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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劳动权益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聂  伟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基于珠三角 9 市 2 072 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数据，从劳动合同签订率、劳动时间、劳动收入、社会保险

等 4 个方面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呈现出显著相

关关系；农民工的权益因企业单位性质和规模呈现显著差异；个体因素中年龄对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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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migrant workers’ labor rights and its effective factors: Based on a survey in  

 

一、问题的提出 

Zhujiang Delta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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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tatus of labor right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a survey on 2 072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9 cities of Zhujiang Delta Area. The article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ive factors of labor right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labor contract signing, labor time, labor income and social insuranc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human capital and migrant workers labor rights show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the character and the scale of the enterprises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labor rights; besides, there also exist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and the labor right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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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权益是企业或社会对从事某项工作的人

所付出的劳动的一种回报，即劳动者履行了义务后

应享有的权利。农民工权益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

面：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收入、劳动时间、社

会保险等，农民工的这些权益现状如何，是人力资

本、还是组织制度等因素影响着农民工的权益，等

等。自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民工潮”出现以来，

农民工的权益问题就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众多

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合理报酬

权、工作休息权、社会保障享有权、人身权利、社

会培训参与权等权益得不到全面保障。[1-3] “外来

农民工”课题组对于农民工权益进行了探讨，并指

出：“外来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低，权益保障机制

尚待发育。”[4]刘林平等基于 2001 年珠三角女性农

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数据，认为外来女工权益与企

业性质、政府缺位和集体协商相关。“不同的产权

归属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工人的权益保障是有影

响的，规模较大的企业为外来女工提供了较好的待

遇”。[5]罗忠勇通过对珠三角农民工权益分析发现，

性别机制是影响农民工权益的一个重要因素。[6]另

外，还有研究分析了劳动权益的某一个重要方面。

如刘林平等分析发现制度压力越大的企业，劳动合

同签订率越高。[7]谢勇等在分析工资的决定因素时

发现，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民工获得正式劳动合同的

可能性比较大，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8]刘林平、

张春泥等的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民工都是自愿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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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收入是其主要原因，影响农民工加班意愿

和加班目的的变量主要是教育程度和工龄，受教育

程度越高者越愿意加班。[9]

二、研究设计与样本特征 

这些有关农民工权益的

经验研究有如下特点：一是通过某一地区或某一群

体(青年农民工、妇女等)的调查，对农民工权益进

行全面的描述。二是从描述研究和定性研究角度，

对农民工权益的某一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未能全面系统地通过定量解释性回归分析对劳动

权益的因素进行探究。为此，本研究拟在描述分

析的基础上，采用微观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从

农民工的工资收入高低、劳动时间长短、是否签

订合同、社会保险等 4 个方面出发，对农民工权

益的影响因素、各因素的影响方向及其影响程度

进行实证研究。 

1. 变量及模型选择 
(1) 因变量选择：劳动权益是一个多维度概念，

至少包括劳动合同、劳动工资、工作时间、社会保

险等 4 个方面，本文选取四个变量作为因变量。其

中月工资、周工作劳动时间(每周工作的天数×每天

工作时间数)为定距变量，工资收入取自然对数后直

接纳入模型，劳动合同为虚拟变量(是=1，否=0)，
社会保险从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失业

保险”中提取公共因子，以公共因子作为社会保险

因变量，社会保险因子的得分越高，代表着享受的

社会保险越多（表 1）。 

表 1  社会保险因子 

项目 保险因子 公因子方差 

医疗保险 0.827 0.685 

养老保险 0.813 0.661 

工伤保险 0.732 0.536 

失业保险 0.629 0.396 

特征值  2.278 

方差贡献率  56.95% 

注：KMO=0.714，信度系数=0.743 
 

(2) 自变量选择：为了解人力资本、组织制度

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主要自变量选取受教育

程度、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职业技能、参加工会、

企业性质、企业规模等。人口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性

别、年龄、年龄平方、来自省内还是来自省外等。 
(3) 模型选择：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的性质，

分别建立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二元logistic模型、月工

资收入、周工作时间、社会保险因子的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 
2. 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

会工作系蔡禾教授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

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中的“2008
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调查对象限定在

“大专学历及以下的跨县(区)域流动”的外来工，

调查样本根据人口普查和 2000 年广东人口统计九

个地级城市中流动人口(含省内跨县和外省)比例以

及《广东统计年鉴》中各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结

构，对样本进行配额控制，然后通过“拦截” 和“滚

雪球”的方法获取被访对象。调查于 2008 年 7—8
月正式展开，发放问卷 2 576 份，回收有效问卷 2 51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44%，其中农民工 2 072 名，

占外来工总数的 82.5%，本研究只选取农民工作为

样本分析。 
在调查样本中，女性 891 人，占样本 43%；男

性 1 181 人，占样本 57%。小学及小学以下者 319
人，占样本 15.41%；初中 1 067 人，占样本 51.5%；

高中、中专、职高、技校等 602 人，占样本 29.08%；

大专及以上 82 人，占样本 3.96%。有获得过国家职

业资格认证的技能证书者 436 人，占样本 21.12%；

无证书者 1 628 人，占样本 78.88%。对于劳动法的

熟悉程度，完全不知道的 306 人，占样本 14.79%；

不熟悉的 799 人，占样本 38.62%；一般 791 人，占

样本 38.23%；比较熟悉 143 人，占样本 6.91%；完

全很熟悉的仅为 30 人，占样本 1.45%。由此可见，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主要集中在初中以下

文化程度，对《劳动法》等法规非常不了解。 

三、农民工劳动权益及影响因素 

表2的结果显示了珠三角农民工权益的基本状

况。从总体上来看，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平均值

为58.20小时，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正常周工作时间40
个小时，最大值为112小时，工作时间严重超时。

工作月收入普遍偏低，平均值为1 538.4元，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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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0元，22.77%的农民工收入低于1 000元。劳动

合同签订率偏低，已经签订劳动合同的为41.53%。

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率参保率普遍偏低，不到三

成。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参保率分别达到了

58.41%、48.7%。参加职业培训的仅为26.84%。可

见，农民工在企业打工期间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劳动

权益。笔者现将造成农民工权益缺失的影响因素分

述如下。 

表 2  珠三角农民工权益劳动权益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统计项目 统计值 

周工作时间 平均值 58.20 

(时)/小时 最小值 10 

 最大值 112 

  N=2044 

月收入/元 平均值 1 538.4 

 最大值 9 000 

 最小值 200 

  N=2047 

养老保险/% 有 29.46 

 没有 70.54 

  N=2067 

工伤保险/% 有 48.70 

 没有 51.30 

  N=2070 

劳动合同/% 已经签订 41.53 

 未签订 58.47 

  N=2045 

医疗保险/% 有 58.41 

 没有 41.59 

  N=2070 

失业保险/% 有 29.46 

 没有 70.54 

  N=2070 

职业培训/% 没有 73.16 

 有 26.84 

  N=2068 

 
1. 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的影响因素 
模型一(表3)显示了关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

情况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该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

力，拟合优度达到了26.46%。 
(1) 人力资本对于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具有显著

的影响。与小学及小学以下者相比，初中、高中文

化程度签订合同的发生比增加了39%(e0.33-1)、

51%(e0.42-1)。对劳动法越熟悉越可能签订劳动合

同，参加培训的农民工，签订合同的发生比增加了

79%( e0.58-1)。相对于不参加工会的农民工来说，参

加工会的农民工签订合同的发生比提高了88% 
(e0.63

(2) 就业单位的所有制和企业规模对于农民工

合同签订具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个体户等其他企业

来说，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农民工合同签

订率提高了2.10倍(e

-1)。 

1.13-1)，三资企业的农民工合同

签订率增加了3.13倍(e1.41-1)，私有企业的合同签订

率不显著，这一结果与以前的经验研究结果是一致

的。[7-9]

(3) 性别对于合同的签订没有显著的意义，说

明企业合同的签订情况主要是受人力资本、组织制

度因素的影响，在合同签订方面，较少受到性别歧

视和偏见的渗透。年龄和年龄的平方均对劳动合同

签订率具有显著的影响，年龄与合同之间呈现出倒

U型。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合同的签订率逐渐上

升，但是到了中年之后，随着年龄增长，合同签订

率逐渐下降。由于农民工大都从事低收入劳动密集

型产业，此类型企业并没有完善的机制计算农民工

的工龄，农民工的工龄得不到承认，因此年龄增长

和工龄的逐渐加长，并没有给农民工带来制度性的

保障。另外，来自省外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较高，这

是因为来自省外的劳动者离开了原来的社会网络，

原有的社会网络随着时空距离的延长渐渐失效，这

促使农民工会较多地寻求制度保障。 

究其原因，我国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

用工相对比较规范，同时国家对于此类部门的监管

力度大，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率签订率自然较高。外

资企业许多制度都是按照国外的劳动合同制度行

事，劳动合同签订率较高。同时企业的规模越大，

劳动合同签订率越高，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

可能实行科层制管理，劳动合同签订是实现制度

化、正规化的一个重要工具。企业规模越大，企业

的社会声誉影响着效益的生产，劳动合同的签订在

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企业的生存，所以大型企业的

合同签订率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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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工资收入对数多元回归结果 

 
模型一：是否签 
合同 logistic 回归 

模型二：收入 
对数线性回归 

自变量 B 系数 标准误 B 系数 标准误 

教育(小学及小学以下=0) 

初中 0.33** 0.66 0.10** 0.02 

高中 0.42** 0.67 0.18*** 0.03 

大专 -0.68** 0.74 0.35*** 0.05 

拥有某项技能(没有=0) 0.23 0.15 0.04* 0.02 

劳动法熟悉程度 0.33*** a 0.13 0.07* 0.01 

职业培训(否=0) 0.58*** 0.28 0.06*** 0.02 

参加工会(否=0) 0.63 ** 0.63 0.06* 0.03 

签订劳动合同(否=0)   0.01 0.02 

单位性质(个体户及其他企业=0) 

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 1.13*** 0.27 0.03 0.38 

私有企业 0.23 0.15 0.01 0.04 

三资企业 1.41*** 0.19 0.01 0.02 

企业规模(100 以下=0)     

100—299 0.99*** 0.14 -0.0014 0.02 

300—999 1.47*** 0.17 -0.007 0.03 

1000 人以上 2.08*** 0.19 0.065** .026 

控制变量     

性别(女=0) 0.10 0.12 0.18*** 0.017 

年龄 0.12** 0.04 0.06*** 0.005 

年龄平方 -0.002*** 0.02 -0.0008*** 0.001 

来源(省内=0) 0.26 0.14 * -0.01 0.02 

常数项 -4.73*** 0.68 常数项 5.82*** 

PseudoR 26.46% 2  调整的R 24.74% 2 

似然值 -986.35  F 值 36.72 

样本量 1980  样本量 1957 

注：***P<0.01,**P<0.05,*P<0.1 a对劳动法熟悉的程度为定序变量，

将非常了解赋为5分，比较了解为4分，一般了解为3分，比较不了解为2

分，完全不了解为1分，然后看作定距变量纳入模型 
 
2. 农民工劳动工资情况的影响因素 
模型二(表 3)显示，人力资本和企业制度等相关

因素能够较好地说明工资的差异。模型解释力达到

24.79%，通过模型二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人力资本变量对于工资月收入具有显著影

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越高。拥

有职业技能证书者比没有者高出 0.04 个收入对数

单位；相对于没有参加职业培训的，有过职业培训

经历者的收入提高了 0.05 个收入对数单位；对劳动

法越熟悉者，工资收入越高。虽然大多数农民工进

入的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教育文化程度、

职业技能要求不高，但是农民工文化教育程度越高

和拥有职业技能、参与过职业培训等，其人力资本

存量越高，就越能体现其自身的优势，教育回报率

越高。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农民工签订合同对于工

资没有显著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08 年后我

国实行新的《劳动合同法》，部分企业迫于法律制

度的压力，与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然而劳动合

同缺乏实质性的意义，并没有给农民工带来更多的

收入保障。 
(2) 企业性质对于农民工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有学者认为农村中公有企业、半私有企业和私有企

业之间的工资决定机制没有差异,而有差异的是城

市国有企业和农村企业间工资的决定机制。[10]

(3) 个体特征的因素对于农民工的工资具有显

著影响，男性的收入比女性高出 0.18 个收入单位。

年龄对收入的影响呈现出倒 U 型，随着年龄的增长，

农民工的收入逐渐提高，但达到一定年龄后，身体

机能下降成普遍规律，生产效率逐渐降低，农民工

的工资逐渐下降。来源地对于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因

此，需要说明的是，国有企业内部的正式员工有一

套符合正式劳动市场常理的工资机制，而农民工工

资机制并非如此。在 1 000 人以上的企业工作的农

民工工资收入比在 100 人以下工作的农民工高出

0.065 个收入对数单位。企业的规模越大，工资水

平越高，企业的规模越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的

效益越好，农民工的收入因此也相对较高。 

3. 农民工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 
模型三(表 4)显示出人力资本和企业组织制度、

人口学变量对于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具有显著的影

响，模型能够解释 7.35%的差异。 
(1) 人力资本变量对于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具有

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越短，

大专文化水平者的工作时间比小学及小学以下者周

工作时间低 8.5 个小时。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从事

脑力劳动或是管理工作，工作时间相对较短，同时他

们的工资收入相对较高，经济性加班目的不强，所以

工作时间相对较短。参加职业培训者的工作时间明显

低于未参加职业培训者。参加工会和签订劳动合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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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时间相对比较短，一方面，签订劳动合同者、

参加工会可能是文化水平较高者，他们越可能从事技

术性或管理性工作，工作时间较短；另一方面，签订

劳动合同和参加工会者，他们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

工作时间稍微较短。不过，劳动熟悉程度和拥有某项

技能对于周工作时间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方向是

负向的，说明对劳动熟悉程度越高者，拥有某项技能

者，工作时间相对较短。 

表4  农民工周工作时间和社会保险的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 

 模型三：周工作时间  模型四：社会保险因子 

自变量 B 系数 标准误 B 系数 标准误 

教育(小学及小学以下=0) 

初中 -0.95 0.94 -0.01 0.06 

高中 -3.65*** 1.08 0.15** 0.06 

大专 -8.50*** 1.85 0.45*** 0.11 

拥有某项技能(否=0) -0.14 0.83 0.14*** 0.05 

劳动法熟悉程度 -0.49 a 1.37 0.11*** 0.02 

职业培训(否=0) -1.51** 0.73 0.16*** 0.04 

签订劳动合同(否=0) -3.13*** 0.75 0.63*** 0.05 

参加工会(否=0) -4.81*** 1.31 0.33*** 0.08 

单位性质(个体户及其他企业=0) 

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 -3.03** 1.48 0.43*** 0.09 

私有企业 -2.38*** 1.1 .01 0.06 

三资企业  -4.49*** 1.1 0.34*** 0.65 

企业规模(100 人以下=0) 

100—299 1.50* 0.87 0.08 0.05 

300—999 0.86 1.00 0.11* 0.06 

1000 人以上 1.38 1.00 0.25*** 0.06 

控制变量     

性别(女=0) 1.07* 0.65 0.05 0.04 

年龄 -0.49** 0.19 0.03*** 0.01 

年龄平方 0.007** 0.003 -0.000 4** 0.000 1 

来源(省内=0) 1.83** 0.76 -0.12*** 0.05 

常数项 72.86*** 3.37 -1.60*** 0.20 

调整的R 7.35% 2  33.46%  

F 值 9.62  56.12  

样本量 1956  1974  

注：***P<0.01,**P<0.05,*P<0.1 a 对劳动法熟悉的程度为定序变量，

将非常了解赋为 5 分，比较了解为 4 分，一般了解为 3 分，比较不了解

为 2 分，完全不了解为 1 分，然后看作定距变量纳入模型 

 (2) 企业制度中的企业性质对于农民工工作

时间影响显著。相对于个体户或非企业来说，在三

资企业的工作时间最短，减少了 4.49 个小时；在党

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减少了 3.03 个小时；在私

有 企业减 少 了 2.38 个 小时 。企业 规模中 只有

100—299 企业规模的农民工相对于在 100 人以下企

业的工作时间提高了 1.5 个小时，统计显著性为

0.01。300—999、1 000 人以上的虽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影响方向为正，说明企业的规模越大，工作时

间越长。从侧面来看，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的效

益越好，为了保持较好的效益，许多制造业企业需

要加班加点赶货，工作时间相对较长。 
(3) 个体特征因素对于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影响

显著。男性的工作时间比女性多 1.05 个小时。年龄

与工作时间的曲线呈现出U型，年龄越小者工作时

间越短，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后，工作时间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增长。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特点是追求自

我，实现自我，追求轻松的工作，[11]

4. 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影响因素 

而年龄越大者，

缺乏职业技能，工作效率逐渐变低，只有靠增加工

作时间来增加自身的经济收入，所以出现这一现

象。来自省外的工作时间比来自省内的高出 1.83 个

小时。 

模型四(表 4)显示出人力资本、企业性质、企业

规模、人口学变量等对“社会保险”有着重要的影

响。模型可以解释 33.46%的方差。 
(1) 人力资本对社会保险具有显著影响。受教

育程度越高，社会保险因子得分越高，享受的社会

保险越多。其中大专学历者比小学及小学以下者社

会保险因子得分多出 0.45 分。拥有某项技能者社会

保险因子相应提高 0.14 分，对劳动法越熟悉，社会

保险因子得分越高；参加职业培训者比未参加者得

分高出 0.16 分。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提升社会

保险的认知水平，了解社会保险的保障主体、程序

等，自我意识较强，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从

事的工作是技术和管理类工作，企业为这类员工买

保险的比例较高。签订劳动合同者比未签订者高出

0.63 分，未参加工会者的得分比参加工会者低 0.33
分。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合同制度和工会制度在一

定程度上保障着农民工社会保险的获得。 
(2) 企业的单位性质和企业规模对于社会保险

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

三资企业的得分比个体户等其他非企业分别高出

0.43 分、0.34 分，私有企业农民工社会保险得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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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户等非企业者得分差距不大，但统计结果不显

著。工作在个体户等非企业的农民工，他们参与社

会保险缺乏有效的身份条件，这是致使他们享受的

社会保险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企业的规模越大，

农民工社会保险得分越高，享受的社会保险越多，

相对于工作在 100 人以下企业的农民工来说，工作

在企业规模在 300—999、1 000 人及以上的农民工

社会保险因子得分高出 0.11 分，0.25 分。其中一个

重要的原因在于企业规模越大，政府部门对于该类

企业的监管相对比较到位，迫于制度的压力，规模

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会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同时

企业规模越大，越重视企业的形象和声誉，也为了

吸引更多的优秀员工来企业就业，一种外在的压力

迫使企业为部分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更深层次的

原因在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的效益越好，财力越

好才能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所在。 
(3) 个体特征变量对于社会保险因子得分具有

显著影响。年龄与社会保险因子得分呈现出一个倒

U 型曲线。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保险参与的比例

越高，当达到一定年龄后，社会保险的因子得分随

之降低，这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关，当达

到 45 岁后，养老保险的缴付将不能实现。性别对

于社会保险因子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影响。 

四、简要讨论 

以上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人力资本、企业

组织、人口特征变量对于农民工劳动权益中的劳动

合同签订率、劳动工资收入、周工作劳动时间、社

会保险等 4 个方面的影响。具体总结如下： 
(1) 农民工自身的人口学特征变量对于农民工

劳动权益具有一定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劳

动工资、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因子得分越高、

参与职业培训的机会越大，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后，

这些方面的权益渐渐下降，工作时间渐渐加长。同

时，不同的性别之间在农民工合同签订和社会保险

的享受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工作时间和工资收

入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别。 
(2) 人力资本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状况之间存

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拥有某项

技能、对劳动法越熟悉、参加工会等对农民工绝大

部分劳动权益有显著的改善。人力资本是由人力投

资形成的，存在于个人体内的知识、技能、健康等

能够增值的具有资本特性的因素之和。人力资本理

论认为教育和培训是一种私人投资，由于个体接受

教育的程度、能力、经验和所受岗位培训与个人劳

动生产率之间具有较强相关性，给付不同工作的收

入差距，体现了对个体获得技能时所支付成本的补

偿人力资本理论。[12]

(3) 不同的单位性质和企业规模之间的农民工

权益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中，

劳动合同的签订率相对较高，周工作劳动时间相对

较短，享有的社会保险相对较多，而农民工的劳动

收入差异不大。企业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合同签订

率相对较高，工资收入也相应提高，社会保险因子

得分越高；周工作劳动时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组织

理论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组织要同时面对着两种不

同的环境：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制度环境要求组

织要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

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和做法

对组织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服

从“效率”机制。

因此，农民工主体的受教育程

度越高和参与过相关培训，个人的市场回报率相对

较高，个人的劳动权益保护状况越高。这些对于提

升农民工劳动权益提供了可靠的思路和方向，政

府、企业、社会应通过多种形式加强相关培训，加

强对于《劳动法》的宣传，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存量，进一步维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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