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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视角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

———基于厦门和漳州的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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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基于厦门、漳州两地６１４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

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并不

强烈，只有２８．３％的农民工有市民化的意愿；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于男性农民工。女

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合理的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的签订、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
对男性农民工而言，就业质量（拥有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及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

强。较低的就业质量不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因此，注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

别差异、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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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十九大 报 告 指 出，要 加 快 农 业 转 移 人 口 市

民化，农民工作为 其 中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是 我 国

城市化进程中的 一 种 特 殊 群 体。由 于 受 到 户 籍

等多重 障 碍，农 民 工 长 期 处 于 一 种“半 城 市 化”

状态。他们虽然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户籍仍

在农村，社会身份仍然是农民［１］。２０１７年我国常

住人口城镇 化 率 为５８．５２％，而 户 籍 人 口 城 镇 化

率仅为４２．３５％，意 味 着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农 民 工 虽

常住在城镇中，却并没有获得城镇户口。近几年

来，国家开始不断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但农民工市

民化意愿并未有所增强。由此可见，农民工是否

愿意在城镇落户，不单是受到政策制度的影响，而
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入挖掘农民工进

城不落户的原因对提升户籍城镇化率和实现新型

城镇化战略尤为重要。
农民工进入城镇获取就业机会以及城乡收入

差，以满足其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因此，就业质

量的好坏将关系到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境遇和生存

质量，以及对城市的适应和归 属 感［２］。当 基 本 需

求层次得到满足后，农民工群体才会转而考虑市

民化问题。目前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主要是

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制度保障等视角，对于就

业质量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性别差异可能导致

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的不同影

响，基于这一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如何推动农

民工向市民转变？就业质量的好坏是否会影响农

民工的市民 化 意 愿？本 文 将 基 于 厦 门、漳 州６１４
份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和探

讨性别视角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

响，对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实现新型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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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农民工市民化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人口学家认为这 是 一 种

“意愿—行为”模式，即农民工的市民化行为是由

意愿转化而来的［３］。因此，通过分 析 农 民 工 的 市

民化意愿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有效地预测市

民化结果。
学界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主要 是 从 制

度保障、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视角。王桂新认为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造成的城乡差

距影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市民 化 进 程［４］。
王竹林认 为 农 民 工 市 民 化 意 愿 只 是 市 民 化 的 动

力，能否市民化还取决于市民 化 的 能 力［５］。刘 传

江、周玲通过对农民工就业的考察认为社会资本

的使用有助于农民工的工作搜寻，从而有利于其

城市融入［６］。但是基于性别差异视角系统地探讨

农民工就 业 质 量 对 其 市 民 化 意 愿 的 影 响 相 对 较

少，就业质量的好坏是否能提升或增强市民化的

意愿，尚未得到系统的实证研究和理论解释。

（二）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

影响

就业质量综合反映了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国

外对于就业质量的研究起步较早。１９９９年，国际

劳工组织第一次提出了“体面劳动”的概念，即让

劳动者可以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中，有尊严地进行

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工作。从“体面劳动”的

狭义 概 念 来 说，它 主 要 是 指 就 业 质 量［７］。学 者

Ｂｅａｓｔｏｎ将 就 业 质 量 的 相 关 指 标 进 行 分 类，一 类

是外显就业特征，包括经济收入、工作时间、就业

安全、提升机会等；另一类是内隐就业特征，包括

工作满 意 度、工 作 紧 张 感、疾 病／伤 残 风 险 等［８］。

Ｌｕｃｉ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根据就业质量概念的演进发展，
提出就业 质 量 还 应 包 括 合 理 且 具 有 公 平 性 的 工

资、技能与培训、工作条件、工作和家庭兼顾与性

别平等 内 容［９］。２０００年 欧 盟 委 员 会 将“工 作 质

量”的概念进行推广，制定了一系列测量工作质量

的指标［１０］。欧洲 基 金 会 将 就 业 质 量 的 测 量 划 分

为职业和就业安全、健康和福利、技术发展、工作

和非工作 生 活 的 和 谐［１１］。就 业 质 量 的 内 涵 得 到

进一步丰富。

国内对于就业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主 要 关

注就业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近几年，不少学者开

始探讨 就 业 质 量 及 其 指 标 问 题。马 庆 发 提 出 应

“提升就业质量”而不仅仅是关注就业率，将就业

质量划分为职业社会地位、工资水平、社会保障、
发展空间 等 方 面［１２］。刘 素 华 建 立 了 我 国 就 业 质

量量化评价体系，将就业质量的衡量指标量化分

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工作稳定性、职工培训、劳动

合同、工会组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要素，
并赋以不同 分 值［１３］。２０１１年，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劳

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发布的劳动力市场报告，将就

业质 量 指 数 划 分 为 就 业 环 境、就 业 能 力、就 业 状

况、劳动报酬、社会保护和劳动关系等六个方面的

内容［１４］。部分学者还增加了劳资关系、个人幸福

感、工作满意度、职业发展等衡量指标。这些因素

都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着密切的关系。
劳动报酬和工作时间是衡量就业质量的核心

指标。王桂新、胡健认为获得良好的收入保障是

农民工留 城 意 愿 的 重 要 原 因［１５］。当 农 民 工 的 收

入较高时，才能够支付在城市所需的各种生存成

本，进而考虑落户或定居的问题。工作时间是指

农民工从事工作或者生产的时间。农民工提供劳

动的时间越长，其“闲暇”即用于各种娱乐消费的

时间就越少。过长的工作时间，使得农民工无暇

关注城市发展以及构建本地朋友圈，进而对城市

缺乏归属感，从而影响其城市融入。
职业地位通过职业类型来测量，职业 类 型 的

不同，意味着其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较

高的职业地位不仅意味着良好的收入来源，还使

得农民工能够从中得到尊重，从物质和精神两方

面促使农民工产生市民化的意愿。
劳动合同 作 为 劳 动 者 工 作 稳 定 性 的 重 要 表

现。农民工通过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稳定

了工作和收入来源，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抵御其在

城市环境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黄乾认为农民工

进入城镇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利于人力资本的

积累，也有助增强与城市居民的互动往来，进而影

响其定居意愿［１６］。因此，就业的稳定性有利于促

使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增强。
劳资关系表现为就业过程中农民工和雇主的

关系是否和谐。在我国，工会的主要职责是维护

职工的合法权益。参与工会后，当农民工面对强

迫劳动、工资拖欠等情况能够得到较好的保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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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维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参与工会举办

的各类文体活动以及就业指导等服务，可以丰富

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拓宽本地朋友圈，提升对城镇

生活的幸福感及工作的满意度，进而增强市民化

的意愿。
农民工的工作保护由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

构成。社会保障为农民工抵御风险解决其后顾之

忧。由于农民工个体障碍因素的影响，一旦面临

疾病、工伤、失业等问题时极易受到重挫。社会保

障把农民工纳入到城市福利体制内，增强了农民

工在城市生活和维持生计的安全感，进而提升市

民化意愿［１７］。住 房 公 积 金 的 缴 交 一 定 程 度 上 减

缓了农民工在城市购房的压力，实现安居，从而有

利于其融入城市，增强市民化的意愿。
作为个体 就 业 质 量 主 观 维 度 的 重 要 评 价 指

标，工作满意度对工作绩效和生活幸福感都具有

重要影响。李丹等认为实现生活满意度是驱动农

民工入户 城 镇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１８］。农 民 工 对 于

在城市的工作生活越满意，其定居或落户于城市

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可能选择回到农村并保留

农村户籍。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本数据来源于就业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项目课

题，对厦门、漳州两地以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展开的

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在本市城镇地区从事非农

工作的农业户口人员，年龄１６～６５岁的农民工。
发放问卷共６５０份，其中有效样本６１６份，有效回

收率９４．８％。由于部分变量存在缺失值，最终进

入模型的样本为６１４份。

（二）变量测量

１．因变量：市民化意愿

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以往的研

究中学者选取测量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指标都有

所不同。姚 植 夫、薛 建 宏 将“获 得 城 市 户 口 的 意

愿”、“定居城市的意愿”和“按照城市生活方式生

活的 意 愿”作 为 农 民 工 市 民 化 意 愿 的 衡 量 指

标［１９］。蔡禾将“永久迁移意愿”操作化为“是否愿

意放 弃 土 地”和“是 否 愿 意 将 户 口 迁 入 打 工 城

市”［２０］。因而，本 文 将 市 民 化 意 愿 操 作 化 为 城 市

定居意愿和城市落户意愿。其中，城市定居意愿

通过被访者 的 回 答“您 是 否 愿 意 在 本 地 定 居”测

量。被访者从很不愿意、不太愿意、说不清、比较

愿意、非常愿意等中进行选择。城市落户意愿通过

“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城市”进行测量，被调查者

从“很不愿意 、不太愿意、说不清 、比较愿意 、非常

愿意”等选项中进行选择。为 了 更 加 简 单 明 了 展

现市民化意愿，在建立模型时，将在城市定居意愿

和城市落户意愿中同时选择“比较愿意或者非常

愿意”，合并为“有市民化意愿”，即用１表示，将选

择“很不愿意、不太愿意、说不清”归为“暂无市民

化意 愿”，用０表 示，最 终 市 民 化 意 愿 为 二 分 类

变量。

２．自变量

就业质量是指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

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的优劣程度。
通过客观 和 主 观 两 方 面 指 标 对 就 业 质 量 进 行 测

量。参照已有的文献研究，本文将就业质量操作

化为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就业稳定性、劳资关系、
社会保障、工作满意度等６个方面。

劳动收入通过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进 行 测 量，
以收入取对数纳入到最终模型分析。工作时间通

过每周加班天数进行测量，询问被调查者平均每

个月工作几天，将工作天数除以四得出每周的平

均天数，超过５天即为加班赋值为１，没有加班赋

值为０。工作类型主要是询问被调查者所从事的

职业类型（普工、管理人员、技工）考察，以普工作

为参照组。就业稳定性通过是否与用人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作 为 指 标。签 订 劳 动 合 同 赋 值１，未 签

订劳动合同赋值０。劳资关系主要通过是否加入

工会来衡量。参加工会为１，未参与工会为０。社

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若被访者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则

赋值１，若没有则赋值０。将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

金降为同一维度，并赋予权重来衡量其对市民化

意愿的影响。工作满意度主要通过询问被调查者

对当前的工作满意程度，分为非常不满意＝１、不

满意＝２、一般＝３、满意＝４和非常满意＝５。

３．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 文 献，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还可能受

到个体特征、本地就业年限、住房等因素影响，因此

控制性别（男＝１，女＝０）、教育（小学及以下＝１，初
中＝２，高中及中专＝３，大专＝４，本科及以上＝５）、
本地就业年限（连续变量）、是否购房（已购房＝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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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０）等变量。

四、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现状分析

总体上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不强，其 中 有 市

民化意 愿 的 农 民 工１７４人，占 比２８．３％，而 不 愿

意市民化的 比 例 达 到 了７１．７％。女 性 农 民 工 中

有市民 化 意 愿９５人，占 比３５．２％。男 性 农 民 工

中有市 民 化 意 愿７９人，占 比２３％。相 比 于 男 性

农民工，女性农民工更渴望待在城镇。由于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所附着的各

种权利，使得男性农民工不愿意落户于城镇。同

时男性农民工较常是一人外出务工，受家人牵挂

等影响，因而市民化意愿不高。

（二）就业质量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１．控制变量与市民化意愿

从表１中模型１可知，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呈现性别、教育差异。女性的市民化意愿是男性

的０．５５５倍。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所受的教育程度越高，
在城镇就业的竞争优势就越大，有利于更好地融

入城市，因而其市民化意愿更高。农民工在本地

就业的年限越长，其市民化意愿越强。长期在城

市生 活，对 于 城 市 的 适 应 性，相 对 稳 定 的 城 市 生

活，使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在城市定居的意愿

更加强烈。在城市是否购房的市民化意愿是未购

房者的２．３４１倍，这说明能否在城市安居是农民

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城镇，完成市民化进程的

重要原因之一。

表１　就业质量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１

系数（标准误）
模型２（男性样本）

系数（标准误）
模型３（女性样本）

系数（标准误）
模型４（总样本）

系数（标准误）

性别 －０．５８８＊＊＊ — — －０．３９１＊

（０．１９１） — — （０．２０６）

受教育程度 ０．４２２＊＊＊ ０．４７３＊＊＊ ０．３１５＊＊ ０．３５７＊＊＊

（０．０８６４）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３） （０．０９７８）

本地就业年限 ０．０７３０＊＊＊ ０．０８１８＊＊＊ ０．０７７７＊＊＊ ０．０７２４＊＊＊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２７４） （０．０１７６）

是否购房 ０．８５１＊＊＊ ０．９６２＊＊ ０．７０５＊ ０．８１６＊＊＊

（０．２５０） （０．３８６） （０．３７０） （０．２６２）

月收入对数 — －０．５２２＊ －０．５０１ －０．４４１＊

— （０．３０７） （０．３８０） （０．２３３）

每周工作时间 — ０．１６６ －０．９９５＊＊＊ －０．４３２＊

— （０．３３７） （０．３２１） （０．２２３）

管理人员 — －０．２８２ －０．９３０＊ －０．４６８
— （０．３９１） （０．４９０） （０．２９８）

技术人员 — －０．２６６　 ０．１００ －０．２７１
— （０．４９１） （０．９８２） （０．４２２）

签订劳动合同 — －０．２９９　 ０．６２８＊ ０．１３６
— （０．３３２） （０．３３９） （０．２２９）

加入工会 — －０．６９８ －０．０８００ －０．３２５
— （０．４５８） （０．４４８） （０．３１１）

社会保障及住 — ０．７３６＊＊＊ －０．１４０　 ０．２８４＊

房公积金 — （０．２４８） （０．２４１） （０．１６８）

工作满意度 — ０．３２４＊ ０．４３４＊＊ ０．３８２＊＊＊

— （０．１８３） （０．１９８） （０．１３２）
＿ｃｏｎｓ －２．４６３　 ０．１５４　 ０．９２５　 ０．３２２
Ｎ　 ０．３３５ （２．５８９） （３．１０４） （１．９１０）

６１４　 ３４４　 ２７０　 ６１４

　　注：＊＊＊、＊＊、＊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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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就业质量与市民化意愿

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引入就业质量相关变量得

到模型２、模型３、模型４，见表１。具体来说，劳动

报酬不论对男性农民工还是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

意愿都表现为负相关的关系，这与以往学者的研

究结果不大相同。杜宝旭认为，农民工进入城镇

的重要原因是城乡收入的差距引起的，城乡居民

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显著差异使得农民工面临

着更高的生活消费成本［２１］。李晓阳等认为，农民

工的收入虽有所提高，但与城镇居民所享有社会

福利等差距才是市民化的关键要素［２２］。因而，不

管是对于男性还是女性农民工而言，在城市高房

价和巨大的城市生活压力下，其返乡的可能性变

大，市民化的意愿也因此降低。
工作时间 对 女 性 农 民 工 市 民 化 意 愿 影 响 显

著。过长的工作时间对于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

愿呈显著负向影响。过长的劳动时间使得女性农

民工的休息和闲暇的时间减少，导致她们难以兼

顾家庭以及构建本地朋友圈，适应城市快节奏的

生活，进而降低其市民化的意愿。工作时间对男

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可能

由于大多数男性承担家庭重任，工作的时间越长

意味着加班费更多劳动报酬更高。
与普工相比，女性从事管理岗位的市 民 化 意

愿较低。可能是由于女性农民工从事管理岗位的

压力大，对自身未来规划还不明确。从工作稳定

性来看，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女性农民工市民

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农民

工是未签订者的１．８７４倍。女性农民工通过劳动

合 同 来 稳 定 工 作 关 系 进 而 提 升 定 居 于 城 镇 的

意愿。
劳资关系主要表现为是否加入工会 上，其 对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
被调查者中参加工会的人数不多。大部分受访者

表示不知道工会组织的存在，或者是单位没有建

立工会。
是否享受企业所提供的就业保护关系到农民

工在城市抵御疾病、失业、养老等风险的能力。通

过模型可以看出，拥有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对

男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于

男性农民工来说在城市落户的前提是能够安居乐

业，而住房公积金的缴交无疑有利于其在高房价

的背景下实现安居梦，合家欢。社会保障有助于

其在城市抵御各种突发风险，提高城市生活安全

感，进而提升男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工作满意度对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市民化的意

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进城是为了寻求一

份高收入的工作甚至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因而，
不管对男性还是女性农民工，对于工作的满意度

越高，对于城市的认同感越强，越渴望留在城市，
其市民化的意愿也就越强，

五、结语和讨论

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

内容，也 是 全 面 实 现 小 康 社 会 的 重 大 战 略 举

措［２３］。因此，基于性别差异视角探讨农民工市民

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

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厦

门、漳州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

愿进行了初步描述，并通过建模方式测量就业质

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在城市户籍制度逐渐改革的背景下，农民工

的市民化意愿并不强烈，只有２８．３％的农民工有

明确的市民化意愿。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

于男性农民工。第二，较高的就业质量是提高农

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合理的工作时

间和劳动合同的签订对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

有显著影响。拥有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对于男

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度

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发挥显著促进作用，但城市

高消费成本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职业类

型和有无参与工会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不具有

促进作用。
以上研究表明，在开放户籍制度以外，综合提

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是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
快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应注重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应该完善相关劳动法律法规，为提

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制度保障。农民工来到城

市务工的 初 衷 是 为 了 获 取 更 好 的 收 入 和 工 作 机

会，但由于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呈现二元格局，农民

工常遭遇到工资拖欠且不高、劳动强度大、劳动合

同形同虚设、社会保障不到位、性别歧视等问题。
因此，加强对企业的合同签订、劳动报酬、劳动时

间、性别歧视等多个环节监控，充分保护好农民工

的合法劳动权益不受侵害。
其次，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尤其是

住房公积金。有序推进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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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支持农民工住所所居、居有所住。同时对在

本地就业年限较长的农民工提供优惠性租房和购

房政策。
再次，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 本。在 劳 动 市 场

上，自身条件和能力越高才能保证自身不被淘汰。
可以根据不同性别农民工的个体差异，提供多样

化课程，具体分析指导，增强其在城市就业的可持

续性。
最后，企业应主动承担并履 行 社 会 责 任。作

为帮助农民工提升就业质量的主体之一，企业可

以创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为农民工提供宽广的职

业发展空间。让农民工更好地体面劳动，提高其

对城市的认同感，进而增强市民化意愿，更好地推

进城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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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第４期　　　　　　王有炜等：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坚实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