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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新疆 6个地州 701份调查问卷数据，运用 Ordinal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个人禀赋、民族特质和就业能

力对维族农民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人禀赋条件中的性别与文化程度，民族特质中的语言沟通能力，

就业能力中的就业技能、务工收入预期和就业机会识别能力正向影响显著，年龄、外出务工风险态度、宗教活动参

加在意程度和务工居住条件在意程度负向影响显著。清真饮食在意程度和务工经验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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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to analysis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endowments、ethnic 
traits and employability on migrant wishes of Uighur rural laborers based on 701 questionnaires from 6 prefectures in 
Xinjia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ender and education level，language communication skills, employment skills, income 
expected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recognition capabilitie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migrant willingness, while 
age, migrant risk attitude, care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participa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ha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And care of Islamic dietary and migrant experience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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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务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扩大收入来源是农民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1]。文化

水平越高的农民越愿意流向城市[2]。拥有务工经验

和技能的农民，务工收入相对较高，因而务工意愿

也更强烈[3,4]。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就业能力是关键。

就业能力具体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知识、务工技能、

城镇适应能力等方面[5]。关于新疆维族农民外出务

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一般认为，维族农民有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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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出务工意愿，但受“固守家园”思想的影响，

较少付诸行动[6~9]；维族农民外出务工意愿受个人

禀赋的制约，清真饮食、语言沟通、务工经验和务

工技能，家庭态度和就业环境对其外出务工决策有

显著影响[10]。鉴于以往对维族农民外出务工意愿的

实证研究较少，笔者拟基于新疆 6个地州市 701位
维族农民的样本数据，使用 Ordinal Logistic 回归模
型从个人禀赋、民族特质、就业能力三个方面分析

维族农民外出务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一、研究假设与数据来源 

1．研究假设 

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民是否外出务工是一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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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决策系统，其意愿的表达体现了个体对外出务工

的认知，是其权衡自身条件与外出务工收益后的真

实反映。维族农民外出务工的个体条件同就业机会

的把握，就业收益的高低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较

大程度上决定着外出务工意愿的程度。因此，本文

主要从维族农民个体外出务工条件这一微观层面

选择解释变量，着重探究维族农民个人禀赋、民族

特质、就业能力对其外出务意愿的影响。基于前述

研究成果，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个人禀赋条件好的维族农民外出务工

意愿高，即男性农民，中青年农民，文化程度高，

身体素质好的农民，更愿意外出务工。 

假设 2：受民族特质困扰越严重的农民外出务

工意愿越低，即语言沟通困难的，对清真饮食方便

与否在意的，对宗教活动自由开展很在意的，顾虑

外出务工风险的农民外出务工意愿偏弱。 

假设 3：对就业能力自信的农民外出务工意

愿强，即拥有务工经验和技能的，就业机会识别

能力强，务工预期收入高的农民对外出务工更有

信心。 

2．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石河子大学商学院“新疆农村维吾尔

族人口就业和外出务工情况调查研究”课题组于

2011 年 7～8 月进行的面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

个地州市、 12个县、 44 个村所做的“少数民族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活动调查问卷(农村)”。以和

田、喀什、柯尔克孜、阿克苏、吐鲁番、伊犁 6

个少数民族集中地区为主，以每县抽取(伊犁每县

一个乡)2 个乡，每乡抽取 2 个村，每村随机抽取

20 户，每户调查 1 个外出务工者。调查员为石河

子大学商学院 32 名学生和课题组 6名教师。调查

采取等额概率抽样方法，首先按照样本地州的乡村

人口总数，确定各地州理论上应该发放的问卷数，

然后由调查者进行入户结构式问卷访问，并对部分

农民家庭户主进行深度访谈。共发放问卷 880 份，

回收问卷 857 份，其中有效问卷 802 份，维吾尔

族问卷 701份，具体样本分布及个体特征情况见表

１、表 2。 

 

表 1 调查样本的地区分布情况 

地州 样本乡 样本村 发放问卷 维族有效问卷

和田  4  8 160 153 

喀什  8 16 320 281 

柯尔克孜  2  4  80  44 

阿克苏  4  8 160 115 

吐鲁番  2  4  80  65 

伊犁  2  4  80  43 

合计 22 44 880 701 
 

表 2 样本个体特征情况 
项目 类别 样本频数 占比/% 

性别 男 415 59.3 
 女 286 40.7 
年龄/岁 20以下 132 18.8 
 20~30 393 56.0 
 30~40 125 17.5 
 40~50  41  5.8 
 50以上  10  1.9 
婚否 已婚 449 64.0 
 未婚 148 21.2 
 非在婚 104 14.8 
文化程度 文盲  13  1.9 
 小学 226 32.3 
 初中 350 49.9 
 高中或中专  51  7.2 
 大专及以上  61  8.7 
身体素质 非常好 198 28.3 
 良好 240 34.2 
 一般 200 28.5 
 较差  59  8.4 
 非常差   4  0.6 

 
由于农民外出务工意愿是一种主观感受，易受

特定调查情景的影响，对单一个体而言，在不同时

间下的两次调查结果可能会不一致，但在大样本情

况下，各种偶然因素会相互抵消，从而呈现较为稳

定的状态。为准确描述“维族农民外出务工意愿”

的强烈程度，按照李克特量表设计了非常愿意、比

较愿意、一般、不太愿意和很不愿意五个选项，以

此来测量农民对外出务农工的态度。尽管这种测量

方法相对简单，但类似的研究表明，这种方法具有

心理测量学的充分性，有充分的效度和信度[10]。

统计结果显示，20.5%的维族农民非常愿意外出务

工，33.7%的比较愿意外出务工，即超过半数倾向

于外出务工。29%的选择了一般，16.8%的不愿意

外出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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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1.模型构建 

采用 Ordinal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设维

族农民外出务工意愿为Ｙ。Ｙ=１，表示农民对外

出务工“很不愿意”；Ｙ=２，表示“不太愿意”；

Ｙ=３，表示“一般水平”；Ｙ=４，表示“比较愿

意”；Ｙ=５，表示“非常愿意”。影响 Ordinal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因变量Ｙ的ｍ个自变量分别记为Ｘ

１，Ｘ２，…，Ｘｍ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

一般表达式， 可记为： 
XY βα +=                          (1) 

以P表示农民不同外出务工意愿的发生概率，则： 

( ) i.....iY ΡΡΡΡ ++=≤ 21                   (2) 

农民不同程度对外出务工愿意与不愿意的概

率之比被称为事件发生(Odds)， 

记为 )/( ii ΡΡ −1 ，其数学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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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Odds 进行对数变换，则得到 Ordinal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线性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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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1)～(4))式中，α 为常数项，ｍ为自变量
个数，xi为不同的解释变量，且１≤ｉ≤５。βｉ是自

变量的系数，反映不同解释变量对农民外出务工意

愿的影响方向及程度。将(４)式两边同时取指数，

自变量回归系数 βｉ转换为ｅβｉ，ｅβｉ解释为自变量

每变化１个单位所引起的对因变量影响的优势比

的变化倍数。 

2．变量选取 

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维族农民

个人禀赋条件，主要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身

体素质和婚姻状况五个方面来考察；二是维族农民

有别于汉族的民族特质属性，着重体现在汉语言沟

通能力、清真饮食在意程度、宗教活动参加在意程

度、外出务工风险态度、务工居住条件在意程度五

个方面着手；三是维族农民的就业能力，主要从务

工经验、务工技能、就业机会识别、务工预期收入

四个方面判断。变量解释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3。 

表 3 变量含义及赋值 

      变量     变量含义及赋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方差

外出务工意愿(Y)* 非常不愿意 1-2-3-4-5非常愿意 5 1 3.53 1.198

个人禀赋 性别(X1) 1=男，2=女 2 1 1.32 0.467

 年龄/岁(X2) 24以下=1，25-34=2，35-44=3，45-54=4，55岁以上=5 5 1 2.12 0.962

 文化程度(X3) 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或中专=4，大专及以上=5 5 1 2.34 0.881

 婚姻状况(X4) 已婚=1，非在婚=0 1 0 0.64 0.484

 身体素质(X5)* 非常差 1-2-3-4-5非常好 5 1 3.75 0.935

民族特质 语言沟通能力(X6) 非常差 1-2-3-4-5非常好 5 1 2.64 0.940

 清真饮食在意程度(X7) 1=在意，0=不在意 1 0 0.74 0.192

 宗教活动参加在意程度(X8) 1=在意，0=不在意 1 0 0.82 0.149

 外出务工风险态度(X9) 1=务工风险可怕，0=务工风险正常 1 0 0.60 0.361

 务工居住条件在意程度(X10) 1=在意，0=不在意 1 0 0.81 0.151

就业能力 务工技能(X11)* 非常差 1-2-3-4-5非常好 5 1 3.16 0.588

 务工收入预期/元(X12) 1=1000以下，2=1000-1800，3=1800-2600，4=2600-3400，5=3400以上 5 1 2.34 1.389

 务工经验(X13)* 非常差 1-2-3-4-5非常好 5 1 3.18 0.658

 就业机会识别能力(X14)* 非常差 1-2-3-4-5非常好 5 1 3.58 3.063
 
从解释变量的类型来看，解释变量包含虚拟变

量、定序变量和连续变量三种类型。 其中性别、 婚

姻状况、清真饮食、宗教活动、外出务工风险、居

住条件为虚拟变量；文化程度、 身体素质、语言

沟通能力、务工技能、务工经验、就业机会识别为

有序多分类变量；年龄、 务工收入预期为连续变

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有序多分类自变量比

较多，研究者为了统计方便，也常常把有序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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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近似地当成连续变量来处理[11]。因此，本文

的自变量均满足回归分析的基本要求。用 eviews5.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估计模型包括两个：模型１显示分析个人禀

赋、民族特质、就业能力三个方面对维族农民外出

务工意愿的影响；模型２显示剔除不显著因素后其

他因素的影响。从模型 1~2估计结果来看 (表 4)，

Log likelihood 值很大，  Pseudo R-squared 达到

0.022，模型拟合优度较理想。 

从模型 2中很容易观察到，个人禀赋条件中的

性别与文化程度因素正向影响显著。这表明男性、

身体素质好和文化程度高的维族农民外出务工意

愿相对较强。年龄呈现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越

不愿意外出务工。回归系数还揭示，性别和身体素

质状况影响最大，分别达到 0.316791和 0.312065。

这表明男性和身体素质指标每提高一个单位，外出

务工意愿提高 0.3 倍以上，以上回归分析结果完全

印证了假设 1的成立。 

表 4 个人禀赋、民族特质、就业能力对维族农民

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 

模型 1 模型 2 
变量 

回归系数 P值 回归系数 P值 

个人禀赋 X1 0.303059* 0.072 2 0.316791* 0.053 9

 X2 -0.251011*** 0.006 3 -0.266825 *** 0.001 0

 X3 0.180196** 0.047 5 0.163083* 0.069 8

 X4 -0.067481 0.711 8   

 X5* 0.332998*** 0.000 1 0.312065*** 0.000 2

民族特质 X6 0.048312** 0.037 0 0.045813* 0.052 3

 X7 -0.008226 0.959 4   

 X8 -0.317264* 0.088 1 -0.319724* 0.079 3

 X9 -0.221232* 0.053 0 -0.224640** 0.047 2

 X10 -0.353500* 0.070 0 -0.355923* 0.066 4

就业能力 X11* 0.217118** 0.033 2 0.212352** 0.032 8

 X12 0.229600*** 0.000 2 0.230868*** 0.000 1

 X13* 0.020356 0.824 6   

 X14* 0.272982*** 0.000 7 0.274124*** 0.000 7

Log likelihood -994.1279 -994.1531 

Pseudo R-squared 0.022320 0.022295 

Total obs 701 

注：＊＊＊P ＜0.01，＊＊P ＜0.05，＊P ＜0.1。  
从民族特质方面看，语言沟通能力和外出务工

风险态度在 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语

言沟通能力有正向影响，认为外出务工风险大负向

影响显著。宗教活动参加在意程度和务工居住条件

在意程度在 10%的显著水平上负向通过了统计检

验，回归系数分别为-0.319724和-0.355923，而且，

后二者对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大于前两个因素。这

表明越在意宗教活动及外出务工居住条件的农民

越不愿意外出务工，这同假设 2的预期一致。清真

饮食在意程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同预期有较

大的反差，比较信服的解释是，维族农民能通过各

种渠道获得相关信息，在全国各城镇较容易地找到

清真食品，可以方便地解决饮食问题。 

从就业能力角度看，就业技能因素在 5%的水

平上正向影响显著，务工收入预期和就业机会识别

能力均在 1%显著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对外出

务工意愿呈现正向影响。其中，就业机会识别能力

影响最大，达到 0.274124，即就业机会识别能力每

提高 1个单位，外出务工意愿提升 0.274124倍。以

上分析结论验证了假设 3的成立，表明对自我就业

能力越有信心的维族农民外出务工意愿越强烈。务

工经验影响尽管方向为正，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

验，可能是样本对象都是从未外出务工的农民，谈

不上有什么经验体会。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样本调查数据显示，54.2%的维族农民有较强

的外出务工意愿。实证分析表明，个人禀赋、民族

特质、就业能力中的绝大多数因素都对维族农民外

出务工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个人禀赋中的性别、

年龄、文化程度和身体素质四个变量影响显著；民

族特质中除清真饮食因素外，其他四个因素影响显

著；就业能力中的务工技能、务工预期收入、就业

机会识别能力三个因素通过显著性检验。结论具有

如下政策含义： 

一是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工作重点需要继

续放在农村少数民族集中连片区，从重数量的“外

延式”扩张逐步转变到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

提高农民教育和培训的针对性。 

二是大力发展维族农民经纪人队伍，逐步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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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导外出务工转向农民经纪人主导外出务工，用

维族同胞群体性外出务工行为化解其对外出务工

的担心和顾虑。 

三是推进维族农民就业能力建设工程，有针对

性地强化外出务工技能培训；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

信息平台，对接用工单位的用工信息；规范劳务派

遣中介的管理和服务；建立富余劳动力统计台帐，

加大县域内劳动力的信息登记，记录劳动力用工意

愿与就业倾向，为农民提供可靠、稳定的用工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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