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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研究有助于削弱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劳动力统一就业，促进农民增

收和消除贫困。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的个体访问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

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与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呈现“倒U型”关系，获得过专业资格证书

和拥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青年外出务工的意愿更强。社会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的影响存在

一定的异质性，社会支持与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呈“倒U型”关系，但受社会网络的影响并不显著，

社会信任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本社区居民的信任度越高，农村青年就越

不愿意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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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can help weaken China’s urban-rural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achieve unified employment of urban-rural labor, promote farmers’ income growth, and eliminate 
poverty. This article uses individual interview data from the 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 Survey 
(CLDS2018) and use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young labor to go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human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youth labor force to go out, with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level and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youth labor force to go 
out. Rural youth who have obtaine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and ha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perience have a stronger willingness to go out to work. There is a certain hetero-
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young labor to go out.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young labor to 
go out, but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s is not significant. Social trus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young labor to go out, and the higher the trust level in the com-
munity residents, the less willing rural young people are to go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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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提出问题 

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农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

其关键在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2019 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任务，以增加农民收入。随着中国城市化和经济转型的推进，农

村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和配置问题日益凸显，作为劳动力主要来源地的农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已成普

遍现象。然而，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成为了掣肘农民问题解决

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 
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研究有助于减少城乡二元经济差异，实现劳动力的统一和促进农村劳动力

就业渠道的多元化，进而提高农民收入和减少贫困。大量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意愿不仅受囯家

宏观政策的影响，更受其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限制。但是当前研究对象很少聚焦在青年劳动力身

上，该群体作为外出务工的中坚力量，能够凭借自身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外出务工选择就业，进而改

善家庭经济状况。 
因此，本文旨在运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8 年个体访问数据，借助 Stata 软件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外出意愿。研究将重点关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方面的影响因素。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外出意愿 

所谓人力资本即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其主要特点在于它与人身自由联系在一起，不随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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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而转移[1]。人力资本有微观和宏观之分，在微观层面上人力资本大多通过受教育程度或总体受教育

水平等变量来衡量，而宏观领域的人力资本通过教育、健康和迁移等变量衡量[2] [3]。但整体来看，多数

研究选取受教育程度[4]、技能培训程度[5]以及过往工作经历[6]作为个人的人力资本的测度指标。客观而

言，农村劳动者的非农就业能力、机会获取能力以及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力资本所决定的；主

观而言，农村劳动者愿意离开农田的愿望也决定了其走出家乡，进行非农务工的实践[7]。国内外学者研

究表明，教育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机会，增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和收入[8] 
[9]；还有学者指出，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相比，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概率越大[10]。技能培训程度

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数研究表明技能培训程度是影响劳动力外出意愿的重要因素[11]，而作为

衡量技能培训程度的重要表现之一，专业资格证书获取情况常被选取用以考察技能培训程度对劳动力外

出意愿的影响情况，掌握现代生活基本技能越多的人越倾向于就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12]，技术培训

在提高农村劳动者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的同时，也提高了其非农就业的机会和薪资水平的预期，进而增

加了其外出务工的可能性[13]。此外，众多学者认为过往工作经历这一人力资本要素能对劳动力流动产生

极大的影响，其中王兆萍等从嵌入性视角指出相比于没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劳动力，有农业生产经历

的农村劳动力越不愿意就地转移，他们更倾向从事农业生产[14]。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 1.1：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越强。 
研究假设 1.2：相比于没有获得过专业资格证书的，获得过专业资格证书的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

更强。 
研究假设 1.3：相比于没有农业生产经历的，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更弱。 

2.2. 社会资本与农村劳动力外出意愿 

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变量，学界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与对象，划分社会资本类型的标准与视角也

不尽相同。唐为和陆云航等人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社会关系网络、信任与和谐[15]；贺志武和胡伦等人将社

会资本划分为社会网络、社会声望、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等[16]。根据已有研究，本文将社会资本操作化

为社会支持、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三个维度。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网络结构中的重要资源，对农村劳动力

非农就业起着可不忽视的作用[17]。刘雨升将社会资本分为城市社会资本和农村社会资本，研究结果显示，

农户城市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城市社会资本越多越能够帮助农户适应城市生

活，但农村社会资本对劳动力外流有明显的抑制作用[18]。付慧娟从组织和网络、信任和团结、信息和传

播、赋权和政治行为等多个维度衡量社会资本，得出社会资本能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给予很大的帮

助，对非农就业时间有显著的影响的结论[19]。但部分研究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认为本地的社会信任

[20]和强关系社会资本[21]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具有消极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 2.1：在本地可以获得支持和帮助的朋友/熟人越多，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外出意愿就越弱。 
研究假设 2.2：与本社区的邻里、街坊和居民熟悉程度越高，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外出意愿越弱。 
研究假设 2.3：与本社区的邻里、街坊和居民熟悉信任程度越高，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外出意愿越弱。 

3. 数据、变量与模型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该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所有劳动力。采

用多阶段、多层次以及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进行样本筛选。本研究的焦点是农村青年劳

动力(年龄介于 18 至 45 岁之间)。在从 CLDS2018 中挑选户籍为农村户口的样本的基础上，排除了缺失

值的影响，最终得到了 1385 个有效样本。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本文旨在研究因变量与自变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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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 

3.2. 变量 

3.2.1.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 Y 是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外出意愿。在 CLDS2018 个体问卷中，将因变量 Y 农村青

年劳动力外出意愿体现为“请问您是否打算外出务工？”，如果访问者选择“是”，则是打算外出务工，

意味着该农村青年劳动力有外出意愿，将其赋值为 1；如果访问者选择“否”，则是不打算外出务工，

意味着该农村青年劳动力没有外出意愿，将其赋值为 0。 

3.2.2. 核心自变量 
本文选取的核心自变量可分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从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自身情况出发探讨农村青

年劳动力离乡的影响因素。 
1) 人力资本 
探究人力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创业意愿产生的影响。为了量化人力资本，我们将其划分为三个

衡量变量：受教育水平、专业资格证书获得情况，以及农业生产背景。受教育水平通过“您的最高学历

是？”进行测量，将“未接受教育或小学”赋值为 0，“初中、中专、技校或高中”赋值为 1，“大专、

本科及研究生以上”赋值为 2。获取专业资格证书的情况则通过“您是否获得过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进行测量，选择“否”赋值为 0，“是”赋值为 1。农业生产经历通过“您是否有农业生产经历？”来测

量，选择“否”赋值为 0，“有”赋值为 1。 
2) 社会资本 
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创业意愿的影响，将社会资本测量分为三个变量，分别是社会支持、

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社会支持通过“在本地，您有多少关系密切，可以得到他们支持和帮助的朋友/熟
人？”进行测量，“0 人”赋值为 0，“1~9 人”赋值为 1，“10~20 人”赋值为 2，“20 人以上”赋值

为 3。社会网络通过“您和本社区(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进行测

量，“非常不熟悉”赋值为 0，“比较不熟悉”赋值为 1，“一般”赋值为 2，“比较熟悉”赋值为 3，
“非常熟悉”赋值为 4。社会信任通过“您对本社区(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信任吗？”进行测量，

“非常不信任”赋值为 0，“比较不信任”赋值为 1，“一般”赋值为 2，“比较信任”赋值为 3，“非

常信任”赋值为 4。 

3.2.3. 控制变量 
本文将数项基本人口学指标作为回归方程的控制变量，选取性别、婚姻、政治面貌与劳动力身体情

况四个控制变量，并将他们操作化为虚拟变量，具体操作化赋值情况如表 1 所示。 

3.3. 回归模型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是一个广义的线性回归模型，一种多变量统计方法，具有研究自变量和因变

量的关系优势有关，但要求因变量取值非 0 即 1。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在因变量 Y 为二分变量时，事件

发生概率的表达式为： 

( )
1

1 2
11 , , ,

1 e
n

i ii
n X

P Y X X X
α β=+∑

= =
+

  

式中：P 为外出事件发生的条件概率；X 为外出意愿自变量因素；α和 β分别为 Logistic 回归模型截距和

回归系数；( 1
n

i ii Xα β
=

+∑ )为影响事件发生概率的线性函数。将式(1)取对数后，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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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事件的发生可能性 P 与不发生的可能性(1 − P)之比称为比数(odds)，即 odds = P/(1 − P)。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related variables (N = 1385)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N = 1385) 

自变量 

变量 频率 变量 频率 

性别 
男 = 1 54.53% 专业资格证

书获取情况 
是 = 1 87.86% 

女 = 0 45.47% 否 = 0 12.14% 

婚姻状况 
未婚 = 0 43.72% 农业生产 

经历 
有 = 1 39.09% 

已婚 = 1 56.28% 否 = 0 60.91% 

政治面貌 
党员 = 1 3.21% 

可得到支持

的人数 

0 人 = 0 12.42% 

群众、民主党派 = 0 96.79% 1~9 人 = 1 56.40% 

身体情况(十二个月

内是否被诊断住院) 
是 = 1 4.83% 10~20 人 = 2 23.48% 

否 = 0 95.17% 20 人以上 = 3 7.70% 

最高学历 

未接受教育、小学 = 0 15.19% 变量 均值 

初中、中专、技校与高中 = 1 67.22% 熟悉程度 2.62 

大专及以上 = 2 17.59% 信任程度 2.57 

因变量 

外出意愿 是 12.90% 否 87.10% 

4. 实证分析 

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如表 2 所示。模型一纳入了控制变量，模型二在控制

变量的基础上纳入了人力资本的相关变量，模型三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纳入社会资本的相关变量，模型

四为全模型，纳入了全部自变量，模型拟合度最好。 

4.1. 控制变量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的影响 

模型一显示了控制变量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的影响。1) 性别，结果显示性别对农村青年劳动

力外出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01)，且相比于女性，男性的外出意愿更加强烈。2) 婚姻状况，结果显

示婚姻状况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01)，系数为−0.753，表示相比于未婚青年，

已婚青年的外出意愿更不强烈，也就是说已婚青年更不愿意外出务工。3) 政治面貌，结果显示政治面貌

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4) 身体健康，结果显示身体健康状况对农村青年

劳动力外出意愿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身体健康与否并不影响农村青年的外出意愿，侧面验证了劳

动力外出与否往往考虑的是家庭与经济因素，会相对忽视个体身体因素的影响。 

4.2. 人力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的影响 

模型二显示了在控制社会人口特征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的影响。1) 受教

育程度，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呈现出一种非线性关系。初中、

中专、技校与高中学历的农村青年愿意外出务工的发生比是未接受过教育和小学学历的 1.2 倍(p < 0.01)，
最高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农村青年愿意外出务工的发生比则是未接受教育和小学学历的 0.407 倍(p < 
0.01)。可见，受教育程度与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呈现“倒 U 型”关系，假设 1.1 不成立。2) 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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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证书获取情况，结果显示专业技术证书获取情况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于没

有获得过专业资格证书的，获得过专业资格证书的农村青年更愿意外出(p < 0.05)，发生比为 1.382，假设

1.2 成立。3) 农业生产经历，结果显示相比于没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青年，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青

年劳动力外出意愿更强烈(p < 0.05)，该项系数是 0.448，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青年愿意外出的发生比是

没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青年的 1.566 倍，因此假设 1.3 不成立。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rural youth’s willingness to go out (N = 1385) 
表 2. 农村青年外出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N = 1385)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B odds 
ration B odds 

ration B odds 
ration B odds  

ration 

控 
制 
变 
量 

性别(女 = 0) 0.566*** 
(0.200) 1.762 0.525** 

(0.222) 1.690 0.595*** 
(0.209) 1.812 0.575** 

(0.230) 1.777 

婚姻状况 
(未婚 = 0) 

−0.753*** 
(0.199) 0.471 −0.818*** 

(0.227) 0.441 −0.775*** 
(0.204) 0.461 −0.813*** 

(0.231) 0.444 

政治面貌 
(群众、 

民主党派 = 0) 

−0.234 
(0.494) 0.792 0.173 

(0.518) 1.189 −0.188 
(0.495) 0.828 0.241 

(0.522) 1.272 

身体情况 
(未住院 = 0) 

0.154 
(0.455) 1.167 0.232 

(0.471) 1.261 0.0655 
(0.471) 1.068 0.139 

(0.492) 1.149 

人 
力 
资 
本 

初中-高中 
(未接受教育或

小学 = 0) 
  0.183** 

(0.265) 1.200   0.221** 
(0.270) 1.247 

大专及以上 
(未接受教育或

小学 = 0) 
  −0.900** 

(0.457) 0.407   −0.908** 
(0.459) 0.403 

专业技术 
证书(否 = 0)   0.324* 

(0.306) 1.382   0.337* 
(0.310) 1.401 

农业生产 
经历(否 = 0)   0.448* 

(0.230) 1.566   0.476** 
(0.234) 1.610 

社 
会 
资 
本 

1~9 人 
(0 人 = 0)     0.190** 

(0.324) 1.209 0.242** 
(0.370) 1.274 

10~20 人 
(0 人 = 0)     −0.144*** 

(0.366) 0.866 −0.164*** 
(0.411) 0.849 

20 人以上 
(0 人 = 0)     −0.111** 

(0.413) 0.895 −0.055*** 
(0.454) 0.946 

居民熟悉程度

(非常不熟悉 
= 0) 

    0.145 
(0.143) 1.156 0.078 

(0.156) 1.081 

不太信任(非常

不信任 = 0)     −1.362 
(0.997) 0.256 −1.418 

(1.410) 0.242 

一般(非常不信

任 = 0)     −2.033** 
(0.954) 0.131 −2.221** 

(1.377) 0.108 

比较信任(非常

不信任 = 0)     −2.064*** 
(0.969) 0.127 −2.303** 

(1.393) 0.100 

非常信任(非常

不信任 = 0)     −1.883* 
(1.030) 0.152 −2.070* 

(1.439) 0.126 

注：(*p < 0.05，** 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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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社会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从社会支持、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三个层面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的影响。

1) 社会支持，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并呈现出一种“倒 U 型”的

关系。其中，与在本地可获得支持人数为 0 的农村青年相比，可以获得支持的人数在 1~9 人的更倾向于

外出务工(p < 0.01)，该项发生比为 1.209，而可获得支持人数在 10~20 人(p < 0.001)以及在 20 人以上(p < 
0.01)的农村青年则更不愿意外出务工，系数分别为−0.144 和−0.111，假设 2.1 不成立。2) 社会网络，结

果显示居民熟悉程度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外出意愿没有显著影响(p > 0.05)，假设 2.2 不成立。3) 社会信

任，结果显示社会信任程度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对本社区居民的信任程度为一般

(p < 0.01)、比较信任(p < 0.01)和非常信任(p < 0.05)的农村青年愿意外出的发生比分别是非常不信任的

0.108、0.100 和 0.126 倍，也就是说农村青年与本社区居民的信任度越高，就越不愿意外出，假设 2.3 成

立。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中 1385 个样本的调研数据，从实证方面分析了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之间的影响，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力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与农村青年劳动力外

出意愿呈现“倒 U 型”关系，拥有初中、中专、技校与高中学历的农村青年相比于未接受过教育和小学

学历的农村青年更愿意外出，而最高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农村青年则更不愿意外出，这与以往研究中认

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的研究结论有所出入。本文认为，这可能与乡村振

兴战略的提出有关。在党的十九大上，我国作出了乡村振兴重大战略部署，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下，要实现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人才振兴是关键，要求农村地区提出配套措

施充分吸纳回流劳动力，合理引导劳动力就业，因此受到相关政策以及个人情怀等因素的影响，一些高

质量知识分子可能更倾向于返回或留在家乡进行建设。 
第二，获得过专业资格证书和拥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青年更愿意外出务工，其中后者所得结论与

以往研究有所不同，本文认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不同，本文将研究对象

聚焦在农村青年劳动力身上，这一年龄段的青年作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往往承担着比较重的经济压力，

且由于深知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不稳定性，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外出务工的方式来寻求工作机会、

增加家庭收入、缓解经济压力。除此之外，农村青年的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拥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

村青年可能更加意识到农村的落后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他们希望通过外出务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探索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教育资源和社会地位。 
第三，社会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具有重要影响，但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其中，社会支持

与社会信任均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外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受社会网络的影响并不显著。社会支持与

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呈“倒 U 型”关系，相比于在本地没有可获得支持的农村青年相比，可以获得

支持的人数在 1~9 人的更倾向于外出务工，而可获得支持人数在 10~20 人以及在 20 人以上的农村青年则

更不愿意外出务工。社会信任则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本社区居民的信任

度越高，农村青年就越不愿意外出。 
最后，为提升外出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就业水准，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增强自身人力资本，加

强资源开发与核心竞争能力。农村青年应加强基础教育，同时政府要积极推行多种职业技能培训和线上

教学，构建在线技能培训平台，为有意愿外出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培训，以提升外出务工人

员的素质和能力。二是建立社会资本交流平台，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政府可以引领社会资本交流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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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鼓励农村创业和外出务工成功人士分享经验与就业信息，以助于有外出务工意愿的农村劳动力减

少寻找机会的成本，从而推动外出务工就业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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