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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当今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要求逐渐提高，而目前就业问题也引起了人

们的重视。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就业的方式来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拥有良好的就业可以提高生活质量。

而目前我国就业人员受到空间地区发展不均衡、文化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存在大量的

劳动力流动现象，随之会产生一些流动人口就业的问题，且这种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更加明显。所以

本文基于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对流动人口就业问题进行一定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希望能有效促进流

动人口就业的同时我国经济也能得到一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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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and economy,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daily life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the current employment problem has also attracted people’s atten-
tion. Most people meet their daily life needs through employment. Having good employmen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t present, the employment personnel in China are affected by the un-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pace and regions, uneven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levels and other 
factors, leading to the exist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labor mobility, which will lead to some prob-
lems of migrant employment, and this phenomenon will become more obvious with the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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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of the time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bor mob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
measures, hoping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mploymen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economy can also get certai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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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目前城镇化的发展，各地区出现了人口流动的现象，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地区，流动人口

在劳动力市场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截止 2017 年，我国一共有 2.44 亿流动人口，占城镇主要劳动力市场

的 57.46%。而且目前劳动力流动的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加剧，其中影响其流动的很重要的一个

原因就是人们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区经济比较落后，要想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得要去其他地方获取。流

动人口的产生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而目前社会正经历着产业结构调整等变革，这些问

题会导致流动人口产生严重的就业问题。针对流动人口出现的就业问题需要及时地进行解决处理，为劳

动力就业提供保障，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评述 

关于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研究，张晓菲、张国俊、周春山(2020)就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就业类型、就

业结构等方面进行研究，结果表示：珠三角流动人口集中于服务和制造业，整体上就业水平低。以劳动

强度大且工资水平不高的低端服务(29%)和生产建造(28%)为主；其次是普通职员，位于就业的第二梯队，

流动人口在该行业中有 50%是公司文员，另外 50%在销售岗位，这一行业分布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

社会环境下公司制企业的发展和商品化热潮；其余个体自雇型、专业技术型、高级管理型各占 10%左右，

属就业的第三梯队，其中，高级管理型占比最低；专业技术型和个体自雇在就业结构中占据一定比重，

表明珠三角地区注重从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提升的角度来推动珠三角地区就业结构的优化[1]。景再

方等人(2018)将流动人口就业形式分为自雇和受雇两种，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升高，流动人

口趋向于选择创业型自雇和高低位受雇；而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流动人口从事创业型自雇、生存型自

雇以及高地位受雇的概率均会增加，但并非一直增加，而是存在拐点[2]。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表明: 社
会资本、个体特征、工作经历等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产生影响。邓睿和冉光(2018)补充了从家庭因素出发

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的研究。其研究表示：从家庭特征来看，子女随迁对男性和多子女家庭农民工

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从工作特征来看，子女随迁对雇主身份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具有更积极的

提升效用，而且对中高分位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增效应更为突出[3]。梁海艳(2019)从流动人口工作待

遇、社会保障、工作性质及工作环境四个外界因素的角度建立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并据此对

我国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在个体层面，得出了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与性别、

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及其年龄等因素均具有较强相关性的结论[4]。 
在此基础上，本文选用 2017 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综合构建多维度测量指标，深入分析影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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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多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流动人口就业的政策建议。 

3. 流动人口就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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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样本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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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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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筛选后共有样本为 16,418 个，其中男性 84,535 人，女性 79,653 人，性别比为 1.06，平均年龄为 35.6
岁。进行数据分析后，发现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如下： 

3.1. 就业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男性就业率显著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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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为 95.3%，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仅为 77.1%，见表 1。 
 

Table 1. Employ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表 1. 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 

是否就业 
男性 女性 

总计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是 78,622 93.0 59,590 74.8 138,212 84.2 

否 5913 7.0 20,063 25.2 25,976 15.8 

总计 84,535 100.0 79,653 100.0 164,188 100.0 

3.2. 流动人员中雇员、自营劳动者占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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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 
 

Table 2. Employment statu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of working ag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表 2. 城乡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 

就业身份 
非农业户口 农业户口 

总计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雇员 19,502 66.1 61,472 56.6 80,974 58.5 

雇主 2114 7.2 5881 5.4 7995 5.8 

自营劳动者 6979 23.7 39,408 36.2 46,387 33.6 

其他 890 3.0 1971 1.8 2861 2.1 

总计 29,485 100.0 108,732 100.0 138,217 100.0 

3.3. 农村流动人口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有待提升 

根据数据显示，如表 3 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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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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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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分析得出目前农村流动人口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Table 3. Signing of labor contracts for floating population of working ag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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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农业户口 稿件件数 

总计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有固定期限 12,563 64.6 29,441 48.0 42,004 51.9 

无固定期限 2579 13.2 7186 11.6 9765 12.1 

完成一次性工作任务 163 0.8 1356 2.2 1519 1.9 

试用期 184 0.9 546 0.9 730 0.9 

未签订劳动合同 3808 19.6 22,015 35.9 25,823 31.9 

不清楚 180 0.9 854 1.4 1034 1.3 

总计 19,477 100.0 61,398 100.0 80,875 100.0 

4. 流动人口的动因分析 

目前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流动劳动力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通过人口的流动可以

使劳动者获得更多经济效益。要有效的解决流动人口就业问题需要对具体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整体把

握，总结归纳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劳动力流动主要是由于劳动者的职业特点等因素发生变化而产生的迁

移，其主要是在组织内外部之间产生空间上的变化，而主要导致劳动力流动的诱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

由于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收入不均，而劳动者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从而产生了劳动力

流动的现象。对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劳动者往往可以谋得更多的经济利益[5]。其次造成人

口流动的另一个原因是需求结构不合理，社会发展不均衡导致城乡之间收入产生差距，同时城乡之间分

割制度存在不合理，导致目前人口产生流动。最后人口受到各种地区制度及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对

其有一定的吸引作用，从而产生的劳动力流动[6]。以上动因分析的原因中，人口受到第一个诱因影响的

程度较深，其也是最为重要最为常见的一个原因，劳动者流动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以满足自

己的需求。 

5. 流动人口就业问题原因分析 

5.1. 存在强资本、弱劳工的现象 

在当今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就业问题也成为了社会问题当中比较严峻的问题之一，而需要解决这些

问题就得进行详细的分析整理，从而得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而造成目前就业困难的原因首先可以从宏观

层面上进行分析。劳动力处于强资本和弱劳工的社会大环境中，而我国出台的包括《劳动合同法》及《劳

动法》都明确规定了必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劳动者也可以用相应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

益与权力[7]。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却存在很多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现象，分析这些案例都可以了解

到目前我国出台的相关法律都还不完善，还需要通过不断的建设来使法律更加完善。同时目前劳动力存

在过剩的现象，而工人与雇主之间的组织能力存在不平等的现象，这些问题都反应出目前我国劳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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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还是较不完善，为进一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需不容懈怠的完善相关法律。 

5.2. 劳动者工作可替代性强 

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中流动人口的流动性较快，且工作都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企业在选用招聘劳动

者的过程中所挑选的劳动力都是具有一定基本技能的，劳动者在入职之前不需要进行长期的培训入职，

且这些基本的技能可以得到良好利用，因此可以反映出对于这些劳动者的工作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同

时由于劳动者所具有的很高的工作替代性，可能导致其为企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相对较小，及时流动劳

动力离开岗位以后，企业仍然可以找到替代其工作的其他劳动力。同时很多企业考虑到当前市场流动性

强、变动性大，就不愿对劳动力进行培训，这就导致了大多数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增大，形成了一个恶性

循环，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该因素是流动就业者在寻求就业的过程中所无法避免的因素，其最终还

是损害着劳动者的权益[8]。 
同时我国又处于产业转型的关键期，由要素驱动型经济向创新技术型转变，而目前大多数流动人口

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其技能很难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导致这些现象也是由于我国城乡之间教育

资源的分配不均，市场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下决定了受教育程度与就业岗位的紧密联系程度，这也就表明

了阻碍流动人口进入高质量就业岗位与行业原因。 

5.3. 就业帮扶政策实施效果较差 

目前流动人口所遇到的就业问题中，就业帮扶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同样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目前

就业帮扶的措施很少以家庭为主要的帮扶主体，同时也没有针对性的对家庭真正所需要的内容进行扶持，

导致目前就业帮扶政策实施效果较差。我国就业帮扶政策主要在服务类和资金类上面进行实施，服务类

主要包括一些培训、教育等内容；资金类则主要包括贷款、补贴等。虽然目前这些政策仍然在政府的主

导下实施着，而就目前具体实施情况得出以服务类占据的比例较大，但这种实施效果对于社会弱势群体

来说也仅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进行服务帮扶政策时，由于受到劳动力流动性很强的原因使得该政策

不能很好的落实下去，同时也导致部分劳动力在接受服务类的帮助时不能无法完全接受培训，流动人口

发生转移就意味着无法完全接受培训和学习[9]。同时流动人口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质导致其劳动

力无法享受到良好的社会保障服务，其无法正常的进行社会保障费用的缴纳，最终使其帮扶效率降低。 

5.4. 家庭负担重且参保率低 

一般流动人口家庭负担就较重，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都是依靠薪资来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而当流

动人口离开工作岗位就意味着可能会面临家庭危机，这也一方面体现出，薪资的获取对于流动人口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劳动者只有付出更多的劳动才可以获取更多的薪酬。而目前流动就业者其就业的单位或

企业大多是个人或者私营单位企业，这就导致了其收入来源就只能仅仅依靠工作来获取，而很难得到除

了工资以外的其他收入，单纯依靠工资来源是很难提高其就业质量、满足其日常生活。 
再者就是除了流动人口家庭负担较重意外，流动人口受到其自身以及工作的限制就很有可能导致一

些不利因素的伴随，流动劳动者大多会选择一些建筑业或投身于公共事业建设等相关工作中，这类行业

的参保率相对较高，而一些参与到非正规行业进行就业的，就很难保证其参与率，就比如一些餐饮店、

居家维修工作等，其雇主也很少为劳动者购买相应的险种。对流动就业者进行管理也会因为其工作的流

动性大稳定性低而增加其中的管理难度，导致目前对于流动劳动者的就业保护存在缺失，其社会参保率

也相应较低，在出现意外时很难保护其自身合法权益。同时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自身对于法律的

了解较少，也具有较浅的风险防范意识，这也是导致实施流动人口管理困难的一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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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流动人口与社会融合问题 

相关研究表明目前流动人口在收入水平、社会保障、职业声望身份认同、心里隔阂、理念与文化交

融等方面都处于较为劣势的一方。首先由于我国传统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划分，其表层方面是对人口的身

份进行了划分，而实际上由于这种方式的划分导致了目前拥有不同户籍的人口所获取到的社会资源产生

差异，这也就导致了流动人口在流动就业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待遇产生差异。流动人口在异地就业面临着

“找工作难，找好工作更难”、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居民、户籍身份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歧视、就业岗位

的社会认同度较低、随迁子女的就读门槛高、没有得到同等力度的社会福利等问题。另一个方面则是由

于流动人口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不足以使其找到一份较为满意的工作，导致其所获得的薪酬也较少。 

6. 促进人口合理流动与就业的对策 

目前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就业问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思考，一方面流动人口需要考虑自身如何找寻一

份达到预期的满意的工作，再者是企业又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招聘到合适的员工，以及从政府层面上

考虑如何引导流动劳动者更好的就业[10]。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分析提出了以下观点。 

6.1. 政府方面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保证流动就业者在异地进行就业时减少可能因为户籍原因所受到的影响，需要

对这方面投入更多的关注度，才能有效的解决流动就业者所遇到的问题。流动人口的生活来源、父母赡

养、子女教育、婚姻状况等都与其就业直接挂钩，这就需要引起高度关注，保证流动就业者能享受到均

等化公共服务。同时还需要逐步推进政策完善机制，推动中小城市的发展，合理控制流动人口迁移，进

一步降低大城市对于流动就业人员就业限制门槛，合理引导流动人口可以选择在一些中小城市地区就行

落户。同时为了保证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能享受到与该地居民同等就业机会，这就需要不断完善流动人口

劳动权益保护政策，使流动人口即使在异地就业也能享受到同等待遇。扩大劳动力市场为劳动者提供更

多的就业岗位是解决劳动者就业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这就需要加大对一些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为劳动

就业者创造更多岗位。同时还可以引入外资，加大对外开放，完善市场机制，进一步降低流动就业人员

失业风险。 
再者子女随着父母一起流动在异地上学，这对于农民工父母就业质量存在一定的促增效益，流动就

业者所迁入地的政府应适当的降低其就业、社会保障、居住年限等方面的要求，为保证农民工子女满足

异地就读条件，需要稳步推进异地中高考制度的改革，有效的解决好农民工家庭随迁诉求，不断提高流

动就业者的就业质量。同时还需要统筹考虑提高流动人口的工资，保证其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同时

政府还需要加大对于基础教育的投入，增加一些技术与在职岗位培训的财政支持，提高流动就业人员的

就业竞争能力。 

6.2. 企业及社会方面 

首先企业可以通过不断完善非正规就业市场，优化非正规就业者技能同时提高其教育水平，以此有

效的缩短正规就业人员与非正规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企业可以依据不同的流动就业人员特征来制

定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开发出流动就业人员所具有的优势，使流动就业人员素质能与高技术岗位所需要

的素质相匹配。同时从政府理念出发，不断增加社会服务支出，使企业能够打造出更多高质量的家政服

务工作岗位，逐步完善企业岗位技能培训工作以及搭建职业介绍平台，有效促进特殊流动就业人员就业。 
而在社会层面，社会公益组织可以举办开展一些关于促进流动人口获取就业信息相关的讲座。目前

劳动者面临着就业难，而对于流动劳动者其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导致其找到一份好工作更难，其中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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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是收到信息差的影响，流动人口所获取到的就业信息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导致其在就业的过程

中也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具有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可以开展相关讲座为流动就业人员提供相关就业信息，

同时向流动就业人员普及一些法律法规知识及劳动者权益，使其在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能懂得如何保护

自己。对于一些才刚流入到迁入地的流动人员，社会组织可以开展讲座为其提供本地的就业情况信息及

相关的内容。至于少部分的特困流动就业人员，也可以由社会组织为其提供特殊的就业指导，确保其能

够找到合适的工作。 

6.3. 个人方面 

对于劳动就业者而言其所处的职业地位及收入水平等都受到了其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呈现

出正相关关系。同时正规就业人员与非正规就业人员收入之间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受教育程度与

个体内部特征上的差异所导致的。这同样也表明了不断提高流动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可以有效的提高其

就业身份。 
虽然流动就业人员在就业的过程中受到了户籍制度及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影响，但其自身所拥有的人

力资本存量是对就业产生直接影响的。因此，流动就业人员可以通过不断的提升自身素质，以此达到高

技术岗位所需要求，不断改善目前的就业现状。同时，还需要不断的强化就业技能，提升内在动力，主

动学习岗位新知识以应对在信息爆炸的快速发展社会，合理规划职业发展，提高工作积极性不断积累工

作经验，实时掌握劳动力市场相关信息，了解相关岗位未来发展趋势。 

7. 结语 

在当今社会，流动人口的存在及其人口不断增多的现象已成为目前重要的经济发展趋势，流动人口

在流动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些就业困境，针对这些问题需要着重进行分析解决，从根本上发现流动劳动

者身上的不足以及问题才能够有效地分析出处理解决的方案，从而更好地使流动人口就业，不断推进社

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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