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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禀赋视角和 386 份问卷数据 

徐晓鹏 

(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基于郑州 386份农民工问卷数据分析表明：区位便利度、社区人口外出务工影响、文化程度、身体健康

状况、自身技能特长水平、工作适应能力、父辈外出务工经历和家庭农业劳动人数等因素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

正向影响显著；性别、年龄、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家庭经济收支现状和家庭生活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外出务工

意愿负向影响显著；社区内邻里间关系、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工作搜寻能力、家庭学龄子女人数、家

庭需要照顾老人数、家庭经济支持情况和外出务工收入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影响不显著。 

关 键 词：农民工；务工意愿；影响因素；社区因素；个体因素；家庭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6)04-0056-07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work: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ndowment condition and 386 survey data from Zhengzhou 
XU Xiao-peng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450001)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386 migrant workers from Zhengzhou, the analytic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venience degree of the location condition, the effect of gonging out to work of the community population, degree of 
culture, the health situation, the skill and expertise level, job adaptability, the effect of the parents go out to work 
experience and th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labor of the family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work; the gender, age, th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of the family, the family economy income-expenditure situation 
and the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hav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work; the 
neighborhood relations within the community, whether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o participate in skills training, job search 
ability, the number of the school-age children, the number of the elderly that needs to take care, the economic support 
from the family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income-expenditure of the migrant workers don not have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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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农户收入的 40%来自打工收入[1]。由此可

见，农户生计模式已经发生显著转变，从一维的农

民变成了二维的“工人—农民”，农户对外出务工
                                                        

收稿日期：2016－06－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SH050)；河南工

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基金项目(2013BS016)；河南省高校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2015-JD-04) 

作者简介：徐晓鹏(1984—)，男，河南郑州人，讲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已经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因此，如何有效激励农民

工外出务工已成为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及当前“三

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要提升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就必须培养农

民工的就业能力。就业能力是指劳动者获得和保持

工作，并在需要时重新获得就业的能力，它对解决

就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2-4]。有学者把农民工就业能

力分为内在就业能力和外在就业能力[5-6]。其中，内

在就业能力的核心是人力资本[7]，社会资本通过人

力资本对就业能力发生作用；外在就业能力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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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个性特质和外部环境[8-9]。此外，学者们还从人力

资本、个体适应性、职业认同、社会资本、社会支

持和社会保险等方面对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进

行了研究和分析[5,10-13]，并提出应该从增强外出转

移的组织、提升农民工素质水平、增强就业保障和

加强就业技能培训等四方面来提升农民工外出务

工的意愿[14-15]。           
综上所述，相关学者主要是从农民工个体、政

府和社会支持三个层面对农民工外出务工展开了

研究。笔者认为，与农民工就业相关的政府政策和

来自社会方面的支持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农民工外出务工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来自家庭和

社区环境因素的影响。为此，笔者拟基于社区、个

体和家庭三个层面禀赋条件的定量分析，从社会学

角度对影响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因素进行分析阐释，

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本研究选取河南郑州 4个典型的农民工聚居区
作为研究样本来源地，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相

结合的方式来研究社区、个体和家庭三个层面的禀

赋对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影响。首先，采用简单随机

抽样的方式从每个农民工聚居区抽取样本 100个，
其中有效问卷为 386份，有效率为 96.5%。所调查
的 386份有效样本中近五年内会继续选择外出务工
的有 288人，占 74.6%；近五年内会选择返乡的有
98人，占 25.8%，样本特征如表 1所示。与此同时，
还对问卷调查过程中所遇到的典型个案进行了深

入访谈，以能够更好地保证所获取信息的真实性，

进而更好地对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 

表 1 调查样本统计特征 
变量 分类 百分比 变量 分类 百分比 变量 分类 百分比

区位便利度 非常不方便  8.6 自身技能特长水平 非常差  5.5 家庭学龄子女人数 0 25.2 
 不方便 18.6  较差 12.8  1 33.6 
 方便 30.2  一般 28.5  2 28.5 
 非常方便 42.6  较好 38.2  3 12.7 
社区内邻里间关系 一般 32.7  非常好 15.0 家庭需要照顾老人数 0 52.6 
 较好 67.3 近五年内是否参加 是 33.1  1 36.7 
社区人口外出 不明显 12.5 过技能培训 否 66.9  2 10.7 
务工影响 一般 56.7 工作搜寻能力 较差 34.2 家庭经济收支现状 非常不满意 32.4 
 明显 30.8  一般 43.1  不满意 38.2 
性别 男 62.4  较好 22.7  比较满意 19.3 
 女 37.6 工作适应能力 较差 29.1  满意 10.1 
年龄 18-28 19.2  一般 53.3 家庭经济支持情况 较差 53.2 
 29-40 41.4  较好 17.6  一般 35.2 
 41-48 32.6 父辈外出务工经历影响 不明显 24.4  较好 11.6 
 49-55  6.8  一般 43.3 家庭生活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 12.3 
文化程度 小学 12.8  明显 32.3  不满意 42.2 
 初中 58.2 家庭农业劳动人数 0  6.1  比较满意 18.7 
 高中 23.8  1 31.8  满意 18.6 
 大专及以上  5.2  2 43.9  非常满意  8.2 
身体健康状况 非常差  4.2  3 18.2 外出务工收入满意度 非常差  8.2 
 较差 12.4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 0 12.7  较差 34.6 
 一般 20.8  1 48.2  一般 37.9 
 较好 32.4  2 34.5  较好 14.1 
 非常好 30.2  3  4.6  非常好  5.2 

 

三、模型选择和变量赋值 

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发现，社区(C)、个体

(H)、家庭 (F)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具有不同程度

的影响，基于此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P = f(C，H，F) 
其中，P是指近五年内是否会继续选择外出务

工。主要包括以下变量：区位便利度(x1)、社区内
邻里间关系(x2)、社区人口外出务工影响(x3)；性别
(x4)、年龄(x5)、文化程度(x6)、身体健康状况(x7)、
自身技能特长水平(x8)、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
培训(x9)、工作搜寻能力(x10)和工作适应能力(x11)；
父辈外出务工经历影响(x12)、家庭农业劳动人数
(x13)、家庭外出务工人数(x14)、家庭学龄子女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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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5)和家庭需要照顾老人数(x16)；家庭经济生活(E)
包括家庭经济收支现状(x17)、家庭经济支持情况
(x18)、家庭生活满意度(x19)和外出务工收入满意度
(x20)。结合变量选取情况，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 =β0 +β1x1 +β2x2 +⋯+β20x20+ε 
其中，y为近五年内是否会继续选择外出务工，β0

为多元回归常数，β1~β20为偏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 
将“近五年内是否会继续选择外出务工”作为

被解释变量，1=是，0=否。通过该问题来深入研究
社区、个体和家庭三个层面的禀赋对农民工外出务

工的影响，模型中所选取的变量情况如表2所示。
接下来，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Binary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通过所选取变量来分析近五年内农民

工会继续选择外出务工的概率。在此基础上，运用

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分析解释变量的显

著性和重要性，Wald值越大说明该变量越重要。 

表 2 变量选取与赋值 
变量 赋值 预期方向 

社区 区位便利度 1=非常不方便，2=不方便；3=一般；4=方便；5=非常方便 正方向 

 社区内邻里间关系 1=非常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非常好 正方向 

 社区人口外出务工影响 1=非常不明显，2=不明显；3=一般；4=明显；5=非常明显 正方向 

个体 性别 1=男，2=女 负方向 

 年龄 1=18～28，2=29～40；3=41-48；4=49-55 负方向 

 文化程度 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及以上 正方向 

 身体健康状况 1=非常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非常好 正方向 

 自身技能特长水平 1=非常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非常好 正方向 

 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 1=是，2=否 正方向 

 工作搜寻能力 1=非常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非常好 正方向 

 工作适应能力 1=非常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非常好 正方向 

 父辈外出务工经历影响 1=非常不明显，2=不明显；3=一般；4=明显；5=非常明显 正方向 

家庭 家庭农业劳动人数 0=0人，1=1人；2=2人；3=3人；4=4人及以上 正方向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 0=0人，1=1人；2=2人；3=3人；4=4人及以上 负方向 

 家庭学龄子女人数 0=0人，1=1人；2=2人；3=3人；4=4人及以上 负方向 

 家庭需要照顾老人数 0=0人，1=1人；2=2人；3=3人；4=4人及以上 负方向 

 家庭经济收支现状 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一般；4=满意；5=非常满意 负方向 

 家庭经济支持情况 1=非常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非常好 正方向 

 家庭生活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一般；4=满意；5=非常满意 负方向 

 外出务工收入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一般；4=满意；5=非常满意 正方向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数据处理过程中，首先将所选择的 20个变量全
部引入回归方程建立模型 1，结果显示社区内邻里间
关系情况、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工作搜

寻能力、家庭学龄子女人数、家庭需要照顾老人数、

家庭经济支持情况和外出打工收入满意度等 7 个变
量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把这 7 个变量进行剔除后
再次拟合回归方程建立模型 2，结果显示剩余的 13
个变量均显著。另外，两个模型均通过了 1%水平的
显著性检验，拟合结果都比较好(表 3)。 

1．社区因素的影响 
区位便利度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分别通过了 5%

和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这表明
其所处设区的区位便利度越好，农民工外出务工意 

愿越强。这里所讨论的区位便利度主要包括地形(平

原或者山区)和距离城区远近两个方面。访谈发现，

居住地处于平原和距离城区较近的农民工外出务

工意愿较强，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其一，

人际交往范围相对要广一些，因此利用血缘和地缘

的“强关系”在外找工作也更容易，而且来自同一

社区或附近社区的务工人员较多，他们在外出过程

中也能够相互帮助，增强了农民工克服外部困难和

抵御风险的能力；其二，外出交通比较方便，增加

了他们与外界进行接触的机会，很多受访者所过的

就是“早出晚归”的生活，不仅可以照顾家里，还

可以外出务工挣钱。此外，很多用人企业也能减少

相关住宿和管理支出，因此社区便利度越好的农民

工相对容易找到工作，其外出务工的意愿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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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变量 
β Wald Sig Exp(B) β Wald Sig Exp(B) 

区位便利度(x1) 2.141 5.612 0.015** 0.423 1.625 4.508 0.002*** 0.403 
社区内邻里间关系(x2) 0.513 1.062 0.812 1.514 —— —— —— —— 
社区人口外出务工影响(x3) 1.912 3.872 0.017** 0.321 1.427 3.208 0.003*** 0.509 
性别(x4) -5.274 9.202 0.001*** 3.62 -4.302 8.123 0.002*** 2.82 
年龄(x5) -6.129 7.186 0.003*** 0.232 -7.063 10.002 0.005*** 0.308 
文化程度(x6) 3.243 8.212 0.012** 0.623 2.206 6.225 0.019** 0.605 
身体健康状况(x7) 4.645 12.629 0.002*** 22.124 6.568 15.124 0.000*** 32.628 
自身技能特长水平(x8) 3.272 9.382 0.001*** 22.216 5.250 11.212 0.002*** 21.182 
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x9) 0.742 1.552 0.714 1.812 —— —— —— —— 
工作搜寻能力(x10) 0.327 1.521 0.412 0.427 —— —— —— —— 
工作适应能力(x11) 6.472 18.281 0.001*** 35.226 5.250 12.417 0.000*** 24.281 
父辈外出务工经历影响(x12) 2.864 6.942 0.003*** 0.624 2.724 3.286 0.001*** 0.702 
家庭农业劳动人数(x13) 5.419 12.237 0.021** 12.121 4.612 9.482 0.006*** 140.262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x14) -3.282 8.684 0.019*** 0.124 -2.819 8.418 0.013** 0. 098 
家庭学龄子女人数(x15) -1.502 3.418 0.521 0.562 —— —— —— —— 
家庭需要照顾老人数(x16) -2.132 7.418 0.412 0.603 —— —— —— —— 
家庭经济收支现状(x17) -4.821 9.217 0.000*** 16.126 -4.256 9.082 0.000*** 12.234 
家庭经济支持情况(x18) 0.842 1.451 0.612 0.724 —— —— —— —— 
家庭生活满意度(x19) -5.602 10.291 0.000*** 0.012 -6.901 12.562 0.001*** 0.022 
外出打工收入满意度(x20) 2.512 1.367 0.712 1.514 —— —— —— —— 
常数项 -8.202 8.214 0.002*** 0.002 -8.106 8206 0.001*** 0.001 
Predicted Percentage Correct 96.200 97.200 
-2Log likelihood 82.574 78.462 
Nagelkerke R2  0.812 0.808 
Chi-square 252.128 253.252 
P 0.006 0.002 

注： **和***分别代表 5%和 1%水平的显著性  
社区人口外出务工影响在两个模型中分别通

过了 5%和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
而社区内邻里间的关系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

表明社区人口外出务工显著正向影响着农民工的

外出务工意愿。访谈发现，在外出打工人数较多的

农村社区，日常交流会激发那些没有外出的人群的

兴趣和动机，让他们有意识地来学习外出就业的经

验。这也是社区中外出务工人群不断扩大的主要原

因。此外，外出务工的人群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

下才会选择返乡，因为他们已经对城市的生活充满

了向往，那些在外面发展比较好的同乡也成为了他

们的真实“榜样”，返乡也因此被认为是“丢脸”

的事情，只有那些在外面“混不下去”的人才会回

家。由此可见，社区人口外出务工状况对农民工外

出务工具有显著影响。 
2．个体因素的影响 
(1)性别。该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 1%水

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这表明女性受访

者的外出务工意愿比男性要弱。访谈发现，其主要

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受“男主外女主内”

的“生产互补型”家庭模式的影响，男性往往被认

为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男性的经济生活压力相对

女性来说要大，他们会更多地选择外出务工获取收

入。二是男性具有生理方面的优势，能够从事的工

作范围也比较广，外出找工作也比较容易。不过，

女性的外出务工意愿也在逐步提升，因为随着社会

分工的细化，女性的就业范围逐渐扩大，而且有些

工作更适合女性来做。此外，很多农民外出时开始

选择夫妻双方共同外出或者全家共同外出的形式，

而且很多农民工夫妻都在从事同一种或相似的工

作，为女性外出务工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机会。 
(2)年龄。该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 1%水

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这表明年龄越大，

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越弱。访谈发现，主要原因是

因为农民工外出务工时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所以年

龄超过 50 岁的农民工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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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重新返乡务农。另外，随着农村精英劳动力

的不断流失，农村社区的“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

重。如今留守在农村的人口以老年人、妇女和儿童

为主，很多老年人为了让年轻人能够安心在外打

工，自愿留守或返乡照顾孙辈。此外，家里的土地

也需要人来种，所以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人群就成
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3)文化程度。该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这表明文化
程度越高，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越强。其原因在于

很多农村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习到一定

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将来能够走出农村，并找到好

工作，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和未来。这种思想在无形

中增强了年轻人学习的动力，并坚定了将来一定要

走出农村的信念，进而促使他们不断提升自身的知

识和技能。另外，文化程度越高，追求个人发展的

意愿更强。很多青年农民工认为，外出务工不仅能

够获取较好的收入，而且还能丰富个人经历，增加

自身的见识和能力，自身就业能力也得到不断提

升，从而为家庭生计贡献更多的力量。 
(4)身体健康状况。该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

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这表明
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越强。这

是因为农民工外出务工时主要从事的是体力劳动，

所以他们必须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留守在农村的

年轻人当中，很多就是因身体健康状况不好，或者

在外打工过程中受伤或残疾才被迫返乡的，他们只

有回家才能够得到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慰藉。

而且城市管理部门和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要求

越来越严格，其中针对身体健康和卫生情况等方面

的规定尤为严格。因此，农民工要想在城市中找到

工作，就要按照规定办理健康证等一系列证件。这

些规定对农民工外出务工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而那些身体健康状况比较差的人群的外出务工意

愿则受到了严重抑制。 
(5)自身技能特长水平和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

技能培训。自身技能特长水平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

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这表明
自身所具备的技能或特长水平越高，农民工外出务

工的意愿越强。主要原因是农民工从事体力劳动也

需要掌握一定技能，随着技能水平的提高，他们找

工作将更加容易，收入水平也更高，因此自身具有

特长的人外出务工意愿相对更强。这种现象在年轻

人身上表现最为明显，那些受家庭支持比较多的年

轻人在求学阶段往往会学习一些专业技能，主要就

是为了将来找工作方便一些。不过，近五年内是否

参加过技能培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在于农

民工自身技能主要是通过不断丰富就业经历和积

累工作经验来提升，而真正参加技能培训的机会则

不多，即使有这样的机会，也多数流于形式。 
(6)工作适应能力和工作搜寻能力。工作适应能

力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且系数均为正。这表明农民工的工作适应能力越

强，其外出务工意愿就越强。访谈发现，农民工外

出获得工作的途径比较单一，主要是凭借血缘和地

缘的“强关系”获得工作，因此他们所能获得的工

作范围比较有限。而且，受自身文化素质水平和严

峻的就业压力的影响，农民工工作质量也难以令人

满意。他们只有快速提升自身的工作适应能力，并

通过不断丰富就业经历和积累工作经验，才能不断

提升自身的外出务工意愿。农民工的工作搜寻能力

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主要原因是农民工一般是

从亲人朋友那里获得工作机会，因而与其外出务工

意愿没有直接关系。 
(7)父辈外出务工经历的影响。该变量在两个模

型中均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
正。这表明父辈外出务工经历的影响越明显，农民

工外出务工的意愿越强。访谈发现，目前，年龄集

中在 18～35 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占到
农民工总数的 88%左右，他们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
力军。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父辈多数都有外出务工

经历，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很多都有跟随父母外

出的经历，因此对城市生活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

向往，从而激发他们外出务工的兴趣和动机，增加

他们外出务工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父母也会给他

们提供精神支持和物质帮助，以及提供外出务工经

验指导，减少他们在外出务工过程中所受到的阻

碍，帮助他们快速地适应工作环境和城市生活。 
3．家庭因素的影响 
家庭农业劳动人数在两个模型中分别通过了

5%和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这表
明家庭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越多，农民工外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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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意愿越强。访谈发现，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虽

然土地在农民眼中仅仅是简单的生存资本，而且农

业生产对农民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弱，但土地对于农

民来说依然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需要留

守一部分人群来种地。当家庭中留守的人群能够满

足农业劳动的需要时，外出务工的家庭成员就没有

后顾之忧，因此就能够继续外出打工挣钱。尽管当

前农民对土地的价值思考已经从农业生产价值转

向土地的货币价值，但对于农户来说，农业生产依

然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外出的时候往往要为家庭的

农业生产进行考虑和平衡。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在两个模型中分别通过了

1%和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这表
明家庭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越

弱。访谈发现，土地和年幼的孩子依然需要人照顾，

所以家庭中外出务工的人数不能过多，需要留守一

部分人来完成这些事情。当家庭中留下足够的人来

照顾土地和年幼的孩子时，那些剩余的劳动力就可

以选择外出打工，而且对于夫妻共同外出或家庭全

部外出的形式来说，他们在外出务工过程中也能够

相互支持。家庭学龄子女人数和家庭需要照顾老人

数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和笔者的预计不相符

合，可能由于所调查的样本数比较小，因而出现了

与实际不太相符的情形。 
家庭经济收支现状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而家庭经济支

持情况和外出打工收入满意度则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这表明家庭经济收支现状的满意度越低，农

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越强。访谈发现，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农民的支出压力越来越大，农业生产已

经无法满足农民的收入需求。农民外出务工的主要

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家庭生活的现实需要，据很多农

民工反映，如果在农村就能够获取相关收入，他们

就不会背井离乡选择外出务工。由此可见，农民外

出务工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家庭生活质量

和水平，他们外出务工时省吃俭用给家里寄钱，或

者挣钱后返乡就能充分说明这种情况。对于农民工

来说，要想提升外出务工意愿和收入水平，就要通

过经验的积累不断提升自身的就业能力。此外，不

可否认的是，很多农民工尤其是青年农民工外出务

工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取日常生活所需要的

收入，更多是为了谋求自身能力的提升和满足个人

发展的需要。 
家庭生活满意度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这表明受访
者对家庭生活满意度越低，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

越强。访谈发现，农民生活满意度低的原因主要包

括：其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消费水平越

来越高，这在无形当中也拉动了农村家庭消费水平

的提高，然而城乡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农村家庭

生活压力自然而然就增大了。相比之下，家庭生活

满意度也就越来越低，而农民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

满意度，再加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外出务工的意

愿自然就有所增强。其二，随着外出务工年轻人的

文化程度的提高，他们追求个人发展的动机也越来

越强，而且随着外出过程中个人见识的增长，他们

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提升自身的生

活质量和水平，他们就不得不选择外出务工。 

五、结论与相关建议 

社区、个体、家庭等方面的禀赋因素对农民工

外出务工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区位越

便利度、社区人口外出务工影响越明显、文化程度

越高、身体健康状况越好、自身技能特长水平越好、

工作适应能力越强、父辈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越明显

和家庭农业劳动人数越多，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越

强；女性、年龄越大、家庭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对

家庭经济收支现状和家庭生活满意度越高，农民工

外出务工的意愿就越弱；社区内邻里间关系、近五

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工作搜寻能力、家庭学

龄子女人数、家庭需要照顾老人数、家庭经济支持

情况和外出务工收入满意度对农民工外出务工的

影响则不显著。 
要想提升农民工的外出务工意愿，关键是要解

决好他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其一，从个体角度来

看，要综合考虑个体人力资本和家庭人口结构情

况，以决定个人外出务工对家庭生计影响的利与

弊。另外，个人除了从家庭获取支持和帮助之外，

还要通过个人努力不断积累工作经验，以谋求个人

就业能力的提升和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其二，从

家庭角度来看，家庭除了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

进行物质投入之外，还应该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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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鼓励，帮助他们解决好家庭方面的问题，尤

其是农业生产和孩子的教育问题，以减少他们的后

顾之忧，对于夫妻或全家共同外出形式的家庭来说

则需要在他们外出过程中相互支持和帮助，在此基

础上，农民工才能够安心在外工作，并不断提升自

身的就业能力和工作质量，进而为家庭生活质量和

水平的提升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三，从社区角

度来看，农民工不仅要利用社区的区位优势通过外

出务工增强自身的就业能力，而且还应该在外出过

程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人际交往范围，并得到来自同

一社区和附近社区居民的支持和帮助，以增强自身

抵御外部困难和风险的能力。总之，为提升农民工

外出务工的意愿，不仅需要取得企业、政府和社会

等方面的支持，还要从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

的禀赋视角进行深入研究，只有综合考虑微观和宏

观两方面的因素，逐步形成从个体、环境到制度层

面的完整的就业能力支撑体系，不断增强农民工的

外出务工意愿，更好地帮助农民工就业和提升农民

工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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