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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

代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举

措，尤其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

力，促进就业，解决农村地区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点所在。

大批农村人口离开赖以生存的故

土进城务工，产生大量农民工群

体。20 世纪 70 年 代以“农村副

业队”形式外出务工，增加集体

收 入。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回归到

以自耕农的家庭小农场经营模式

为主。20 世 纪 90 年 代，产生民

工潮，大批农民进城找工作。根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

2010 年相比，人口流动趋势更加

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目前农民工在职 业选择方

面，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内蒙古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是全国县

级区域中人口最多的旗县，本文

以西宝龙山为研究区，通过对西

宝龙山嘎查的实地调查，了解农

民工的现状，研究农民工职业选

择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吴永鑫

摘  要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流动就业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农民

工进城务工现象越来越普遍，也日渐受到人们的关注。进城务工是农民改善生活条件的有效途径，农民

工从“嵌入”城市到“融入”城市，不仅促进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而且推进城市化、现代

化的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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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职业选择现状研究

一、有关农民工职业选择

的简述

温铁军（1995）曾提出 ：中

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

题过去是土地，现在则主要是就

业问题。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的

研究最初是从农村剩余劳动力为

主线进行探讨。农民工游走于城

市和农村之间被称为边缘群体，

这样一个人数如此多的边缘群

体，为国家、社会创造了极大的

财富，也带了许多问题。针对农

民工职业选择研究，引起不同领

域专家学者的关注。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背

景下，研究农民工进城务工职业

选择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王春

光（2006）提出半城市化概念，以

此来分析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

认为只有全面调整城乡关系，迈

向城乡一体化制度和系统重构与

整合阶段，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

中，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流动人

口的“半城市化”问题①。夏怡然

(2015) 利用实证方法得出，农民

工对流入地的在职培训存在强

烈需求，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

人力资本积累，在其他职 业特

征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工更多的

选择了在职培训时间较长的职

业②。 钟 兵（2016）认为新生代

农民工就业面临城乡二元的户籍

制度、文化素质较低、职业技能

缺乏、权益保护缺失等困境③。

李娜（2016）从内蒙古农牧民工

转移就业的现状入手，分析其进

城就业所面临的现状，提出内蒙

古农牧民工陷入择业、培训、自

主创业、劳动权益保护等困境不

能自拔④。陈书伟（2016）提出，

受教育程度、是否受过专业化培

训对外出农民工职业选择上有显

著影响，接受正规教育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获得社会声望较高的职

业，且低水平人力特征的外出农

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宾

馆餐饮服务行业等低层次职业就

业⑤。李胜蓝和江立华（2017）研

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个人

①王春光 .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06,(05).

②夏怡然 . 农民工的在职培训需求及其异质性——基于职业选择行为的经验研究 [J]. 世界经济文汇 ,2015，(02).

③钟兵 .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探析 [J].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2016,14(04).

④ 李娜 . 提高农牧民工融入城市的就业能力研究 [J].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2016,14(01).

⑤陈书伟 . 人力资本与外出农民工职业选择——基于河南省三县市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J]. 财经论丛 ,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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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理念，对职业选择产生困

惑①。李 瑞 琴（2018）提出农村

家庭的职业选择兼具代际分异

性与传承性，地区经济越发达，

代际分异性越强，代际传承性越

弱。欧阳博强和张广胜（2018）

指出，农民工的职 业和年龄之

间呈倒“U”型关系，代际、收

入 水平以及居住区域不同都会

影响农民工职业层晋级②。韩叙

（2020）提出，面对农民工的种

种困境需要提升流动人口教育水

平和职业技能，提高人力资本水

平，实现从生存型职业转向发展

型职业③。

综合国内各位学者的研究，

了解到多数文献集中在农民工流

动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就职

业选择而言，民族地区农民工职

业选择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认

为影响职业选择的因素有：在职

培训、受教育程度、个人价值观

念、代际、年龄、收入水平、教

育人力资本投入等等。同时不少

学者强调在职培训对职业选择的

重要性。因此，在以往文献资料

的基础上，研究民族地区农民工

职业选择的原因及其对未来发展

的影响，能否实现从生存型职业

转为发展型职业，具有重要的意

义。

二、研究区农民工职业选

择分析

通过调研西宝龙山嘎查户籍

人数 812 人 , 常住人口总数（不含

18 周岁以下）370 人，外出人口

总数（不含 18 周岁以下）325 人。

为了更全面分析蒙古族农民工进

城务工就业情况，本文以外出打

工年限 5 年以上为界线，结合故

地调查、入户调查、问卷调查等

方法，再从中选出进城 200 名农

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从以下五个

方面分析 ：

（一）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此次调研中有 24人不识字，

且最高学历是大专。小学水平为

86 人，初中水平为 103 人，高中

水平为 8 人，大专水平为 3人。初

中以下人数占总数的 94.5%，高中

及以上学历占总人数 5.5%。从此

次调研得出，目前农民工普遍面

临文化程度较低的问题，由于没

有职业技能，在职业选择中处于

被动状态，只有少部分人可以从

事自己满意的工作。

（二）农 民 外 出 务 工 属 于

“第二次”择业，农村存在男女

比例失调

在 200 名研究对象中，以家

庭为单位外出务工人员有 98 人，

其中男女比例为 87 ：113。以家

庭为单位嵌入城市的农民工与单

身者相比稳定性比较高，流动性

较弱，融入城市的意愿较高。年

轻农民工尤其女性更向往融入

城市，导致农村青壮年到了结婚

年龄娶不到老婆。有一部分 选

择跟随儿女居住在城市的，部分

选择回流到农村，过田园生活，

毕竟农村还有一处宅基地，因此

农村老龄化现象也逐渐明显。当

然，农民工进程以后也有诸多的

不适应，在家乡种地时，可以按

自己的意愿生产生活。进城务工

以后，闲暇时间减少，时间不自

由，由于没有特殊技能和工作经

验，城市里苦 、脏、累的工作基

本都是由进城务工农民承担。如

城市建筑环卫工人、快递物流人

员、家政从业人员、餐饮服务人

员的 90 % 以上都是农民工。

（三）选择进城务工的动机

农 民 一 辈子生活在 农 村，

他们鼓起勇气迈向城市，原因无

非只有一个，常年只靠农业生产

收入没有存款，生产成本越来越

高，导致负债。调研发现，进城务

工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通过亲戚

朋友介绍务工的占 40%，同乡或熟

人介绍占 7%，劳动力市场招聘信

息占 8%，各类自媒体占 35%。通

过亲戚朋友或同乡熟人介绍的多

数是年龄高且文化水平不高的群

体 ；年轻人一般可以通过招聘信

息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但是往往

老一代的工作稳定性比较高，年

轻人通过网络媒体，选择的渠道

更多，所以职业稳定性不高。近

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招工

单位要求也逐渐在提高，出现农

①李胜蓝 , 江立华 .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困惑及其化解——基于个体化理论视角 [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

学版 ),2017,18(05).

②欧阳博强 , 张广胜 . 农民工就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版 ),2018,17(03)

③韩叙 . 人力资本 - 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迁移行为和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D].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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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进城务工难，民工和其他劳

动力的就业门槛也在递增，拥有

职业技能显得尤为重要。

（四）家庭收入结构的扩张

通过调研发现，该嘎查农民

在家乡时，只有一种农业性生产

收入，极少数家庭有额外的牧业

性收入。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后，

把土地转租出去，获得转移性收

入，把宅基地租给有需求的人，

获得财产性收入，自己在城里打

工获得工资性收入。不仅开拓了

收入的来源，而且改变了收入结

构单一化的现象，增加农民工的

家庭收入。

（五）农民工拥有技能的重要性

如何把生存型职业转为发展

型职业与农民工的“市民化”密

不可分，因此一技之能显得格外

重要。调研数据整理得出，农民

工随着外出打工年限的增加，对

陌生的城市熟悉以后，不仅只是

解决温饱，更想融入大城市，他

们通过前几年的工作经验，调整

了职业发展，有的选择了厨师，

有的去工地开车，有的成为装修

工人等。农民工只要掌握一门城

市所需要的技术，就有机会扎根

城市。

三、建议 

（一）优化职业选择，扩大

农民工的选择范围

目前农民工能得到的系统而

针对性职业技能训练太少或基

本没有，用以前的技能无法在城

市获得稳定的工作，存在结构性

失业，因此需要接受职业技能培

训。并且，农民工的择业范围小

之又小，经常通过熟人介绍，而

被动地获得一份工作。农民工的

出路唯有市民化，但想要达成市

民化，必经之路只有职业发展。

农民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掌握一

门技术，可在产业后备军中脱颖

而出，实现择业自由，就业稳定。

（二）发展城镇制造业，提供

更多就业岗位

加快制造 业的发 展， 制造

业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

位，对社会就业也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可以容纳更多的农村剩余

劳动力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小

城镇制造业发展的前提下，农民

可以农忙时期务农，获得农业性

收入且农闲时期到城镇找份活，

增加工资性收入，在农民和农民

工的角色中自由转换，半工半耕

也不至于浪费农业生产空窗期，

且额外增加家庭收入，进一步提

高农民生活水平。

（三）优化公共服务，缩小

城乡差距

虽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加强，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改善提

升，但城乡差距依然明显，政府

应当补足基础设施“硬短板”，

补齐公共服务“软短板”，让现

代乡村更宜居。许多地区已出台

政策清退超龄农民工，因此农村

也呈现人口老龄化现状，做好基

础保障工作，提供舒适便利的环

境显得格外重要。当务之急是让

符合条件的农业剩余人口在城市

落户安居，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

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要通过制度

保障，让进城的进得放心，让留

在农村的留得安心，实现城镇化

与乡村相得益彰。

（四）鼓励多样性经营和创造

多样性经营条件

政府提供养殖项目，与农户

深度合作，带动农村发展。不仅

拓宽了农民工就业渠道，也为乡

村振兴培养一批乡土人才做出贡

献。如果政府方面给予农户相应

的资金支持，解决农户的资金问

题，棚圈设施等问题，对于农户

而言，既种植又养殖，多样化经

营是他们最理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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