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工业转型升级背景下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路径选择

探索—以贵州省为例 

罗春尧,马红梅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利用 523个调查样本数据,运用定性的分析方法对从职业培训需求,职业培训信息服务需要,政府需求三

个方面分析了贵州省工业转型升级背景下工业行业农民工就业能力,据此提出多元化培训体系,加强职业培训等提

升路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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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这意味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促使我国的

工业发展面临着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逐步过渡到以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国际产业链的高端提升的挑战。

同时也意味着在工业行业就业占比达 56.6%的农民工的就业能力需要大幅提升以满足工业转型升级的需要而不至于面临结构性

失业的困境。而职业技能单一、文化素质偏低、适应能力较弱是我国目前工业产业农民工的特点。如何在工业转型升级的背景

下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是一个亟需关注的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 

国内外对于就业能力已有了较多的研究,Hillage & Pollard(1998)认为就业能力是个体所具有的实现在劳动市场充分流动

和可持续就业的能力。Forrier 等(2003)将就业能力界定为个人拥有和决定职业生涯成败的人力资本,并认为就业能力受到个人

能力和职业期望的影响。国内对农民自犹业能力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一、侧重于单一因素研究农民就业能力。

这一部分的学者从自身重点关注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农民工的就业能力问题(李后建,2010)二、侧重于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指标体系

的构建研究(刘叶云、王思媛,2010;罗恩立,201;0张秋秋、金刚,2012)。三、聚焦于对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提升路径研究,(张雨,2011;

李东福,汪杰锋,2013)。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对从事工业行业的农民工职业培训这一方面的研究仍比较少。鉴于此,本文以贵州省从事

工业行业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通过职业培训视角研究其对农民自犹业能力提升路径,以调查问卷和访谈调研的方式探索巨比行

业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路径,此次调研活动共发放调查问卷 545 份,回收 532 份,回收率 97 石 1%;有效问卷 524 份,问卷有效率达

96.14%,符合统计要求。 

二、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需求分析 

1、职业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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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培训主体与培训对象分析。通过实地调研以及从各县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处的调查可知,目前贵州省对农民工的

培训大多以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为主,辅之以社会志愿服务型团体组织,以及农民工所在就业企业。从职业培训的费用

来看.,政府和就业单位提供的职业培训以免费为主,而从参加其中以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为主,企业提供的免费培训为辅。而从

培训的对象来看,来贵州省前参与培训的农民工有 127 人,占样本数的 24%。来贵州省后获得过培训的农民工有 272 人,约占总样

本数的 52%。从代际角度来看.,接受过培训的以农民工为主,占样本比例达到 53.1%。 

(2)职业培训内容需求。目前,贵州省工业性农民工职业培训主要以指引性培训和技能培养、提升哇为主。指导性培训主要

是包含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律权益的维权、安全作业、工作内容实践等相关方面的培训;技能培养、提升性的培训则根据不同的

工业行业领域的划分,主要有造纸、化肥、轻化工、卷烟、家电、有色冶金、汽车制造、食品制造、汽车配件等。从本次调研的

数据来看.,工业产业的农民工对于职业培训的内容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建筑、制造类受热衷参加的培训项目,分别有 23.36%、

45.84%的调研者参与。这反映出第二产业部门中建筑业与装备制造业比较适合农民工,与贵州省的产业结构较符合。其余获得培

训的为造纸、化肥、轻化工、卷烟等培训项目的人员,其比例均在 4.31%至 12.65%范围内分布。 

(3)职业培训评价。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发现,培训对就业有很大帮助的人占参与过培训的人数比例达到 32.98%,认为对自己的

帮助一般的人占比有 42.13%;认为毫无帮助的人占比仅达到 6.75%;其他为缺省值。可见,工业行业就业的农民工总体认为培训的

意义仍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有人对培训存在很多问题,诸如:培训的内容枯燥、收费较高、培训与工作时间相冲突等问题。 

(4)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意愿。通过调研了解到农民工愿意参加的培训的人数比例达到 56.79%,不愿意参加培训的人数占比达

到 32.12%,而对不愿意参与培训的原因调查中,有 21.35%认为没有时间参加培训,有 31.12%的人认为培训的费用太高,有 31.33%

的人不愿意参加培训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培训对就业没有帮助,有 43.12%的人目前的技术已能够使自己稳定就业。愿意参加职业培

训的目的是认为对工作有帮助的占比达到 12.12%,认为参加培训能够提高工资水平的占比达到 31.12%,认为不参加培训容易被解

雇的占比达到 7.21%,认为参加培训是跟随大众的占比达到 2%。 

(5)培训形式分析。目前,针对工业行业的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培训主要形式有面对面授课、现场讲解、电视、多媒体传播远

程教育、师傅带徒弟等。从培训内容的占比情况来看,面对面授课、师傅带徒弟与现场讲解的所占比例最大,三者比例分别为

35.03%、32.60%、22.70%。而通过电视广播,多媒体形式的进行所占的比例较小,分别为 3.47%和 6.20%。从培训形式的效果来看.,

大多数农民工多倾向于选择通过现场讲解实践、面对面的授课与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认为该三种的培训效果最好,可见,在对于};

业行业的就业农民工而言,职业培训的开展还需要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以更好的满足工业发展与农民自犹业的需要。 

(6)职业培训次数与时间分析。在职业培训的时间上,从工业行业产业的调研情况了解到,有 53.20%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在每年

参加 1-3次/月的培训;其次 4-6次/月,占比 26 石 5%;再次为 6-8次/月,占 14石 6%的比例。培训时间达到 9次/月及以上的人数

占比达到 5.59%。从培训的时间上来看,农民工对于培训的时间没有特别的要求。然而,从实地调研和访谈中了解到,大部分农民

工的空闲时间并不多,仅有的体闲时间也更愿意用来照顾家人。故此，在工业行业的农民工参与的培训多是就业单位提供的培训,

参加的培训也多是按小时来计数,培训的内容也多是自己所从事职业的内容,培训的类型也大多是短期课程。 

(7)培训地点需求。在培训地点的选择上,从事工业行业的农民工大多希望通过固定地点来参与培训,占比达 55.74%,31.96%

的调查者表示对培训地点无所谓,仅有 12.30%的人不愿意在固定地点参与培训。而在对培训地点的选择上,有 55.76%的农民工希

望在就业的单位直接参与培训,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进行不脱产培训,节省时间成本;另一方面认为在就业单位可以

充分接触工作环境和设备,更能够领悟培训的内容。而选择在技校和职业学校的人数较少,均接近 30%。 

2、职业培训信息需要 

充分的就业信息-方面有助于农民工掌握各项就业政策,熟悉基础的就业支持政策以维护自身的劳动权益,同时在-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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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减少农民工就业的搜寻成本。在对贵州省农民}进行调研时,发现大部分的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和培训信息是通过亲戚朋友,

且均表示在这方面存在障碍。从调研中可以发现,约占 57.47%比例的农民工是通过亲戚朋友获得就业信息,占 22.51%和 13.45%

比例的农民工是通过报纸和新闻媒体的渠道获得信息,而通过用人单位安排而获得就业培训信息的农民工占 4.61%,2.96%通过其

他渠道获得就业培训信息。究其缘由,除了农民工自身对技术上存在障碍外,在对就业和培训信息筛选能力较弱外的个人因素外,

社会和政府在这方面的宣传也存在很大的缺陷。 

3、政策需求分析 

工业行业企业面临工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和就业单位加大了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重视力度,创办或增设了

多种办学类型、多种办学模式的工业行业农民工就业培训学校或机构组织,为社会培养了较高实用性的农民工。但对农民工的职

业培训的过程中又面临着教育资源稀缺、培训机构、就业单位盲目培训、培训模式单一等诸多问题,使得农民工通过培训提高就

业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由此可见,工业行业的农民工的培训还需要通过一定的外部环境和就业单位的协调才能

使之得到良性的发展,也才能更好的促进农民工就业。 

二、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路径选择 

1、多元化培训体系,加强职业培训的有效性 

继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用人单位为主体的作用,发挥培训机构、培训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相协调作用;逐步建立以

政府为主导的政府培训、企业培训和社会培训机构的多元化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从而为工业行业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

同时,建立完善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评价激励体系,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效果进行评价,并根据培训效果给予相应激励政

策,以充分调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参与者,即政府培训机构、企业、社会培训机构和农民工的积极哇。 

2、构建工业行业农民工职业技能发展网络学习平台 

利用网络的优点,充分运用便捷的互联网技术,根据工业行业市场的需要以及各相关就业单位的需求,搭建统-、科学的互联

网农民工职业技能学习平台,丰富和完善现代化的职业技能网络学习课程及相关视频,设置工业行业就业农民工职业技能学习的

数据库资源,辅之以工业行业农民工职业技能学习认证体系,使得农民工在网上学习,一方面不仅能够节约农民工职业技能学习

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农民工可以充分利用体闲时间,便捷的学习自己所需要的技能。 

3、构建工业行业农民工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和相关激励办法 

为充分发挥多元化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作用,鼓励农民日鱼过多种途径提升职业技能,政府应该建立专门针对农民

工的职业技能等级认证机构和认证体系,对达到-定职业技能等级的农民已合予及时、准确的职业技能等级认证,并颁发相应的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同时,建立农民工提升职业技能的激励机制,根据其获得的职业技能等级,给予其相应的财政补贴或政府培训券

等多种形式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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