭环境因素层

次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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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 0． 6658C9 + 0． 1037C10 + 0． 2305C11 ( 3)

表 6 家庭环境层次指标赋值

指标 指标赋值

家庭经济状况 C9 低保户: 0; 中等收入水平: 0． 4; 较富裕: 0． 6
家庭所在村域经济发展水平 C10 非常穷: 0; 比较穷: 0． 1; 一般: 0． 3; 较富裕: 0． 6
父母受教育程度 C11 文盲或半文盲: 0; 小学及以下: 0． 1 初中: 0． 2; 高中及中专: 0． 3; 大专及

以上: 0． 4

( 四) 个体适应性及自我认同指数

个体适应性及自我认同就业能力指数主要从社会地位、对未来的规划、吃苦耐劳特征、找工作

难以程度、人际交往能力 5 项指标来考察。
B4 = 0． 1349C12 + 0． 0480C13 + 0． 2913C14 + 0． 4394C15 + 0． 0864C16 ( 4)

表 7 个体适应性及自我认同层次指标赋值

指标 指标赋值

社会地位 C12 工作、生活中常受到歧视: 0; 偶尔会受到歧视: 0． 15; 从来没有受到歧

视: 0． 25; 很受尊重: 0． 6
对未来的规划 C13 完全没有考虑: 0; 走一步看一步: 0． 3; 有详细规划: 0． 7
吃苦耐劳特征 C14 不能吃苦: 0; 能吃一点苦: 0． 2; 比较能吃苦: 0． 3; 很能吃苦: 0． 5
找工作难易程度 C15 找不到工作: 0; 非常难: 0． 1; 有点难: 0． 2; 比较顺利: 0． 3; 非常顺利: 0． 4
人际交往能力 C16 几乎不与人交往: 0; 很少与人交往: 0． 15; 乐于与人交往: 0． 35; 乐于与

人交往且朋友很多: 0． 5

( 五) 各地区非农就业能力综合指数

根据( 1) ～ ( 4) 式计算准则层各层次非农就业能力指数，最后得出非农就业能力综合指数。以

贵阳市为例:

C1 = 男性人数
地区样本总数

× 男性赋值 + 女性人数
地区样本总数

× 女性赋值 = 75
113 × 0． 61 + 38

113 × 0． 39 = 0． 5360

……

C14 = 不能吃苦
样本总人数

× 该项赋值 + 能吃一点苦
样本总人数

× 该项赋值 + 比较能吃苦
样本总人数

× 该项赋值 +

比较能吃苦
样本总人数

× 该项赋值 + 很能吃苦
样本总人数

× 该项赋值 =

9
113 × 0 + 35

113 × 0． 2 + 46
113 × 0． 3 + 23

113 × 0． 5 = 0． 2858

此时有:

B1 = 0． 0911C1 + 0． 0911C2 + 0． 3630C3 + 0． 4543C14 = 0． 0911 × 0． 5360 +
0． 0911 × 0． 3195 + 0． 3630 × 0． 2442 + 0． 4543 × 0． 2858 = 0． 2974

B2、B3、B4 的计算方法以此类推，可以得到 B2 = 0． 3715，B3 = 0． 3128，B4 = 0． 3209。即:

A贵阳 = 0． 1471B1 + 0． 5297B2 + 0． 0733B3 + 0． 2499B4 = 0． 1471 × 0． 2974 +
0． 5297 × 0． 3715 + 0． 0733 × 0． 3128 + 0． 2499 × 0． 3209 = 0． 3430

其他地区非农就业能力综合指数 A 的计算方法与此相同，结果如表 8 所示。
可见，贵州农村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普遍较低，其中，贵阳市和铜仁市的为最高和最

低，分别为 0． 3430 和 0． 3105。从各项分指数来看，毕节市个人特征指数最高，主要受性别比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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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安顺市个人特征指数最低，主要受务工年限较短限制，地区样本量小也可能是影响结果的原因

之一; 贵阳市人力资本指数最高，主要是劳动力技能掌握情况比其他地区好; 铜仁市因劳动力培训

情况的影响使得该地区人力资本指数低于其他地区; 安顺市家庭环境因素指数最高，而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该指数最低，其家庭所在村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家庭经济状况对该指数影响较大; 毕

节市个体适应性及自我认同指数最高，而六盘水市的该指数最低。

表 8 贵州各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综合指数

指标 贵阳市
六盘

水市
遵义市 安顺市 铜仁市

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

自治州

毕节市

黔东南苗

族侗族

自治州

黔南布依

族苗族

自治州

综合指数 A 0． 3430 0． 3353 0． 3157 0． 3174 0． 3105 0． 3319 0． 3192 0． 3189 0． 3244
个人特征指数 B1 0． 30 0． 31 0． 31 0． 29 0． 33 0． 33 0． 34 0． 32 0． 31

C1 0． 54 0． 58 0． 54 0． 55 0． 56 0． 54 0． 55 0． 55 0． 53
C2 0． 32 0． 30 0． 34 0． 34 0． 28 0． 35 0． 33 0． 33 0． 32
C3 0． 24 0． 28 0． 26 0． 22 0． 27 0． 30 0． 31 0． 26 0． 28
C14 0． 29 0． 28 0． 29 0． 29 0． 34 0． 30 0． 33 0． 32 0． 28

人力资本指数 B2 0． 3715 0． 3676 0． 3274 0． 3237 0． 3041 0． 3563 0． 3115 0． 3226 0． 3407
C4 0． 53 0． 59 0． 58 0． 56 0． 50 0． 55 0． 53 0． 58 0． 53
C5 0． 30 0． 23 0． 18 0． 19 0． 14 0． 19 0． 17 0． 19 0． 20
C6 0． 34 0． 32 0． 24 0． 35 0． 27 0． 31 0． 22 0． 26 0． 31
C7 0． 62 0． 67 0． 64 0． 51 0． 65 0． 67 0． 66 0． 61 0． 66
C8 0． 22 0． 24 0． 22 0． 23 0． 12 0． 32 0． 20 0． 16 0． 18
C13 0． 33 0． 40 0． 38 0． 35 0． 30 0． 34 0． 27 0． 37 0． 35
C14 0． 29 0． 28 0． 29 0． 29 0． 34 0． 30 0． 33 0． 32 0． 2854

家庭环境因素

指数 B3
0． 3128 0． 3105 0． 2974 0． 3540 0． 2884 0． 3015 0． 2961 0． 2620 0． 29

C9 0． 38 0． 38 0． 37 0． 45 0． 36 0． 38 0． 38 0． 33 0． 35
C10 0． 33 0． 31 0． 27 0． 28 0． 27 0． 29 0． 26 0． 23 0． 26
C11 0． 11 0． 11 0． 10 0． 11 0． 09 0． 08 0． 07 0． 08 0． 11

个体适应性及

自我认同 B4
0． 3209 0． 2921 0． 3043 0． 3100 0． 3218 0． 2949 0． 3306 0． 3294 0． 3141

C12 0． 20 0． 23 0． 15 0． 19 0． 17 0． 19 0． 20 0． 19 0． 19
C13 0． 33 0． 31 0． 38 0． 35 0． 30 0． 34 0． 27 0． 37 0． 35
C14 0． 29 0． 28 0． 29 0． 29 0． 33 0． 30 0． 33 0． 32 0． 28
C15 0． 37 0． 30 0． 34 0． 34 0． 36 0． 31 0． 38 0． 37 0． 36
C16 0． 36 0． 38 0． 37 0． 39 0． 35 0． 34 0． 32 0． 35 0． 37

四、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运用 AHP 法构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评价体系，并利用贵州各地调研数据测算出

各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综合指数差异，旨在探索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的途径。研

究发现: 受劳动力能力限制，调研对象中的大多从事强度大、时间长、社会和经济地位低的岗位和

职业; 劳动力人力资本与非农就业能力之间存在一种内在传导机制，即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

高劳动力的体能和技能水平，使劳动力在经济生活中的竞争能力增强，再通过信息、生产、资源配

置和流动能力的提高作用于非农就业能力; 在贵州，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地区差异明显，劳动

力流动状况和文化程度是导致该差异的主要因素; 从区域差异来看，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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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因此，必须在就业前和就业中开发和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增加

自身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作为政府部门，应当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力度，确保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持续性和持久性; 同时，要加大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投入力度，提高

劳动力的素质和能力，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此外，还应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逐步建立

城乡一体的医疗体制，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逐步提升农村地区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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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System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bility of Ｒural Labor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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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1245 valid samples from the rural areas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using AHP method to
buil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labor employment ability of 4 levels and 16 indexes to calculate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bility of the reg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Guizhou，human capital has the maximum effect o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bility while family en-
vironment factors have the minimum influenc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in Guizhou is
generally low． Thus recommendations have been made to increase rural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to
improve labor employment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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