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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和就业素养对长三角新生代
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陆昱江,崔玉平

[摘 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从就业质量、社会保险和职业技能三个维

度测评其职业发展水平。测评结果显示,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水平略高

于全国平均值,其中就业质量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最大,社会保险也不及全国平均

水平,但职业技能优于全国同类劳动者。以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为被

解释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育、职业培训和就业素养能够提高职业

发展水平,个人自然条件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创新继

续教育模式、改进职业培训方法、提高就业素养和倡导多元化就业成为促进长三角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行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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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职业发展是劳动者追求优质物质与精神生活,推动实现既定职业规划目

标并制定实施新职业规划方案的动态过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实现共同

富裕成为我国新时代战略发展目标。推进共同富裕并不是简单通过再分配政

策机械式调整社会财富分配,而是要引导和鼓励中低收入人群提高职业发展

质量和水平,依靠职业发展、通过职业发展逐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效

率和公平的最优平衡。农民工是我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截至2022年末,我

国共有2.96亿农民工,其中“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近半。与第一代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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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需求更加强烈,他们长期生存在城乡夹缝

之中,既缺乏城市发展根基,又与乡村的联系发生割裂。在城市化进程中,

他们一方面难以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又不愿像父辈一样返乡生活,因此被称

为“无根的一代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社会

境遇,缩小他们与城镇居民在工资收入、劳动条件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距,

是防范社会阶层固化和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在此形势下,关

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探索影响他们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并提出政

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一)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测评

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职业发展测评方案,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研究

侧重,设计了多套职业发展测评指标。例如,李春玲(2005)利用全国抽样调

查数据,构建包括教育、收入、权力、企业性质以及是否从事受歧视行业等

5个维度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算结果显示,大部分农民工聚集行业的社

会经济地位都很低。Leschke(2014)提出工作质量指数(job
 

quality
 

index),

测量维度包括劳动时间自主权、劳动保障、作业控制、工作强度、技能提升

和获得工作生活保障。刘莹莹(2018)从微观层面评价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态

时,参考工作质量指数的构成维度,构建包括劳动收入、工作强度、劳动保

障和就业稳定性等4个维度的就业质量指数。另一方面,Schein(1978)完善

了职业生涯管理理论,把职业周期分为前期探索、岗位进入、职级提升、稳

定就业、危机应对和职业退出等9个阶段,并根据发展方向将职业发展分为

垂直发展、水平发展和向心发展。该理论揭示了职业发展的两个关键点:

一是职业发展的基础和定位,二是职业发展的前景预期。国内学者研究指出,

就业质量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认同的基础(刘丹和雷洪,2020),排除运

气和事故等不可测因素后,职业潜力和抗风险能力成为影响职业发展前景的

关键(邓涛,2010;王慧博,2012)。笔者借鉴邓睿(2020)的研究成果,采用

就业质量指数描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基础,同时增加职业技能和社会保

险两个维度(邓涛,2010;王慧博,2012),分别衡量他们的职业潜力和抗风

险能力,以此评估他们的职业发展前景。

一些国内学者采用月/年收入、周工作时长、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

险、是否签订劳动合同4个指标评价农民工就业质量,分别对应劳动收入、

工作强度、劳动保障和就业稳定性4个测量维度(赵明霏和冯婧,2020;周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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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沈笑笑,2021)。笔者调研发现,长三角地区存在许多以亲友关系为纽带组

建的小型工作团队,其成员在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仍能长期稳定

工作,因此以失业状况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更贴合实际。同时,

有大量灵活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自费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他们的参保

行为和就业活动并没有直接关联,而工会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职业培训、

合同指导、劳动保障、司法援助和生活救济等一系列帮助,加入工会意味着

获得基本劳动保障,以此评价他们的劳动保障水平更合理。此外,考虑到

“五险一金”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抗风险能力,应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五险

一金”的情况评价他们的抗风险能力。职业潜力方面,新韦伯主义学者

Parkin(1973)提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财富分配制度是决定一国社会分层

的两大基石,其中职业资格证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人职业走向。在无

法改变个人家庭出身的情况下,提高职业技术和考取职称证书是农民工实现

职业上升的主要途径,但他们时常面临有技术无证书的困境,主要原因是缺

乏正规培训(李强,2010)。因此,可以根据是否接受正规职业培训①以及是

否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评估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潜力。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劳动 者 职 业 发 展 的 影 响 因 素 是 人 力 资 本 领 域 的 研 究 重 点。Boskin
(1974)构建职业选择的Logit模型,论证劳动者在评估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

和收益后,会倾向于选择预期收益净现值最高的职业。Chevalier(2007)提出,

人力资本积累决定劳动者职业地位,教育、工作经验和岗位级别正向影响收

入水平,同等情况下,男性劳动者的平均薪酬要高于女性劳动者。关于社会

资本的作用,Ouerdian(2019)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证明,导师培养制能让员工

获得更多的关键型人际关系网络(instrumental
 

network),从而帮助他们实现

职务 晋 升,不 过 实 证 结 果 也 显 示,表 述 型 人 际 关 系 网 络 (expressive
 

network)与职业成功的关系并不显著,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也不起中介作用。

总体来看,国外学者普遍认可人力资本对职业发展的决定作用,并倾向于将

社会资本视为一种与职业发展相关的中间变量。

国内学者研究认为,教育、培训和工作经验等传统人力资本要素能够提

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曾福生和周化明,2013;李俊,2014;田立博

等,2016;范小梅和吴晓蓉,2018)。同时,就业素养也会影响他们的职业发

展状态(苏小菱,2022)。就业素养是指个体成功就业所必备的观念、品格与

① 当前我国的正规职业培训主要包括技工学校培训、地方就业中心培训和民办教育

机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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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从构成上看,就业素养包括就业发展意识、就业品格和就业能力等

三个方面。对缺乏城市根基且学历水平偏低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就业发展

意识是他们对就业发展的主观认知。关键的就业品格包括自我控制和接受教

育培训的意愿,以及承受工作生活负担的能力,其中自我控制能力是新生代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组成部分(梁伟军等,2016),有助于他们更好适应

城市生活(刘俊威,2012),抗压能力可以减轻就业与生活环境变化对新生代

农民工造成的不利影响,降低他们的心理风险(谢建社,2010)。由于新生代

农民工就业流动性较大,可以用就业转移能力反映他们的就业能力。据此构

建农民工就业素养测评4个维度:就业发展意识、自控与受训意愿、抗压能

力、就业转移能力。此外,社会资本也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孙世

会,2021),而个人自然条件(如年龄和性别)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

平亦存在差异(曾福生和周化明,2013)。归纳而言,传统人力资本要素、就

业素养、社会资本以及个人自然条件等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支柱,

并随着他们职业周期的变化而演进、融合。根据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教育和培训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

假设2:就业素养能够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

假设3:个人自然条件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

差异。

三、问卷设计与量表检验

(一)就业素养问卷的编制与试测

为了达成研究目标,即检验上述研究假设,编制了“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

就业素养问卷”。基于文献综述、专家建议和农民工访谈结果,设计33个题

项,使之隐含就业素养的4个维度,采用李克特七分量表形式,根据与题述

内容的符合程度设置7等选项,分别赋值1到7分,分值越高代表符合程度

越高。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随机发放200份调

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83份。根据题项总分值排序,取前后27%的样本分

设高分组和低分组,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删除差异不显著的题项;测算各题

项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和校正相关系数,删除不显著和相关系数以及校正相关

系数小于0.4的题项;共删去2题(“我能改掉不良生活习惯”和“我知道如何

寻求心理辅导”)。修改了部分题项的问法,然后再次进行小范围试测,结果

显示总量表的Cronbachα值为0.969,整体信度较高;球形检验结果显示,

模型KMO值为0.943,p值小于0.1%。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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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的4个共同因子总方差解释度达到71.237%,满足统计学要求。最后共

有31个题项保留下来,形成大范围正式施测的问卷。

(二)就业素养问卷正式施测与检验

1.样本描述性分析

2021年8月,课题组在昆山、上海、杭州、合肥四地开展调研,采取简

单抽样方法,向制造业工人、建筑工人、出租车司机、修理工人和餐厅服务

员等“80后”新生代农民工较为集中的人群发放1200份调查问卷,回收

1105份问卷。剔除172份无效问卷①,剩余933份有效问卷,调查有效率约

为77.750%。如 表 3 所 示,调 查 样 本 的 男 女 占 比 分 别 为 57.020% 和

42.980%。一市三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分别为

9.218%、32.690%、31.083%和27.010%。年龄方面,受访农民工平均年

龄29.090岁,31岁 及 以 下 的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占 比67.524%。收 入 方 面,

2020年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收入为7.654万元。学历方面,78.671%
的新生代农民工学历水平不超过初中,只有1.393%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本

科及以上学历,整体学历水平偏低。

2.探索性因子分析

对取奇数排序的467份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模型 KMO
值为0.907,p值小于0.1%,全部题项的 MSA值均在0.792以上。经三次

探索性因子分析,删除因子载荷小于0.4或同属两个公因子的5个题项,最

终保留26题,用于度量农民工就业素养的4个维度。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

准,满足 条 件 的4个 公 因 子 的 方 差 提 取 量 分 别 为28.348%、14.030%、

11.268%和9.067%,总方差解释量为62.712%,满足统计学要求;旋转前

的最大公因子方差提取量不超过40%,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4个公因

子包含的问题分别衡量受访者就业发展认知、寻找新工作的能力、克服困难

接受教育培训的意愿以及承受工作生活负担的能力,与前文定义的就业素养的

4个方面基本相符,说明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与模型假设比较吻合,故将4个

公因子分别命名为就业发展意识、就业转移能力、自控与受训意愿和抗压能力。

3.验证性因子分析

对取偶数排序的466份样本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结果如下:

(1)结构效度

模型的卡方与自由度比值为1.061,优于不高于2的统计学良好标准。

① 为提高调研数据的准确性,剔除收入明显偏高、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年龄

与婚姻状况不匹配、年龄和学历不匹配以及连续选择同一选项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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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检验p值为0.227,接受虚拟假设,可以认为模型样本的共变异数矩阵

和假设模型的期望共变异矩阵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模型 RMSEA 值为

0.011,优于0.08的统计学标准。GFI、AGFI、NFI、RFI和IFI等5个指

标数值均大于0.9,表明结构效度良好。

(2)聚敛效度与区分效度

如表1所 示,26道 题 目 在 其 所 属 维 度 中 的 因 子 载 荷 均 在0.540到

0.934之间,p值全部满足0.1%的显著性要求。4个公因子的平均方差提取

值(AVE)均高于0.5,组合信度值(CR)接近或超过0.9,聚敛效度和组合信

度都满足要求。同时,各公因子之间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不超

过0.5且低于AVE平方根,表明区分效度达到统计学标准。
表1 聚敛效度和组合信度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问卷题目) 因子载荷 AVE CR

就业发

展意识

我认为有能力更换和适应新工作很重要 0.885***

我知道哪种继续教育方式最适合自己 0.753***

我认为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很重要 0.744***

我认为职业资格证书很重要 0.734***

我认为政府劳动监管部门工作效率很高 0.730***

我认为职业技能培训很重要 0.695***

我了解社会保险知识,知道如何参保缴费 0.557***

0.538 0.889

就业转

移能力

我能通过亲友获取需要的招聘信息 0.921***

如果现有工作不合适,我能很快找到新工作 0.830***

我的适应能力和社交能力很强,在哪儿都能很好发展 0.718***

我的职业技术水平很高,学得也很快 0.752***

我学习的能力比一般人强 0.671***

我有足够积蓄,可以撑到找到更好工作 0.559***

我找工作的能力比一般人强 0.540***

0.525 0.882

自控与

受训

意愿

我能抽出空闲时间接受继续教育 0.934***

我知道怎么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敢于维权 0.775***

我明白自己需要哪种职业技能培训 0.758***

我能攒钱支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费用 0.693***

我能抽出空闲时间接受职业技能培训 0.631***

我能攒钱支付继续教育的费用 0.595***

0.547 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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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问卷题目) 因子载荷 AVE CR

抗压

能力

我认为我能很好应对房贷压力 0.931***

我认为我能很好应对赡养长辈的压力 0.831***

我认为我能很好应对车贷压力 0.798***

我认为我能很好应对抚养孩子的压力 0.757***

我认为我能很好应对日常工作的压力 0.750***

我认为外界的诱惑不大,我还能攒得下钱 0.595***

0.614 0.904

注:*、**和***分别表示p值小于5%、1%和0.1%。

四、职业发展测评与影响因素检验

(一)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的相对评价

构建职业发展比较指数,采用相对评价方法将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

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首先,根据调研数据计算职业发展测评的

二级指标数值,再将指标数值与全国平均值相除,所得结果即为该二级指标

的比较指数;其次,计算各一级指标所辖二级指标比较指数的算数平均数,

所得结果就是该一级指标的比较指数;最后,计算就业质量、社会保险和职

业技能等三个一级指标比较指数的算数平均数,将之作为职业发展比较指数。

考虑到周工作时长和失业率为负效指标,为与其他指标搭配,取这两个指标

与全国平均值之商的倒数作为其比较指数。计算结果见表2。

从整体上看,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比较指数为1.058,略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但各测评维度的情况差异很大。如表2所示,长三角新生代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比较指数仅为0.575,短板主要是就业稳定性差和劳动保

障水平低,而他们的工资收入略高于全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薪酬,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电商和物流运输等新兴行业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大量

就业岗位,在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劳动待遇,但他们需要承

受更高的劳动强度。抗风险能力方面,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的比较

指数为0.619,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均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成

为影响他们职业发展的隐患。导致该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观因素包括

认知不足和缺乏消费规划,客观上也与推迟退休年龄和异地就医报销不便有

关。职业潜力方面,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比较指数为1.980,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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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职业培训和获得资格证书的人数比例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

长三角地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广泛运用互联网技术创

新农民工培训模式,以较低成本实现了推广职业培训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

技工学校和地方就业中心的主要培训对象就是农民工等劳动群体,同时由于

数据限制,笔者没有区分不同类别和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因此只能认为长

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潜力优于全国同类劳动者的平均水平,并不能

断定他们的职业潜力已经超过其他社会阶层的劳动者。

(二)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影响因素

1.模型构建与变量描述

现有研究认为教育、培训、就业素养、社会资本和个人自然条件能够影

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故本文以就业质量、社会保险、职业技能和

职业发展为被解释变量,以学历、企业培训、就业发展意识、就业转移能力、

自控与受训意愿、抗压能力和社会资本为解释变量,以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从事行业和就业地为控制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解释变量的定

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3。

表3 解释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占比/均值 标准差

学历

小学及以下 26.474%

初中 52.197%

高中 14.469%

大专 5.466%

本科及以上 1.393%

企业培训 过去三年(2017—2019年)参加企业培训次数 1.811 1.209

就业发展意识 对就业发展的主观认知和追求意愿 3.694 0.983

就业转移能力 为摆脱就业困境而寻求更好就业机会的能力 4.013 1.087

抗压能力 承受和对抗压力以及其他负面情绪的能力 3.321 1.091

自控与受训意愿 克服困难,主动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意愿 3.418 1.140

社会资本 所在城市能帮忙介绍工作的朋友数量 2.859 0.739

性别
男 57.020%

女 42.980%

年龄 2021年受访者的实际年龄 29.090 6.020

婚姻状况
无配偶 50.589%

已婚有配偶 4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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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占比/均值 标准差

从事行业

制造业 38.901%

建筑业 8.253%

批发零售业 11.897%

交通运输与仓储业 12.862%

居民服务修理业 8.467%

住宿餐饮业 10.182%

其他行业 9.432%

工作地

上海 9.218%

江苏 32.690%

浙江 31.083%

安徽 27.010%

注:根据研究需要,对部分解释变量进行简化处理,具体包括:1.将“小学学历”和
“未读过书”合并为“小学及以下”,将“本科学历”和“研究生学历”合并为“本科及以上”;

2.企业培训指标中,将“5次”和“5次以上”合并为“5次”;3.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包
括表述型人际关系网络和关键型人际关系网络,其中关键型人际关系网络更重要,笔者

咨询专家后,用“所在城市能帮忙介绍工作的朋友数量”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关键型人

际关系网络,并将该指标中的“5人”和“5人以上”合并为“5人”;4.婚姻指标中,将“未
婚”“离异”和“丧偶”合并为“无配偶”;5.“从事行业”是指被调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行业,
若2020年被调查者从事过多个行业,则“从事行业”是其获得最多收入的行业;6.“工作

地”是指2020年被调查者工作驻留时间最长的地点。

2.变量处理与回归分析

如表2所示,不同的职业发展测评指标存在量纲差异,回归分析前需要

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方法参见式1:

CD0-1st
tij =

xtij-Minij

Maxij-Minij
(1)

在式1中,t代表新生代农民工个体,i代表职业发展的一级测评指标,

j代表该一级指标下辖的二级指标,xtij 是新生代农民工t在测评指标xij 上

的得分值,Maxij 和Minij 是指标xij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CD0-1st
tij 是xtij 的

0-1标准化结果。考虑到周工作时长和失业情况都是负效指标,用“1-周工

作时长的0-1标准化数值”替代原标准化结果;用在岗情况替代失业指标,

经0/1赋值后再进行标准化处理,赋值方法见表2注释。将各二级指标的标

准化数值相加,得到对应的一级指标:

CDti=∑
mi

j=1
CD0-1st

tij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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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2中,mi 为一级指标i包含的二级指标数量。采用等权重加和的方

法,用三个一级指标数值除以其包含的二级指标数量,将得到的三个数值相

加即为个体t的职业发展总指标:

CDt=∑
k

i=1
CDti/mi(k=3) (3)

根据研究需要,将自变量中的类别变量转换为虚拟变量。异方差检验提

示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故对各模型进行 Huber-White调整。回归结果见

表4。

回归结果分析如下:

第一,人力资本积累能够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假设1成立。

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质量、社会保险和职业技能三个

维度都显著优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但是这种优势并没有出现

在大专及以下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他们的社会保险水平甚至更低,原

因可能是学历较低时,工作经验的边际贡献率要高于学历的边际贡献率。从整

体上看,只有当学历在本科及以上时,学历的优势才能完全发挥出来,但调研

数据显示,只有1.393%的受访农民工达到这个标准,对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

而言,学历仍是阻碍他们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参加企业培训也能显著

提高就业质量和职业发展水平。但企业培训对社会保险的正向影响和对职业技

能的负向影响都不显著,说明企业培训不一定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水平,

还可能对他们参加正规职业培训和考取职业资格证书产生“挤出”效应。

第二,就业素养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假设2得到验证。

首先,就业发展意识对就业质量、社会保险和职业技能都有显著提升作用,

是决定个人职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其次,就业转移能力对就业质量的提

升效果最大,说明找工作能力强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获得优质劳动岗位,

也反映出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现有岗位上获得晋升,只能通过转换工作

提高就业质量。再次,抗压能力与就业质量和社会保险显著正相关,但是对

职业技能的提升效果不显著,说明吃苦耐劳仍是新生代农民工谋求职业发展

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险虽然能够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抵御外部风险,但也给他

们增加了经济压力。最后,自控与受训意愿对职业发展的三个测评维度都有

显著正向影响,将其与抗压能力合并分析可以发现,参加正规职业培训和考

取职业资格证书并不会对新生代农民工造成太大压力,自控与受训意愿偏弱

才是他们怠于提高职业技能的主要原因。此外,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新生

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但与职业技能负相关,说明亲友的帮助虽然能够改善新

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境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参培考证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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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存在显

著差异,假设3成立。如表4所示,女性的社会保险水平显著高于男性。原

因可能有两点:一是相对弱势的劳动地位促使女性更加重视社会保险,也更

愿意参加社会保险;二是女性学历水平优于男性(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调

查样本中的男性与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8.867年和9.334年,p=
0.005),更容易实现标准化就业。另一方面,年龄的增长使新生代农民工就

业质量出现小幅下降,但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工作经验让他们更重视社会保险,

参保率也随之上升。从回归结果来看,已婚有配偶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

水平更高,社会保险水平也要优于无配偶的新生代农民工。该现象反映了婚

姻与家庭对个人工作和生活理念的改变,而不少企业基于岗位稳定性、员工

责任心与顺从性考虑,也更愿意招收已婚有配偶的员工。

五、政策建议

(一)创新继续教育模式,提升农民工学历水平

笔者调研发现,长三角地区的许多大型制造业企业对技术岗(如模具设计

岗和数控机床操作岗)的最低学历要求是大专,学历是否达标就成为决定新生

代农民工职业发展起点的重要因素。表4回归结果显示,学历提升对职业发

展的影响是一条“U型”曲线,极值点出现在大专和本科之间。遗憾的是,新

生代农民工的学历中位数位于“U型”曲线左侧,对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新生

代农民工来说,提升一级学历仍然无法达到技术岗的最低学历要求,还可能

影响他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节奏,综合效益可能是负值。具体原因分析见前

文,此处不再赘述。破解这个困局的关键在于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继续教

育的机会成本,不让他们因接受继续教育而损失工作经验积累。鉴于此,教

育管理部门要根据农民工劳动强度大、在岗时间长和工作不规律等特点,研

究适合他们的继续教育模式和实施办法,并为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发放教育补

贴,降低他们的学习成本。中高等职业院校要开办更多实用性强、学习见效

快的专业,推动教育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吸引更多新生代农民工入学。还应

借鉴开放大学的办学模式,采取更加灵活的弹性学制,建立长期有效的学分

认可与互换制度,减少继续教育对他们工作生活的影响。最关键的是,新生

代农民工也要充分认识到学历对职业发展的重要影响,通过终身学习弥补自

身知识短板。

(二)改进职业培训方法,响应农民工培训诉求

职业培训是形成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关键在于提高培训效率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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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培训价值,尤其要减少无效或低效培训。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职

业培训时,经常会陷入两难的境地:企业提供的技术培训有助于提高就业质

量,但也会导致培训倦怠,可能削弱他们参加正规职业培训和考取职业资格

证书的积极性。同时,企业培训的社会认可度不高,也很少提供参培证明,

对找新工作的帮助十分有限。正规职业培训同样存在不足,许多地方就业中

心提供的免费培训内容浅显且缺乏针对性,对参培人员的帮助还不如企业组

织的非正规培训,因此也就出现了为获取政府补贴而参加培训的情况。对此,

要统筹协调正规培训和非正规培训。一是提高企业培训的社会认可度,可以

通过政企合作的方式,由政府向优质企业提供培训补贴或税费减免,企业根

据协议扩大培训规模,吸纳更多的社会人员参加培训,并根据参培表现择优

录用部分企业外人员,结训后再由政府出具证明材料,使这些企业培训具有

接近正规职业培训的社会认可度。二是优化正规职业培训的授课内容,提高

培训的针对性。要根据目标群体的实际需要及时调整授课重点,删除过时的

培训项目。长期以来,除民办培训机构外,技工学校和地方就业中心的培训

教师多为专职人员,他们对劳务市场以及岗位需求的了解程度不如企业培训

人员,也缺乏精进的动力。

为解决该问题,首先,应该加强在编教师与企业的交流互动,定期开展

教师赴企业实践活动;并且可以聘请企业培训人员参与正规职业培训,实现

优势互补。其次,要转变传统正规职业培训的授课模式,减少对劳动者日常

工作的影响。要利用后信息时代公共传媒平台强大的宣传功效,把定时定点

的线下培训课堂“搬到”线上,通过全媒体技术向目标群体推送培训课程,使

他们能够更便捷高效地获取优质课程资源。最后,还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营

造崇尚劳动的积极氛围,以培养大国工匠的理念推进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

鼓励新生代农民工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并在考核机制方面给予他们便利。

(三)强化工会服务职能,提高农民工就业素养

前文已经证明,就业素养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但长期以来,鲜有专业机构愿意为他们提供此类培训服务。究其原因,一是

农民工不愿为短期见效慢的培训花钱,导致此类培训难以商业化;二是政府

劳动保障部门更重视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工作。因此,培养农民工就业素养

的任务应由其他非营利性组织承担,从组织结构和服务领域来看,城市工会

是执行此项工作的最佳选择。由表2可知,长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工

会的人数比例偏低,需要加强工会服务职能,吸引更多农民工加入工会。

一要扩大城市工会的业务范围,为农民工提供属地对接服务,让他们可以借

助工会平台享受更多帮扶政策。二要加强工会与劳动监察部门以及仲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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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司法机关的常态化联系,完善“工会+监察”“工会+仲裁”和“工会+诉讼”

的复合型劳动纠纷解决机制,让农民工能够通过工会获得更好的维权服务。

三要简化工会转会流程,方便工作流动性大的农民工转会。同时要做好三个

方面的教育培训工作:第一,引导农民工树立正确的职业发展观,帮助他们

做好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提高他们的职业发展效率。第二,开展针对弱势劳

动群体的认知归因教育,扭转部分懒惰懈怠人员的外控性格倾向,改变他们

随遇而安的工作生活态度。第三,弘扬积极向上的职业进取精神,鼓励劳动

者将个人奋斗作为实现职业生涯规划目标的根本途径,不过度依赖外部帮助。

(四)倡导多元化就业,鼓励从事新兴行业工作

在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构建出全新的生产方式,智能机器人大

量取代一线生产工人,降低了传统制造业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而提高新生

代农民工的学历、技术和个人能力又是一个长期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因此

需要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并在就业与创业领域给予他们

足够的政策支持(石丹淅,2017)。随着我国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人

们拥有更充裕的经济条件去追求高品质生活,大量富余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

新业态经济崛起成为必然。2019年以来,我国分三批公布了38个新职业,

启动实施百万青年技能培训行动,覆盖科技、养老、电商和公共服务等热门

领域,这些新职业代表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

其中网络平台就业创业和部分公益性岗位社会服务效用大、从业要求低,是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移的好选择、好去处。同时,随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

不断完善,网络电商与合作金融等成熟产业正加速向乡镇地区流动,必将开

创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篇章。当前正值乡镇市场开拓的关键时期,农民工

群体拥有返乡就业创业的先天优势,能够迅速填补乡镇就业市场空缺,相关

部门应大力推广新型乡村创业的成功经验,帮助他们实现职业发展的“弯道

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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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which
 

uses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the
 

explained
 

variable
 

show
 

that
 

education,vocational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accomplishment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career
 

development
 

while
 

there
 

a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level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different
 

personal
 

natural
 

conditions.Innovating
 

continuing
 

education
 

models,improving
 

vocational
 

training
 

methods,

raising
 

employment
 

accomplishment
 

and
 

advocating
 

diversified
 

employment
 

have
 

become
 

the
 

very
 

action
 

paths
 

to
 

promote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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