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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现有研究对收入和消费的关注多停留在收入影响消费的单向逻辑上，鲜有 

研究认识到消费对收入的逆向作用。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 4268 份调查数 

据，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拓展性人力资本与务工收入状态间的结构方程模 

型。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其务工收入状态具有显著的正向作 

用; 相对于基础性人力资本，拓展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正向作用更 

大; 拓展性人力资本在教育型文化消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过程中起到了中 

介作用。本文提出政府要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建设，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的开 

发，大众传媒要广泛传播教育型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将文化消费的重 

点放在教育型消费支出上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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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 “新生代农民工 ”的概念。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至 

2011 年，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80 后、 90 后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数的 61. 6% 。新生代农民工已 

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他们规模庞大、分布广泛，已成为政府、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获得高 

水平的务工收入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首要目标，也是他们在城市能够长久立足的最主要依靠， 

更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从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问 

题更是事关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内容，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进步发展。 

收入与消费是学界经常探讨的两个相关变量。传统经济学将收入看作是研究消费决策的内生变 

量，学者们多沿着一条单向的逻辑，即以收入作为消费的前提，将收入作为前置变量来探究其对消费 

的推动或抑制作用。那么，这一单向的作用路径是否能准确地描述出收入与消费间的关系呢? 实际 

上，当转换视角，由消费出发进行反观和逆向思考，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消费能否影响到收入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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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哪些消费项目和内容可能会促进收入的增长? 对于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消费 

对收入的逆向作用机制，目前还鲜有学者进行研究。在整个消费系统中，不同于那些满足人们基本生 

理需求的消费项目，文化消费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 布迪厄，1997) 。对于文化消 

费的关注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讨消费对收入逆向作用机制的新思路。 

基于此，本研究利用大样本调查数据，进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对其务工收入逆向作用机制的 

实证研究。具体而言，聚焦于教育型文化消费项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人力资本及 

其务工收入之间的作用路径，检验拓展性人力资本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与其务工收入之 

间的中介作用，进而填补文化消费与收入关系研究中的空缺，并据此为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务工收入提 

供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文化消费主要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 

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 徐淳厚，1997) 。文化消费主要分为两大类: 教育型文化消费和娱乐型文化消 

费，前者包括接受知识传播、掌握技能方法等形式的消费活动，后者则包括进行艺术审美和文体活动、 

实现人际交流等类型的消费活动( 陈文江等，1995) 。 

Mill( 1991) 对消费进行了 “生产性 ”与 “非生产性 ”的划分，消费者在 “保持或改善健康、体力和工 

作能力等方面的消费乃是生产性消费，但是娱乐或者奢侈方面的消费则不会有任何进步，所以是属于 

非生产性的。生产性消费对于个人的贡献主要体现于再生产能力的加强，这意味着个体的劳动能力 

会随生产性消费而提升，同时获得高水平收入的机会也会相应增多。根据 Mill 对消费的划分，以接 

受知识、学习技能为主的教育型文化消费属于生产性消费，在微观的个体层面，教育型文化消费对个 

体再生产能力和个人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作用是以更为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收入水平便是其中 

之一。具体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身上这一作用也不例外。王萌等( 2011) 在对农民工文化消费的研 

究中证明了教育型文化消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自我、增加收入的重要意义。 

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从文化消费出发，探索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提升的路径，因此基于 Mill 

(1991) 对“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消费的区分，本文将对文化消费的探讨聚焦于教育型文化消费上。 

同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收入状态，本研究同时测量其月收入、收入变化及合同签订情况，分别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的静态水平、动态水平以及收入的正规性和稳定性，以此来全面了解他们 

的务工收入状况。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教育型文化消费对新生代农民工( a) 月 

收入、( b) 收入变化及( c) 合同签订具有正向影响。 

人力资本是个人所具备的才干、知识、技能和资历( 舒尔茨，1990) 。劳动者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会 

形成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当人力资本在劳动者那里以智力和体力的形式体现出来并进一步 

应用于劳动中时，其对增加收入的影响便相应而生( B eh rm an ，1990 )  。现有文献中很多研究均证明了 

人力资本对于收入的提升作用( Djomo 等，2012)  ，但这些研究对于人力资本项目的关注大多呈现在一 

个层面上，列举了人力资本各相关项目对于收入的影响，而实际上人力资本积累中的各项内容对个体 

收入提升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具体而言，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影响实际上会体现 

在两个层面: 首先体现为务工前及务工过程中原初性或自发性的人力资本积累，具体包括受教育水 

平、外出务工年限等，这一层面的人力资本积累或者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前已经完成( 如受教 

育程度) ，或者跟随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过程中自然积累和改变( 如务工年限和健康水平) ，这些项目 

基本不受后期文化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且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差异也并不显著，呈现出群体同 

一性的特征。其次，人力资本的积累更体现为一种能动性的投资和累积过程( Neagu， 2012 ) ，即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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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经由自主能动的教育型文化消费支出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20 世纪 

末，有学者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存量和增量的划分，其中人力资本的存量是指人在劳动市场交易时体能 

和知识技能的总和; 增量则指劳动者在工作中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以及经由培训和自我学习等获得的 

新技能和智慧( 周坤，1997) 。在本研究中，根据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的概念，选取新生代农民工初次 

进城务工的时间作为衡量的时点，分别研究其务工前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务工后的人力资本积累，而由 

于存量和增量是一对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其分类主要依赖于研究时点的选定，不同的时点对应着不 

同的存量和增量，因此不适合对单一、固定时点上人力资本的描述。基于此，在本研究中，将务工前的 

人力资本存量称为基础性人力资本，而将务工后的人力资本积累称为拓展性人力资本。基础性人力 

资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是具有群体稳定性的。相比于基础性人力资本项目，拓展性人力 

资本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认知和意愿的影响，而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对于 

拓展性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认知及意愿也不相同，这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本身呈现出很大的 

差异，此种差异同样反映在务工收入上。相比于具有原初性和群体稳定性的基础性人力资本积累，拓 

展性人力资本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的过程中会更加能动有力。基于以上对于人力资本两个 

层次的区分，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基础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 a) 月收入、( b) 收入变化 

及( c) 合同签订具有正向影响。假设 3: 拓展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 a) 月收入、( b) 收入变化及 

( c) 合同签订具有正向影响。假设 4: 相比于基础性人力资本，拓展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 a) 月 

收入、( b) 收入变化及( c) 合同签订的正向影响更大。 

文化消费的实践有助于开拓个体自我实现的潜能( Miller，1987) ，因为在文化消费中，透过自我异 

化，主体可以通过自我疏离的状态熟悉自我，从而开发自我，并实现对文化的创制( 戴元光等，2009) 。 

文化消费特别是教育型文化消费的行为与选择关系到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占足平( 2002) 在 

其对文化消费的论述中提到，文化消费通过教育的影响开发人的潜能，形成人力资本并作用于经济以 

提高工业效率，这一路径是文化消费所具经济效益的最主要形式。赵霞等( 2011) 在关于农民消费问 

题的研究中指出，农民科学、理性的文化消费有助于实现农村“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他们 

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出发，呼吁农民进行理性的文化消费，而其所指的理性文化消费主要是指以教育 

和技术培训为主的教育型文化消费。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由于他们较早结束了学校教育而进入城市务工，因此，包括正规教育、劳 

动迁移在内的传统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均已结束或实现。所以在进入城市之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 

部，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主要体现在拓展性人力资本上，同时拓展性人力资本积累主要决定于其自主 

选择的教育型文化消费，也即教育型文化消费的选择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 

本文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5: 教育型文化消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拓展性人力资本有正向影响。 

作为一种内生性的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可以发挥中介变量的作用，从而有力地解释了企业内的外 

生变量对组织绩效和员工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 Chen 等，2013) 。人力资本的内生性影响机制可以进 

一步延伸到对个人发展的探讨上，具体而言，教育型文化消费作为拓展性人力资本的前提，也将通过 

拓展性人力资本来影响个人的绩效和收入水平等。特别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进入城市务工 

之后，纯粹的通过学校教育而获得人力资本积累的机会已经基本结束，因此其人力资本积累的内隐性 

影响机制将主要体现在进城之后的教育型文化消费实践对收入的提升路径中，通过教育型文化消费， 

选择购置书籍、参加培训、再教育等项目，有助于形成拓展性的人力资本，再经由拓展性人力资本的积 

累，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随之提升。据此，提出拓展性人力资本在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新生代农民 

工务工收入间的中介作用假设: 假设 6: 教育型文化消费通过拓展性人力资本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务 
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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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一) 变量设计与研究模型 

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和务工收入为主要研究内容，同时引入人力资本变量，用以 

解释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关系的内在作用机制，根据研究的内容、研究假设以及 

所选变量，本文建构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教育型文化消费是指人们在接受知识传播、掌握技能方法上的消费项目支出。作为本研究的自 

变量，对于教育型文化消费的测量，将分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后在教育型文化产品和教育型 

文化服务上的支出数额。具体而言，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其接受知识、自主学习的文化用品主要包 

括图书报刊购置、学习类电子产品( 包括电脑、学习机、电子词典、电子书等) ; 教育型文化服务主要包 

括成人教育报考的资料准备费及学费、技能培训、付费讲座等。在具体测量中，被调查者针对以上项 

目填写出其过去 1 年及过去 3 年内在各教育型文化消费项目上的支出金额，以此作为对教育型文化 

消费的测量指标。 

当前，随着对人力资本的研究逐步深入，学界对人力资本的测度方式也逐渐扩展。广义上讲，受 

教育程度、务工时间、培训等内容都属于个体人力资本范畴( 舒尔茨，1999) 。根据上文对人力资本两 

个层面的划分，本文选取受教育年限和务工时间两个指标作为对新生代农民工基础性人力资本进行 

测量。而对扩展性人力资本则通过测量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之后所习得的技能数、达到的技术等级 
以及获得的资格证书来实现。 

对于本文因变量的测量，选取三个项目来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况，分别是月收入、收入 

变化、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其中，月收入是指被调查者在被调查的时点上的当前月收入，用以反映新 

生代农民工的静态收入水平; 收入变化是指以一年为限，当前收入水平与一年前的收入比较变化，用 

以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动态收入水平; 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是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是否签订了正规的劳 

动合同，用以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当前收入的正规性和稳定性。具体变量定义和赋值情况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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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 

文化消费 

(CC) 

拓展人力资本 

(BHC) 

基础人力资本 

(PHC) 

务工收入状态 

(WI) 

(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以新生代农民工为调研对象，以金晓彤等( 2013)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为依据，严格限 

定调研对象的选择范围，将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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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进入城市务工或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作为本次调研的选择对象。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课题组对 

调研人员进行了以“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和消费行为”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和社会调研方法的专项 

培训，调研在 2013 年 1—4 月进行，范围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的 198 个城市，调研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 

访谈方式，共发放问卷 5000 份，回收问卷 4575 份，其中有效问卷 4268 份，有效率为 93. 3% 。研究采 

用SPSS17. 0 和 AMOS17. 0 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 

( 三)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对有效的 4268 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各项人口统计特征如表 

2所示。由表 2 可见，在 4268 名被调查者中，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 22 ～ 27 岁组，所占比例为 48. 0% ; 

在性别分布上，男性农民工占比 58. 3% ; 在学历分布上，初中文化者人数最多，占比 48. 6% ; 在婚姻状 

况一项中，未婚者所占比例最大，占比达 68. 9% ; 在健康状况一项中，90. 4% 的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状 

况良好。在务工行业的分布上，从事餐饮住宿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最多，数量达 1081 人，占比 

25. 3% ; 建筑业和其他服务业人数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占比 16. 4% 和 15. 6% 。在行业分布中， 

从事电子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有 202 人，占比 4. 8% ，尽管所占比例不大，但是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 

而言，对电子行业的涉及是新生代农民工知识技能提升的表现; 同时，从事家政环卫业的新生代农民 

工仅占调研人数的 7. 6% ，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区别于其父辈务工选择的表现。从来源地看，在本次 

调研的调查对象中，来自东北地区的人数最多，为 1884 人，中部、东部次之，分别为 861 和 808 人; 西 

部最少，有 715 人。这些调查对象分布在全国 31 省份的 198 个城市中，其中在东北和东部地区的务 

工者最多，分别有 1931 人和 1436 人，西部和中部的务工者较少，分别为 551 和 350 人。为观察各地 

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态势，计算务工地与来源地人数之间的比值，即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入出比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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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定义及赋值 

测量项目 定义 

购买书籍报刊 受访者在过去 1 年( 3 年) 在书籍报刊上的花销( 元) 

付费培训或讲座 受访者在过去 1 年( 3 年) 参加培训讲座的花销( 元) 

再教育支出 受访者在过去 1 年( 3 年) 参加成人高考、函授等教育项目的花销( 元) 

学习类电子产品 受访者在过去 1 年( 3 年) 以学习目的购买的电脑、学习机等电子产品 ( 元) 

拥有技能数 

技术等级 

资格证书数目 

受教育程度 

务工时间 

月收入 

合同签订情况 

收入变化 

受访者在务工后拥有的技能种类 ( 个) 

受访者所在行业或工作中自己所处的技术等级 ( 个) 

受访者务工后获得的再教育证书、从业资格证书的数目( 个) 

受访者务工前的受教育年限( 年) 

受访者自首次务工至今的务工年限( 年) 

受访者当前的平均务工月收入( 元) 

受访者是否签订了正规的劳动合同。1 表示已签订，0 表示未签订 

受访者受访时与 1 年前比务工收入的变化情况。其中 1 表示减少很多，2 表 

示减少一点，3 表示基本相同，4 表示增加一点，5 表示增加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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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东部地区的入出人数比最高，为 1. 78∶1，东北地区的入出比基本持平，为 1. 02∶1; 西部地区 

的入出比为 0. 77∶1; 中部地区的入出比最低，为 0. 41∶1，由此可见，东部地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务工 

选择的集中地区。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人口学变量上的描述统计分析 

项目 项目 

年龄 

1 4 ～ 17 岁 

1 8 ～ 21 岁 

22 ～ 27 岁 

28 ～ 32 岁 

性别 

男 

女 

学历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婚姻 

未婚 

已婚 

离异 

健康状况 

健康 

一般 

较差 

务工行业 

餐饮住宿 

家政环卫 

批发零售 

制造业 

建筑业 

电子行业 

交通运输 

其他服务业 

其他 

来源地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务工地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东北 

四、实证结果  

本研究采用 SP S S 17.  0 和 AMOS17. 0 数据分析软件，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进行 

实证分析，研究进行了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同时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人力资本、务工 

收入状态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对模型进行路径分析和拟合优度的分析比较，并采用 Sobel Test 方式验 

证拓展性人力资本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与务工收入状态间的中介作用。 

( 一) 变量的相关检验 

研究首先对所测量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之后运用 SPSS 17. 0 对各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 

同时给出标准化后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 

变量间相关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过去 1 年及 3 年内的教育型文化消费分别与月收入、收 

入变化、合同签订间呈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γCC1 － MI  = 0.  113，p ＜ 0. 01; γCC1 － IC  = 0. 060，p ＜ 0. 01; 

γCC1 － WC
= 0. 033，p ＜ 0. 05; γCC2  － MI  = 0.  156，p ＜ 0. 01; γCC2 － IC  = 0. 089 ，p ＜ 0. 01; γCC2 － WC = 0. 039，p ＜ 0. 

01) ，这一结论分别支持了假设 1( a) 、1( b) 、1( c) 。新生代农民工过去 1 年及 3 年内的文化消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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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数( 人次) 百分比( % ) 频数( 人次) 百分比( % ) 

138 

1200 

2048 

882 

2489 

1779 

351 

2072 

1845 

2942 

1278 

48 

3858 

384 

26 

3. 2 

28. 1  

48.  0 

20. 7 

58. 3 

41. 7 

8. 2 

48.  6 

43. 2 

68. 9 

30. 0 

1. 1 

90. 4  

9. 0 

0. 6 

25. 3 

7. 6 

7. 7 

11. 4 

16. 4 

4. 8 

4. 4 

15. 6 

6. 8 

18. 9 

20. 2 

16. 8 

44. 1 

33. 6 

8. 2 

12. 9 

45. 2 

1081 

324 

330 

487 

702 

202 

186 

664 

292 

808 

861 

715 

1884 

1436 

350 

551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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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与拓展性人力资本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γCC1 － BH
= 0. 166，p ＜ 0. 01; γCC2  － B H

= 0. 223，p ＜ 0. 01) ，假设 5 

得到验证。以上结果验证了以往研究中对于文化消费、人力资本与收入间关系的论述。另外，拓展性 

人力资本与月收入、收入变化及合同签订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γBH － MI 
= 0. 216，p ＜ 0. 01; γBH － IC = 

0. 068，p ＜ 0. 01; γBH － WC= 0. 154，p ＜ 0. 01) ，假设 3( a) 、3( b) 、3( c) 成立。基础性人力资本与月收入、 

合同签订间呈显著的正相关( γPC － MI= 0. 200，p ＜ 0. 01; γPH － WC= 0. 061，p ＜ 0. 01) ，假设 2( a) 、2( c) 得 

到支持。基础性人力资本与收入变化间的关系不显著( γPH － IC= － 0. 014，ns. ) ，因此假设 2( b) 没有得 

到支持，同时，拓展性人力资本与月收入、收入变化及合同签订间的相关系数更大( γHC － MI
= 0. 216 ＞ 

γPC － MI
= 0. 200; γBH － IC

= 0. 068，γ
PH － IC

= － 0. 014，ns. ; γBH － WC
= 0. 154 ＞ γPH － WC

= 0. 061) ，假设 4( a) 、4 ( 

b) 、4( c) 得到支持，这一实证检验结果也同时证明了本研究对人力资本进行基础性与拓展性划分的 

正确性与必要性。 

表 3 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变量 

文化消费( CC1) 1 年 

文化消费( CC2) 3 年 

拓展人力资本( BH) 

基础人力资本 ( PH) 

月收入( MI) 

收入变化( IC) 

合同( WC) 

注: n = 4268; * 、＊＊分别表示 在 0. 05、0. 01 的水平上显著 

( 二) 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文化消费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内在作用机制，即检验拓展性人力资本的中 

介作用，本研究运用 AMOS17. 0 统计软件，选择 3 年教育型文化消费支出为自变量，以拓展性人力资 

本作为部分中介变量，基础性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以月收入、收入变化及合同签订作为因变 

量，建立结构方程回归模型 M1、M2 及 M3，并通过基准模型与竞争模型的对比，具体分析模型的拟合 

情况并据此选定最佳模型。 

首先，以月收入为因变量建立模型 M1，以此作为基准模型。其次，依次建立完全中介的竞争模型 

M11 

M13 

竞争模型间的拟合度比较结果如表 4 所示。 

M1 及其竞争模型的拟合度比较结果表明，相对于 M11
、M 

更好，这表明基准模型 M1 是解释教育型文化消费、拓展性人力资本及月收入间路径关系的最佳 

模型。 

以收入变化为因变量建立模型 M2，以此作为基准模型，继而依次建立竞争模型 M 

准模型与竞争模型间的拟合度比较结果如表 5 所示。 

M2 及其竞争模型的拟合度比较结果表明，相对于 M 

拟合情况更好，这表明完全中介的竞争模型 M 

间路径关系的最佳模型。 

标准差 均值 WC IC MI PH BH CC2 CC1 

0. 983 

0. 989 

1. 000 

0. 999 

0. 573 

0. 999 

1. 000 

1 

0. 665  

0. 166  

0. 049  

0. 113  

0. 060  

0. 033 * 

－ 0. 004 

－ 0. 004 

－ 0. 001 

－ 0. 001 

－ 0. 032 

0. 000 

0. 001 

1 

0. 223  

0. 052  

0. 156  

0. 089  

0. 039  

1 

0. 201  1 

0. 216  0. 200  

0. 068  － 0. 014 

0. 154  0. 061  

1 

0. 095  

0. 041  

1 

0. 070  1 

12 13 

21 22 23 

2 22、M23 21 的模型 

21 是解释教育性文化消费、拓展性人力资本及收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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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模型 

M1 

M11 

M12 

M13 

表5 

模型 

M2 

M21 

M22 

M23 

以合同签订为因变量建立模型 M3，以此作为基准模型，继而依次建立竞争模型 M 

准模型与竞争模型间的拟合度比较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6 M3 及其竞争模型的拟合度比较 

模型 

M3 

M31 

M32 

M33 

M3 及其竞争模型的拟合度比较结果表明，相对于 M 

拟合情况更好，这表明竞争模型 M 

的最佳模型。 

表 7 给出了基准模型 M 

首先，在模型 M1 中，教育型文化消费能够预测拓展性人力资本( γCC2 － BH
= 0. 222，p ＜ 0. 01) ，同时教育 

型文化消费对月收入的路径系数显著( γCC2 － MI= 0.  170，p ＜ 0. 01) ，因此假设 5 和假设 1( a) 成立。拓 

展性人力资本和基础性人力资本均能预测月收入，同时，前者路径系数大于后者( γBH － MI
= 0. 120，p ＜ 

0. 01; γPC － MI= 0. 076，p ＜ 0. 01) ，假设 3( a) 、假设 2( a) 、假设 4( a) 成立。在模型 M 

费能够预测拓展性人力资本( γCC2 － BH = 0. 222，p ＜ 0. 01) ，同时拓展性人力资本能预测收入变化 

( γBH － IC= 0. 046，p ＜ 0. 01) ，假设 3( b) 成立; 基础性人力资本不能预测收入变化( γPH － IC = － 0. 013， 

ns) ，假设 2( b) 没有得到支持，这也同时证明了假设 4( b) 的成立，即相比于基础性人力资本，拓展性 

中，教育型文化消费能够预测拓展性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对收入变化的正向影响更大。在模型 M 

( γCC2 － BH= 0. 222，p ＜ 0. 01) ，同时拓展性人力资本能预测合同签订( γBH － WC
= 0. 149，p ＜ 0. 01) ，假设 

3( c) 成立; 基础性人力资本不能预测收入变化( γPH － WC= 0. 028，ns ) ，假设 2( c) 没有得到支持，这也同 

时证明了假设 4( c) 的成立，即相比于基础性人力资本，拓展性人力资本对合同签订的正向影响更大。 

21 31是完全中介模型，所以假设 1( b) 和 1( c) 成立是中介模型成立的前提，该假设在相 
此外，由于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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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及其竞争模型的拟合度比较  

χ
2 df χ

2/df ＲMSEA NFI CFI GFI NNFI 

0. 043 

0. 096 

0. 099 

0. 172 

0. 901 

0. 661 

0. 825 

0. 475 

0. 995 

0. 981 

0. 990 

0. 972 

0. 899 

0. 661 

0. 827 

0. 477 

0. 913 

0. 789 

0. 845 

0. 684 

2. 97 

12. 06 

8. 54 

25. 60 

1 

2 

2 

2 

2. 97 

6. 03 

4. 27 

12. 80 

M2 及其竞争模型的拟合度比较  

χ
2 df χ

2/df ＲMSEA NNFI NFI CFI GFI 

0. 065 

0. 031 

0. 074 

0. 172 

0. 900 

0. 900 

0. 837 

0. 102 

0. 995 

0. 995 

0. 994 

0. 972 

0. 899 

0. 904 

0. 910 

0. 351 

0. 863 

0. 903 

0. 833 

0. 114 

1 

2 

2 

2 

3. 07 

2. 89 

2. 41 

12. 80 

3. 07 

5. 78 

4. 82 

25. 60 

31 32 33 

χ
2 df χ

2/df ＲMSEA NNFI NFI CFI GFI 

0. 995 

0. 995 

0. 986 

0. 972 

0. 054 

0. 032 

0. 096 

0. 172 

0. 909 

0. 911 

0. 720 

0. 419 

0. 914 

0. 923 

0. 769 

0. 651 

0. 908 

0. 908 

0. 719 

0. 422 

1 

2 

2 

2 

4. 57 

2. 45 

6. 22 

12. 80 

4. 57 

4. 90 

12. 44 

25. 60 

3 32 33，完全中介的竞争模型 M 
31 的模型 

31 是解释教育性文化消费、拓展性人力资本及合同签订间路径关系 

1 21 
中“文化消费—拓展性人力资本—务工收入”的路径关系结果。 

31 

21 中，教育型文化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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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回归中已得到了支持。但在加入中介变量的整体路径检验过程中，不再检验教育型文化消费对收 

入变化和合同签订的作用路径。 

表 7 教育型文化消费、人力资本、务工收入间的路径系数 

模型 

M1 

M21 

M31 

注 : * 、＊＊、 ＊ ＊ ＊ 分别表示在 0. 05、0. 01、0. 001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为了进一步验证拓展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利用 Sobel Test 对三个预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 

的检验。具体验证结果如表 8 所示。拓展性人力资本分别在文化消费与月收入( Z = 7. 038，p ＜ 

0. 01) 、收入变化( Z = 2. 822，p ＜ 0. 01) 及合同签订( Z = 7. 882，p ＜ 0. 01) 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表 8 中介效应的检验 

自变量 

文化消费( CC2)  

文化消费( CC2)  

文化消费( CC2) 

五、结论与建议  

( 一) 研究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其务工收入有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以人力资本积累作为中介 

变量，探究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与务工收入间的逆向作用机制，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其务工收入状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教育型文化消费对 

新生代农民工的拓展性人力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之后的教育型文化 

消费会转化成拓展性人力资本。再次，拓展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收入变化及合同签 

订均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基础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和合同签订起到显著的正向 

作用，对收入变化的正向影响不显著; 同时相比于基础性人力资本，拓展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 

务工收入状态的正向作用更大。最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拓展性人力资本在教育型文化消费与务工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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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 路径 标准化系数 β T 值 

月收入( MI) 

11. 100  

4. 912  

14. 853  

7. 895  

— 

－ 0. 842 

14. 853  

文化消费 3 年( CC2) —月收入( MI) 

基础人力资本( PH) —月收入( MI) 

文化消费3 年( CC2) —拓展人力资本( BH) 

拓展人力资本( BHC) —月收入( MI) 

文化消费 3 年( CC2) —收入变化( IC) 

基础人力资本( PH) —收入变化( IC) 

文化消费3 年( CC2) —拓展人力资本( BH) 

拓展人力资本( BH) —收入变化( IC) 

文化消费 3 年( CC2) —合同( WC) 

基础人力资本( PH) —合同( WC) 

文化消费 3 年( CC2) —拓展人力资本( BH) 

拓展人力资本( BH) —合同( WC) 

收入变化( IC) 

0. 170 

0. 076 

0. 222 

0. 120 

— 

－ 0. 013 

0. 222 

0. 046 

— 

0. 028 

0. 222 

0. 149 

2. 902
＊ ＊＊ 

合同( WC) 

— 

1. 803 

14. 853  

9. 392
＊ 

＊＊ 

中介变量 因变量 Z 值 

拓展性人力资本 ( BH)  

拓展性人力资本 ( BH)  

拓展性人力资本( BH) 

月收入( MI) 

收入变化( IC) 

合同( WC) 

7. 038  

2. 822  

7.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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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状态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 二) 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要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建设，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充足的教育型文化消费资源。具体而 

言，要倡导在文化产业领域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提供适合的文化消费项目，推动专项文化消 

费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引导各文化产业部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定需求，开发并完善教育型文 

化消费市场。其次，政府要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重视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的发 

展，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 Mok 等，2011) ，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前的知识积累提供条件，促进基 

础性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提升。同时，更要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拓展性人力资本的开发，为其提供 

免费职业培训，补贴培训费用或提供技能培训的专项信贷服务，以此辅助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付费培 

训和再教育支出对拓展性人力资本的积累，并最终促进收入的提升。再次，大众传媒要发挥宣传作 

用，广泛传播教育型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宣传正确可靠的文化消费方式，引导和鼓励新生代农民工 

积极参与到教育型文化消费中来，选择合适的消费项目以提升自身的认知和技能、积累人力资本，并 

促进人力资本向自身价值的转化，从而促进收入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最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 

要明确教育型文化消费的意义，认识到教育型文化消费对提升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调整消费结构、 

理性选择消费项目，将文化消费的重点放在教育型消费支出上，通过拓展性人力资本的累积，学习知 

识、提升技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开发，提高自身收入，提升城市生活水平，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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