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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个体特征和工作性质与其就业境况的相关性 
——基于河北 310 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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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更好地分析农民工个体特征、工作性质与其就业境况的相关性，以河北省 310名农民工为样本，对其

就业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后发现，在个体特征方面：男性被试的工资收入明显高于女性被试；已婚无子女被试的离

职最为频繁，有子女的被试工作时间最长；被试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工资收入也越高、工作时间则会相应缩短，

离职次数会增加；被试的年龄对收入有负向影响，即年龄越大收入越低。在工作性质方面：销售人员的工作时间

最少、工龄最短、离职也最为频繁，而工头和班组长等从事一线管理工作的被试收入最高；建筑业样本离职最少、

工龄最长，餐饮娱乐业样本工作时间最长，制造业样本收入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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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migrant worker’s individuality and job characteristics on their employment: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310 migrant workers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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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10 migrant workers in Hebei province,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individuality, job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employment. It found that, viewing from the term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 income of male subjec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female participants; (b) married 
childless participants changed their job most frequently, while those with children had longest probation period; (c) 
participants with higher education degree had higher wage and less working hours, and the frequence of their changing job 
was larger; (d) the age of the participants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income. In terms of job characteristics: (a) considering 
from the post of the samples, the sales staff had the least working hours and length of service, since they changed their job 
frequently, while foremen and supervisors earned more;(b)considering from the working field, construction workers didn’t 
change their job often and their length of service was relatively longer, and the working time of workers of dining industry as 
well as entertainment industry was the longest, and the income of manufacturing samples was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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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农民工的就业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80%经历了返乡的热潮。随着金融危

机的影响逐渐淡去，企业经济的恢复，使得用工需

求又逐渐增加，各地出现不同程度的“用工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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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玩具、制鞋和电子等企业劳动力不足状况尤

为严重，各地政府和企业纷纷出台举措来吸引农村

劳动力，“用工荒”现象有所缓解。然而，如果没

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用工、就业、生活等问题，

“用工荒”现象还可能反复，甚至加重。此外，农

民工的就业境况不仅关系到农民工生活状况的改

善，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三农”问题的

解决以及社会的稳定。因此，有必要对金融危机之

后农民工的就业境况做一个深入的调查和了解。 

回顾相关研究，学者在此问题上进行了较多探

讨。如纪韶在全国 19 个城市进行了调研，分析了

农民工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其工作场所、是否签订合

同、月收入、社保情况的影响。[3]高耀志以河南为

例分析了就业疏导和服务政策对农民工就业渠道

的影响。[4]韩凯和王宾则通过对 105 个村的调查，

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返乡意愿的影

响。[5]此外，樊帆[6]、陈浩[7]等人也对金融危机后农

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研究。鉴于农民工就业境况

研究的重要性，笔者选择了更为详细的个体特征和

工作性质变量，以及更为具体的个体层面的就业数

据，应用统计学方法探寻两类因素间的关系，以期

为各级政府和用人单位提供借鉴。 

问卷调查在秦皇岛、保定、石家庄、唐山、承

德、张家口、邯郸 7 个城市进行，时间从 2010 年

10月至 2011年 3月，共调查了 330位农民工个体。

经过筛选，剔除了有明显错误和规律的问卷，最终

得到有效问卷 310份，问卷的有效率达到 94%。在

获得有效数据的基础上，应用统计软件 SPSS17.0

对原始数据编码或者进行计算生成新变量，并作进

一步数据处理与分析。由于本调查没有采取在全国

范围内随机抽样的方式，所以，研究结果并不能推

断总体，但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局部地区

农民工的工作现状与特点。 

考虑到农民工个体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

家庭状况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和职位、行业等工作性

质与他们的就业境况密切相关。因此，将上述个体

特征和工作性质中的类型变量作为分组条件，通过

单因素方差分析，揭示上述特征与就业境况之间的

关联；将年龄等连续变量作为自变量，将就业境况

作为因变量，通过回归分析，进而讨论年龄对上述

就业境况的影响。 

本研究所界定的农民工，具有如下条件：具有

农业户籍身份；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的以工资为

收入来源者；含农业户籍的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

者和自我雇佣身份的从业者。这个范围小于广义的

界定。[8]如此界定主要出于两点考虑：其一，雇员

与雇主和自我雇佣者在就业境况、社会认知等方面

存在显著差异。其二，狭义的农民工界定更能反映

农民工群体的实际就业境况。本次调查样本的人口

统计特征如表 1所示。 

表 1 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 
 特征 频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201 64.8 

 女 109 35.2 

年龄 小于 20岁 19 6.1 

 21-25岁 74 23.9 

 26-30岁 60 19.4 

 31-35岁 30 9.7 

 36-40岁 39 12.6 

 40岁以上 88 28.4 

婚姻 未婚 71 22.9 

 已婚无子女 58 18.7 

 已婚有子女 181 58.4 

教育程度 小学 61 19.7 

 初中 178 57.4 

 中专/技校 29 9.4 

 高中 25 8.1 

 大专 17 5.5 

现工作时间 小于半年 37 11.9 

 半年-1年 68 21.9 

 1-3年 98 31.6 

 3-5年 47 15.2 

 大于 5年 60 19.4 
 
金融风暴后农民工的离职频率明显降低，平均

不到 1次；平均每周工作天数为 6.78天，几乎没有

休息日；每天平均工作 9.12小时，每周工作时间更

是高达 62 小时，超出国家规定标准(40 小时/周)的

50%以上；平均月收入 1 720.73元，与河北省 2009

年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2 365.25 元相比，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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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5%。这说明农村务工人员的整体收入水平仍处

在较低水平。本文对全部 310个样本数据进行了描

述性统计，详细数据如表 2所示。 

表 2 农民工基本就业境况数据 
 离职次数/次 工龄/年 周工作时间/小时 月收入/元

最小值 0 1 25 700 

最大值 10 5 112 6000 

均值 0.95 3.08 62 1720.73 
 

二、农民工个体特征与其就业的相关性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和回归分析(Regression Statistic)对数据进行分析。

鉴于“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统计

学变量为类别或次序型变量，适用于以单因素方差

分析的方法探寻就业境况在这些人口特征上的差

异；对于“年龄”这种连续型变量，采用回归分析

的方法探讨其与农民工就业境况的相关性。 

如果在单因素方差分析中，发现其就业境况呈

现显著差异，则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分析。多重比

较分析旨在找出各特征分组农民工之间在哪些就

业境况上呈现显著差异。并就不同分组的被试在差

异性就业境况上的分布做交叉分析。在分析工具的

选择上采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包，对本次调查

不同特征的农民工的离职次数、工龄、每周工作时

间、月工资收入等进行统计分析。 

1．性别与就业的相关性 

性别是影响个体就业的最基本因素，就业境况

的性别差异受到以往研究的广泛关注。[9-11]因此，

首先探讨性别与农民工群体就业境况的关联。在对

农民工的性别进行单因子方差分析后得到以下结

果（表 3）。 

表 3 不同性别被试就业的平均得分与单因素方差

分析结果 
 离职次数/次 工龄/年 周工作时间/小时 月收入/元

男 1.00 3.08 62.15 1 969.83 

女 0.87 3.07 61.75 1 261.38 

F 0.45 0.01  0.07 58.58 

Sig. 0.50 0.94  0.80 0.00 
 
从表 3可见，尽管不同性别的被试在离职次数、

工龄、周工作时间上有所区别，然而这种区别并未

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水平。即性别对离职次数、

工龄和工作时间没有明显的影响。但在月收入方

面，男性被试的月平均收入明显高于女性被试，达

到了女性被试的 1.56倍。与以往相关研究的数据相

比(1.07倍，李利英和董晓媛(2008)[12]；1.22倍，陈

建宝和段景辉(2009) [13])，差距更为明显。 

从职位规范角度看，在管理、技术、设计等对

体能要求较低的职位上男女差别不大，但对于体能

依赖较高的工作，男女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一结果

也符合农民工的主要工作性质，即农村劳动力多以

低附加值的体力劳动为主，体力构成了工资收入的

主要部分，而在此方面男性明显优于女性，故男性

被试的收入较高。 

2．婚姻与就业的相关性 

婚姻及家庭状况不仅会影响到个体对其社会

责任的感知，而且会增加个体对工作的依赖性。已

婚的农民工一旦轻易离职，将不得不面对家庭收入

急剧下降的窘迫情境。因此，家庭和婚姻情况应该

与农民工的就业境况密切相关。本研究对不同婚姻

状况的被试在各就业境况上的得分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 

表 4 不同婚姻状况被试就业的平均得分与单因素

方差分析结果 
 离职次数/次 工龄/年 周工作时间/小时 月收入/元

未婚 0.82 2.38 61.54 1590 

已婚无子女 1.47 3.22 64.90 2005 

已婚有子女 0.84 3.31 61.27 1681 

F 4.08 15.33 1.73 4.39 

Sig. 0.02 0.00 0.18 0.01 
 
由表 4中数据可见，婚姻状况与工作时间的关

系不大，虽然已婚无子女的被试平均工作时间最

长，但未达到显著水平。不同婚姻和子女状况的被

试在离职次数、工龄和月收入上呈现出明显的差

异。表 5展示了不同婚姻状况的被试，在有显著差

异的就业境况上的两两比较结果。可见，未婚被试

与已婚被试在工龄方面差异明显，已婚无子女的被

试与未婚和已婚有子女被试在收入和离职次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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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明显。未婚农民工的离职次数、工龄和月收入

方面都是最低的。他们年龄小，所以工作年限和换

单位次数较少，相应地缺乏工作经验致使其工资较

低。已婚有子女的被试离职次数也较少，而且现单

位工作年限最长，可能是源于他们的家庭责任较重

的缘故。 

表 5 不同婚姻状况被试的多重比较结果 
 未婚 已婚无子女 已婚有子女 

未婚    

已婚无子女 S，T，Y   

已婚有子女 Y S，T  

注：采用 LSD法，表中为各分组间存在显著差异的离职次数(T)、

工龄(Y)、周工作时间(W)和月收入(S)  
3．受教育程度与就业的相关性 

从人力资本的构成来看，其包括体力资本、智

力资本、社交资本和情绪资本等要素。其中智力资

本是指一定时期内个体的综合认知和学习能力，包

括基本的知识结构、技巧和专业技能。由于智力资

本对产品和服务价值的贡献越来越大，提升智力资

本越发受到重视。[14]受教育是提升个体智力资本最

有效和直接的途径，因此，有必要从该途径入手探

讨教育程度与农民工群体就业境况的关联。 

表 6 不同教育程度被试就业的平均得分与单因素

方差分析结果 

 离职次数/
次 工龄/年 周工作 

时间/小时 月收入/元 

小学  .47 3.65 62.03 1 601 

初中  .99 2.94 63.37 1 665 

中专/技校 1.24 3.21 61.86 2 054 

高中 1.44 3.00 58.32 1 718 

大专 1.00 2.53 54.59 2 170 

F 2.33 4.40  2.46 2.89 

Sig. 0.05 0.00  0.03 0.02 
 

表 7 不同教育程度被试的多重比较结果 
 小学 初中 中专/技校 高中 大专

小学      

初中 Y     

中专/技校 S S    

高中 Y，W W    

大专 Y，W，S W，S W W  

注：采用 LSD法，表中为各分组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工龄(Y)、周工

作时间(W)和月收入(S)  

如表 6、7 中显示，不同教育背景的被试在离

职次数、工龄、工作时间和月收入方面均有显著差

异。小学文化的被试虽然工作时间最长，收入却最

少，他们工龄最长，不能轻易离职；大专学历的被

试收入最多，工作时间却最短。这说明教育和技术

确实能够改善农民工群体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从离

职次数来看，受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着被试的工作能

力和技术水平，这些能力又影响着转换工作的可能

性，因此受教育水平越低离职次数越少。从工龄上

来看，受教育水平越低的被试，在一个单位工作时

间越长。受过大专教育的被试工龄最短。这可能源

于两个原因，其一，受教育较高的被试参加工作的

时间较短；其二，他们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技能，

易于流动。[15]从工作时间方面来看，随着受教育程

度的不断增加，相应的待遇和工作条件也得到改

善，工作时间作为工作疲劳程度的指标呈现下降趋

势。从月收入来看，受教育越多的被试月收入也越

高。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受教育水平越高，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就越高，进而获得更好的福利和

待遇。[16,17]  

4．年龄与就业的相关性 

鉴于年龄变量属于连续型变量，因此本研究运

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揭示其与离职次数、工龄、工

作时间和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由于之前的方差分

析可发现性别、婚姻及家庭状况、教育程度、职位

和行业变量与被试的就业境况存在关联。因此，在

做逐步回归分析时，先控制上述变量，再分析年龄

对就业境况的影响作用。从表 8的数据可见，年龄

只对收入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r=-0.155，P<0.01)。

这一影响可能源于几个原因：其一、工作经验并不

是农民工工资收入的主要给付因素，对于体力劳动

而言，工资更多地依赖于体能的状况。随着年龄增

长，体能下降，收入也相应减少。其二，作为年轻

一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较父辈掌握了更高的技

术，知识水平较高，因此，年轻一代的收入较父辈

更高。其三，年长的农民工多从事低附加值的工作，

收入较低。从这样的回归关系也可以发现，随着新

生代农民工知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他们的生存状

况呈现改善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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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年龄对各就业境况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控制变量 
离职次数/次 工龄/年 周工作小时数/小时 收入/元 

性别 –0.024 –0.028 –0.026 –0.014 –0.082 –0.09 –0.421** –0.44** 

婚否 0.003 0.021 0.259** 0.201** –0.042 –0.04 0.063 0.149 

教育程度 0.115 0.113 –0.094 –0.086 –0.156** –0.162** 0.061 0.049 

职位 –0.019 –0.018 –0.044 0.045 –0.167** –0.166** –0.283** –0.281**

行业 0.055 0.057 0.006 0.001 –0.192** –0.188** 0.109 0.116**

自变量         

年龄  –0.033  0.105  –0.068  –0.155**

R2 0.02 0.02 0.086 0.093 0.098 0.101 0.246 0.262 

F 1.225 1.055 5.729** 5.200** 6.622** 5.687 19.853** 17.906**

R⊿ 2 0.02 0.001 0.086 0.07 0.098 0.003 0.246 0.016 

F⊿  1.225 0.22 5.729** 2.420 6.622** 1.012 19.853** 6.405**

注：**表示 P<0.01， *表示 p<0.05 
 

三、农民工工作性质与其就业的相关性 

1．职位与就业的相关性 

职位是影响员工就业境况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相关因素。根据农民工群体的典型工作内容，将农

民工的主要工作职位分为工头、现场管理、班组长、

服务人员、销售人员、操作技师、工人和其他(保安、

环卫等)等。这些工种和职位也基本涵盖了农民工的

主要工作角色。 

表 9 不同职位被试就业的平均得分与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 

 
离职次数/
次 

工龄/年 
周工作时间/小

时 
月收入/元 

工头 .75 3.50 75.25 2 875 

现场管理 .80 3.70 58.20 2 735 

班组长 .67 3.50 61.83 2 809 

服务员 1.05 2.83 67.10 1 457 

销售员 1.93 2.64 54.71 1 478 

操作技师 .93 3.26 64.04 2 175 

工人 .81 3.14 60.20 1 716 

其他 1.00 3.10 58.86 1 341 

F 1.09 1.37 3.95      11.78 

Sig. 0.37 0.22 0.00    0.00 
 
如表 9所示，对各组被试在各就业境况上的平

均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分析，离职

次数和工龄均未有显著差异。表 10 显示，不同职

位的被试就业境况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工作时间和

月收入方面。处于管理岗位的工头和现场管理人员

工作收入最高，但工头因工作性质的缘故，其工作

时间则最长。现场管理多受雇于正规企业，因此在

公休时间方面能有所保障。由于销售人员特殊的工

作性质，其工作时间主要取决于客户的工作时间，

因此，该群体被试的工作时间最短。与此同时，调

查发现农民工群体从事销售职位的人员整体素质

偏低。推销商品多为保健品、美容产品、服装鞋帽

等，销售此类商品的进入门槛较低，对知识、技术

和体力等的要求不高。这也是该职位从业人员工资

收入普遍较低的原因。从事管理职位(如工头、现场

管理和班组长)的被试收入水平较高，这也符合社会

的整体分配规律。[9]另外，操作技师因为具有一技

之长，收入水平也较高。工头由于要负责施工现场

的多种工作，工作时间最长，相应的工资收入也最 

表 10 不同职位被试的多重比较结果 
 工头 现场管理 班组长 服务员 销售员 操作技师 工人

工头        

现场管理 W       

班组长        

服务员 S W，S S     

销售员 W，S S S W    

操作技师  S S S W，S   

工人 W，S S S W，S  S  

其他 W，S S S W  S S

注：采用 LSD法，表中为各分组间存在显著差异的离职次数(T)、
工龄(Y)、周工作时间(W)和月收入(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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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现场管理和班组长从事基层管理工作，因此较

其他农民工收入较高。旅馆和饭店的服务人员，由

于从事服务业的缘故，工作时间最长。 

2．行业与就业的相关性 

建筑业和服务业是农民工最集中的两个行业，

本调查数据显示，样本的 42.6%从事建筑业， 54.8%

从事服务业，只有 2.6%从事制造业。这些数据具有

明显的区域特性，部分原因是河北制造业相对薄弱

所致，在东南沿海可能会有所不同。[18]如表 11 所

示，不同行业被试在离职次数、工作时间和月收入

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表 11 不同行业被试就业的平均得分与单因素

方差分析结果 

 
离职次 
数/次 

工龄/年
周工作 
时间/小时 

月收入/元 

旅馆酒店 .77 2.92 62.77 1 342 

零售业 1.65 2.29 50.76 1 523 

餐饮娱乐 .99 3.19 71.24 1 351 

建筑业 .67 3.19 61.50 1 986 

制造业 1.00 3.13 51.13 2 338 

其他 1.33 2.95 56.05 1 670 

F 2.44 1.81 17.31       7.91

Sig. 0.03 0.11  0.00       0.00
 
如表 12所示，在离职方面，零售业的离职最频

繁，明显高于建筑、保安、环卫、保洁等行业。从

事建筑业的被试离职次数最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

建筑工人的工作组织形式有关。建筑工人多数是由

工头组织，统一到某一个工地或建筑企业从业，大

部分人是来自同一个地区的同乡和邻里，逐渐形成

了一个长期共同工作、较为稳定的群体。在工作时

间方面，工作时间的长短与工作性质密切相关，从

事生产和销售行业的被试周工作时间最短；从事服

务业(如餐饮娱乐业、旅馆酒店)和建筑业的工作时间

较长；其中餐饮和旅馆业的日工作时间最长。综合

来看，零售业，制造业和保安、环卫、保洁等行业

的农民工劳动强度相对小些。在收入方面，由于制

造业和建筑业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和知识以及劳动

付出较多，因此他们所得到的回报也较高。 

表 12 不同行业被试的多重比较 
 旅馆酒店 零售业 餐饮娱乐 建筑业 制造业

旅馆酒店      
零售业 W     
餐饮娱乐 W W    
建筑业 S T，W，S W，S   
制造业 W，S S W，S W  
其他   W，S T，W，S S 

注：采用 LSD法，表中为各分组间存在显著差异的离职次数(T)、
工龄(Y)、周工作时间(W)和月收入(S) 

四、结论及其含义 

根据调查数据分析，本研究显示：第一，农民

工就业较金融危机之前更加稳定，离职频率整体不

高，受到婚姻状况和行业的影响显著。第二，被试

的现单位工作年限平均为 3年左右，处于适中的水

平，受到婚姻状况和受教育水平的显著影响。第三，

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过长，平均达到 62 小时/周，大

大高出国家规定。几乎没有休息日，日工作时间也

远高于 8小时。工作时间受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

职位和所属行业的影响显著。第四，农民工的整体

收入水平较低，远低于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男性

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远高于女性农民工；已婚被试也

显著地高于未婚被试；月收入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

高而增加；职位对收入的影响显著，管理和技术岗

位的收入较高；不同行业也存在较大的收入差别，

从事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员工的收入明显

高于从事服务业者。 

研究结论具有以下含义：首先，工业化背景下，

随着我国“创造”时代的到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

企业获利方式的转变对劳动力素质有了更高的要

求。农民工作为重要劳动力来源，必须不断提高自

身的综合素养和技术水平，以适应需要。[19]其次，

政府应该增加继续教育、职业教育、业余培训的扶

持力度，提高农民工的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最后，

鉴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过大，工资水平偏低，缺乏

相应的劳动保护和必要的休养保健，政府应加大监

督力度，在法律和执行上真正保障农民工的合法劳

动权益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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