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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质量的代际差异 

—基于江苏、浙江、广东的农民工调查数据 

马继迁 

【摘 要】农民工就业质量议题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社会的重大课题。文章利用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的农民工调

查数据，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与新生代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的劳动报酬综合情况

较好，工作较为稳定，工作环境更人性一些，劳资关系也更加和谐；而社会保险与福利待遇享受、职业发展前景等

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要更好些。这种差异，与两代农民工不同的价值追求与权利意识、企业非人性化的管理

方式等因素有关。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总体上还比较低，可以通过加强法制保障、提高就业能力等路径，提升农

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质量，代际差异，老一代，新生代 

一、问题与背景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这一新的理念，要求“做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工作”。农民工是

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根据人力资源与社

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2年底，我国农民工总数超过 2.6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 60%，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力量。

同样在城市工作，两代农民工的收入、工作环境、社会保险与福利、发展空间等是否有所不同？就业质量情况影响到农民工的

生存境遇，进而影响到其对社会的认同和融入。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成为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 

就业质量概念主要源自于国际劳工组织 1999年提出的“体面劳动”概念。体面劳动是指“在自由、平等、安全和尊严的条

件下的生产性工作，其中权利被保护、足够的报酬和社会保险被提供”。
①
关于体面劳动的基本框架，在西方理论界得到广泛认

同的是六维度、十一属性、四十指标之说，其中六个维度是：工作机会、在自由的条件下工作、生产性工作、工作平等、工作

安全和工作尊严。“体面劳动”的基本含义同时包含了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两个方面，但以就业质量为主。在西方，还有一些与

就业质量相关的概念范畴：如 20 世纪 70 年代的“工作生活质量”、21 世纪初的“工作质量”，及近年来的“高质量就业”、“就

业质量指数”等。 

本世纪初，就业质量议题也引起了我国学者注意，一批研究成果出现。这些研究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就业者层面，提

出测量指标，对农民工、女性、大学生等群体的就业质量进行了研究。李军峰提出了一个包括就业稳定指数、工作质量指数、

劳资关系指数、福利和社会保障指数、职业发展指数五方面内容的指标体系，测评比较了我国男女两性的就业质量。
②
张抗私、

柯宇等提出了指标体系，对大学生的就业质量进行了测量。
③④

二是从地区层面，提出了评价不同地区就业质量差异的指标体系。

如赖德胜建构了包括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状况、劳动者报酬、社会保护、劳动关系等六个维度的指标体系，对 30个省市

的就业质量进行了测算和比较。
⑤
 

近年来，围绕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现状的调

查描述。研究表明，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就业质量较低：集中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建筑业、制造业、餐

饮服务业等行业，工资报酬低，就业稳定性差，劳动强度大，基本劳动权益经常遭受侵犯。
⑥
二是对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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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分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制度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被一些研究论及。总体上看，人力资本与

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有积极影响。
⑦⑧⑨

此外，就业质量对青年农民工阶层认同的影响、青年农民工与城市青年就

业质量的差异等议题，也有少量文献讨论。
⑩(11)

而讨论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的文献，还比较少见。探索比较两代农民工的就

业质量差异，有助于认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社会决定机理，从而制定更为有效的提升对策。 

二、研究设计与样本情况 

(一)概念操作 

本文中我们以 1980年为界，将出生于 1980年以后，年龄在 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界定为新生

代农民工；1980年前出生的为老一代农民工。 

就业质量是指整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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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优劣程度的总和，它是反映就业机会

可得性、工作稳定性、工作场所的尊严和安全、机会平等、收入、个人发展、劳资关系及工作满意度等内容的多维概念，
⑿
可以

通过多种指标综合评价。从劳动者个体层面看，既包括客观的就业状况指标，也包括主观感受和心理状态等指标，本文侧重于

从客观就业状况角度进行分析。结合已有研究，我们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操作化为劳动报酬、工作稳定性、工作环境、福利与

保障、劳资关系、职业发展等六个方面展开评价。 

(二)数据与样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自“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
⒀
在江苏、浙江和广东所做的调查。此项调查以大专以下学历的农

民工为调查对象，以各城市统计年鉴和外来人口比例作为样本分配根据，控制了性别、行业和地区分布。样本来源于广东、江

苏、浙江三省的 18个城市
⒁
，共计 2969个。两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如下。 

从表 1可以看出，两代农民工样本的差别主要为： 

老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41.5岁，高于新生代 18.2岁，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23.3岁。性别方面，老一代中男性偏

多，新生代中女性居多，相差 13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超过九成已婚，而新生代中大多为未婚族，已婚者只有近三成。两代

农民工都是初中学历者最多，老一代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占 78%，高出新生代 25 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中，中专技

校和大专学历者占 29%，高出老一代 24 个百分点。从平均受教育年限看，老一代为 8.8 年，比新生代少 1.9 年。在企业方面，

两代农民工主要在私营和个体企业工作，其中老一代为 77%，比新生代低 3.5个百分点，而在国有和集体企业务工者，则高于新

生代 7.3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与新生代相比，老一代农民工中男性更多，文化程度更低，绝大多数已婚，有更多人在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作，

较少的人在私营企业工作，务工人数也比新生代偏少。 

三、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状况比较 

(一)劳动报酬 

劳动报酬是反映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我们从工资和工时两方面来衡量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工资是用人单位以货币形式支

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工时则反映工人的劳动耗费。两代农民工的工资和工时情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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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资收入方面，两代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都超过了 1900，老一代比新生代高出约 53元，但这一差别不显著。同时，老一

代农民工工作时间明显较长，周工作时间比新生代多 2.5 个小时。如果以小时工资计算的话，老一代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略

低于新生代。老一代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目的是“挣钱”，所以他们会用更多时间去工作。 

在工资发放过程中，两代农民工都遭遇了拖欠和罚扣的情况，在工资拖欠方面差别不大，但工资扣罚方面差别显著：新生

代农民工遭遇工资扣罚的情况比老一代更严重。加班工作会挤占休假和休息时间，损害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工作能力。新生代

农民工中加班者比老一代更多，这一差异很显著。由于加班工资比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很多新生代选择加班，但由于难以忍

受劳动负荷而经常中断加班，因此加班时长方面与老一代差别不明显。 

总体看来，虽然两代农民工在工资收入方面差别不大，但新生代工资遭受扣罚与加班情况更为普遍，老一代农民工的劳动

报酬综合情况好于新生代。 

(二)工作稳定性 

工作越稳定，就业质量就越高。我们用劳动合同签订、合同期限与换工情况来测量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表 3 呈现了两代

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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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劳动合同的签订有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稳定

工作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合同签订率 66%，比老一代高出约 4.5个百分点，差别显著，受劳动合同的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

会比较稳定。从合同期限角度，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与无固定期限两类。无固定期限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

止时间的劳动合同，一经签订，无法定或约定情形出现，就不能解除，因此使劳动关系更为稳定。两代农民工的无固定期限合

同签订率均在 16%左右，差别甚微。 

由于农民工工作的零散性和随机性等特点，工作发生变动是常态。新生代农民工换过工作的人明显更多，比老一代多出 2.6

个百分点。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新生代对企业不满而主动换工，是其个人维权意识的表现。频繁换工，使他们经常处于熟

悉工作岗位的过程中，难以有效地积累工作经验，无法成为熟练工而得到加薪。在换工次数方面，两代人差别不大。虽然新生

代农民的劳动合同签订率高于老一代，但换过工的人比老一代多，这表明他们的工作稳定性较老一代低。 

(三)工作环境 

农民工工作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我们从工作环境是否有危害、是否有冒险作业两方面对自然环境进行

测量；用是否有强迫劳动、是否交押金、是否被扣押证件、是否遭受搜身搜包四项指标度量人文环境。 

表 4 显示，在自然环境方面，两代农民工的情况基本一致：在有危害的环境中工作的比例与冒险作业比例，两代人差别不

明显。人文环境方面，四项指标中有三项均是老一代明显好于新生代，说明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人文环境更为恶劣，受到一些

非人性的管理。 

总体上看，自然环境方面，两代农民工差别不大；而人文环境方面，新生代的处境更差一些。 

(四)福利与保障 

是否享受企业应该提供的福利和保障，是衡量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这关系到农民工抵御风险的能力。我们用是否参

与社会保险和享受福利待遇两方面的指标进行度量。两代农民工的福利待遇情况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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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在社会保险与福利待遇两类共 8项具体指标中，6项指标的结果都是新生代显著好于老一代。 

社会保险的 5 类中，养老保险购买率老一代更大一些，其余 4 项都是新生代的覆盖率明显高于老一代，其中生育保险和医

疗保险要高出近 3 个百分点。这种情况与农民工年龄很相关，表明企业在为农民工购买保险时节省成本的理性考虑。福利待遇

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覆盖率均高于老一代，其中带薪休假高于老一代 10个百分点，病假工资高于老一代近 7个百分点。新生

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较强，福利待遇好于老一代，是他们主动争取的结果。 

虽然两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险与福利待遇覆盖率基本都低于 5 成，但总体上新生代的保险与福利享受情况要好于老一代。这

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再生产能力得到了更为有效的维持，其防御各种劳动风险的能力要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强。 

(五)劳资关系 

劳资关系即劳工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我们用是否参与合同内同协商、对劳动合同的评价、工会参与情况、对企业是否有意

见、权益受侵害情况、投诉比例等 6项指标来衡量农民工与企业之间的劳资关系情况。 

老一代农民工参与合同协商者占 37%，比新生代低 6.2个百分点，差别显著。虽然参与合同内容协商的比例较低，但老一代

农民工对合同满意度较高，比新生代农民工高 6.5 个百分点。工会参与情况也是劳资关系融洽程度的一个反映。在这方面，老

一代农民工 5 成都加入了工会，高于新生代 7 个百分点，差别显著。最近一年里，两代农民工都有 2 成左右对企业有过意见，

都有 6%左右权益受到过侵害，受到侵害后有 3到 4成去投诉，这三方面，两代农民工表现出基本一致的情况。 

总体看来，两代农民工在劳资关系上有一定差别，老一代的劳资关系相对更为和谐一些。 

(六)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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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用来衡量劳动者的培训、学习、职业生涯发展的状况，是就业质量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用培训情况、资格证书持

有情况、工种等三方面的指标来考察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状况。 

三方面共 7项指标的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状况要明显好于老一代。具体来看：老一代有 27%的人参

加过培训，比新生代低 7 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平均培训 3 次，比新生代多一次，培训经历较为丰富，这与老一代外出务工

时间较长有关系。培训经历增加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有助于其职业地位的提升。职业资格证书是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对其职

业发展有重要意义。老一代中，有 87%的人没有职业资格证书，高于新生代 5个百分点；相应地，新生代农民工有职业资格证书

的高于老一代 5 个百分点。目前，老一代农民工做普工的比例占 61%，高于新生代 11 个百分点，而做技工与中低层经营管理人

员的比例则低于新生代 11个百分点。技工与管理人员处于工人群体“差序格局”的核心位置，与普工相比地位更高，发展空间

更大。 

四、结论和讨论 

我们已从六个方面比较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状况，综合看来，与新生代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情况较好，工

作较为稳定，工作环境更人性一些，劳资关系也更和谐；而社会保险与福利待遇覆盖率、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新生代的情况

比老一代明显好些。 

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表现出如此差异，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解释： 

一是价值追求。老一代注重生存取向、家庭取向。他们进城的主要目的是挣钱，之后回乡赡养父母、抚养子女、修建“光

亮”住宅，因此他们能接受长期加班，工作时间较长，收入也更高些；能够忍受艰苦的工作条件，换工人数相对较少。新生代

更注重发展取向、个人取向。他们到城市是为了寻求个人更好的发展，选择工作时不仅注重工资，还看中工作环境、休假休息、

技术学习、岗位晋升等发展性要素；经常感受到低工资带来的发展困境，工作流动因此比较频繁。二是权利意识。已有调查表

明，新生代农民的权利意识要比老一代强烈。
⒄
权力意识的提升，使得新生代比老一代更为注重权益保护：重视与企业签订劳动

合同，并积极参与合同内容协商，对于一些霸王条款表现出更多不满；更为主动地争取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方面的保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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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侵害时也会积极维权。三是管理方式。新生代注重个人发展、工作流动频繁、权利意识较强的特点，被企业视为不稳定因

素，因此他们遭遇到企业更为苛刻甚至非人性的管理，新生代经历的“扣罚工资”、扣押钱财或证件、被搜身搜包等遭遇，要比

老一代普遍的多。企业非人性化管理方式横行，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法制监管的乏力。 

总体上看，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都还比较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一底层社会群体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困境。随着我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深度推进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将会更加突出。政府部门需要系统谋划，多管齐下，采

取有效举措来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首先要加强法制保障工作。通过制度规章的形式，结合城市生活成本和物价涨幅等因素，

逐步提高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对合同签订、工资发放、保险购买与福利享受等环节的企业违法现象，予以严查厉惩。以推

进《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范的严格落实为抓手，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劳动权益。其次要着力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

加大农村地区教育投入，提高农民工的基础教育水平；发展针对农民工的专项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和职业精神；

加强农民工法制教育，改善个人维权行为，提高他们的制度维权意识和能力。 

注释： 

①Decent Work & Vocational Training,  

http://www.ilo.org/public/spanish/region/ampro/cinterfor/publ/sala/dec_work/ii.htm, 国际劳工组织网站。 

②李军峰：《就业质量的性别比较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年第 6期。 

③张抗私：《性别如何影响就业质量》，《财经问题研究》2012年第 3期。 

④柯羽：《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国高教研究》2007年第 7期。 

⑤赖德胜等：《中国各地区就业质量测算与评价》，《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年第 11期。 

⑥高文书：《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 1期。 

⑦⑿张昱：《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 5期。 

⑧谢勇：《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农民工就业境况研究——以南京市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 5期。 

⑨彭国胜：《人力资本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 10期。 

⑩彭国胜：《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阶层认同——基于长沙市的实证调查》，《青年研究》2008年第 1期。 

⑾唐美玲：《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城市青年的比较》，《中州学刊》2013年第 1期。 

⒀南京大学刘林平教授主持。 

⒁这些城市是：广东：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肇庆、东莞、惠州、中山、江门；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

浙江：杭州、宁波、嘉兴、绍兴。 

⒂此处将“教育程度”按如下方式转化为“教育年限”：将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和技校、大专以上五个等级分别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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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年、9年、12年、13年和 15年。 

⒃刘爱玉：《劳动权益受损与行动选择研究：两代农民工的比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 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