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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外出就业农民工的主体，然而他们在就业过程中面临就业层次较低、稳定性较
差、就业途径较窄、收入水平较低等困境。基于问卷调查所得到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因素的相关数据，采用因

子分析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主要有自身发展状况、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等，

其中包括专业技能、文化程度以及就业观念在内的自身发展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最大，同时良好的制

度环境和社会环境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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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问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外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较少，大多数学者将农民工

称为“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即“城乡移民”。１９５４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
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其要旨是利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来支

持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１］。Ｌｕｃａｓ认为，如果移民所在城市的技能水平较高，那么这些移民技能
积累的速度越快，人力资本最终所获得的报酬也就越高［２］。张斐、宋华明、李丹等对影响新生代农民

工市民化的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如何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对

策［３５］。孙金锋、杨继武指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的重要性，建议政府应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发展

和社会长远规划之中，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提供实质性的帮助［６］。于昕航认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融入问题既符合城市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要求，他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

自身素质、完善和改革制度体系两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７］。郭飞等在调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

状及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健全保障制度、发展职业教育、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等一

系列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具体举措，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８］。李琼、郭锦川基于劳动力市

场分割的视角讨论了农民工的就业和工资情况［９］。王超恩、符平采用全国性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基

于职业分层与代际差异视角进行分析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整体上高于第一代农民

工［１０］。罗立恩、李小棒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

就业能力的对策建议［１１１２］。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主要从宏观角度出发研究劳动力转移、人力资本等问题，国内学者则主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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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角度，就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就业培训、就业信息获取等方面展开了分析，但并没有得到一致

结论。鉴于此，本文拟从多角度入手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就业困境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因子

分析法对影响新生代农民生就业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根据所得结论提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困境的对策建议。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

（一）就业区域较为集中

表１为２０１３年新生代农民工规模。如表１所示，２０１３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人数为１２５２８万人，
占农民工总量的四成以上，其中选择外出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人数的８０．３１％。《２０１３年全国农
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６４．８％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东部地区务工，而选择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
区务工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分别只有１７．７％和１７．２％。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地点的分布情况来看，半
数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地级以上的大中城市就业。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大中

城市务工。

表１　２０１３年新生代农民工规模　　单位：万人

指标 外出就业农民工 本地就业农民工 合计

新生代农民工 １００６１ ２４６７ １２５２８
老一代农民工 ６５４９ ７８１７ １４３６６
　　注：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３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二）就业层次较低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自身条件和外界

因素所限，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大多集中在技

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与上一

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

图１　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主要
行业分布情况

布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即选择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农民工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

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倾向选择工

作环境、就业条件更好而劳动强度和工作压力更小的行业，

而且他们的职业分布也逐渐向其他领域扩展。图１显示了
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主要行业分布情况。《２０１３年全国农
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约有３９％的人
选择从事制造业工作，这一比例超出上一代农民工１０％左
右；选择从事建筑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所占比例只有

１４．５％，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一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
降；选择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新生

代农民工人数所占比例与上一代农民工相当，均占总人数

的１０％左右。以上情况说明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
农民工在选择进入所从事的行业时除了看重就业岗位的薪资水平外，还开始关注企业所提供的劳动

环境以及职业发展空间等。

（三）就业途径较窄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就业途径大体划分为两种：一是制度化就业，二是非制度化就业。制度

化就业通常是指通过各种职业介绍部门、中介公司获得工作，或是借助其他媒介获取就业信息并最终

就业，这都视为通过劳务市场获得工作。非制度化就业是指通过社会网络渠道获得工作，即在就业过

程中，凡是利用个人的亲朋、熟人等特定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工作的都视为通过社会网络途径就业。

当前，非制度化的社会网络渠道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

２０１０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如图２），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获取工作的新生代农民
工数量所占总数量的比例达到３６．５％，通过劳动部门或政府中介机构介绍的占１１．２％，通过本地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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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市场、职业介绍所的只占５．６％，这说明非制度化的就业途径仍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选择，原因

图２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渠道

主要在于正规化的就业途径难度较大、门槛较高，且新生

代农民工对通过这种方式就业的工作性质以及工作环境

都较为陌生，而通过熟人介绍的就业，其陌生感与不安全

感都会大大降低。另外，随着我国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发

展，劳动市场上的就业指导或就业中介公司层出不穷，欺

诈手段也是花样百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往往由于缺乏

社会经验而上当受骗。因此，虽然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已

经开始利用网络、媒体、报刊等方式寻找工作，但多数新

生代农民工仍旧倾向选择保守型的就业途径，从而造成

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途径狭窄、就业机会少的局面。

（四）就业稳定性较差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岗位上

更加注重自身价值的体现，他们是更加注重个性化的新

一代群体，不会像父辈们那样安安稳稳地在就业岗位上

连续工作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感兴趣”和“干得开心”成

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就业以及在岗位上待多久的重要衡

量标尺。与父辈们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敬业精神有所欠缺，这进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变换较

为频繁。表２为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的工作变换与失业情况统计。
表２　农民工的工作变换与失业情况

上一代

农民工

新生代

农民工
合计

过去一年调换 没掉换过 ８８．５８ ７４．５６ ８０．３８
工作次数（％） １次 ７．３８ １５．３４ １２．０４

２次 ３．１６ ６．４８ ５．１１
３次及以上 ０．８８ ３．２６ ２．４８

过去一年 没失业过 ９３．０２ ８５．３ ８８．４８
失业次数（％） １次 ５．４７ ８．８７ ７．４７

２次及以上 １．５１ ５．８３ ４．０５
累计失业时间（天） ５８ ５６ ５７

最长一次失业时间（天） ５０ ４７ ４８
　　注：数据来源于劳动科学研究所“城乡统筹就业”课题。

如表２所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没有调
换过工作的人数占比为７４．５６％，而上一代农
民工中这一比例为８８．５８％，而且新一代农民
工中多次调换工作的比例也高于上一代农民

工。新生代农民工不论是失业一次还是两次

及以上，其占比均高于上一代农民工，分别为

８．８７％和５．８３％，而上一代农民工中这两个比
例只有５．４７％和１．５１％。

（五）收入水平偏低

《２０１３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如图３），２０１３年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包吃
包住的除外）为 ２６０９元，比 ２０１２年增长

图３　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和增长率

１３．９％。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仓储和邮政业的
农民工人均收入相对较高，为３１３３元，建筑业和
制造业的农民工人均收入分别为 ２９６５元、２５３７
元，其余行业的农民工人均收入在２０００—２５００元
之间。就消费支出而言，２０１３年农民工的人均月
生活消费支出为 ８９２元，比 ２０１２年增长 ２０％左
右，比收入增长幅度高约７．８个百分点，其中人均
月居住支出为４５３元，比２０１２年增长２７％。

近些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较以前有了较大

幅度的提高，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收入水平仍然偏低。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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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以及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都要高一些，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水平却并未与之同步增长。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农民工外出工作的时间短且缺乏工作经验。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为主、文献法为辅的方式收集数据。问卷调查是在国内外学者关于新生

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参考已有的相关问卷，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设计而成的。本

文主要对西安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抽样调查，农民工的年龄在１６—３０岁之间，共发放问卷２００份，
回收１６０份，问卷回收率为８０％，其中有效问卷１６０份，问卷的有效率为１００％。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进行研究。因子分析法是指在
研究某一实际问题时，把影响该问题的相关关系较强的变量划分在一起，将其综合为少数的几个因

子，而且这几个因子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该问题的全部信息，这样就在压缩各个原有变量的同时保存

了这些变量与综合而成的几个因子之间的联系。

因子分析法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构造因子变量；二是如何对因子变量进行命名解释。因

此，因子分析法的基本步骤和解决思路就是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而展开的。

（二）数据处理

在问卷设计过程中，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实际发展状况，我们针对新生代农

民工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方位调查，涉及的问题更加细致。然而，由于部分问题无法进行量化统

表３　问卷调查选取的问题

题号 问题 对应指标

４ 您认为技能证书对就业的影响大吗？ 专业技能水平（Ｘ１）
３ 您认为文化程度对工作的影响大吗？ 文化程度（Ｘ２）
７ 您认为工作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重要吗？ 就业观念（Ｘ３）
２３ 社会保险覆盖面广对您就业的影响程度大吗？ 社会保险（Ｘ４）
３１ 您是否有工资欠发的经历？ 法律保护（Ｘ５）
１３ 您认为工资收入对您就业的影响大吗？ 工资水平（Ｘ６）
３２ 对您来说，政府服务水平高吗？ 政府服务水平（Ｘ７）
１６ 您认为工作环境好吗？ 工作环境（Ｘ８）
３０ 您是否适应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城市融入（Ｘ９）
２４ 掌握的就业信息对您的就业重要吗？ 就业渠道（Ｘ１０）

计处理，因此，我们在进行数据选

取、具体研究时选取了对新生代农

民工影响因素反映更为直接和明显

的问题进行统计，具体如表３所示。
除了可以直接进入统计分析的

数据外，本文对变量的测量采用李

克特量表法，对测量结果按变量的

方向进行赋值，从“很重要”到“很

不重要”将定序的五个答案选项依

次赋值为５分、４分、３分、２分和１
分，使其转化为数值型变量，以便

表４　变量赋值

影响因素
很重要

（５）
比较重

要（４）
一般

（３）
不太重

要（２）
很不重

要（１） 合计

专业技能（Ｘ１） ２６ ６２ ３２ ２９ １１ １６０
文化程度（Ｘ２） ３５ ５９ ４６ １４ ６ １６０
就业观念（Ｘ３） ４５ ５４ ２７ ２５ ９ １６０
社会保险（Ｘ４） ４６ ６０ ２８ １８ ８ １６０
法律保护（Ｘ５） ６８ ５１ ３１ ７ ３ １６０
工资水平（Ｘ６） ４７ ６１ ２９ １５ ８ １６０

政府服务水平（Ｘ７） ２９ ５８ ３５ ２７ １１ １６０
工作环境（Ｘ８） ４８ ５７ ２５ ２１ ９ １６０
城市融入（Ｘ９） １８ ２９ ５０ ５２ １１ １６０
就业渠道（Ｘ１０） ４７ ５１ ２９ １９ １４ １６０

进行数据分析，具体如表４所示。
问卷回收后，我们在对问卷资料

进行整理、筛选的基础上对有效

问卷进行编码、录入，然后利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与统计分析（置信度为９５％）。

（三）实证结果

本文将调查所得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
析、ＫＭＯ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度检验。
如表 ５所示，ＫＭＯ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
度检验所得 ＫＭＯ值为０．７９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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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所搜集的数据通过了有效性检验，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由于指标变量数量较多且相互间存在相关性，因此为了排除主观上的误差以及变量间的线性相

关性，我们通过分析得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因子，这能够使得本文的实证分析既科学又便捷。

表５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度检验

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度量 ０．７９８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 近似卡方 ２１７．４７１

ｄｆ ４５
Ｓｉｇ． ０．０００

表６为原有变量总方差的解释，表中列出了所
提取的公因子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积方差贡献

率。从表６可以看出，提取出来的三个公共因子的
特征值分别为４．７４８、２．７５１、１．１５５，均大于１。这三
个公共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８６．５３７％，能够比
较全面地反映所有信息。以上结果说明这三个公共

因子已经充分概括了大多数数据，用这三个公共因子代替原始变量可以解释全部信息的８６．５３７％。
表６　原有变量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累积方差

贡献率（％）
１ ４．７４８ ４７．４７９ ４７．４７９
２ ２．７５１ ２７．５１１ ７４．９９０
３ １．１５５ １１．５４７ ８６．５３７

为了更好地解释公共因子，我们需要采用最

大方差法对数据进行旋转处理，表７为旋转成分
矩阵。从表７中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 Ｆ１
主要由变量Ｘ１、Ｘ２、Ｘ３决定，它们的因子载荷分
别为０．７４９、－０．６８６、０．５７７；第二个公共因子Ｆ２
主要由变量Ｘ６、Ｘ７、Ｘ８决定，它们的因子载荷分
别为０．７２４、－０．６０８、０．５３４；第三个公共因子Ｆ３

表７　旋转成分矩阵

指标
成分

１ ２ ３
专业技能（Ｘ１） ０．７４９ －０．２３７ ０．２０４
文化程度（Ｘ２） －０．６８６ －０．１２５ ０．２２７
就业观念（Ｘ３） ０．５７７ ０．２１９ －０．０７１
社会保险（Ｘ４） ０．４９７ ０．４３７ －０．２６９
法律保护（Ｘ５） ０．４７０ ０．２２７ －０．４０５
工资水平（Ｘ６） ０．０４０ ０．７２４ ０．３１４

政府服务水平（Ｘ７） ０．００１ －０．６０８ ０．２７９
工作环境（Ｘ８） ０．３７３ ０．５３４ －０．０９０
城市融入（Ｘ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１ ０．７９５
就业渠道（Ｘ１０） ０．４１２ ０．２５３ －０．４４５

主要由变量Ｘ９决定，其因子载荷为０．７９５。
公共因子Ｆ１主要包括专业技能（Ｘ１）、文化

程度（Ｘ２）、就业观念（Ｘ３），这些指标主要反映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行为对其就业的影响，本文将

这个公共因子命名为自身发展因子。公共因子

Ｆ２主要包括工资水平（Ｘ６）、政府服务水平
（Ｘ７）、工作环境（Ｘ８），这几个指标主要反映与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相关的政府行为，本文将这个

公共因子命名为政府行为因子。公共因子Ｆ３只
包括Ｘ９，这个指标主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所处的社会环境状况，本文将这个公共因子命名

为社会环境因子。

综合上述因子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有很多，通过分析所得的三个因

子（自身发展因子、政府行为因子、社会环境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自

身发展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最大，其他两个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同样具有较为重

要的影响，政府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相对较大，而社会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也有一

定程度的影响，但程度相当较低。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较多，包括专业技能、文化程度、就业观念、社会保险、法律保护、工

作环境等。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所得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了相关研究，找出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

就业的三个主要因素：由专业技能、文化程度、就业观念构成的第一个公共因子，即自身发展因子；由

工资水平、政府服务水平、工作环境构成的第二个公共因子，即政府行为因子；由城市融入组成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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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共因子，即社会环境因子。在这三个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能力及综合素质高低对其就业的

影响程度最大，它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与社会环境能够为新

生代农民工的顺利就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平台。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困境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大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专业技能素养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一个至关

重要的因素，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高于上一代农民工，但是大多新生代农民工只是停留在

基础教育阶段，他们在专业技能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政府部门应当积极发挥好劳动培训的主导

作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开展多种多样的职业技能培训活动，并注重培训内容与实际需求的有效结

合，通过针对性的培训来尽量满足现有企业的用工要求，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专业技能水平。另

外，政府应当不断完善初中、高中以及继续教育体系，进一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拓宽新生

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渠道。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可以逐步推行职业技能资格认证制度，促进和提高

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让企业更加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状况，降低企业与新生代

农民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第二，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观念引导行动，就业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

题的解决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有关部门应当不断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的悉心指导，积极引

导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通过职业登记、职业指导及培训等多种途径逐步帮助新生代农民

工转变并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应从自身实际出发，努力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首先，在自身岗位上，新生代农民工应当爱岗敬业，改变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吃苦耐劳的旧形象，培养良

好的职业素养。其次，在工作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应当虚心向前辈学习，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以及

企业用工要求，抓住每次培训和进步的机会，认真学习专业技能知识，提高自身技能水平。再次，在工

作之余，新生代农民工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以及心理素质修

养。最后，新生代农民工还应当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树立良好的新形象、新面貌。

第三，创新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政策。政府应当及时了解和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动

态，依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来及时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建立健全各

项制度法规，不断创新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政策。一是政府部门应适当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逐步取消就业的身份限制，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平等。二是政

府部门应加大对于公共服务设施、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不断完善社会保障

体系，填补新生代农民工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的空白，扩大社保覆盖面。三是加强对新生代

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加大执法力度，尽快解决工资决定机制不合理、工资增长机制不完善、职工工资支

付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劳有所得、按劳分配，保障新

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成果得到认可和回报。

第四，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首先，企业应当注重民主管理，加强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交流与沟通，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薪资水平，改善他们的劳动环境，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同时还应当注

重新生代农民工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明建设。其次，社会媒体应当发

挥自身的导向作用，通过电视、网络、广播等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更多正面和积极的报道，引导人们对

新生代农民工有一个更加积极全面的认识。最后，城市居民应该对新生代农民工为其所在城市做出

的巨大贡献给予肯定和认可，不应该对新生代农民工存有歧视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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