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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体系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影响分析 

——基于湖北四市的调查数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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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失地农民再就业是城镇化进程和失地农民生活保障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对湖北省四市 2227 名失地

农民的调查，从社会支持视角下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禾，人关系支持因素对失

地农民再就业产生显著影响，并且私人关系支持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作用高于政府支持与市场支持的作用。在影响

变量中，帮助者职业相关程度、帮助者社会地位差距状况以及再就业技术培训支持状况的发生比值较大。因此，在

完善失地农民再就业的社会支持体系时，应注意强化政府责任、改善企业缺位状况以及提高失地农民职业培训质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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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指出：2015年，我国城镇人口总量达到 77116万人，城镇化率达到 56.1%,比世界平均水平

高约 1.2个百分点，并以平均每年提高 1.3%的速度迅速增长。城镇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它将成为中国未来 5至 10

年中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与此同时，农村土地出现流转现象，失地农民成为农村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成为“城市一

农村”二元社会中的一个边缘群体。2014年 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对失地农民而言，城镇

化带来的核心问题就是再就业。 

一、文献回顾 

失地农民再就业是国内外学者在农村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为厘清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本文借鉴美国学者柯亨和阿拉托的

相关研究成果，依据国家、经济领域、市民社会的划分方法，将社会支持系统划分为政府支持、市场支持、私人关系支持，并

从政府支持因素、市场支持因素以及私人关系支持因素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影响展开文献回顾。 

有的学者关注到了政府支持因素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影响。如，B .N .Floyd(1982) Gail M.Shields 和 Michael 

P.Shields(1989)指出政府认同和资金扶持直接决定了失地农民所能获得的就业岗位①；Linda Wong(1994)强调了在解决失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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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再就业问题过程中政府角色的重要性②；Gnanzhong James Wen(1995)通过分析现代中国土地所有权制度和储蓄、投资机制，

认为征地补偿制度的完善对失地农民更好地实现再就业有着重要影响③;费淑静(2006)、周志雄(2007)、胡加荣(2007)通过分析

当前失地农民就业现状，指出政府提供的资金、信息、职业培训帮扶等对失地农民再就业有重要作用
④
；Carmelo Mesa-Lago(2009)

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强制失地农民参保以及为他们提供基金和注册缴费等资金支持，为失地农民就业提供保障⑤；L. Kironde(2002)

强调政府征地补偿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重要性⑥；王洪（2008)、李梅(2010)等学者通过比较货币安置、社保安置与就业安置等

失地农民安置方式，发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支持不足，指出对失地农民缺乏正确引导是影响失地民再就业的重要因素，并提

出资金与技术支持是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的关键⑦。 

有的学者强调了市场支持因素中企业吸收劳动力状况、职业技能培训等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重要影响。如，Michael 

P.Todaro(1969)通过分析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型，指出就业指导体系建设和职业培训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具有重要影响
⑧
；

Juha Kettunen(1997)指出失地农民在原本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接受额外的企业培训会提高劳动力的就业能力⑨；Tito 

Boeri(1998)认为企业就近吸收劳动力能有效改善失地农民的就业状况⑩；汪慧玲、王富贵(2009)根据西安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

调查，指出应加大乡镇企业的劳动力吸收能力，以及对失地农民劳动技能和素质的培养⑪；李凤兰、李飞(2009)认为现代教育不

足、社会保障缺失等是影响失地农民再就业的主要因素，提出应为失地农民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以劳动

法为主的法律培训等⑫；胡于成、朱英杰(2009)强调企业的就业机会对失地农民转型的重要性，提出商业用途占用土地的企业，

除了在市场机制的框架内对占用土地进行经济补偿外，还应该对失地农民提供优先就业的机会⑬；刘波、陈夏芬(2011)通过分析

失地农民的就业状况，强调企业提供的职业培训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重要性⑭；Carlos Chiatti和 Isabel Shutes(2012)指出了

在市场化进程中各种类型的保障就业工作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重要性⑮。 

有的学者分析了私人关系对再就业的影响。如，Peter Blau 和 Otis Ducuan(1967)用路径分析方法探讨了社会网对职业方

面的影响⑯；MarkGranovetter(1974)强调了个人关系网络在工作和事业中的重要性，指出关系的强弱决定了个人能够获得信息

的性质以及达到其行动目的的可能性⑰；NanLin(1999)等人把结构层面的社会资源、社会关系网络引入地位取得研究中，指出人

们的社会地位越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就越多，工具性行动越理想⑱。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强调了私人关系支持因素对失地

农民再就业的影响。如，孟祥斐、华学成(2008)认为私人关系和再就业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私人关系的范围和质量将

直接影响失地农民的各种活动，良好的私人关系状况能为失地农民提供良好的就业渠道⑲；张青(2010)通过分析二元劳动力市场

分割理论中的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指出就业机会取决于个体所有社会资本的质量、特征以及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⑳；

周琳琳(2011)认为人脉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失地农民在就业过程中应扩大人脉，弥补二元社会造成的社会资源

劣势㉑；郭素玲(2011)认为就业资本状况是影响就业的关键，会从不同侧面影响失地农民的再就业㉒；胡仕勇(2013)认为就业帮

助者的职业与个人经济条件会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产生重要影响㉓。 

学者们既往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础，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既往研究主要以定性为主，较缺乏社会支持系统各因素对

失地农民再就业影响的比较研究，也缺乏社会支持系统各因素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影响的具体定量分析，较难为政策制定提供清

晰的参考意见。为此，本文基于湖北省四市 2227 名失地农民的调查数据，通过 Logistic 多元统计数学模型定量分析了社会支

持系统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影响比较了政府支持因素、市场支持因素以及私人关系支持因素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影响力，同时

提出了构建和完善失地农民再就业社会支持系统的建议和措施。 

二、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它最初出现在社会病原学中，用于研究心理失调的社会原因。20

世纪 80年代，国内外学者开始广泛关注社会支持领域研究，集中于从社会互动关系、社会资源的作用、社会行为的性质等角度

来定义社会支持。一是从社会互动关系来定义社会支持，认为社会支持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怀或帮助，它在多数情形下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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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社会交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互动关系；二是从社会资源的作用来定义社会支持，认为社会支持来自于社会关系的帮

助、人们联系的方式以及支持网络中成员间的资源交换；三是从社会行为的性质来定义社会支持。基于研究对象的特点，本文

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来界定社会支持，认为社会支持体系是指来自于政府支持、市场支持以及私人关系支持的各种社会资源。 

（二）研究假说 

基于文献回顾与概念界定，本文将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分为政府支持因素、市场支持因素以及私人关系支持因素。

失地农民再就业的状况取决于社会支持提供的各种就业资源。如果政府支持因素、市场支持因素以及私人关系支持因素提供的

资源较多，则失地农民的再就业状况就相对较好，反之，则比较差。本文建立以下有关假说： 

假说 H1：社会支持体系对失地农民再就业产生显著影响； 

假说 H2：政府支持因素对失地农民再就业产生显著影响； 

假说 H3：市场支持因素对失地农民再就业产生显著影响； 

假说 H4：私人关系支持因素对失地农民再就业产生显著影响。 

（三）变量设计 

本文的因变量为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用“已实现再就业”与“未实现再就业”来进行测量。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与调查

对象本人对新职业的满意度、家人对新职业的满意度以及新职业适应的困难程度等进行了信度检验，Cronbach ’s Alpha 值分

别为 0.863、0.829以及 0.894,说明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测量具有较好的信度。 

本文的自变量为社会体系提供的各种资源，具体分为政府支持因素、市场支持因素、私人关系支持因素三组解释变量。第

一组变量是政府支持因素，主要包含政府征地补偿状况、就业安置制度实施状况、再就业资金支持状况 

表 1解释变量的含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含义及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政府支 

持因素 

征地补偿状况 X1 
“您对失地农民征地补偿状况的满意程度如何？”；很满

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太满意=2,很不满意=1 
1.047 1.324 

就业安置制度实施状况 X2 

“您对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制度实施状况的满意程度如

何？”；很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太满意=2,很不满意

=1 

1.934 0.907 

再就业资金支持状况 X3 
“您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状况如何？”；很好=5,较

好=4,一般=3差=2,很差=1 

r 
2.332 1.103 

再就业技术培训支持状
X4 

“您获得政府的技术培训支持状况如何？”；很好=5,较好

2.708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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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4,一般=3,较差=2,很差=1 

市场支 

持因素 

企业吸收当地劳动力状

况 
X5 

“您认为企业吸收当地劳动力状况如何？”；很好=5,较好

=4,一般=3,,较差=2,很差=1 
3.437 0.756 

企业提供职业培训状况. X6 
“您对企业提供的职业培训状况的满意程度如何？”；很

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太满意=2,很不满意=1 
1.276 0.547 

私人关系

支持因素 

人脉范围状况 X7 
“您认为自身的人脉范围状况如何？”；很广=5,较广=4,

一般=3,窄=2,很窄=1 
2.754 

0.86

7 

帮助者职业相关程度 X8 “帮助者与您的职业是否相关？”；相关=1,不相关=0 0.654 0.476 

帮助者社会地位差距状

况 
X9 

“您认为帮助者与自己的社会地位差距程度如何？”；很

大=5,较大=4，一般=3,较小=2,很小=1 
3.754 1.012 

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 Y 
“您再就业的状况如何？”；已实现再就业=1,未实现再就

业=0 
0.237 0.425 

以及再就业技术培训支持状况等变量。第二组变量是市场支持因素，主要包含企业吸收当地劳动力状况、企业提供职业培

训状况等变量。第三组变量是私人关系支持因素，主要包括人脉范围状况、帮助者职业相关程度以及帮助者社会地位差距状况

等变量。相关变量的含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l。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数据来源 

根据调查研究的可行性原则，结合抽样便利性与可操作性原则，调研组以湖北省武汉、襄阳、荆门以及恩施四市为调查地

点，开展了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的调查。为保证样本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调查采取了简单随机抽样和多段抽样相结合的抽样

方式。首先在湖北省四市内，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对每个县进行编号，然后通过抽签的形式获取样本县的代码。接着，

在被抽中的样本县中，再次通过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获取样本镇的代码，再依次获取村的代码。最后，在样本村中，根据抽样

的便利性和经济性原则，按照整群抽样的方式抽取片居的农民家庭。这样的抽样方式很好地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 

调查员采取结构式访谈的形式，按照问卷内容收集相关资料。针对失地农民发放了 2300份问卷，剔除缺乏关键信息的问卷

以及废卷，最后共回收有效问卷 2227份，有效率为 96.83%。 

(二)样本基本特征 

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 2所示。从性别结构来看，男女性别比分别为 58.8%和 41.2%；从年龄结构上看，适龄劳动群体(35—55

岁)占总体样本的 82.8%；从受教育程度看，初中及以下教育背景占样本总体的 60.4%；从婚姻状况看，已婚占样本总体的 96.5%；

从家庭年收入上看，家庭年收入在 1万元以下的占样本总体的 63.3%。总体上看，失地农民样本主要体现出适龄劳动群体、低教

育水平、有家庭负担以及低收入等特与既往文献中失地农民样本结构较一致，也比较符合在农村中观察的结果，因此样本数据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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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n=2227) 

类型 选项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1309 58.8 

女 918 41.2 

年龄 

35岁以下 207 9.3 

35-55岁 1844 82.8 

55岁以上 176 7.9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94 13.2 

初中 1051 47.2 

高中 828 37.2 

大学及以上 54 2.4 

婚姻状况 

已婚 2149 96.5 

其他 78 3.5 

家庭年收入 

1000元以下 118 5.3 

1000-5000元 490 22.0 

5001-10000元 802 36.0 

10001-20000元 775 34.8 

20000元以上 42 1.9 

 

四、结果与分析 

（一）失地农民再就业描述性分析 

从表 3可以看出，失地农民再就业总体状况并不好,认为“已实现再就业”的样本占总体的 23.7%,认为“未实现再就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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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占总体的 76.3%。结果表明在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上任务艰巨，如果解决不好，将直接影响到大量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

以及城镇化进程。 

表 3失地农民再就业频数分布(n=2227) 

 已实现再就业 未实现再就业 

比例(%) 23.7 76.3 

（二）失地农民再就业解释性分析 

本文研究所考察的是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且假定其选择只有两种：“已实现再就业”与“未实现再就业”。对于此二类

选择问题，在综合考虑自变量类型的情况下，本文通过建立 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其模型形式为： 

 

其中，R 为失地农民再就业的概率，α为常数项，Xj为表示第 j 个影响失地农民再就业的自变量，m 为自变量的个数，βj

是自变量回归系数。失地农民已实现再就业的概率与失地农民未实现再就业的概率的比值为事件发生比，对其进行对数变换，

得到 Logistic回归模型的线性表达式为： 

 

为比较不同变量组之间的影响力，国内部分研究选用似然率检验(Likelihood Ratio Test,简称 LRT),但从统计应用范围来

讲，该统计方法具有明显的不足，因为不同模型中自变量的数量明显不同。目前国外 Logistic分析方法在嵌套模型(Nested Model)

中，通常采用 LRT 方法，但是针对类似论文的非嵌套模型(Non-nested Model),通常采用的方法为 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其表达式为: 

 

其中，G
2
为与虚无模型相比之下的似然率，DFk为模型中自变量的数目，N为观察值的数目。一般说来，BIC的值越小，模型

的拟合优度越好，或者说 BIC的绝对值越大，模型的拟合优度越好。 

本文利用 STATA12.0统计软件分析，运用二元 Logistic模型验算政府支持因素，市场支持因素以及私人关系支持因素对失

地农民再就业的影响。在模型回归过程中，首先将可能影响失地农民再就业的政府支持因素引入模型，得到模型Ⅰ;其次将可能

影响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市场支持因素引入模型，得到模型Ⅱ；再次将可能影响失地农民再就业的私人关系支持因素引入模型，

得到模型Ⅲ；.然后将论文设定的全部自变量(包括政府支持因素、市场支持因素、私人关系支持因素)共同引入模型，得到模型

IV；最后为确保数学模型的稳健性，根据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结果，剔除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的解释变量，再重新拟

合回归方程，得到模型Ⅴ。各 Logistic模型均以失地农民未实现再就业为参照组，具体结果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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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假说验证。表 4 中模型Ⅴ的拟合优度检验,反映出社会支持体系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Sig.=O.O13),

社会支持体系中政府支持因素、市场支持因素与私人关系支持因素均有变量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另外通过模型Ⅳ与模型Ⅴ拟

合优度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的 BIC 值相差不大，从而可以得出模型Ⅴ的稳健性较好，社会支持体系为失地农民再就业产生了影

响，提供了各种就业资源，即研究假说 H1成立。 

表 4 中模型Ⅰ的拟合优度检验，反映出政府支持因素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Sig.=0.041),即研究假说 H2 成

立。但是通过模型Ⅰ的 BIC值(-35.126)与模型Ⅲ的 BIC值(-96.457),可以看出相对于私人关系支持因素，政府支持因素对失地

农民再就业的影响较弱。 

表 4中模型Ⅱ的拟合优度检验，反映出市场支持因素 

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未产生显著影响(Sig.=0.067),即研究假说 H3 不成立，反映出市场支持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存在着明显

的缺位现象。 

表 4失地农民再就业影响因素的 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㉔(n=2227) 

变量 模型Ⅰ(b/eb) 模型Ⅱ(b/eb) 模型Ⅲ(b/eb) 模型 IV(b/eb) 模型 V(b/eb) 

政府支 

持因素 

征地补偿状况 -0.098/0.906   -0.107/0.899  

就业安置制度实施状况 0.087/1.091   0.083/1.086  

再就业资金支持状况 0.113*/1.120   0.107*/1.113 0.121*/1.129 

再就业技术培训支持状况 0.201**/1.223   0.189**/1.208 0.226**/1.254 

市 场 支持

因素 

企业吸收当地劳动力状况  0.092*/1.097  0.089*/1.096 0.101*/1.106 

企业提供职业培训状况  0.016/1.016  0.011/1.011  

私 人 关系

支持因素 

人脉范围状况   0.125*/1.133 0.121*/1.129 0.138*/1.148 

帮助者职业相关程度   0.335**/1.397 0.319**/1.376 0.377**/1.458 

帮助者社会地位差距状况   0.217*/1.242 0.206**/1.228 0.275**/1.317 

模型的拟合优度 

L
2
=39.112 

Sig.=0.041 

BIC-35.126 

L
2
=18.956 

Sig.=0.067 

BIC—15.345 

L
2
=112.475 

Sig.=0.021 

BIC=-96.457 

L
2
=147.357 

Sig.=0.019 

BIC=-133.553 

L
2
=169.237 

Sig.=0.013 

BIC=-151.562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 0.05、0.01和 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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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模型 HI 的拟合优度检验，反映出私人关系支持因素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Sig.=0.021),即研究假说

H4 成立。通过与模型 I 的 BIC值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私人关系支持因素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影响较强，同时模型 m 中各变量均通

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且发生比值较其他组别相对较高，说明目前失地农民在寻找新职业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自身的社会资

源来实现再就业。 

2.政府支持因素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影响。在政府支持因素中，再就业的资金支持与技术培训支持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

而征地补偿与就业安置制度实施状况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1)再就业的资金支持与技术培训支持状况。再就业的资金支持与技术培训支持的发生比(eb)分别为 1.120和 1.223,即在控

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政府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资金支持与技术培训支持每提升一等级，实现再就业的概率就相应增加 12.0%

以及 22.3%。由此可见，政府对失地农民技术培训支持的效能要高于资金支持，政府应更重视失地农民再就业中的技术培训。 

(2)征地补偿与就业安置制度实施状况。征地补偿状况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政府应更重视失地农民自身的“造

血”功能。失地农民领取征地补偿等经济补助，更多用来消费，而不是用于就业与投资，这给失地农民未来生活保障带来了很

多的隐患。在湖北四市的个案访谈中，项目组发现了不少因过度消费征地补偿而沦为贫农的个案。同时，就业安置制度实施状

况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政府工作中还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 

3.市场支持因素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影响。尽管市场支持因素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影响未整体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

在模型Ⅱ与模型Ⅳ中，企业吸收当地劳动力状况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企业提供职业培训状况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1) 企业吸收当地劳动力状况。企业吸收当地劳动力状况的发生比(e
b
)为 1.097,即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企业吸收当

地劳动力状况每提升一等级，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的概率就相应增加 9.7%。虽然发生比值相对较低，但是引入企业规模变量进

行偏相关分析可以发现，企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吸收劳动力能力。这与汪慧玲和王富贵(2009)、廖正涛(2009)等人的研

究结论较为一致。㉕ 

(2) 企业提供职业培训状况。企业提供职业培训状况在模型 n、N中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通过频数分析可以发

现，调查样本中企业提供职业培训的比例仅为 8.27%,说明企业提供职业培训状况本身就存在较大问题。 

4.私人关系支持因素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影响。在私人关系因素中，人脉范围、帮助者职业相关程度以及帮助者社会地位

差距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且呈现正向相关。表 4中模型 N、V显示，帮助者职业相关程度变量的比率比值(e
b
)最大。 

(1)人脉范围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脉范围变量在模型 3、4 中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失地农民人脉范围越大，再就业效果就越好。但通过模型 3、4 中 eb 的比较发现，人脉范围的比率比

值均小于帮助者职业相关程度与帮助者社会地位差距，表明在社会资本中，社会资本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2)帮助者的职业相关程度与社会地位差距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帮助者的职业相关程度与社会地位差距

在模型 3、4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帮助者的职业相关程度越高、社会地位差距

越大，失地农民再就业效果就越好。在社会网结构中，帮助者的职业相关程度表示“经度”，社会地位差距表示“纬度”，呈

现出社会网络的两个维度。帮助者的职业相关程度越高；社会地位差距越大，则意味着失地农民社会网结构的“经度”与“纬

度”值越大，社会网络质量越好，失地农民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的就业机会就越多。 

五、小结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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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湖北省四市 2227 名失地农民的调查数据，本文通过比较的方式，运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分析了社会支持视角下失地

农民再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私人关系支持因素对失地农民再就业产生显著影响，并且私人关系支持对失地农民

再就业的影响大于政府支持与市场支持的影响。(2)在政府支持因素中，再就业的资金支持与技术培训支持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

验，其中技术培训对再就业影响的发生比相对较大，而征地补偿与就业安置制度实施状况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再

就业保障状况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经济补偿未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发挥明显作用。(3)市场支持因素对失地农

民再就业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企业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吸纳作用未发挥明显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我们认为在完善失地农民再就业的社会支持体系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强化政府责任，落实就业安置制度，建立完善的失地农民再就业促进机制。政府在解决失地农民问题过程中，应转

变支持观念，从原有“输血”支持转变到自身“造血”支持，强化失地农民再就业责任意识。政府应从资金落实、技术培训与

帮扶以及税收政策上，落实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制度，促进失地农民再就业。同时，应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学工作机制，以

及失地农民再就业服务链。可在政府层面建立失地农民再就业工作委员会，同时发挥农村社区的枢纽作用，建立联动平台，构

建动态性、系统性的失地农民再就业服务链。 

第二，改善企业缺位状况，增强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并针对失地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实践证明，中小企业在解决

和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有着较大的优势。企业、集体经济组织等应切实履行其在失地农民再就业实现过程中的责任及义务，改

善企业缺位状况。另外，企业应凭借有利的区位优势，加大吸纳周边地区失地农民的力度。同时，企业还应加强对失地农民人

力资本的支持，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和培训，帮助失地农民掌握新的职业技能、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形成新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

式，以实现失地农民充分就业。 

第三，提高失地农民职业培训质量，完善职业培训体系。首先，政府应丰富培训内容，积极开展引导性培训、职业技能培

训以及开发式的创业培训，加强对失地农民开展基本法律知识、权益保护、择业就业观念等方面的培训，培养失地农民良好的

再就业意识。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失地农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求职愿望和预期收入等，有针对性地开展分类的

职业技能培训，因人制宜地帮助失地农民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其次，应在失地农民比较集中的地区全面推开创业培训，为失

地农民向土地富余区域农业产业转移提供技能支持。再次，应通过整合教育培训资源，完善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体系，形成以

政府为主体，县、乡镇为重点，村、社区为责任部门，同时配有专业组织进行决策与业务指导的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服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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