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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长乐区的调查数据

陈 婧 文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利于减少企业运营成

本，深化企业人力资源的整合。本文运用ｌｏｇｉｔ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

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月工资收入、是否拖欠工资、工作时长、工作环境满意度、工
作经验、职业技能掌握情况、择业机会识别、职业发展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显著性

影响。基于以上改革背景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与建议，以期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

业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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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企业存在的一个 普 遍 问

题是运营成本日益高企，人力成本不断上升。有

效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有助于企业控制人

力成本，从而有助于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

标。根据《２０１６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新生代

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就业的主力军，１９８０年

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人数占全国农民工

总人数的４９．７％，比上一年增 加 了１．２％。因 此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问题不仅有利于社

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更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实现。
国内外学者对于就业稳定性的衡量主要集中

在以下５种方式：一是通过工作时间的长短对就

业稳定 性 进 行 测 量，如：Ｋｉｒｓｔｅｎ　Ｓｅｈｎｂｒｕｃｈ将 就

业任期分为小于３年，３～５年，大于５年，并且将

工作任期超过５年认为就业稳定［１］；李放 等 学 者

采用平均每份工作就业时间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进行了衡量［２］。二是通过更换工作的次数或频率

来衡量就 业 的 稳 定 性，如 郑 鑫 等 学 者［３］、周 智 炜

等［４］均根据“近三年里更换工作的次数来”判断个

人就业的稳定性；赵婷将近三年的年平均工作变

动次数小于均值的视为稳定，否则视为不稳定［５］。
三是 以 合 同 作 为 就 业 稳 定 性 的 衡 量 标 准，如：李

丹、王娟采用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期限作为

判定就业稳定性的依据［６］；周闯将“雇主是否提供

一年期及以上劳动合同”作为就业稳定性的划分

标准［７］。四是运用李克特量表作为就业稳定性的

衡量标准，如谢金艳等［８］、黄乾［９］将农民工的稳定

性分为“非常稳定”到“非常不稳定”５个类别对就

业稳定性进行衡量。五是综合使用多种测量方法

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进行测量，如：张艳华、
沈琴琴利用工作转换频数、工作任期和劳动合同期

限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衡量指标［１０］。
谢勇采用“更换就业城市的频率、更换工作单位的

频率、现职的就业持续时间和劳动合同签订”等指

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进行衡量［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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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因素也做了相关研究：陈昭玖等通过实证研究，发
现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对

新生代农 民 工 就 业 稳 定 有 显 著 性 影 响［１２］。张 建

武等基于珠三角地区的数据调查，研究发现年龄、
婚姻状况和日常工作时间对于农民工就业流动性

有显著性影 响［１３］；张 洁、张 玲 认 为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高离职率是受收入、就业环境、就业条件和职业发

展空间的影响，并且工作技能水平与新生代农民

工就业稳 定 性 存 在 密 切 的 联 系［１４］。李 放 等 进 一

步研究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就

业稳定性的影响较强，而职业技能水平的影响较

弱［２］。通过以上文献研究发现，新 生 代 农 民 工 除

了受自身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

技能水平等）的影响、还受到工资、就业环境、职业

发展空间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工资对新生代

农民工的影响最突出。
目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研究有

很多，并且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是目前对于新

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研究，都是站在某一政

策 背 景 下 对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就 业 稳 定 性 进 行 的。

２０１６年习近平 总 书 记 在 中 央 财 经 领 导 小 组 第 十

二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对于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稳定性的课题还很少。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为２０１７年７月底通过 对 福 建 省 福 州

市长乐区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地访问和问卷调

查所得到的样本数据资料，问卷主要调查了新生

代农民工的个人情况、就业稳定性的总体情况以

及就业特征等。共发放问卷４５０份，共收 回 问 卷

３９６份，其 中 有 效 问 卷３７４份，问 卷 回 收 率 为

８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２６６人，占比７１．１２％，
传统农民 工１０６人，占 比２８．８８％。样 本 的 基 本

情况如表１。
（１）因变 量：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就 业 稳 定 性（Ｙ）。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本文选择使用样本

中农民工的平均工作年数作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

的就业稳定性，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大于或等于平均

数，那么就认为此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如果小

于平均数，那么就认为农民工就业不稳定。
（２）控 制 变 量（Ｘ）。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就 业 稳 定

性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本文将选择４个控制变

量，分别为个人特征因素、劳动报酬因素、工作条

件因素、就业经验因素以及择业因素（Ｘｋ）。各项

解释变 量 的 说 明 及 描 述 性 统 计 见 表１。个 人 因

素：性别（Ｘ１）、年 龄（Ｘ２）、学 历（Ｘ３）。劳 动 报 酬

因素：月工资收入（Ｘ４）、拖 欠 工 资（Ｘ５）。工 作 条

件因素：平 日 工 作 时 间（Ｘ６）、工 作 环 境 满 意 度

（Ｘ７）、劳 动 合 同（Ｘ８）、保 险（Ｘ９）。就 业 经 验 因

素：工作经验（Ｘ１０）、职业技能掌握情况（Ｘ１１）。择

业机会与观念因素：择业机会识别（Ｘ１２）、职业发

展观（Ｘ１３）。
表１　样本基本情况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人数 比例／％

代际
新生代农民工 ２６６　 ７１．１２

传统农民工 １０８　 ２８．８８

性别
男 １３８　 ５１．８８

女 １２８　 ４８．１２

２０岁以下 ３６　 １３．５３

年龄
２１～２６岁 ９６　 ３６．０９

２７～３２岁 ８４　 ３１．５８

３３～３７岁 ５０　 １８．８０

小学及以下 １０　 ３．７７

受教育程度
初中 １０５　 ３９．６２

高中／中专 １０９　 ４１．１３

大专及以上 ４１　 １５．４８

（二）模型理论分析

为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因素，根据选定的变量，采用Ｌｏｇｉｔ二元线性回归

某项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进行实证分析。

Ｌｏｇｉｔ二元线性回归模型是研究定性变量和其影

响因素之间的有效分析工具。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的

因变量（Ｙ）的取值中有两种，即０和１，所以本文

研究新生 代 农 民 工 就 业 稳 定 影 响 因 素 的 因 变 量

（Ｙ）只有两 种 稳 定 和 不 稳 定 两 种 可 能。设Ｐｉ 表

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的概率，那么１－Ｐｉ 则

表示新生代 农 民 工 不 稳 定 的 概 率，从 而Ｐｉ／（１－
Ｐｉ）就是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就 业 稳 定 性 的 机 会 比 率，
模型的推导过程为：

Ｐｉ＝Ｅ（Ｙ＝１｜ｘｉ）＝ １

１＋ｅ－（α＋∑
ｎ

ｋ
βｋｘｋｉ）

（１）

设Ｐｉ 表示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 性 概

率，Ｙ＝１表示就业稳定，Ｙ＝０表示就业不稳定，ｉ
表示样本编号，ｋ表示影响因素的编号，ｎ表示影

响因素的个数，ｋｉ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的各种影响因素，即 第ｉ个 样 本 的 第ｋ种 影 响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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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则可得：

Ｙ＝
Ｐｉ　　　Ｙ＝１
１｜Ｐｉ　　Ｙ｛ ＝０

（２）

由于（１）式为非线性回归模型，同时本文研究

的数据为非群组数据，所以不能使用线性回归模

型，需要考虑使用非线性模型并考虑采用极大似

然估计法来进行估计。设：Ｚｉ＝α＋∑
ｎ

ｋβｋｘｋｉ
，则（１）

式写为：

Ｐｉ＝ １
１＋ｅ－Ｚｉ

（３）

则， １－Ｐｉ＝ １
１＋ｅＺｉ

（４）

因此， Ｐｉ
１－Ｐｉ＝

１＋ｅＺｉ
１＋ｅ－Ｚｉ＝ｅ

Ｚｉ （５）

对公式（５）分别取对数，得到

Ｉｎ（Ｐｉ１－Ｐｉ
）＝Ｚｉ＝α＋∑

ｎ

ｋβｋｘｋｉ
（６）

表２　控制变量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变量定义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性别（Ｘ１） 男性＝０，女性＝１　 ０　 １　 ０．４８

个人因素
年龄（Ｘ２） 岁 １６　 ３７　 ２４．８８

受教育程度（Ｘ３）
小学及以下＝１；初 中＝２；高 中／中

专＝３；大专及以上＝４
１　 ４　 ２．６８

劳动报酬因素
月工资收入（Ｘ４） 元 １　０００　 ２４　０００　４　５１０．７６

是否遇到过拖欠工资的情况（Ｘ５） 否＝０，是＝１　 ０　 １　 ０．３１

平日工作时间（Ｘ６） 小时 ８　 １６　 １２．３７

工作条件因素 工作环境满意度（Ｘ７）
非常 不 满 意＝１，不 太 满 意＝２，一

般＝３，比较满意＝４，非常满意＝５
１　 ５　 ３．１２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Ｘ８） 否＝０，是 ＝１　 ０　 １　 ０．３６

参与保险（Ｘ９） 否＝０，是＝１　 ０　 １　 ０．３５

就业经验因素
工作经验（Ｘ１０） 年 １　 １５　 ６．７４

职业技能掌握情况（Ｘ１１） 否＝０，是＝１　 ０　 １　 ０．８１

择业因素

择业机会识别态度（Ｘ１２）
非常 困 难＝１，比 较 困 难＝２，一 般

＝３，比较容易＝４，非常容易＝５
１　 ５　 ３．１８

职业发展观（Ｘ１３） 长时间在一家公司工作＝０，跳槽＝１　 １　 ０　 ０．８５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模型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Ｓｔａｔａ１２．０分析软件对样本数据进

行非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３。

表３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变量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性别 ０．５４７＊ ０．６９８＊＊　 ０．５６９＊ ０．５８７＊

年龄 　 ０．１３６＊＊＊ ０．１４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５＊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８４　 ０．１９１　　 ０．１３９　 ０．２３７

月工资收入 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拖欠工资 　 －１．００３＊＊＊ －１．２１３＊＊＊　 －１．３９５＊＊＊ －１．５４８＊＊＊　
平日工作时间 — －０．３３７＊＊＊　 －０．３１３＊＊＊　 －０．３１９＊＊＊　
工作满意度 — ０．６９３＊＊＊ ０．６５９＊＊ ０．６６３＊＊

劳动合同 — ０．２６９　　 ０．４３１　 ０．３２６

保险 — －０．２７２　　　 －０．６２４ －０．６５３

工作经验 — —　　 ０．１４５＊＊＊ ０．１５８＊＊＊

职业技能 — —　　 ０．８７０＊＊ ０．８７５＊＊

择业机会识别 — —　　 — －０．９２９＊＊

职业发展观 — —　　 — －１．０６６＊＊

常数 　 －４．８４８＊＊＊ －４．３８３＊＊　 －３．１７１ －１．８７１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９１　第１期　　　　　　　　陈婧文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



　　（二）对未通过显著性的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
　　１．受教育程度

模型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对

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发展的期望也就越高，希望能找

到高薪、活轻、有发展的工作。但是相比传统农民

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对提高了许

多，但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的是基础教育，
文化程度在初中或高中水平之间，缺乏相应的技术

水平。新生代农民工普通工作不愿意干，高薪技术

做不了，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通过不断地更换工

作，来找到一份对他们而言更理想的工作。在当前

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要求企业进行结构

性改革，从劳动供给变为技术供给。因此对于新

生代农民工的要求就不能仅仅在于提高新生代农

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应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相应

的职业技术水平，促进教育人才体制的改革。

２．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主要原因在

于农民工权利意识比较淡薄，当农民工与单位发

生纠纷时，他们往往选择忍气吞声，并不会意识到

能够通过劳动合同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他们没

有财力和精力去选择司法途径进行自我保护，劳

动合同对于企业起不到任何约束力。因此他们认

为劳动合同就是一纸空文，对他们自身的权利保

障作用比较弱。并且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逃

避责任，往往选择不签订劳动合同，即使签订了劳

动合同，对劳动合同的规定也是更偏向于维护企

业权益，劳动合同并没有起到它原本的作用。

３．保险

参保保险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 主 要 原

因可能在于目前所在的公司或企业主要为新生代

农民工提供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而目

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主要处于２１～３２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２４．８８岁，并且这些数据样本中的新

生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从事危险的工作。新生代

农民工目前或短期之内基本上无法从这些保险中

获得现实利益，因此对于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

疗保险并不看重。因此，保险对于新生代农民工

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并不大。

（三）对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

１．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性别对于新生 代 农 民

工就业稳定性是有影响的。相对男性而言，女性

吃苦耐劳，因此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有显著的影响。

２．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模型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越大，就
业稳定性也就越高．其主要原因在于较年轻的新

生代农民工爱好冒险，并且家庭负担轻，离职机会

成本小，因此想要通过跳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

作岗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家立业之后，父
母也慢慢变老、失去了劳动能力及经济来源，新生

代农民工需要赡养老人和抚养自己的小孩，经济

负担也随之变重，离职成本也大大增加，需要考虑

的因素也增多，不敢贸然轻率地选择离职。

３．月工资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

影响

通过前人的文献研究以及从样本数据中可以

发现：工资收入越高，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次数

越少，其工作稳定性也就越高。从模型结果可以

看出，月工资收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有显著性的影响。人才的投入有利于促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工资收入利于帮

助企业留住高技术水平人才，促进企业的技术转

型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

４．拖欠工 资 对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就 业 稳 定 性 的

影响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拖欠工资对新 生 代 农

民工就业稳定性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其主要原因

在于当拖欠工资的情况发生时，新生代农民工对

于工厂或企业会产生强烈的不满，同时也对工厂

或企业产生不信任感，认为在这家工厂或企业干

下去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想要离开这将工厂或企

业重新找一份工作。

５．工作时 长 对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就 业 稳 定 性 的

影响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工作时长对新 生 代 农

民工就业稳定性有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主要

原因在于工作的时间越长，越容易疲劳，对工作的

厌倦感也就越强，想要更换工作的想法也就随之

越来越强烈。此外，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

农民工的出生及生活环境更好，缺乏吃苦耐劳的

精神。新生代农民工最终会忍受不了高强度的工

作压力而离职寻找新的工作。

６．工作环境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

性的影响

工作环境满意度通过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

０２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２卷　



定性的显著性检验，其主要原因在于：相对老一代

的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的要求

更高一些。好的工作环境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有更

高的精力和热情去工作，工作状态越好，工作的效

率也就提高了，工作的成就感也因此提高，新生代

农民工也就更愿意留在原工厂或企业继续工作，
增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

７．工作经 验 对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就 业 稳 定 性 的

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经验越丰富，其就 业 稳 定

性也就越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工作经验丰富的新

生代农民工将使他们更好地为公司或企业服务，
公司或企业愿意通过提高薪水和福利等留住这些

人才。此外，工作经验丰富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

数都是公 司 的 老 员 工，他 们 对 公 司 或 企 业 有 了

一定的感 情，对 工 作 环 境 和 生 活 方 式 也 都 非 常

的熟悉和 习 惯，因 此 这 些 工 作 经 验 丰 富 的 新 生

代农民工 更 愿 意 留 在 原 工 厂 或 企 业 继 续 工 作。
因此，工作 经 验 对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就 业 稳 定 性 有

正向影响。

８．职业技能掌握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

定性的影响

通过模型结果可以看出，职业技能掌 握 情 况

通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检验，并且与新

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明显的正向关系。职业

技能掌握较好的新生代农民工将使他们更好地为

公司或企业服务，公司或企业愿意通过提高薪水

和福利等留住这些人才，因此这些掌握较高职业

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越高，满意度也就越

高，他们也就更愿意留在公司或企业继续工作。

９．择业机会识别态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

定性的影响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 认 为 找

一份新工作比较容易的就业稳定性低于认为找一

份新工作比较困难的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

工对于择业机会识别的态度越是乐观，越容易频

繁更换工作，增加了就业的不稳定性。

１０．职业发展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稳 定 性

的影响

职业发展观主要是指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在某

家工厂或企业长时间的工作下去更有发展前途，
还是频繁更换工作更有发展前途。从数据模型结

果可以看出职业发展观对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

定性呈负向关系。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未来职

业发展更偏向于跳槽，认为通过跳槽可以拥有更

好的职业前景。

四、提 高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就 业 稳 定 性 的

政策和建议

（一）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拖欠工资现象的频繁发生，将不利于 社 会 稳

定和谐的发展，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会产生不

良的影响。政府应在一定的周期内对企业的经营

状况进行考察，并要求企业主动反馈经营状况，加
强企业的责任意识；成立工资偿还基金，规定企业

根据工人的数量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当企业出现

工资拖欠且没有能力偿还员工工资时，企业积极

主动向政府报备，政府可资助企业，帮助其偿还一

部分工资，缓和工资拖欠情况。其次，企业拖欠工

资造成侵权，政府应宣传维权渠道，增强农民工维

权意识，避免农民工采取极端行为解决问题。
劳动合同不能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 益，将 提

高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性，阻碍人力资源的合理

配置，使得人力资源无序、低效地流动，将不利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实现。政府应做到“农

民工维权有途径”，让农民工享有便捷、可靠、广泛

的维权途径，易于为农民工接受的有效的政治参

与形式，如城市社区选举、农民工民意通道、农民

工友会等，变地缘或血缘组织为正式组织，畅通农

民工利益诉求渠道。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些组织或渠道方便、顺利、合

法地为自己讨回公道和损失。

（二）提供多元化职业培训

中国经济的发展过于依赖劳动力、土 地 以 及

资源的利用，对于人才、技术、知识等的投入比重

较低。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机会和能力接受专业化

的技术培训，而工厂或企业为了避免自己花费大

量人力物力培养出来的人才最终被人挖了墙角或

自立门户，替他人做嫁衣，宁可花高薪请高技术水

平的人才。因此，政府应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

多样化的职业培训，培训出各行各业所急需的高

技术水平人才。此外，政府还应具有针对性的招

生人员，按照人员的水平及能力进行有针对性的

人才职业技术能力培养。政府可以与企业共同合

作、签 订 合 同，既 能 解 决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的 就 业 问

题，又能解决企业招工难、技术人才流失的问题。
此外，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监督及促进企业合理的

规划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岗前培训和工作中的继

续深造，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良好发

展，也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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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完善的就业渠道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研究，发现新生代 农 民 工

就业渠道主要以亲戚朋友或老乡介绍为主，占比

７５．６９％，而通过网络求职、人才（劳务）市场求职、
中介公司介绍、电视和报纸等媒体寻找新工作的

比重分别为：１７．６５％、１２．１６％、５．１０％、３．９２％。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仍受传统血源、
地源的限制，主要依靠亲戚朋友寻找工作，对于其

它媒体和平台的利用率十分低下。供给侧改革结

构性改革过程中，应调整人力、信息等资源的合理

配置。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渠

道的信息配置存在不合理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

就业存在无组织、无效率和无序性。首先政府应

该消除种种信息的不对称，建立公共就业信息平

台，做好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信息衔接，为农民工

外出打工提供准确、有效的就业信息，减少农民工

求职的盲目性。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完

善就业服务职能，支持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和媒体，
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和管理。城乡劳动力

市场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形成城乡一体

化。城市劳动力市场享有更多的劳动信息并倾向

于服务城镇居民，对农村和外来劳动力求职造成

不公平。应打破原有的管理体制，消除对农村和

外来劳动力的歧视，使农村和外力人口可以和城

市居民在同一个平等、自由的环境下相互竞争，为
新生代农民工创造更良好的求职环境。

（四）构建合理的工作机制

劳动力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因素之 一，工 厂

或企业管理应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关注农

民工的工作生活需求。目前公司或工厂普遍存在

工人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的问题。农民工的

工作时间普遍在１２个小时及以上。公司或工厂

可根据自身的企业文化及工人工作时间、工作强

度、员工年龄安排合理的休假制度。工作时间长，
工作强度大不仅不利于农民工的身心健康，也会

影响企业的经营发展。处于较长的工作时长及较

高的工作强度下的农民工，可以给其安排较多的

休假时间，如一周两天休假或一周一天等，并且给

予相应的劳动补贴和福利等。
新生代农民工在就职的过程中，不仅 关 注 工

资福利，也同等关注职业的发展前途。工作岗位

没有发展前途，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辞职的一个重

要因素。因此，工厂或企业应该建立合理的晋升

机制，使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

（五）改善工作环境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企业都属于劳动 密 集 型

产业，依 靠 廉 价 的 劳 动 赚 取 劳 动 力 的 剩 余 价 值。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转变经济的发展模式，许多

企业面临产业结构转变升级，企业将需要大量的

高水平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留住新生代农民工，
不能再像过去对待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应该改善

农民工的工作环境。不仅应该改善农民工的用工

环境（如企业培训、提高工资等），还应着力于改善

农民工的用工管理制度，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的

文化，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依法保障农民工

的工作安全。

（六）提 高 自 身 素 质、进 行 合 理 的 职 业

规划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企业 由 对 劳

动力的需求转变为对技术生产力的需求，即企业

相比过去，不再渴求廉价劳动力了，现在更渴望能

招收到高技术水平人才。然而目前新生代农民工

普遍接受的都是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水平并不是

很高，因此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就业不稳定、职业

层次低、工资低的就业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应该积

极参加职业培训和相关职业技术教育，主动学习

钻研相关的知识，考取等级证书和资格证书等，提
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水平，不要放眼于低端的劳动

力市场，而要努力把自己提升为高端人才，满足我

国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相

比老一代农民工眼界高，文化程度也比老一代农

民工提高了不少，但是心理素质相比老一辈农民

工却低了许多。缺乏竞争意识和抗压能力，稍有

不如意的地方，就更换工作。因此新生代农民工

应该学会找自身问题和缺点，学习沟通交流能力，
提高抗压、抗挫折意识，不要选择通过更换工作来

逃避现实和不如意的地方，勇敢面对解决。在提

高自身 素 质 的 同 时 做 好 职 业 规 划 也 很 重 要。首

先，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的条件、兴趣能力及外部

环境等方面因素进行分析和思考，选择一个适合

自己的行业。然后，明确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树
立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并为此目标吃苦耐劳、努
力奋斗、坚持不懈。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多阅

读求职指导和职业培训相关的书籍，从中获取参

考意见和经验，避免犯不必要的错误；增加求职的

渠道，如 互 联 网 求 职 信 息、劳 务 市 场 及 亲 戚 朋 友

等，不放过任何求职机会；选择合适自己的岗位，
学习相关的知识技能，为应聘相关职位做准备。

２２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２卷　



参考文献：

［１］Ｋｉｒｓｔｅｎ　Ｓｅｈｎｂｒｕｃｈ．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　ａｐｐ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ｅａｎ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Ｍ］．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ＬＡＳ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０４．
［２］李放，王洋洋，周蕾．农 民 工 的 就 业 稳 定 性 及 其 影 响 因

素研究———基于南京市的 调 查［Ｊ］．农 业 现 代 化 研 究，

２０１５（５）：７７８－７８４．
［３］郑鑫，蔡秀玲．福建省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影响因素

分析［Ｊ］．长 春 工 业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２（４）：

４９－５２．
［４］周智炜，徐小言，左停．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分

析———基于１０个省 的 问 卷 调 查［Ｊ］．安 徽 农 业 科 学，

２０１３（２０）：８７７－８７７．
［５］赵婷．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实证研究———以临淄

区为例［Ｄ］．青岛：中国海洋大学，２０１３．
［６］李丹，王娟．影响 我 国 劳 动 力 市 场 就 业 稳 定 性 的 宏 观

因素及政策启示［Ｊ］．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２０１０（８）：

１７－２１．
［７］周闯．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就业稳定性差异———兼论

女性农民工 就 业 稳 定 性 的 双 重 负 效 应［Ｊ］．人 口 与 经

济，２０１４（６）：６９－７８．
［８］谢金艳，刘加林．农 民 工 就 业 稳 定 性 影 响 因 素 及 其 对

策研究———基于湖南省若干县市２２０份问卷调查［Ｊ］．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５）：１３１－１３９．

［９］黄乾．城市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效应［Ｊ］．人

口研究，２００９（３）：５３－６２．
［１０］张 艳 华，沈 琴 琴．农 民 工 就 业 稳 定 性 及 其 影 响 因

素———基于４个城市调查基础上的实证研究［Ｊ］．管理

世界，２０１３（３）：１７６－１７７．
［１１］谢 勇．就 业 稳 定 性 与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的 城 市 融 合 研

究———以江 苏 省 为 例［Ｊ］．农 业 经 济 问 题，２０１５（９）：

５４－６２．
［１２］陈昭玖，艾勇波，邓莹，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Ｊ］．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６－１０．
［１３］张建伍，李楠，赵 勋．农 民 工 就 业 流 动 性 影 响 因 素 研

究———基于珠三角地区的 调 查［Ｊ］．农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１２（３）：３０－３６．
［１４］张洁，张玲．新生代农 民 工 就 业 稳 定 性 影 响 因 素 分 析

［Ｊ］．科学经济社会，２０１３（４）：８７－９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ｌｅ　Ａｒｅａ

Ｃｈｅｎ　Ｊｉｎｇｗ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ｚｈｏｕ，３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
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ｖｉａ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ｔ　ｍｏｄｅｌ．Ａｇ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ｉｎｃｏｍｅ，ｕｎｐａｉｄ　ｗａｇｅｓ，ｗｏｒｋｉｎｇ　ｈｏｕｒｓ，ｗｏｒ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ｂ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ｃａｒｅ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ｏｇｉｔ　ｍｏｄｅｌ

３２　第１期　　　　　　　　陈婧文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