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及其
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受个体因素、流迁因素和职业背景因素的综合影

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当前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就业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医疗保障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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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是推动社会结构变动、城市化进程

的重要因素，是人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口政策的

调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

现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流

动人口规模已达 2.44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7.6%，其中外出农民工1.72亿人，占流动人口总

量的70.5%。〔1〕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有利于促进人口

红利的实现和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但

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人力资本不足等原因，流

动人口存在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险参保率不高、

收入水平低等诸多问题。〔2〕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破除

阻碍人口流动的壁垒，促进市民化的发展，特别

要求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

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

的机会。因此，研究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就业状

况及其影响因素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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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述评

关于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研究，杨菊华利用

2005 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个体数据，探讨了

三类人群——本地市民、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

动人口——的劳动强度情况。调查发现，与本地

市民相比，外来人口的劳动时间显著超过本地市

民的劳动时间，且平均收入水平较低。关于影响

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显

著地降低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劳动合同的签订

有助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3〕杨凡利用2012

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就业状况调查的数据对流动人

口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进行了研究，

发现在流动人口中，正规就业者的工资要显著高

于非正规就业者；流动人口从事正规就业或者非

正规就业有明显的选择性，主要取决于受教育水

平、工作经验等个人禀赋，受教育水平较高、工

作经验比较丰富，都会提高流动人口获得正规就

业工作的概率，也会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4〕

綦松玲等利用2013年吉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

样调查的数据，对吉林省流动人口的就业及居住

情况进行研究，认为吉林省流动人口主要从事的

职业为商业、服务业，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就业

稳定性受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本次流入原

因等因素影响；主要居住方式为租住私房，主要

影响因素包括流动范围、流入时间和职业等。〔5〕

苏丽锋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少

数民族人口流动特征与就业质量进行了研究，研

究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总体的就业质量不高，

表现为虽然雇主、自营劳动者比例较高，但很少

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平均收入明显较低，

绝大部分人未签订劳动合同、未参加社会保险，

游离于流入地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保护之外。〔6〕

综上所述，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多数研究以

某一具体省市、某一特定群体的全部流动人口就

业状况作为研究对象，没有剔除非劳动年龄群体

流动人口，缺少对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状况

的总体把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近年来多数的

实证研究使用的是特定省市的截面数据，缺乏基

于全国代表性、权威性数据的研究；现有的利用

全国性数据对于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研究大多已

经不具有时效性，难以反映当今流动人口的就业

状况。基于此，本文选用2017年流动人口监测调

查数据，综合构建包含行业分布、就业身份、工

资收入等多维度测量指标，深入分析影响劳动年

龄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多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促进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政策建议。

二、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人口

社会学特征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7年全国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以31个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6年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

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

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样本覆盖全国，有较强的

代表性和说服力。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

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 周岁及以

上流入人口。本文选取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

监测调查中16—60岁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为研究对

象，经筛选后的有效样本为164188个，其中男性

84535人，女性79653人，性别比为1.06，平均年

龄为 35.6 岁。使用 STATA （15.1） 进行数据分析

后，发现中国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具有以

下人口社会学特征。

（一）就业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男性就业率

显著高于女性

反映劳动力资源利用情况的统计指标有就业

率和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通常指从业人员和

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就业率指从业人

员占劳动年龄人口比率。〔7〕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

总就业率为84.2%，劳动参与率为86.5%，男性的

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均显著高于女性 （P<0.05）。

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为95.3%，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仅为77.1%。不同性别的人群未就业原因不同，女

性未就业的原因主要是料理家务/带孩子，占未就

业女性流动人口的75.8%；男性未就业的原因主要

为失业，占未就业男性流动人口的34.2%。这说明

有许多女性是作为家属跟随丈夫进行迁移的。有研

究表明，家庭化流动有助于家庭中男性成员就业率

的提高，却会对女性的就业状况产生负面影响。〔8〕

（二）雇员、自营劳动者占大多数，在高技术

含量行业就业的比例过低

就业身份、行业与职业是就业质量的基本指

标。〔9〕本文根据国家划分标准，统计了劳动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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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行业分布信息，如表3和表

4所示。在就业身份方面，大部分流动人口以雇员

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占比58.6%；其次是自营劳

动者，占比33.6%；作为雇主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流

动人口较少，占比5.8%。在职业分布方面，劳动

年龄流动人口中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高达

59.83%，而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设备操作

人员的比例分别为9.23%、1.74%、4.32%。在行业

分布方面，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占

2.3%，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占

36.3%，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占

61.4%。

虽然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占绝大多数，但

大多数流动人口从事的不是高技术含量的职业。

从行业类别细分来看，流动人口主要从事的职业前

五 位 的 是 批 发 零 售 业 （21.6%）、 住 宿 餐 饮 业

（12.6%）、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0.9%）、建筑业

（7.9%）、其他制造业（7.3%）。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

比较集中，在高技术含量行业，如通信（2.54%）、

金融（1.22%）、科学研究（0.32%）、教育（2.07%）

等对知识和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就业的比例过低，

这是流动人口发展受到限制的重要原因。

表1 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

是否就业

是

否

总计

男性

频数

78622

5913

84535

百分比(%)

93.0

7.0

100.0

女性

频数

59590

20063

79653

百分比(%)

74.8

25.2

100.0

总计

138212

25976

164188

百分比(%)

84.2

15.8

100.0

表2 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未就业原因

未就业原因

料理家务/带孩子

失业

等待上岗

丧失劳动能力/生病

其他

总计

男性

频数

495

1946

1353

712

1182

5688

百分比(%)

8.7

34.2

23.8

12.5

20.8

100.0

女性

频数

14804

1876

960

952

937

19529

百分比(%)

75.8

9.6

4.9

4.9

4.8

100.0

总计

15299

3822

2313

1664

2119

25217

百分比(%)

60.6

15.2

9.2

6.6

8.4

100.0

表3 城乡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

就业身份

雇员

雇主

自营劳动者

其他

总计

非农业户口

频数

19502

2114

6979

890

29485

百分比(%)

66.1

7.2

23.7

3.0

100.0

农业户口

频数

61472

5881

39408

1971

108732

百分比(%)

56.6

5.4

36.2

1.8

100.0

总计

80974

7995

46387

2861

138217

百分比(%)

58.5

5.8

33.6

2.1

100.0

表4 城乡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行业分布

行业类型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计

非农业户口

频数

382

9971

19132

29485

百分比(%)

1.3

33.8

64.9

100.0

农业户口

频数

2764

40252

65716

108732

百分比(%)

2.5

37.0

60.4

100.0

总计

3146

50223

84848

138217

百分比(%)

2.3

36.3

6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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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流动人口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有待

提升，但医疗保障覆盖率较高

在目前我国劳资关系的格局中，劳动者往往

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在没有法规约束的劳动关系

中，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伤害。在我国

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用工领域出现了劳动合同

短期化、滥设违约金等不规范现象，尤其在流动人

口中出现较多，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就业质量。〔10〕

表5的数据显示，在以雇员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流动人口中，有64%签订了劳动合同，但仍有大

量的劳动力游离于劳动合同之外。其中，未签订

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中有85.3%是来自农村的流动人

口，几乎是城市流动人口的2倍，甚至还有部分农

村流动人口不清楚自己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造

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农村流动人

口所从事的工作更多地集中于低技术含量的行业，

工作流动性高。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些职业

还没有进入正规就业的范围，用人单位对劳动合

同的执行不规范；而另一方面，劳动者又缺乏对

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对劳动合同的重视程

度不够。签订劳动合同有利于稳定就业，减少雇

主的管理成本。劳动合同一方面约束雇主，使其

不能随意解聘员工；另一方面限制员工随意离职。

签订劳动合同能够促进流动人口达到相对稳定的

就业状态，减少由于不规范用工而引起的纠纷。

如表6所示，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有医疗保障

的比例达到了93.1%，可见医疗保障的覆盖率已经

大大提高，其中农村流动人口有医疗保障的比例

高于城市流动人口，这与推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的政策有关。有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每年对所在地区就业质量提高的概率贡献度为

5.26%。〔11〕分析发现，在户籍地参加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保险的、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占相当大

的比例。由此可见，覆盖率较高的医疗保障在维

护流动人口的合法医疗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收入状况及其影

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影响中国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收

入状况的因素，本文从个体因素、流迁因素、职

业背景因素三个维度，构建多元线性模型进行回

归分析。

（一）变量测定

1.因变量。本文的收入状况是指调查对象上个

月工资收入，工资收入包括个人工资、奖金、加

班费、津贴等，不包括单位包吃、包住折合的资

金。在本研究中，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

均值为 4346.71 元，标准差为 3776.56，偏度为

6.72，为保证因变量正态分布，将其取对数纳入模

型，是一个连续变量。

表5 城乡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有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完成一次性工作任务

试用期

未签订劳动合同

不清楚

总计

非农业户口

频数

12563

2579

163

184

3808

180

19477

百分比(%)

64.6

13.2

0.8

0.9

19.6

0.9

100.0

农业户口

频数

29441

7186

1356

546

22015

854

61398

百分比(%)

48.0

11.6

2.2

0.9

35.9

1.4

100.0

总计

42004

9765

1519

730

25823

1034

80875

百分比(%)

51.9

12.1

1.9

0.9

31.9

1.3

100.0

表6 城乡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医疗保障状况

有无医保

有

无

总计

非农业户口

频数

29355

3222

32577

百分比(%)

90.1

9.9

100.0

农业户口

频数

113826

7340

121166

百分比(%)

93.9

6.1

100.0

总计

143181

10562

153743

百分比(%)

93.1

6.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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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变量。本文在回归分析中构建包含个体因

素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口状况、受教育

水平）、流迁因素（流迁时间、流迁动因、流迁范

围、迁入区域）、职业背景因素（从事行业、就业

身份、劳动合同）在内的3个层面、12个变量的测

量框架。

（1） 个体因素：性别，是一个虚拟变量 （1=

男性）；年龄，是一个连续变量，在此基础上，考

虑到年龄与工资收入可能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

而是一种U型或倒U型的曲线关系，因此为了拟合

这种曲线关系，把年龄的平方作为一个单独的变

量纳入模型；受教育水平，是一个分类变量 （1=

没上过学、2=小学、 3=初中、4=高中、5=大专、6

=本科、7=研究生）；婚姻状况，是一个分类变量

（1=未婚、2=已婚、3=离婚、4=丧偶）；户口，是

一个虚拟变量（1=农业户口）。

（2） 流迁因素：流迁时间=2017-本次流动时

间（年份），是一个连续变量；流迁动因，是一个

分类变量（1=务工经商、2=婚嫁随迁、3=投靠亲

友、4=拆迁、5=其他）；流迁范围，是一个分类变

量（1=跨省、2=省内跨市、3=市内跨县）；迁入区

域，是一个分类变量（1=东部地区、2=东北地区、

3=中部地区、4=西部地区）。

（3）职业背景因素：从事行业（1=第一产业、

2=第二产业、3=第三产业）、就业身份（1=雇员、

2=雇主、3=自营劳动者、4=其他）、劳动合同（1=

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3

=一次性劳动任务、4=试用期、5=未签订劳动合

同、6=不清楚）都是分类变量。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个体因素来看，处于劳动年龄的流动人口

平均年龄为35.6岁，男性略多于女性；受教育水

平偏低，初中学历所占的比例最大，高达44.1%，

其次是高中学历，占全部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

22.1%，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所占比例较低，仅占

6.6%和0.5%，此外还有2.3%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

没有上过学。从婚姻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劳动年

龄流动人口为已婚状态，占比 81.2%，未婚、离

婚、丧偶的比例分别为16.4%、1.9%、0.5%。从户

口来看，有78.7%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来自农村，

其余21.3%来自城市。从流迁因素来看，劳动年龄

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时间为6.26年。流动的原因

以务工、经商为主，其次是婚嫁随迁等家庭因素。

从流迁范围来看，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比较趋向于

远距离流动，其中跨省流动的占49.5%，省内跨市

的占32.9%，市内跨县的占17.6%。从迁入区域来

看，大部分劳动年龄流动人口首先选择迁入经济

较发达的东部地区 （41.0%），其次是西部地区

（34.5%），这可能与西部的经济发展与国家支持政

策有关，迁入中部地区的比例占17.3%，迁入东北

地区的最少，仅占7.2%。具体描述性统计分析结

果如表7 所示。

（三）回归分析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是一个连续变量，自变量既

包含分类变量又包含连续变量，因此采用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依据人口社会学特征的分析结

果，我们选取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个体因素作为控

制变量，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纳入流迁因素、职

业背景因素进行综合考察。其中模型1为全部就业

样本，仅纳入控制变量的模型；模型2为在模型1

的基础上纳入流迁因素的模型；模型3为纳入全部

变量的模型；模型4为以雇员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

的样本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的回归模型，见表8。

模型1的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

户口状况、受教育水平均对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

工资收入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

的情况下，男性的工资收入比女性多32.8%①，年

龄的系数大于零，年龄的平方系数小于零，因此，

工资收入与年龄的关系是倒U型曲线关系，工资收

入最高的年龄为34.9岁。从婚姻状况来看，在其

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已婚的劳动年龄流动

人口比未婚的工资收入多13.9%，这与年龄和工资

收入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处于较高工资收入的

年龄段的人大多处于已婚状态。从户口状况来看，

农业户口比非农业户口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工资

收入要少7.5%，这与二者受教育程度有着直接关

系，城市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要显著高

于农村流动人口 （见表9）。从受教育程度来看，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工资收入也是递增的。

小学学历、初中学历、高中学历、大专学历、本

① 计算公式为exp（0.031）-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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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个体因素

性别

男

女

年龄

受教育水平

没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离婚

丧偶

户口状况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劳务合同

有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一次性工作任务

试用期

未签订劳动合同

不清楚

频数

（标准差）

（0.50）

84535

79653

（9.64）

（1.15）

3721

22474

72454

36342

17537

10773

887

（1.15）

26994

133306

3093

795

（0.41）

34925

129263

（1.84）

42004

9765

1519

730

25823

1034

百分比

（均值）

（0.51）

51.5%

48.5%

（35.62）

（3.47）

2.3%

13.7%

44.1%

22.1%

10.7%

6.6%

0.5%

（3.47）

16.4%

81.2%

1.9%

0.5%

（0.79）

21.3%

78.7%

（2.53）

51.9%

12.1%

1.9%

0.9%

31.9%

1.3%

变量

流迁因素

流迁时间

流迁动因

务工经商

婚嫁随迁

投靠亲友

拆迁搬家

其他

流迁范围

跨省

省内跨市

市内跨县

迁入区域

东部地区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职业背景

就业身份

雇员

雇主

自营劳动者

其他

行业分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收入（对数）

频数

（标准差）

（5.97）

（0.58）

140164

17735

4180

749

1360

（0.75）

81214

54003

28971

（1.33）

67309

11833

28391

56655

（0.98）

80974

7995

46387

2861

（0.54）

3146

50223

84848

（0.62）

百分比

（均值）

（6.26）

（1.21）

85.4%

10.8%

2.6%

0.5%

0.8%

（1.68）

49.5%

32.9%

17.6%

（2.45）

41.0%

7.2%

17.3%

34.5%

（1.79）

58.6%

5.8%

33.6%

2.1%

（2.59）

2.3%

36.3%

61.4%

（8.19）

科学历、研究生学历的工资收入分别是劳动年龄

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的1.10倍、1.24倍、1.36倍、

1.51倍、1.79倍和2.39倍。由此可见，教育对于提

高就业质量与收入水平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模型2的结果显示，流迁时间、流迁动因、流

迁范围、迁入区域均对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工资

收入有显著影响。从流迁时间来看，流迁时间每

增加一年，工资收入增加0.2%。从流迁动因来看，

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婚嫁随迁进

行迁移的劳动年龄人口比外出经商务工的工资收

入低20.0%。这与家庭内部个体的性别角色紧密相

关，有学者指出，在家庭迁移流动过程中，由于

抚育子女的家庭责任，女性的就业期望与职业选

择会被大大遏制。〔12〕这与我国“男主外，女主内”

的传统思想内涵是一致的。投靠亲友的劳动年龄

流动人口比外出经商务工的工资收入低13.9%，而

由于拆迁搬家而流动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工资收入

比外出务工经商的高8.9%，这可能是由于拆迁搬

家的家庭已经有一定的资产和人脉积累，为了追

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而选择迁移流动。表10显示了

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流迁原因与流迁范围的关系，

分析结果表明，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倾向于远距

离流动，而由于拆迁搬家流动的群体倾向于近距

离流动。从流迁范围来看，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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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就业样本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性别（女性为参照组）

年龄

年龄的平方

婚姻状况（未婚为参照组）

已婚

离婚

丧偶

户口状况

（非农业户口为参照组）

受教育程度（没上过学为参照组）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流迁时间

流迁动因（务工经商为参照组）

婚嫁随迁

投靠亲友

拆迁搬家

其他

流迁范围（跨省为参照组）

省内跨市

市内跨县

模型（1）

0.284***

（0.003）

0.055***

（0.001）

-0.001***

（0.000）

0.130***

（0.005）

0.104***

（0.012）

0.032

（0.025）

-0.072***

（0.004）

0.093***

（0.012）

0.217***

（0.012）

0.307***

（0.012）

0.413***

（0.013）

0.585***

（0.013）

0.873***

（0.023）

模型（2）

0.270***

（0.003）

0.052***

（0.001）

-0.001***

（0.000）

0.125***

（0.005）

0.130***

（0.012）

0.048*

（0.024）

-0.069***

（0.004）

0.086***

（0.012）

0.207***

（0.011）

0.311***

（0.012）

0.424***

（0.012）

0.577***

（0.013）

0.814***

（0.023）

0.002***

（0.000）

-0.182***

（0.007）

-0.130***

（0.016）

0.085***

（0.025）

-0.061**

（0.021）

-0.110***

（0.004）

-0.169***

（0.005）

模型（3）

0.259***

（0.003）

0.045***

（0.001）

-0.001***

（0.000）

0.096***

（0.005）

0.120***

（0.012）

0.041+

（0.024）

-0.064***

（0.004）

0.068***

（0.011）

0.176***

（0.011）

0.276***

（0.011）

0.406***

（0.012）

0.576***

（0.013）

0.842***

（0.022）

0.001**

（0.000）

-0.158***

（0.007）

-0.105***

（0.015）

0.087***

（0.024）

-0.036+

（0.021）

-0.094***

（0.004）

-0.153***

（0.004）

模型（4）

0.291***

（0.003）

0.044***

（0.001）

-0.001***

（0.000）

0.088***

（0.005）

0.098***

（0.012）

0.030

（0.025）

-0.057***

（0.004）

0.081***

（0.013）

0.170***

（0.013）

0.254***

（0.013）

0.391***

（0.014）

0.574***

（0.014）

0.863***

（0.021）

0.001**

（0.000）

-0.152***

（0.007）

-0.125***

（0.016）

0.073**

（0.024）

-0.049*

（0.022）

-0.110***

（0.004）

-0.170***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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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迁入地区（东部地区为参照组）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行业类型（第一产业为参照组）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就业身份（雇员为参照组）

雇主

自营劳动者

其他

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对照组）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一次性劳动任务

试用期

未签订劳动合同

不清楚

_cons

N

R2

模型（1）

6.829***

（0.027）

136456

0.145

模型（2）

-0.162***

（0.006）

-0.135***

（0.005）

-0.176***

（0.004）

7.059***

（0.026）

136456

0.191

模型（3）

-0.150***

（0.006）

-0.154***

（0.005）

-0.181***

（0.004）

0.278***

（0.011）

0.207***

（0.010）

0.532***

（0.007）

0.093***

（0.004）

-0.053***

（0.011）

6.933***

（0.027）

136456

0.233

模型（4）

-0.165***

（0.006）

-0.131***

（0.005）

-0.178***

（0.004）

0.246***

（0.013）

0.194***

（0.013）

-0.003

（0.005）

-0.023+

（0.012）

-0.310***

（0.017）

-0.081***

（0.004）

-0.085***

（0.014）

6.978***

（0.030）

80538

0.312

注：（1）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2）+p< 0.10, *p< 0.05, **p< 0.01, ***p< 0.001。

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分别是跨省流动的

89.6%和84.5%。从迁入区域来看，迁入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工资收入

分别是迁入东部地区的85.0%、87.4%和83.9%，这

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对应的。

模型3和模型4的结果显示，行业类型、就业

身份、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对于劳动年龄流动人

口的工资收入均有显著影响。从行业类型来看，

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工

资收入是从事第一产业的1.32倍和1.23倍。从就

业身份来看，雇主的工资收入比雇员高70%，自

营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高于雇员9.7%。在以雇员身

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与用

人单位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雇员与签订无固

（续表）

70



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雇员工资收入无显著差异，但

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雇员相比差异显著。处于试

用期、不清楚自己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未签订劳

动合同与完成一次性劳动任务的雇员工资收入分

别是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雇员的71.3%、91.9%、

92.2%、97.7%。由此可见，劳动合同的签订对于

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保障其合法权益有着重

要意义，这与现有的学者研究结果相印证。〔13〕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分析和研究中国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就

业状况及其人口社会学特征，并构建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进而考察其多重影响因素，本文得出以

下结论：

第一，处于劳动年龄的流动人口平均年龄为

35.6岁，男性略多于女性。受教育水平偏低，初中

学历所占的比例最大，高达44.1%；本科和研究生

学历所占比例较低，只有7.1%。从婚姻状况来看，

绝大多数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为已婚状态，占比

81.2%。从户口状况来看，大部分劳动年龄劳动人

口来自农村，占比78.7%。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平

均流动时间为6.26年。流动的原因首先是以务工

经商为主，其次是婚嫁随迁等家庭因素。从流迁

范围来看，劳动年龄流动人口趋向于远距离跨省

流动，占比49.5%。从迁入区域来看，大部分劳动

年龄流动人口选择迁入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

占比41%。

第二，就业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劳动年龄

流动人口的总就业率为 84.2%，劳动参与率为

86.5%，男性就业率显著高于女性。未就业原因女

性主要为料理家务/带孩子，男性主要为失业。以

雇员、自营劳动者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年

龄流动人口占大多数，分别为58.6%和33.6%，作

为雇主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流动人口较少。流动人

口的职业与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以批发零售业、

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为主，在高

技术含量行业就业的比例很低。农村流动人口签

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有待提升，权益意识有待加强。

在以雇员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流动人口中，有

64%签订了劳动合同，但仍有大量的劳动力游离

于劳动合同之外。其中，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

者中85.3%是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甚至还有部分

农村流动人口不清楚自己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

医疗保障覆盖率较高，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有医疗

表9 城乡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受教育状况

受教育水平

没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总计

非农业户口

频数

187

1641

9305

9285

7295

6524

688

34925

百分比(%)

0.5

4.7

26.6

26.6

20.9

18.7

2.0

100.0

农业户口

频数

3534

20833

63149

27057

10242

4249

199

129263

百分比(%)

2.7

16.1

48.9

20.9

7.9

3.3

0.2

100.0

总计

3721

22474

72454

36342

17537

10773

887

164188

百分比(%)

2.3

13.7

44.1

22.1

10.7

6.6

0.5

100.0

表10 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流迁原因与流迁范围的关系

流迁原因

务工经商

婚嫁随迁

投靠亲友

拆迁搬家

其他

总计

流迁范围

跨省

71387

7375

1771

164

517

81214

百分比(%)

50.9

41.6

42.4

21.9

38.0

49.5

省内跨市

45255

6518

1388

300

542

54003

百分比(%)

32.3

36.8

33.2

40.1

39.9

32.9

市内跨县

23522

3842

1021

285

301

28971

百分比(%)

16.8

21.7

24.4

38.1

22.1

17.6

总计

140164

17735

4180

749

1360

16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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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的比例达到了93.1%，可见医疗保障的覆盖率

已经大大提高，其中农村流动人口中有医疗保障

的比例高于城市流动人口。

第三，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均值为

4346.71元，个体因素、流迁因素、职业背景因素

均对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着显著影响。

首先，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存在显著的

个体差异。其中，男性的工资收入高于女性；工

资收入与年龄呈倒U型曲线关系，工资收入最高的

年龄为34.9岁；已婚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工资收

入高于未婚群体；非农业户口劳动年龄流动人口

工资收入高于农业户口群体；随着受教育程度的

提升，工资收入递增。其次，流迁因素对劳动年

龄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显著。流迁时间越长，

工资收入呈增加趋势；外出务工的群体工资收入

高于由于婚嫁随迁等家庭因素流动的群体；东部

地区的工资收入高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跨

省流动的群体工资收入高于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

的群体。最后，职业背景因素对劳动年龄流动人

口工资收入的影响较为显著。雇主的工资高于雇

员和自营劳动者；第二、三产业的工资收入高于

第一产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工资收入高于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部门应出台促进劳动年龄女性流动人

口就业的相关社会支持政策，提高劳动年龄女性

流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针对劳动年龄女性流动

人口的参与率只有77.1%，远低于男性劳动参与率

的95.3%，而且适龄女性流动人口未就业的主要原

因是家务和照料孩子的现实，政府及相关部门应

出台相关社会支持政策，如建立公办的1—3岁的

托幼所、鼓励有条件的社区或社会力量创办社区

直属或私立的托幼所，以免除劳动年龄女性流动

人口照顾孩子的后顾之忧，从而提高女性流动人

口的劳动参与率。

第二，政府部门应当监督用工单位贯彻执行

《劳动合同法》，切实保护流动人口稳定就业的合

法权益。政府对于流动人口就业相对集中的低端

行业应进行严格规制，将流动人口纳入劳动合同

覆盖范围，逐步提高流动人口劳动合同签订率，

这不仅有助于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提升，而且有

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提高就业稳定性。与

此同时，还应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流动人口的权

益保护意识、法律意识，使其能够利用有关规章

制度来协调与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保障自己的

合法权益。

第三，政府应加大对于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

提高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和就业技能。农村地区的经济相对落后，教育等

公共资源的配置也较为缺乏，因此要加强农村地

区的教育投入，从而普遍提高流动人口尤其是女

性流动人口的文化素质，以便拓展就业领域，增

加其在技术含量高的行业与岗位就业的可能性与

竞争力。用人单位也应加强就业培训，以提升流

动人口的专业技能为目标，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劳

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提高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促

进流动人口不断从低技术含量行业向高技术含量

行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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