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差异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

—基于全国 3 1 省 （ 市 ）
4 2 6 8 个样本的实证研究

金晓彤 杨 潇

摘要 ：本文利 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 4 2 6 8 份调查问 卷 ，
采用 扩展的 Ｍｉｎｃｅｒ 工资方程 ，分析人口统

计因 素 、人力 资本 、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水平 的影响
，
并首次在大样本的基础上证实

就业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重要作用 。 研究结果显示 ，
性别 、年龄、健康程度等人 口统计变量 ，

是否培训 、技术等级 、有无证书 、 目 前工作时 间 等人力资本 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均具有显著影

响
，但社会资本的影响并不稳定 。 研究还表明 ，就业差异性已成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机理的重

要影响 因 素 ， 所处行业 、受雇方式 、务工地跨度等就业差异性变量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 。

在此基础上 ，我们提出 了相关政策建议 。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就业差异性 Ｍｉｎｃｅｉ

？ 工资方程

一

、弓 Ｉ言

农民工群体作为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 ，必然存在并壮大于我 国城市化 、市场化 、工

业化的过程之中 。 《 2 0 1 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査报告》显示 ，
2 0 1 4 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超过 2 ． 7 4

亿 。

① 随着国家惠民政策的实施及第
一

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 ，该群体的代际转换正在进行 。 与其父

辈相比 ， 出生于 2 0 世纪 8 0 年代后的
“

新生代农民工
”

群体并不熟知农务 ，
进人城市打工成为他们的

主要经济来源 。 获取收人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主要原因 ，构成了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的第一

块基石 ，并支撑着他们安身于城市的梦想 。 但是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之路并非坦途 。 在城市的劳动

力市场上
，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只能进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业 ，

入职薪酬普遍不髙 ，非农收入增

长缓慢 ，并且缺乏职业发展空间 ，难以真正融入城市 ，常被视为城市的边缘群体 ，甚至被认为可能构

成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稳定隐患 （刘传江 、程建林
，

2 0 0 8
：

1 1 4
－

1 3 7
；
杨春华 ，

2 0 1 0
：
8 0 

－

 8 4 ） 。 可见
，
对

该群体收人的探究将不仅有助于改善上亿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水平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

问题的解决 ，更将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

近年来 ， 学术界对农民工收人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农民工收人情况

的简单描述及统计性研究 ，借以 了解农民工的收入现状与变化趋势 （李小玉
，

2 0 1 2
：

1 4 8
－

 1 9 2
； 叶静

怡 、杨洋 ，
2 0 1 4

：
1 3 1 

－

1 3 7 ） ；第二、人 口统计变量对于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
如性别因素 、 区域差异等

（陆斑
，

2 0 1 3
：

1 0 9
－

1 1 0
； 向书坚等

，
2 0 1 4

：
4 9 

－

 5 4 ） ；第三 、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因素对于农民工群体

收人的影响 （苏群 、周春芳 ，
2 0 0 5

：
1 1 7

－

1 2 0
；刘林平 、张春妮

，
2 0 0 7

：
1 1 4

－

1 3 7
；王春超 、周先波 ，

2 0 1 3
：

5 5 
－

6 8
，

1 0 1
） ；第四 、宏观经济变量与政府政策对于农民工收人的影响 （ 贺霞旭 ，

2 0 1 3
：

3 5
－

 4 4 ） 。 在

诸多影响农民工创收的因素中 ，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人的解释作用一直得到学术界的

＊本研究是教育部哲 学社会科 学研究 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
“

中 国 新 生代农民工 收入状况 与 消 费行为研究
”

（ 1 2ＪＺＤ 0 2 8 ） 、 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中国 经济发展中 的 文化 消 费 问题研究
”

（ 1 2 ＡＺＤ 0 2 1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 目
“

调 整型经济增长对我 国居民可持续性消 费 影响 的 实证研究
”

（
1 3 ＪＪＤ 7 9 0 0 1 1

） 、 国 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我 国企业劳动关 系和谐指数构建与 应 用研究
”

（ 1 2ＡＪＹ 0 0 5 ） 的阶段性成果。

① 数据来源 ： 《
2 0 1 4 年全 国农民工监测 调查报告》 ， 由 国 家统计局发布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ｔａ ｔｓ，

ｇ
ｏｖ．ｃｎ／ｔ

ｊ
ｓ
ｊ
／ｚｘｆｂ／

2 0 1 5 0 4／ ｉ
2 0 1 5 0 4 2 9 ＿7 9 7 8 2 1 ．ｈ ｔｍ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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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认可 ，成为学术界与政府部门解释农民工收入机制 、完成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惠源 、胡宏伟 ，

2 0 1 0
：

1 2
－

1 6
；张银 、李燕萍

，

2 0 1 0
：

1 
－

9 ） 。

一直以来 ，农民工被视为工作方式差异性不大的生产群体 ，学术界与政府部 门倾向于将农民工

群体的工作问题做同质化处理 ，现有研究也很少涉及农民工就业的差异化比较 。 然而 ，随着经济形

势与社会意识的逐渐优化
，
农民工群体

——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于进城务工的 目 的 、 工作形

式及未来期望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理解 （许传新 ，
2 0 1 0

：
1
－

1 2
；
姚俊 ，

2 0 1 0
：

3 1 
－

3 8 ） ，其就业的差异化

趋势也逐渐明显 。 在此背景下 ，
关注就业差异性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人产生的作用 ，

有助于我

们在个体层面上深化对新生代农民工收人影响机制的理解 ，从而以新的视域审视农民工群体的生

产生活状态 ，进
一步丰富农民工收人的相关理论 ，并产 出更具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 。

基于此 ，本研究采用大样本调查的方式 ，选择分析人力资本私人收益率的经典模型
——Ｍ ｉｎｃｅｒ

工资方程 ，
进行合理扩展 ，

在结合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影响的情况

下 ，探求差异性就业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作用层次及解释力度 ， 以新的视角探究并解释新生

代农民工的收人机理
，
并据此提出相关启示与建议 。

二
、文献综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农民工群体内部产生了 主要以年龄为划分依据的群体分离情况 。 除了年龄 、

户籍外 ，现有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经历也有较明确 的阐述 ，诸多学者认为 ，新生代农民工的

教育经历应不超过高中及中专学历 （廖海敏 ，
2 0 0 7

：
6 8 0 

－

 6 8 1
；金晓彤 、崔宏静 ，

2 0 1 3
：

6 9
－ 7 7

） 。 本文

选择如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界定
，
即 1 9 8 0 年以后出生 、户籍身份在农村 、在农村长大 、没有接受过

高等教育 、 现已进人城市务工或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 （ 金晓彤 、崔宏静 ，
2 0 1 3

：
6 9

－

7 7
） 。

在个体层面上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民工群体收入的解释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 。 人

力资本通常被理解成个人所具备的才干 、知识、技能和资历 。 针对农民 3 ：这一特殊群体而言 ，
其人

力资本的提高也将显著提升其打工收人 （苏群 、周春芳 ，
2 0 0 5

：
1 1 7 － 1 2 0

；
张银 、李燕萍

，
2 0 1 0

：
1
－

9 ） 。

在人力资本的各构成要素中 ，教育 、培训和工作年限是决定农民工收人的主要因素 （刘林平 、张春

妮
，
2 0 0 7

：
1 1 4 －

1 3 7
； 严于龙 、李小云

，

2 0 0 6
：

2 2 
－

2 6
；
苏群 、周春芳 ，

2 0 0 5
：

1 1 7 － 1 2 0
） ； 而学者王李

（
2 0 1 2

：
5 2 － 5 5

） 、武向荣 （
2 0 0 9

：
3 4 － 4 6

）则主要就教育投资进行研究 ，
并指 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

本积累不足是制约其非农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 。 也有学者指 出农民工的收人受到婚姻状况 、性别 、

工作年限 、受教育水平 、培训及务工经验等 因素的影响 （ 蔡昉等 ，
2 0 0 4

：
1 8

－

 2 5
，

4 7
；
严于龙 、李小云 ，

2 0 0 6
：
2 2 

－

 2 6
； ） 0 卢志刚 、宋顺锋 （

2 0 0 6
：
7 9 

－

 8 3
）通过实证分析指 出 ，农民工的收入与农民工的在岗

时间 、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合同的时间长短有关 。 此外 ， 国外也有学者在其研究中也验证了 以教育和

健康状况测量的人力资本对土著加拿大人就业收人的影响 （ Ｈｏｓｓａｉｎ＆Ｌａｍｂ
，

2 0 1 2
：
4 4 0 － 4 5 0

） 。 可

见 ，
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影响因素 ，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 而针对农民工群体

特点而言 ，其主要教育经历集中于如下两部分 ：

一部分是务工前的持续教育 ， 以其务工前学历为主

要表现形式 （
不包括工作后参加 自学考试 、成人高考等所得到的学历 ） ；另一部分是针对工作而进行

的培训教育 ，包括学徒培养 、职后进修等等 。 为此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经历拆分为务工前学

历教育与培训情况两个变量 ，
以便深人分析不同教育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作用 ， 以形成具有

较强针对性的研究结论 。

社会资本多被认为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 。 研究表明 ，
当地户 口 的同学 、亲戚 、朋友数和

具有外地户 口的 同学 、亲戚和朋友数 目等变量可 以从地缘意义上反映出其社会资本状况 （ 叶静怡 、

周晔馨
，
2 0 1 0

：
3 4 － 4 6

） 。 边燕杰 （ 2 0 0 4
：

1 3 6
－

1 4 6
）采用了春节拜年网测量法 ，

通过统计新生代农民

① 此处所指的 未能接受 高等教育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前的持续教育经 历 中 ，
未能接受 高等教育 ，

新

生代农民工为工作所接受的培训与取后进修时所 涉及的 高职教育并不在此范 围 内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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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5 ． 3

工在春节时通过电话 、短信 、上门拜年联系的人数 （包括主动联系与被动联系 ） ，反映新生代农民工

的社会网络规模 。 该测量方式在我国的适用性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 （
王卫东

，

2 0 0 9
：

1 4 6 
－

1 5 8
；
尉

建文 、赵延东 ，
2 0 1 1

：
6 4

－

8 3 ） 。

然而 ，
在已有研究 中 ，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差异性的刻画则略显不足 ，
现有的少量研究涉及

是否 自雇佣或 自营业 、所从事行业对农民工收人的影响 （ 叶静怡 、王琼 ，
2 0 1 3

：
9 3 

－

1 0 2
； 张娜 、雷怀

英 ，
2 0 1 3

：
4 5

－

 5 2
） ，其操作方式是将部分变量混入人力资本因素或社会资本因 素中探讨其显著性 ，

并未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差异进行详细描述 ，也未研究就业差异性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收人的

作用。 为了全面刻画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差异化特点 ，
本文将从新生代农民工的雇佣方式 、所处行

业 、务工地跨度 、工作种类数 、工作密集度等五个层面加以研究 。 在本研究 中
，
将农民工的雇佣方式

分为打工与 自 营业 （ 自雇佣 ） ，务工地跨度分为省 内务工与跨省务工 。 在工作密集度方面 ， 本文选 日

工作小时数来衡量新生代农民工每 日 的工作密集情况 ， 选取周工作天数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轮休

情况 。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业划分方面 ，本文参照 巳有研究的划分方式 ，将其所处行业分为建筑

业 、制造业与服务业三种 （张娜 、雷怀英
，
2 0 1 3

：
4 5

－

5 2
） 。 综合上述内容 ，在人 口统计、人力资本与社

会资本等因素方面 ，本研究选取性别 、年龄 、健康程度 、务工前学历水平 、培训情况、有无专业证书 、

技术等级 、 目前工作时间 、春节时通过电话 、短信 、上门拜年联系的人数等方面因素加以研究 。 并着

重考量差异化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收人带来的影响 ，
加人雇佣方式 、行业 、务工地跨度 、 工作种类

数 、 日 工作时间 、周工作天数六个变量进行研究 。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
一

）变量设计

本文分别选取人口统计变量 、人力资本因 素 、社会资本因素及就业差异性等 四个方面的 1 8 个

变量 ，研究其对新生代农民工收人的影响作用 。 在人 口统计变量方面 ，选择性别 、年龄及健康程度

三个变量
；
在人力资本因素方面 ，选择务工前学历水平 、培训情况 、技术等级 、有无证书 、 目前工作时

间五个变量
；
在社会资本因素方面 ，选取受访对象在务工地拥有的当地户 口亲友数 、外地户 口亲友

数 目以及春节时拜年人数三个变量
；
在就业差异性方面 ，选择雇佣方式 、行业 、务工地跨度 、工作种

类数 、 日 工作时间 、周工作天数等六个变量 ，并将行业设为虚拟变量 。 此外 ，
本文分别 以月 收人与小

时收人刻画新生代农民工的收人情况 。 各变量定义 、赋值及统计量如下表 。

表 1



变量定义及赋值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赋值


平均值标准差

月 收人


每月 实际打工收人
 3 0 4 0 ． 4 1 3 1 0 8 ． 5 3

小时收人平均每小时打工收人 1 5 ． 8 0 3 7 ． 5 3

性别


1 为男 ；
2 为女


Ｌ 4 4


． 6 2 5

年龄调研对象年龄 2 4 ． 2 8 4 ． 1 5 6

健康程度


5 为很健康 ；
4 为比较健康 ；

3 为
一般 ；

2 为较差 ；
1 为很差


4 5 0



． 6 8 9

务工前学历水平受访者学历 。 1 为小学及以下 ；

2 为初中 ；
3 为高中或中专 2 ． 3 5 ．

 6 2 5

培训情况


0 为没接受过培训 ；
1 为接受过培训
＾

． 4 9 6

技术等级


受访者所在行业或工作中 自 已所处的技术等级 。



Ｚ 0 2



． 9 1 6

有无证书


受访者是否获得再教育 、从业资格等证书 。 0 为无 ； 1 为有


． 2Ｊ


． 5 2 9

目前工作时间受访者从事 目前工作至今的务工年限


＾
3 7



1 － 9 2 8

当地户 口亲友数受访者务工地当地户 口的同学、亲戚、朋友数


9 ．  8 0 3 9 ． 5 9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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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变量名称变量定义及赋值平均值标准差

外地户 口亲友数受访者务工地外地户 口的同学 、亲戚 、朋友数


1 4 4 5



8 8 ． 2 8

拜年人数


春节时通过电话 、短信 、上门拜年联系 的人数


3 1 ． 9 0 4 9 ． 5 4

日工作时间


受访者每天工作的小时数
＾

1 8



2 ． 2 6 5

周工作天数


受访者每周工作的天数
＾

2 4


1 ． 0 6 2

工作种类数受访者至今从事过多少种类的工作
＾

3 2



1 ． 1 8 4

务工地跨度


受访者 目前工作属于省 内务工 （
0

）或跨省务工 （
1 ）



． 4 4


． 4 9 6

？所处行业是否为制造业 。 0 为否 ；
1 为是 ？  1 1 ？ 3 1 8

所处
？

业




所处行业是否为建筑业 。 0 为否 ；
1 为是
＾

1 6



． 3 7 1

雇佣方式


是否为 自 营业 。 0 为非 自营业 ；
1 为 自 营业． 8 7．  3 4 1

（二 ）模型构建

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中 ，关于劳动力收人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采用标准的 Ｍ ｉｎｃｅｒ 工资方程

（
Ｍｉｎｃｅｒ

，
1 9 7 4

：
4 1 

－

6 3
） 0 在 国内外 ，很多学者都曾根据研究需要对 Ｍｉｎｃｅ 方程进行调整 。 本研究

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后 ，得到如下模型 ：

Ｌｒｅｙ
；
＝＋

ｐ 2
ｘ

2 ＋Ｐｓ
ｘ

3 ＋Ｐ＊
ｘ

4＋


＋
Ｐ ｉ ｓ

ｘ
ｉｓ
＋“（

1
）

上式中
，
ｈｙ ，

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小时收入的对数 ，
表示新生代农民工月 收入的对数 ； ？ 到

＆ 8
表示性别 、年龄 、健康程度 、务工前学历水平 、培训情况 、技术等级 、有无证书 、 目前工作从业时间 、

当地户 口亲友数 、外地户 口亲友数 、拜年短信数 、 日工作时间 、周工作天数 、工作种类数 、是否跨省务

工 、是否处于制造业、是否处于建筑业 、是否 自营业等 ；汉 （
ｉ＝ 1

，
2

，

……

1 8
） 表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

务工收人各个因素的待估系数
；Ａ）
表示截距

；
ｗ 为误差项 ，且方程满足条件 ￣ ｉＶ

（ 0
，
ｃｒ

2

） ，
ｃｏｖ （ ｓ

ｉ ｆ

Ｂ
ｊ ）

＝ Ｅ｛ Ｓ
ｉ

，
Ｓ

ｊ
）
＝ 0 （

ｉ ＾
；

＇

） ｏ

（三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方法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与 1 9 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 ，笔者统计了新生代农民工具

有代表性的人力资本因素与社会资本因 素及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差异性的表现 ， 并确立了本文的

研究模型 。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人 口 统计 、就业及收入等相关信息存在的差异

已经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 ，仅以 《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作为分层抽样依据将不利于新生

代农民工独有特点的挖掘 ，
加之 目前并未有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官方统计信息作为可靠依据 。

因此 ，本研究采用大样本作为分析依据 ，
以便于尽量避免抽样不均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 。 为 了

进一步保证研究的准确性 ，课题组大规模举办 以
“

新生代农民工收人状况和消费行为
”

为 主题的

社会调研方法的专项培训 ，在保证调研质量的情况下进行多次大规模问卷调研活动 。

①调研范围

覆盖全国 3 1 个省市的 1 9 8 个城市
，
共发放问卷 5 0 0 0 份 ，

回收了
4 5 7 5 份

，
获取有效问卷 4 2 6 8 份 ，

有效率达到 9 3 ． 3 ％
。 在全部有效问卷中 ，女性占比 4 1 ． 7 ％

 ；
年龄在 1 8

－

 2 7 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

工 比例高达 7 6 ． 1 ％
； 服务业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过半 ；月 收入水平处于 2 0 0 0 

－

4 0 0 0 元之间

的被测数量最多 ， 占 比达到 5 6 ． 7 ％ 。 课题组另对样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与巳有研究

① 项 目 组于 2 0 1 3 年 1 月上 旬展开大样本问卷调查 ，调查样本一部分 由 经过调研培训 的大 学本科生与研究生

在假期返乡 途中或在 家 乡 协助 完成 ，每人负 责三份问卷并对调研过程进行录音 ，
同 时记录访谈对话

，
既在

一定程度

上兼顾 了调查样本在所属行业 、务工地点 、收入水平 、消 费 情况等 方面的代表性 ，
又保证 了 问卷发放 、填答及回收全

过程的真 实性和有效性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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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生代农民工特点进行对比并得到验证 ，具体情况如下文所示 。 本次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 1 8 ． 0 分析

软件进行分析 。

（ 四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首先对被调査的新生代农民工人 口学信息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 4 2 6 8 名被调查者

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2 2 
－

 2 7 岁组 ，
占比 4 8 ． 0 ％

，未成年的新生代农民工有 1 3 8 人 ， 占 比 3 ． 2 ％
；性别分

布方面
，
男性农民工占比 5 8 ． 3％

 ；
务工前学历分布上 ，小学及以下农民工占 比 8 ． 2％

，初中文化者人

数占 4 8 ． 6 ％
， 髙中或中专 占比 4 3 ． 2 ％

，
文化程度处于初 中的人数最多 ；

婚姻状况描述中 ，未婚者所

占比例最大且超出半数 ，达到 6 8 ． 9％
，
已婚者次之 ， 占比 3 0 ． 0 ％

，另有 1 ． 1 ％ 的离异者 。 各项数据表

明 ，
样本特征与其他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人 口 统计描述中所呈现的特点相符 （ 杜书云、张广宇 ，

2 0 0 8
：

1 0 0 
－

1 0 4
；
张娜 、雷怀英 ，

2 0 1 3
：
4 5

－

 5 2
） ，具体数值如表 2 所示 。

表 2新生代农民工人口统计信息 （ 4 2 6 8 人 ｝

人次百分比 （
％

）



人次 百分比 （
％

）

1 4 － 1 7 岁 1 3 8 3 ． 2小学及以下 3 5 1 8 ． 2

1 8
－

2 1 岁1 2 0 0 2 8 ． 1务工前学历初中2 0 7 2 4 8 ． 6

年龄
 

2 2 
－

 2 7
岁 2 0 4 8 4 8 ． 0高中或中专 1 8 4 5 4 3 ． 2

2 8
－

3 3
岁 8 8 2 2 0 ． 7未婚 2 9 4 2 6 8 ． 9

男 2 4 8 9 5 8 ． 3婚姻已婚 1 2 7 8 3 0 ． 0

性别  —

女 1 7 7 9 4 1 ． 7离异 4 81 ． 1

如表 3 所示 ，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明显过长 ，

6 0 ％ 的新生代农民工的

日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
，
每天工作时间达 1 0 小时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占 比 2 3 ． 9％

，而平均每周休

假一天或不足一天的新生代农民工 比重过半 。 本次调研 中
，

1 1 ． 4 ％ 的被测对象分布于制造业 ，

1 6 ． 4 ％ 分布于建筑业 ，皆少于 《全国农 民工监测调査报告》中农民工群体两种行业的从业人数 ，上述

差异与已有学者研究结果相符 （周兴 、张鹏 ，
2 0 1 5

：
3 5 1

－

3 7 1
） ，
皆显示 出在行业选择上 ，新生代农民

工比其父辈更加青睐服务业 。 此外 ，
7 0 ％ 以上的被测从事过不同种类的工作 ，从未换过工作类型的

新生代农民工仅为 2 8 ．  4 ％
，省内工作者占比 5 6 ． 1 ％

， 高于跨省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数 。 打工仍是

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务工方式
，
由于 自 营业对资本积累 、工作经验等方面要求较高

，
新生代农民工

中 自营业群体的比例 （
1 3

．
4％

 ）也略低于全体农民工群体 自营业比例 （ 1 6 ．
5 ％

） 。

表 3



新生代农 民工就业相关信息 （
4 2 6 8 人 ）





人次 百分比 （％ ）人次 百分比 （ ％ ）

8 小时以下 4 0 9 9 ． 6小于 5 天 1 7 3 4
． 1

日工作 8 小时


1 2 6 3 2 9 ． 6周工作 5 4 3 1 2 ． 7

小时数 8
－

1 0
（ 不含 8

） 小时 1 5 7 8 3 7 ． 0天数 5 到 6
（ 不含 5

）天 1 3 9 8 3 2 ． 8

1 0 小时以上 1 0 1 8 2 3 ． 9 6 天以上 2 1 5 4 5 0 ． 5

制造业 4 8 7 1 1 ． 4 1种 1 2 1 1 2 8 ． 4

行业建筑业


7 0 2 1 6 ． 4工作种类 2 到 3 种


2 4 2 0 5 6 ． 7

服务业 3 0 7 9 7 2 ． 1 4 种及以上 6 3 7 1 4 ． 9

打工
’ 3 6 9 6 8 6 ． 6是 1 8 7 3 4 3 ． 9

务工方


是否跨省


自 营业5 7 2 1 3 ． 4否 2 3 9 5 5 6 ．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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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 ＳＰＳＳ 1 8 ．
0 软件 ，首先分析所选 1 8 个 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结果表明各变量间不存

在共线性问题 。 继而分别以小时收入与月 收人对数为 自变量 ， 以公式 （
1

）为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

析 ，采用变量及回归结果如下 ：

表 4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1 （ 小时收人 ）



模型 2
（月 收人 ）



模型 3
（月 收人 ）

ＢＳｉ
ｇＢＳ ｉ

ｇＢＳｉ
ｇ

（常数）


1 ． 0 2 2

＂＇

． 0 0 0 6 ． 7 9 9

＂＊

 ． 0 0 0 6 ． 7 1 7

＊＂

 ． 0 0 0

性别－

． 0 7 1

＊＊ ＊

． 0 0 0－

． 0 8 2

＊＊ ＊


．

0 0 0－

． 0 8 2

＊ ＊ ＊

． 0 0 0

年龄． 0 1 0
＊＊ ＊


． 0 0 0．

 0 0 8

＂＊


． 0 0 0．  0 0 8

＊＊ ＊


． 0 0 0

健康



．
 0 7 6 

＊＊
＊

．
 0 0 0．

 0 4 7
＊＊ ＊

 ． 0 0 0．  0 4 7 

？ ？ ？

．
 0 0 0

务工前学历． 0 5 3． 1 0 1． 0 1 1． 3 7 3．
 0 1 2．

 3 1 4

目前工作时间． 0 3 1

＇＂

． 0 0 0．  0 4 8

＂＊

． 0 0 0．  0 4 8 

＊ ＊ ＊

． 0 0 0

是否培训 ．
0 8 9

＂＊

． 0 0 0
．
 0 5 9

＂＊

． 0 0 0
．
 0 6 0

＊ ＊ ＊

 ． 0 0 0

技术等级 ．
0 7 7

＊＊ ＊

． 0 0 0
．
 0 5 0

＂＊

． 0 0 0
．  0 5 1

＂ ＊

． 0 0 0

有无证书


． 1 0 9 

“‘

． 0 0 0


． 0 4 8

＂

． 0 0 2


． 0 5 0
＂

 ． 0 0 1

当地户 
口亲友 ． 0 0 1

＊

． 0 1 9．  0 0 0．  0 6 7．  0 0 0．  0 6 1

外地户 
口亲友 ． 0 0 0 ．  9 9 8．  0 0 0．  9 6 5 ．  0 0 0． 9 6 0

拜年人数． 0 0 0 ．  0 6 0 ．  0 0 0．  0 7 6 ．  0 0 0．  0 6 4

工作种类数－

． 0 0 3 ．  6 8 8－

． 0 0 2．
 7 2 8－

． 0 0 2．
 7 1 2

是否跨省工作． 1 4 9
＂＊

． 0 0 0
． 1 5 0

＊ ＊ ＊

． 0 0 0
．

1 5 0
＊ ＊＊

． 0 0 0

是否从事制造业． 1 0 8．
 0 5 1． 0 5 6．

 0 5 2 ．
 0 5 8．

 0 5 8

是否从事建筑业


． 1 5 2
＇＂

 ． 0 0 0


． 2 0 6
＂＇

． 0 0 0


． 2 0 4 

？“

． 0 0 0

是否 自营业．
3 1 8

＂．

 ． 0 0 0．
 3 2 1 

＂＊

． 0 0 0
．
 3 2 0

＊＂

． 0 0 0

日工作时间


． 0 0 3．
 4 0 2

星期工作天数
＾． 2 9 4

Ｓｉｇ． 0 0 0．  0 0 0 ．  0 0 0

Ｆ 4 0 ． 2 5 3 6 5 ． 5 7 4
‘

 5 8 ． 4 1 3

Ｒ
2


． 1 4 6． 2 1 8． 2 1 9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
2

． 1 4 3
． 2 1 5． 2 1 5

Ｄｕｒｂ
ｉ
ｎ

－Ｗａｔｓｏｎ 1 ． 7 9 5 1 ． 7 2 1 1 ． 7 2 1

注 ：

＊＂

表示在 0 ． 0 0 1 的水平上显著 ，

＊＊

表示在 0 ． 0 1 的水平上显著 ，

＊

表示在 0 ． 0 5 的水平上显著 。

回归结果显示
，
3 个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且模型 1 调整后 Ｒ

2

数值小于模型 2 与模型 3
，表

明所选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人与平均小时收入皆有显著作用 ，且对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

收入的解释力度更强。 此外 ，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 1 ． 2 6 9
，进一步表明各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问题 ，
且 Ｄｕｒｂｉｎ

－Ｗａｔｓｏｎ值皆在 1 ．  5 
－ 2

． 5 之间 ，表明模型残差间相互独立 ，可见各个模型 回归结果

都很理想 。 如上表所示 ，年龄、健康程度 、是否接受过培训 、技术等级 、有无证书 、 目前工作时间 、是

否跨省工作 、是否从事建筑业与是否 自营业等 9 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小时收人及平均月 收

人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性别对其小时收人及月 收人负向作用显著 ，当地户 口亲友数对平均小时收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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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具有显著影响 ，但对月 收人的影响作用则不再明显 。 在上述变量中 ，务工前学历 、外地户 口 亲友

数 、春节联系人数 、从事过的工作种类数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皆没有显著影响 。 并且 ， 日工作小

时数 、周工作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 收人并无显著影响 。

此外 ，本文另通过分层回归的方式探究本文所选的不同影响因素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小时

收入的解释力度 。 在 4 次分层回归 中
，
分别是以其他变量为控制变量 ，

人 口统计因素 、人力资本因

素 、社会资本因素 、就业差异因素 （不包含 日工作小时数 、周工作天数两变量 ） 为主要研究变量所进

行的多元回归分析 ，其分层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

表 Ｓ各因素对新生代农 民工平均小时收入的分层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包含变量Ｒ
2

变化Ｆ 值变化显著水平

人口统计性别 、年龄 、健康程度


． 0 1 3 1 9
．

5 4 7 ．
 0 0 0

人力资本 是否接受过培训 、技术等级 、有无证书 、 目前工作时间． 0 5 0 4 3 ． 8 8 1
． 0 0 0

社会资本当地户 口亲友数 、外地户 口亲友数 、春节联系人数


． 0 0 6 8 ． 2 4 2．  0 2 4

是否 自 营业 、是否跨省工作 、
工作种类数 、是否从事建筑^

就业差异丨 丨 曰 尤 丨 丨 古也 丨也 丨 丨
－ 0 4 1 3 6 ． 2 5 8 ．  0 0 0

业 、是否从事制造业

可以发现 ，人 口统计因素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与就业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小时收入皆

有显著影响 。 此外对比不同的 Ｒ
2

变化数值可以发现 ，就业差异与人力资本对该群体平均小时收入

的解释力度远高于其他影响因素 。

表 6



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的分层回归分析


－

影响 因素包含变量Ｒ
2

变化Ｆ值变化显著水平

人口统计性别 、年龄 、健康程度


． 0 1 7 2 7 ． 1 1 5．  0 0 0

人力资本 是否接受过培训 、技术等级 、有无证书 、 目前工作时间 ．
0 5 3 5 0 ． 8 7 4

．  0 0 0

社会资本当地户 口亲友数 、外地户 口亲友数、春节联系人数


． 0 0 1



2
． 1 9 2

．
0 8 7

紅作、工作艘数 、錢从事－
－ 0 7 6 ＾ 3

业 、是否从爭制造业

表 6 展示了本文所选择的不同影响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月 收人的影响情况 。 对比表 5 与表 6

可以发现 ，
在平均小时收人中社会资本所表现 出的微弱影响在以月 收人为研究变量的模型中逐渐

消退 ，
就业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月 收人的解释力度有所提高 。 可见 ，

就业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

人具有不可忽视的解释作用 ，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差异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农民

工收入的复杂机理 。

五、结果探讨、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一

）研究结果探讨

1 ． 不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人的影响

人 口统计因素 、人力资本与就业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收入都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社会资

本的作用则并不稳定 。 在人 口统计因素方面 ，男性农民工务工收人显著高于女性 ，年龄对新生代农

民工的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此外 ，健康程度也将有助于提高收人水平 。 劳动密集型的健康劳动

者通过提高单位时间收益率进而提升其收入水平 ，但劳动时间及强度的增加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

健康带来不良影响 。 也有相关研究证明 ，健康恶化的农民工只能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或者其他投入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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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维持原有的收人水平 ，这可能意味着对健康的进
一

步侵蚀 （苑会娜 ，
2 0 0 9

：
6 3

－

7 3
） 。 而农民工社

会保障状况 ，特别是医疗保障情况
一

直并不乐观 ，这也将加速上述恶性循环过程 。

在人力资本因素方面 ，是否接受过培训 、技术等级 、有无证书 、 目前工作时间四个变量显著正 向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收人 ，务工前学历则未能显著影响该群体的收人水平 。 受教育情况是经

典 Ｍ ｉｎｃ ｅｒ方程中的重要变量 ，为了增强研究的针对性 ，本文分别采用务工前学历水平与工作前后的

培训经历刻画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经历 。 研究结果也明确显示 ，上述两种教育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

收入的作用效果也不尽相同 ，其中 ，务工前学历对收人的影响甚微 ，而接受培训如专业培训 、学徒培

养等则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 。 上述结果向我们进
一步展示 了不同教育经历对新

生代农民工收人的作用 ，也进一步引发了 我们对这
一群体人力 资本培养问题的思考 。 在仅以收入

等直观因素衡量个人情况的广大农村 ，务工前学历对收入作用微弱则更容易使该群体产生
“

学 习无

用
”

的错误共识 ， 导致农村基础教育难以 自发得到重视 ，与之相 比 ，专职教育 、职业培训等教育方式

对收人的作用效果则更加直观 。 但是 ，
上述研究结果并不代表务工前的持续教育经历对新生代农

民工不重要 ，
相反 ，基础性教育对劳动者个人素养的提升 、学 习能力 的塑造作用 已经得到学术界的

认可 ，进而可能对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善于发现 自身不足进行再次学习起到
一定作用 ，

但本文中并没

有对其作用机制进行具体验证 ，未来我们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人研究 。

社会资本因素方面 ， 当地户 口亲友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小时收入有正向影响 ，但其显著性

较低 （ 0 ．  0 5 水平上显著 ） ，
且作用较为微弱 （ 回归系数过小 ） ，外地户 口亲友数及春节联系人数对新

生代农民工收人的影响则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

2 ． 就业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人的影响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 ，就业差异性对新生代农民工收人的影响似乎受到 了冷落 。 本研究结果不

仅证明差异化就业能够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收人 ，
同时也说明

，
就业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

收人的解释力度很强 ，甚至可能超过在个体层面上广受关注的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因素对其务工

收人的解释水平 。 上述研究结果提供了我们审视农民工收人的另
一

个视角 ，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探索农民工收入的复杂机理 。 与此同时 ， 它也在提示我们
，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

新生

代农民工各项情况也逐渐复杂化 ：脱离了 同质化工作意图与就业方式的生产者身份复杂化 、超越了

基本消费诉求渐渐注重 自我表达的消费者身份复杂化 、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而越发追求社会认

同及身份重塑的意识形态复杂化等等 。 但是 ，本课题组 已经完成的
一

系列研究结果仍然遗憾地显

示出
，
在身份蜕变过程中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面临很多无奈之处 。

在本文所研究的就业差异 中 ，选择 自营业而非打工 、跨省工作而非省内务工都将显著正 向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收人 ，从事过更多种类的工作则无益于增加收人 。 在行业影响方面 ，经数据验证 ，

制造业与服务业收入情况并无显著差异 ，
而从事建筑业则会带来较高的收人水平 ，鉴于建筑业的工

作环境及劳动密度皆不尽如人意 ， 即便收入水平略高 ，
也未见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首选。 此外 ，

本研究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密度过高 ， 日工作小时数及周工作天数皆远超一般标准 ，并且 ，高

工作密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 收人并无贡献。 在普遍认知中 ，农民工群体多依靠延长工作时间

以获取更多的收人 ，高工作密度与长工作时间都应带来月 收人的增加
，
而通过本文的研究结果则可

以推断 ，正是出 自对工作稳定度 、提高收人现状的渴求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超时的情况 比比皆是 ，导

致各个岗位工作时长接近饱和 ，而削弱了 同类岗位中工作时间不同带来的收人差异 ，而不 同工作类

型工资水平的不同则 由该岗位的其他特点决定 ，导致工作密度对月收人的影响被弱化 。 另外 ，
正如

本研究所示 ，新生代农民工 日 工作时间及星期工作天数皆严重超长 。 过长的工作时间不仅将损耗

其身体健康 ，与之相关的 ，业余时间不足也将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学习 、进修以及社会网络维护的机

会 ， 同时将影响其父母赡养与子女教育 ，也将对其生活质量造成不 良影响 。

（
二

）政策建议

第一
，更加注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独特性与差异化特点 ，

以 动态视角 审视新生代农民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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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与其父辈相 比 ，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心理 、工作方式、就业取向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 ，而现有的

政策对上述差异关注程度较低 ，
针对性不强则更易造成政策低效 ，

难以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产生切

实作用 。 同时 ，其就业的差异性特点也表明 ，政府部门不应继续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同质性生产群

体而忽略其多样化就业特点 。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流动于城市及农村之间的年轻群体 ，其社会认知

及思维方式都在发生变化 ，他们与老
一

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生活习惯及各项特征都在不

断复杂化 。 政府部门也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这种变化趋势 ，
以动态的视角审视这一

“

难以捉

摸
”

的年轻群体 ，
制定更加符合该群体需求 、更具针对性的政策 ， 以便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

存状态的 良性发展 。

第二
，增加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密度与健康情况的关注 。 对于多从事密集型体力劳动的农民

工群体而言 ，像城市劳动者那样选择舒适 、健康的劳动环境是件奢侈的事情 。 同时 ，基础工资不高 ，

高额加班费或任务额度以外的高额计件收入刺激着新生代农民工以健康为代价换取收入 。 本研究

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过长 ，
且其健康状况显著影响其收人水平 ， 而盲 目追求收入过度消

耗身体会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收人降低 。

一旦收人降低 ，用 以往的收人水平作为衡量尺度的新生代

农民工则容易进
一

步加班消耗体能 ，陷人恶性循环之中 。 因此 ，政府应监督企业改善新生代农民工

的工作环境 、加班时长 、工作强度等问题 ，完善农民工劳动保障制度 ，避免新生代农民工盲 目追求收

人增加陷入损耗健康的恶性循环 。

第三 ，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开发 ，
逐步扩大职业教育并进

一步普及农村基础教育 。 进

城务工前的知识积累情况关系到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完成人力资本的形成 ， 而新生代农民工对

待学习培训等过程的态度更直接影响着其人力资本的提升 ，因此 ， 国家应加强义务教育重要性的宣

传及教育 ，促进基础教育在农村的推广及普及 。 同时 ，政府应继续鼓励职业培养 ，推广针对农民工

群体职业培训的扶持政策 ，促进培训机构与雇佣企业对接 ，并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培训费用补贴或

信贷服务 ，解除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压力及培训费用等方面的顾虑 ，增加该群体技能深造及再教育

比例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开发 。

第四 ，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 自营业经营的鼓励 ， 为农民工创业提供政策支持 。 研究表明 ， 自 营

业的工作方式能够明显增加农民工收入 ，并能够增加就业机会 ，减缓就业压力 。 政府应针对新生代

农民工个体营业发展现状 ，探究其创业受限的主要问题并协助解决 ，适当放宽对农民工群体创业的

限制条件
，
发展有助于农民工创业的相关政策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不断提升 自身收入 ，进而促使其

顺利在城市扎根 。

（ 三 ）研究不足及展望

正如前文所述 ，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抽样方法及样本比例问题都很难控制 ， 而样本比例失

衡可能会使研究结果的解释力度受到影响 。 在未来研究中 ，课题组将进一步加大人力与财力投人 ，

在逐渐把握调研对象特点的情况下进一步详尽设计调研地点和调研行业的选择 ， 以此更加全面地

反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因素与其务工收入之间的关系 ，
并为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提高务工收入

提供实证数据上的支持 。

由于本文着重进行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差异方面的研讨 ，
以往研究对此涉猎甚少 ，

且受课题组资

源与能力的限制 ，有关该群体务工差异化层次的选取可能仍有遗漏 ，在未来研究中应更注重相关变

量的补充研究 。 此外 ，也希望能够进
一

步打开研究视角 、深化研究设计 ，在变化中探究新生代农民

工群体的动态特征 。

参考文献 ：

边燕杰 ，
2 0 0 4

， 《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 ： 网络观点与调査发现》
，
《 中 国社会科学》第 3 期 。

蔡昉 、都阳 、高文书 ，

2 0 0 4
， 《就业弹性、 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一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 《经济研

究 》第 9 期 。

2 8





差异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 因素分析

杜书云 、张广宇 ，
2 0 0 8

， 《农民工代际差异问题调査与思考》 ， 《农村经济》第 2 期。

贺霞旭
，

2 0 1 3
，
《农民工工资变化的宏观影响因素研究》

，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1 期 。

惠源 、胡宏伟 ，
2 0 1 0

， 《第二代农民工劳动收人影响因素一基于 ＯＬＳ 与 Ｍｕｌ ｔｉｎｏｍｉａｌＲｅ
ｇ
ｒｅｓ ｓｉｏｎ 方法 》 ， 《河北理工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2 期 。

金晓彤 、崔宏静 ，
2 0 1 3

， 《新生代农民工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探析 基于社会支持 ，社会比较倾向 的调节

作用》 ， 《中国农村观察》第 1 期 。

李小玉 ，
2 0 1 2

， 《 当前我国农民工收入现状及提升路径》 ， 《企业经济》第 1 2 期 。

廖海敏 ，
2 0 0 7

， 《新生代农民工融人城市的诉求与推进路径 》 ， 《法制与社会》第 1 0 期 。

刘传江 、程建林 ，

2 0 0 8
，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 ： 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 》 ， 《人 口研究》第 5 期 。

刘林平 、张春泥 ，
2 0 0 7

， 《农民工工资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 ， 《社会学研究 》第 6 期 。

陆璐 ，
2 0 1 3

， 《农民工收人的性别差异实证研究 》 ， 《农业经济》第 1 2 期。

卢志刚 、宋顺锋
，

2 0 0 6
，
《农民工收人微观影响 因素统计分析》

，
《现代财经》

，
第 1 0 期 。

栾敬东 ，
2 0 0 3

， 《流动人口的社会特征及其收人影响因素分析》 ， 《 中国人 口科学》第 2 期 。

罗锋 、黄丽
，

2 0 1 1
，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人水平的影响一来 自珠江三角洲 的经验证据 》 ， 《 中国农

村观察 》第 1 期 。

舒尔茨 、吴珠华 ，
1 9 9 0

， 《论人力资本投资》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苏群 、周春芳
，

2 0 0 5
， 《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外出打工收人影响研究一江苏省 的实证分析》 ， 《农村经济》第 7 期 。

苑会娜 ，
2 0 0 9

， 《进城农民工的健康与收入一来 自北京市农民工调查的证据》 ， 《管理世界》第 5 期 。

王春超 、周先波 ，
2 0 1 3

， 《社会资本能影响农民工收人吗 ？
一

基于有序响应收人模塱的估计和检验》 ， 《管理世界》

第 9 期 。

王李 ，
2 0 1 2

，
《教育投资对

“

新生代农民工
”

非农收人的影响研究》
，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第 3 期 。

王卫东 ，
2 0 0 9

， 《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 ， 《社会》第 3 期 。

尉建文 、赵延东
，

2 0 1 1
，
《权力还是声望？

一社会资本测量的争论与验证》
，
《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

魏众 ，
2 0 0 4

， 《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 ， 《经济研究》第 2 期 。

武向荣
，

2 0 0 9
，
《 中国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研究 》

，
《青年研究 》第 4 期 。

向书坚 、李芳芝 、李趄 ，
2 0 1 4

， 《区域分割下农民工收人差距的回归分解》 ， 《经济统计 》第 2 期 。

许传新
，

2 0 1 0
，
《农民工的进城方式与职业流动一两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 》

，
《青年研究》第 3 期。

严于龙 、李小云 ，
2 0 0 6

， 《农 民工对经济增长贡献及成果分享的定量测量》 ， 《统计研究》第 1 期 。

杨春华 ，
2 0 1 0

，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 》

，
《农业经济问题 》第 4 期 。

姚俊 ，
2 0 1 0

， 《

“

路在何方
”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研究——兼与老一代农民工的 比较分析》 ， 《青年研究》第 6 期 。

叶静怡 、王琼 ，
2 0 1 3

， 《农民工的 自 雇佣选择及其收人》 ， 《财经研究》第 1 期 。

叶静恰 、杨洋 ，
2 0 1 4

， 《农民工收人和满意感 ：
2 0 0 8 年以来的变化》 ， 《学习与探索》第 9 期 。

叶静怡、周晔馨 ，
2 0 1 0

， 《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民工收人一来 自 北京农民工调查的证据》 ， 《管理世界》第 1 0 期 。

张车伟 ，
2 0 0 6

， 《人力资本回报率变化与收人差距 ：

“

马太效应
”

及其政策含义 》
，
《经济研究》第 1 2 期 。

张娜 、雷怀英 ，
2 0 1 3

， 《新生代农民工收人影响因素研究一基于天津市的调査》 ， 《农业技术经济》第 7 期 。

张银 、李燕萍 ，

2 0 1 0
，
《农民人力资本

，
农民学习及其绩效实证研究》 ， 《管理世界》第 2 期 。

宗成峰 、李茜 ，
2 0 0 8

， 《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一以北京市建筑业为例 》 ， 《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

版 ） 》第 4 期 。

周兴 、张鹏 ，

2 0 1 5
，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人流动——来 自 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 《经济学 （季刊 ） 》第 1 期 。

Ｈｏｓｓａｉ
ｎ

’Ｂ．＆ＬＬａｍｂ 2 0 1 2
，

“

Ｔｈｅ Ｉｍｐ
ａｃｔｏｆ 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

ｔａｌｏｎＡｂｏ ｒ
ｉｇｉｎａｌＥｍｐｌｏ

ｙ
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ｅｉ

ｎＣ ａｎａｄａ．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ｐ
ｅｒｓ 3 1 （ 1 ）

．

Ｍｉｎｃｅｒ
，Ｊ． Ａ ． 1 9 7 4

，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
ｇ

ａｎｄ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

ｙ
Ｐｒｅｓｓ ．

作者单位 ：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 中 心、 吉林大学商 学 院 （金晓彤 ）

吉林大学 商学 院 （ 杨 潇 ）

责任编辑 ： 张芝梅

2 9



ＹＯＵＴＨＳＴＵＤＩＥＳ 2 0 1 5

（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

ｙ ）


3

Ｖｏｌ
．
 4 0 2Ｍａｙ

Ｃｏｌｕｍｎｏ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Ｙｏｕｔｈ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ｏｒｋ
，ａｎｄ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ｏｆ Ｒｕｒ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ｎｔＹｏｕｔｈ

Ｅｄｉｔｏｒ
＇

ｓＮｏｔｅｓ
：ＩｎＡｐｒｉｌ ，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

2 0 1 5 Ｓｐｅｃ
ｉｆｉｃＰｒｏ

ｊ
ｅｃｔ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Ｅｎｒｏ ｌｍｅｎｔｔｏｗａｒｄｓＲｕｒ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ｒｅａｓ

，


？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

ｔｏｔｈ ｅｐｒｏｊｅｃ
ｔ

，
5 0


’

0 0 0ｑｕｏ
ｔａｓｗｉｌｌｂｅ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ｃｌｕｄｅ 8 3 2 ｐｏｖｅｒ

ｔ

ｙ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ａｎｄ 1 0 ｐ

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ｗ ｉｔｈｌｏｗｅｒｐｅｒｃｅｎ ｔａｇｅｏｆ

ｒｅｃｒｕｉ 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ｋｅ
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ｔｉｓａｆａｖｏｒａｂ ｌｅｍ ａｔｔ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ｂ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ｄｅｃ ｒｅａ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ｒａｌ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ｓ．Ｈｏｗｅｖｅｒ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ｅｑ
ｕａｌ ｉｚ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ｓ
，

ｉｔｉｓ ｏｎｌｙｔ
ｈｅ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ｔｏｒｅｃｒｕ ｉｔ ｔｈｅｓ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

ｎ 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ｉｖ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ｈｏｗｔｏｔｒｅａｔｒ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ｑｕａｌｌｙａｆｔｅｒｅｎ ｔｅｒｉｎｇｃａｍｐｕｓ ，
ｈｏｗｔｏａｃｈ ｉｅｖｅｅｑｕ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ｓｔｕｄｙ ，

ａｎｄｈｏｗ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ｉｎｔｏｎｅｗｗｏｒｋｉｎｇ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ｑｕａｌｌｙａｆｔ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 ． Ａｌｌｔｈｅｓｅ ｉｓｓｕ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ｄｅｓｅｒ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Ｈｅｎｃｅ
，ｗｅｉｎｖ ｉｔｅｆｒｏｎ ｔ

－

ｌｉｎｅｅｘｐｅｒｔｓ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ｔｏ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ｓｅ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ｙｗｉｌｌａｎａ ｌｙｚｅ

ｔｈｅｓｅ ｉｓ ｓｕ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
ｐ 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ｃａｍｐｕ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ａｒ

ｄｉｎｇ
ｒｕｒａ 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ｅｈｏｐｅｔｈｅｓｅｄ 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ｃｏｕｌｄｕｎｆｏｌｄ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ｉｓｓｕｅ ｓ ｉ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 ｔａｇｅｓｏｆｒｕｒａ ｌｃｏｌｌ ｅｇｅ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ｌｉｆｅｅｘｐｅ
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ｈｅｎｃｅ

ｇｅ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ｌｌｔｈｅｃ ｉｒｃ ｌｅｓ．

ＴｈｅＳｐｌｉｔ
－

ｔｙｐｅ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1

Ｐｅａｓａｎｔ

＇

ｓ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ｄ

ｏｎ
ｇ
＆ＧｏｕＪｉｎｈｕａ

（
ｌ

）

ＴｈｅＡｎａ ｌｙｓｉｓｏｎＲｕｒ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ｕｏＷｅｎｂｉｎ＆Ｓｏｎｇ
Ｘｉｎ （ 4 ）

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ＹｏｕｔｈｗｉｔｈＲｕｒａｌ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

Ｙｏｕｔｈ ｉｎＢｅｒ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ａｎｇＪｕｎｊｉａｎ （
7

）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Ｍｏ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
＇

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

  

ＣｕｉＹａｎ＆ＹｉｎＭｕｄ
（

1 1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

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ｕｅｓＳｕｒｖｅｙ

＇

ｄａｔａｓｅ ｔ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
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ｇ
ｒｏｕｐ

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
ｕｂｌｉｃ

，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ｓｃ 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ｅｓ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

＇

ｓｐａｒｔｉｃ ｉ
ｐａｔｉｏｎ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ｉ 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ｌ ｓｏａｎａ 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

＇

ｓ

ｐａｒｔｉｃ 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 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ｃｃ 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ｗｅｆｉ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

＇

ｓｐａｒｔ 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ｒａ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

ｍａｉｎｌｙｃｏｍｅｓｆｒｏｍｔｗｏ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ｉｓｏｂ

ｊ
ｅｃｔｉｖ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ｅｘｉ ｓｔｅｄｉｎｒｅａ ｌｉｔｙ ，ｎａｍｅｌｙ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ｐａｒｔ

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ｒ

ｉｖｅｎｂｙ ｔｈ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ｉ ｓ ｌｅｓｓ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 ｌｋ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ｔｈｉｓｈａｓｈ ｅｎｃ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

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ｉｎｐｏｌｉ ｔ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 ｉｐ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ａｓ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ｔ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Ｒｉ

ｇｈｔｏｎ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 ｔｅｃ ｔｉｏｎ
，

ｉｓｏｎ ｅｏｆ ｔｈ ｅｍａｉｎ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ｅ ｓｅｇｅｎｅｒａ ｌｐｕｂｌｉｃ
＇

ｓ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
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

ｒｏｕｐ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ｒ ｔｉｃ 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ｃ 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Ｒｉｇｈｔ

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ｌｉｉｆｌｕｅｎｃｉ ｉ^ 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ｋｖ
ｑ＞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Ｖｆ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ＪｉｎＸｉａｏｔｏｎｇ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
（

2 0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ｏｎ 4 2 6 8

ｑｕｅ ｓｔｉｏｎｎａ
ｉｒ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ｎｅｗ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ｍ
ｉ
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ｙ

ｉｎｇ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Ｍ ｉｎｃｅｒＥｑｕａｔ ｉｏｎｏｆＩｎｃｏｍ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ｏｆ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

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

ｉｔａ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 ａｌｃａｐ ｉｔａｌｏｎ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ｍ 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
＇

ｉｎｃｏｍｅｌｅｖｅ ｌ
，ａｎｄ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ｃｏｎｖｉｎｃｅ ｓ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
ｉｏｎｍｉ

ｇｒａｎｔｗｏ ｒｋｅｒｓ
＇

ｉｎ ｃｏｍｅ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 ｓｏｆｂｉ

ｇ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
ｇ 

ｔｏｔｈ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ｂｏ ｔｈ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

ｉｃ ｖａｉｉ＾） 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ｇｅｎｄｅｒ ，ａｇｅａｎｄｈｅａ ｌｔｈ ｌｅｖｅｌ

）

9 4



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
ｔａｌｆａｃｔｏ 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ｗｈｅｔｈ

ｅｒａｃｃｅｐ
ｔｉｎｇ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 ｉ
ｃａｌｇｒａｄ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ｏｗｎｉｎ

ｇ

ｃｅｒｔ ｉｆｉｃａｔｅ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

， ｅｔｃ ．）ｈａｖｅｓｉ
ｇｎ

ｉｆｉ ｃａｎ 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ｎｅｗ
－

ｇｅ
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
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ｈ 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ｃ ｉａｌｃａｐｉ ｔａｌｉｓｎｏｔｓｔａｂｌｅ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ｓ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ｓｔｈａ ｔ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

ａｃ ｔｏｒｉｎｓｔｕｄｙ
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
＇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ｈｅｓｅｅｍｐ ｌｏｙｍｅ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ｉ
ｎｄｕｓ ｔｒ

ｙ ，

ｅｍｐｌｏ
ｙ
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ａｎｄｓｐａｎ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ｌ

ｏｃａ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ａｌ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 ｔｈｅｉｒｉｎｃｏｍｅ ｌｅｖ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 ｓｅｄｉｓｃｕ ｓｓｉｏｎ ｓ
，
ｗｅｔｒｙ

ｔｏ
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ｏｍ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
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Ｍ ｉｇｒ
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ｏｃｉ

ａｌＣａｐ ｉ ｔａ 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ｍｐ
ｌｏ
ｙ
ｍｅｎｔ

Ｍ ｉｎｃｅｒ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 ｃｏｍｅ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Ａｂｕｓｅａｍ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ｈｕａ

，ＸｉａＹｉｗｅｉ ＆ＹｅＪｉａｙｉｎ （ 3 0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ｃｅｎｔ

ｙ
ｅａｒｓ

，ｍａｎｙ
ｓｔｕｄｉｅ ｓ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ｃｏｎｄｕｃ ｔｅｄ ｔｏ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ｄｏ 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ａｂｕ ｓｅ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

ｕｔ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ａｃａｕａｄｏ ｌｅｓｃ ｅｎｔｓ
＇

ｄｒｕｇａｂｕ ｓｅｉ
ｓｆｅｗ．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ｄｏｐｔｅｄｂｙ

ｍｏｓ 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ａｓｓ
ｉ
ｍｐｌｅ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ｂｕｔｆｅｗ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ｄｏｐ ｔ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Ｍ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ｃａｕｓｅａｎｄ
ｐ

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ａｂｕｓｅ ．Ｍｅａｎｗｈ ｉｌｅ
，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ｄｒｕｇａｂｕ ｓｅｉｎＭａｃａｏ
，
Ｓｏｃ ｉａｌＷｅ ｌｆａｒｅ Ｂｕ ｒｅａｕｏｆＭａｃａｏ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ｐｌｅｎｔｙｏｆｐ
ｒｅｖｅｎｔ

ｉ
ｏｎ

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ｓｆｏｒｄｒｕｇ

ａｂｕｓ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
ｔｈｅｒｅ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ｊ

ｅｃｔｓｉ
ｓｓｔ

ｉｌｌｕｎｋｎｏｗ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ｏ 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ｏｒｙ
，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ａｄｏｐ ｔｓＳＥＭｍｏｄｅ ｌ ｔｏｅｘｐｌａ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ｓｏｃ 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

ａｎｔｉ
－ｄｒｕ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Ｍａｃａｏａｄｏ 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ｄｒｕｇａｂｕｓｅ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 ｓｕｌｔｓｈａｖｅｓｏｍｅ

ｐｏｗｅｒｏｆ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ｐｐｌｙ 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 ｅｏｒ
ｙ

ｔｏＭａｃａｕａｄｏ 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ｄｒｕｇａｂｕｓｅｂ ｅｈａｖｉ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ｃａｏＡｄｏｌ ｅｓｃｅｎｔ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ｌＳｏｃ 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ｔｉ
－ｄｒｕｇＥ

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ｏｙｉｎＣｒｉｓｉｓ？
Ｙａｎｇ

Ｘｕｅｙａｎ ，ＬｉＹａｎｆａｎｇ ，ＬｕｏＣｈｅｎｇ
＆ＣｈａｏＱｉｕＵｎｇ （

3 9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ｓｅｔｆｒｏｍａｓｕｒｖｅｙ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ａｍｏｎｇｆｉｒｓｔ

－

ｙｅａｒ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

ｙｅａ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ｔＸｉ

＇

ａｎ

Ｊｉ
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ｔｙ

ｉｎ 2 0 1 3
，

ｔｈ
ｉ
ｓｓｔｕｄｙｍ ａｋｅｄｅｔａｉ ｌｅｄ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 ｃ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ｂｏｄｙ

ｐａｒ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ｅｄｆａｃ ｔｏｒｓｏｆｓｅｌｆ
－

ｉｎ
ｊ
ｕｒｉｏｕ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ｄｅ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ｓｅｌｆ－ ｉｎ

ｊ
ｕｒｉｏｕ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ａｓ
‘

Ｂｏｙ ｉｎＣｒｉｓ ｉｓ
，

ｔｏｓｏｍ ｅｅｘｔｅｎｔ
，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 ｓｅｌｆ

－

ｉｎ
ｊ
ｕｒｉｏｕ 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ｓｅｌｆ
－

ｉｎ
ｊ
ｕｒｉｏｕ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ｒｅｈ

ｉｇｈｅｒａｍｏｎｇ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ａｎｆｅｍａ ｌｅｓｔｕｄｅｎ ｔｓ ．Ａｓｆｏｒ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ｉ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ｓｅｌｆ ｉｎ
ｊ
ｕｒ

ｉ
ｏｕ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ｍｏｎｇ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ｇｅｎｄｅｒｒｏｌｅｃｏｎｆｌｉｃ ｔｉ ｓｔｈｅ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ｔｈｅｖｉｏｌ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ｌ ｓｏｈａｓｓｏｍｅｋｉｎｄｏｆｉｍｐａｃ ｔｏｎｔｈｅｓｅｌｆ

－

ｉｎ
ｊ
ｕｒ ｉｏｕ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ｏｒｆｅｍａ 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ｅｎｄｅｒｒｏｌｅｃｏｎｆｌ ｉｃ ｔｃｏｕｌｄ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ｉｒｓｅｌｆ

－

ｉｎ
ｊ
ｕｒｉｏｕ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ｏ

ｓｏｍｅｅｘｔｅｎｔ
，ｂｕｔｔｈｅｖｉｏ ｌ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ｖ

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ｘｍａｙｐｌａｙ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 ｌｅ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 ｌｆ
－

ｉｎ
ｊ
ｕｒｉｏｕ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ｏｙ

ｉｎＣｒｉｓｉｓＧｅｎｄｅｒＲｏ ｌｅＣｏｎｆｌｉｃ ｔＶｉｏｌｅｎｔＥｘｐｅｒ
ｉｅｎｃｅ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Ｍｏｎｉ ｔｏｒ ｉｎｇａｎｄＦａｍ ｉｌｙ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 Ｅｒａｏｆ Ｓｏｃ ｉａｌＭｅｄｉａ



ＺｈａｎｇＹｕＵｎ （
4ｌｉ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ｎｅ ｔｗｏｒｋｓｏｃ ｉｅｔｙ ，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ｇ
ｆｒｏｍ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ｔｏｗａｒｄ 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ａｍ ｉｌｙ

’

ｐ ａｔｔｅｒｎ．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ｒｉｅｓ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 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ｎｅｗ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

ｄｉ

ｇ ｉｔ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

，
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ｕ ｓｉｎｇｓｏｃ

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ｆｏｒｐａｒ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ｆａｍ

ｉｌｙｃｏｈｅｓ
ｉｏｎｆｏｒ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ｂ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 3 8 ｃａｓｅｓ

，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ｈａｓ
ｔｈｅｆｏ 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ｉｎ

ｄ
ｉｎｇｓ ： 

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ｓｏｃ ｉｅｔｙ ，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ｄｂｙ
ｔｈ 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ｎｅ ｔｗｏｒｋ

ｐａｒｅ
ｎ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ｏｓｔｙｏｕｎｇ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

ｄｉｇｉ ｔｆａｍｉｌｙ

＇

ｔｅｎｄｓ

ｔｏａｖｏｉｄｕｓｉｎｇｎｅｗｓｏｃ 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 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ｍｏｓｔ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ｂｅ ｒｓｆｒｏｍ
‘

ｄｉ
ｇ
ｉｔａｌｆａｍｉ ｌｙ

＇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ｆａｍｉ 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ｉｇ
ｉｎａｌｆａｍｉ ｌｙ ；

ｂｙ
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 

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ｓｏ ｒ
ｐｅ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ａｓｃｏｎｔａｃ ｔ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 ｌｍｅｄｉａ
，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ｈａｓｓｅ ｔｕｐ
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ａｍｉｌｙ 

’

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 ｔ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

ｉ

ｄｉ

ｇ
ｉｔｆａｍｉ ｌｙ 

’

ｏｎ 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
ｙｏｕｎｇ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

ｉｏｎ
＇

ｓｅｘｐｅ
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Ｄｉ
ｇ
ｉｔａ ｌＦａｍｉｌｙ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ａｔ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ＵｎｍａｒｒｉｅｄＭａｌｅｓ
：
Ｔｒａｉｔ

，Ｔｒｅｎｄ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ｉａｎｇ
Ｊｉｎｇｃｈｕａｎ＆ＧｏｎｇＹｕｊｉｅ

（
5 8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ｕｒｖｅｙ ，ｔｈｉ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ｍａｉ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 ｅｓ

9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