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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
距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更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和社
会学家关注的课题。本文运用微观数据，用+#,-&.模型来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就
业的性别差异、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对不同
性别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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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增加农民收入是近年来中国各项政策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特别是随着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如何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成为农民增收中的一个突

出问题。中国农村有5亿多人口，而人均耕地不足1:0公顷。许多研究认为，

中国 在 大 宗 农 产 品 生 产 方 面 基 本 不 具 有 比 较 优 势（!&*<，0222；黄 季 ，

0222），尤其是粮食进口的增加将使得粮价下降，因此将会导致粮食主产区的

农民收入下降（>(*<E，/11/）。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增长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却

是现实而又紧迫的。不难设想，当来自农业的收入降低，农村劳动力就有可

能转向非农就业，发生劳动时间在农业和非农业的重新配置，以弥补来自农

业收入的下降。

长时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农村劳动力尤其如此。农业和

非农业户口、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通过人为地设置制度障碍而把劳动力市场

分割为城乡两个部分。市场分割限制了农民在产业和空间上的流动（%&’()*#

*<;FG*,，/11/；张车伟，/11/）。然而近年来，市场化改革允许农民自由流动

之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状况得到显著改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

批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就业，例如随着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一部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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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转而到企业工作；小城镇增加的同时也吸纳了部分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三产

业工作；劳动力外流到其他城市寻求就业也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有机会从事

非农就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进行也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

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对缩小城乡差距来说无疑都

具有积极的意义。

有关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涌现了大量的文献，这些研究对理

解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决策选择、流动方式、对于农户家庭收入的贡献、劳动

力回流的原因和影响做出了科学的解释（!"#$，%&&&，’((%#，’((%)；张林秀

等，’(((；*#+,，%&&&；李实，’((%）。但是，关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

差异问题以及影响因素却很少引起关注。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现有的研究主要

关注的是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而不是非农就业问题。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

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非农就业指的是农村劳

动力除从事农业工作之外的其他就业，包括在本地从事服务性工作、外出打

工等非农就业。而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指农村劳动力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

地点，通常是从农村到城市。既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存

在差异，两者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也难免存在差异，如赵耀辉（%&&&）

的研究就清楚表明，教育对劳动力流动和当地非农就业的影响不同。

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也往往忽略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或

者至少是没有明确对性别差异问题给予足够重视。有证据表明，农村劳动力

在非农就业中存在性别差异，与男性相比，农村妇女在非农部门的就业明显

低于男性；同时，女性通常除了要比男性负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外，还要承担

大部分的农业劳动，亦即农业劳动呈现女性化趋势。农村劳动力在非农就业

中存在的性别差异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状况在’(世

纪&(年代初开始得到改善。但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机会仍显

著低于男性（张林秀等，’(((）。对农村妇女来说，就业是影响自身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面，而且，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村妇女与男性就业中的不平等也是值

得关注的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所以，农村妇女与男性的非农就业的性别差

异是一个非常值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课题。

其他 发 展 中 国 家 农 村 劳 动 力 就 业 也 存 在 明 显 的 性 别 差 异（-.,/##01

-.,/#，%&&&；2$/,+34，%&&(）。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农村劳动力

就业存在性别差异有其必然性。那么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究

竟有多大？哪些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本文试图回答上

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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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通过对农村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

差异、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微观因素，并指出不同因素对男性、女性非农

就业选择的不同影响。

二、研 究 方 法

研究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经典方法是!"#$%&$’或()"*$&模型。被解释变

量（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通常用虚拟变量表示，反映农业和非农就业的差

异。解释变量一般包括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社区特征变量。+ 下

面先简要说明模型中所要考虑的解释变量，然后简要介绍所使用的模型。

+ 更全面和详细的讨论，请参考,$’-./)/0123/"（4554）。

个人特征，尤其是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在本文中个

人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等。

从需求角度来看，农业生产不仅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农业就业，也影响农

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选择。传统的中国女性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和照顾

子女、老人的工作，限制了非农就业的机会，因此家务劳动也是影响农村劳

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都应该包括在模型的解

释变量中。本文中农业生产用农户耕地面积表示，家务劳动用农户家庭规模

和家庭负担人口数（年龄低于+4岁或高于65岁的家庭成员数）表示。

另外，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选择也受家庭其他成员行为的影响，如家

庭成员最高教育程度、家庭中是否有干部、其他成员的就业和收入状况等等。

农村劳动力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风俗习惯等等也影响其非农就业的选择，

如较为发达的地区或较为开放的地区与较为封闭落后的地区相比，农村妇女

在思想意识上的禁锢较少，可能更易倾向于非农就业。因此在模型中也将加

入相应的家庭变量和地区变量。

()"*$&模型形式如下，

!（"##$%&7+）7’（!8!），

其中!表示概率，"##$%&7+表示非农就业；’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是待

估系数（!+，!4，999，!(）；)是解释变量（)+，)4，999，)(），!8!被称为

:)"*$&指数。

模型中)+ 前面的参数!+ 表示)+ 变化一个单位引起:)"*$&指数变化!+ 个

标准差。而)+ 变化一个单位引起的概率变化等于对应的正态密度函数与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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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的乘积。

在多数的经验分析模型中，性别往往被作为虚拟变量放入模型中来检验

性别差异。当这一虚拟变量前面的参数显著，通常就意味着所研究的对象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如果仅仅研究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时，解释变量

可以包括：

!"（!"#，!"#$%，&’(，)#*’#+，,-++.-"#，//$.0#，12’，34.2’，5-*’，

,-6#’(，3-’+#，177(89:4#+，1:4#+$.*7，;9+<9(:，&*:#+8+，=>，?>），

其中，!"#表示个人年龄；!"#$%表示个人年龄的平方；&’(表示个人教育程

度；)#*’#+表 示 虚 拟 变 量，女 性"!，男 性"#；,-++.-"#表 示 婚 姻 状 况；

/4$.0#表示农户家庭规模；34.2’表示家庭中年龄低于!$岁的成员个数；12’
表示家庭中年龄高于%#岁的成员个数；5-*’表示农户耕地面积；,-6#’(表

示家庭成 员 最 高 教 育 程 度；3-’+#表 示 家 中 成 员 中 有 干 部"!，没 有"#；

177(89:4#+表示家庭其他成员的就业状况；1:4#+$.*7表示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

水平；;9+<9(:表示所在村庄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8+表示所在地区有乡

镇企业"!，没有"#；=>表示地区虚拟变量；?>表示时间虚拟变量。

对包含上述解释变量的&’()*+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可以检验农村劳动力非

农就业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但上述模型不能反映个人变量、家庭变量和社区

变量是如何对不同性别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产生影响的。这是因为上述模型

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上述变量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

这一隐含假设显然过于苛刻而又缺乏真实性。因此，我们在沿用传统研究方

法的基础上，接下来将在模型中加入性别变量和个人变量、家庭变量和社区

变量的交叉项，来说明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社区特征变量对男性

和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不同影响。

三、数 据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美国北卡罗琳那大学在中国,省、自治区进行的家

庭营养与健康调查-./0数据库（-1*23.435+1326/7+’*+*(207’849）。该数据库

包括:年的数据，时间分别为!;,;、!;;!、!;;<、!;;%年；调查内容涉及家庭

构成、收入、就业、教育以及营养和健康等诸多方面。这,个省、自治区分

别是广西、贵州、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苏、辽宁和山东。该调查

在每一个调查年调查住户（农村住户和城市住户都有）<###多个，涉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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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个。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上述数据库的一部分，只包括农户及其家庭成员

的劳动状况和相关信息。对数据的初步整理表明，农村劳动力中，$%&的女

性和’(&的男性从事非农就业，女性非农就业比例显著低于男性。

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参看表!。样本中，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在"(
岁左右，男劳动力和女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差异不大；但男性较女性受教育程

度要高。就所调查的劳动力而言，已婚的比例为))&。

表!
!!!!!!!!!!!!!!!!!!!!!!!!!!!!!!!!!!!!!!!!!!!!!!!

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总体 男性 女性

均值 标准差*均值 标准差*均值 标准差*
注 释

+,- "(*$"(!"*#%$"(*"%.!"*!%#"(*#)/!$*.)% 个人年龄

0+112,- #*)() #*’$" #*)’’ #*’"( #*).# #*’#) 婚姻状况，未婚3#，已婚3!

-45 !*/%# #*)/) !*)#( #*)%’ !*’’) #*)#’ 个人教育程度

0+6-45 $*!)$ #*%$# $*!() #*%!. $*!)% #*%$! 家庭成员最高教育程度

77829- ’*%#) !*/%/ ’*)(% !*/)% ’*%’. !*/.$ 家庭规模

:72;41-< #*%/$ #*./( #*%$% #*./! #*%)( #*.(! 家庭中未成年人数量

=;4 #*!$’ #*"(" #*!$’ #*"(/ #*!$/ #*"(! 家庭中老年人数量

=::5>?=@7-1 #*’)! #*’.. #*’#( #*’.! #*/’# #*’.% 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就业状况

:+41- #*#$" #*!/# #*#’# #*!.) #*##/ #*#)! 家中成员中有干部3!，没有3#

;+<4 ’*/"( ’*"$) ’*/$. ’*""! ’*/’$ ’*"$$ 农户耕地面积

;<（=@7-182<:） )*)!# !*!)’ )*(/! !*!)( )*))$ !*!(% 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水平

A=1B=5@ $#*(#’$#*$#/$#*(()$#*$!.$#*/"%$#*!.’ 所在村庄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

-<@-1>1 #*/#’ #*/## #*/#" #*/## #*/#( #*/## 所在地区有乡镇企业3!，没有

!!!!!!!!!!!!!!!!!!!!!!!!!!!!!!!!!!!!!!!!!!!!!!!
3#

注：表中数据根据美国北卡罗琳那大学在中国%省、自治区进行的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CDEF数据

库整理。

四、估计结果和结论

（一）模型!：不含交叉项的G1=H2@模型估计结果

不含交叉项的G1=H2@模型估计结果列入表$中（模型!）。从估计结果可以

看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非农就业的机会显著低于男性$$个百

分点。其他解释变量对应参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也基本符合常识。教育对农村

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显著为正，意味着提高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增加农村劳

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从总体上来看，已婚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较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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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性别差异的"#$%&’
!!!!!!!!!!!!!!!!!!!!!!!!!!!!!!!!!!!!!!!!!!!!!!!

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不含交叉项 模型!：含交叉项

)*!)+ ,- )*!)+ ,-
注 释

./0)/#" 12-!!3""" （1!4-56） 2-7(2""" （7-7(） 虚拟变量，男性8(，女性8(
9./ 2-22:"" （!-(6） 2-2!2""" （6-6(） 个人年龄

9./;< 2-222""" （17-:2） 2-222""" （14-(4） 个人年龄的平方

/)= 2-((3""" （(4-7>） 2-(27""" （(!-6:） 个人教育程度

?9##&./" 12-245""" （1:-64） 2-22: （2-!>） 婚姻状况，未婚82，已婚8(
@@;&,/ 12-225""" （1!-3>） 12-2!!""" （1:->7） 家庭规模

A@&B)#/0 2-225 （(-75） 2-2!(""" （7-7:） 家庭中未成年人数量

$B) 12-22! （12-(4） 12-22> （12-65） 家庭中老年人数量

B90) 12-2!(""" （1(5-55） 12-2!7""" （1(6-(5） 农户耕地面积

C9)#/" 2-!67""" （>-37） 2-!7>""" （4-36） 家中成员中有干部8(，没有82
$CC=DE$’@/#" 2-!!5""" （!6-74） 2-!62""" （!7-:3） 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就业状况

?9+/)= 2-2(2" （(-53） 2-2(5"" （!-7(） 家庭成员最高教育程度

B0（$’@/#;&0C） 2-2!5""" （6->2） 2-276""" （5-3>） 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水平

F$#G$=’ 2-22(""" （6->:） 2-22(""" （:-3>） 所在村庄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

/0’/#D#" 2-257""" （>-!!） 2-(2(""" （>-44） 所在地区有乡镇企业8(，没有82

D#$)=?H!" 2-(53""" （((-5>） 2-(>6""" （>-7:） 江苏

D#$)=?H7" 2-(44""" （((->2） 2-(7(""" （6->:） 山东

D#$)=?H3" 2-262""" （3-:2） 2-2>5""" （:-:3） 河南

D#$)=?H:" 2-224 （2-:4） 2-225 （2-3!） 湖北

D#$)=?H6" 2-236""" （!->5） 12-275"" （1!-(3） 湖南

D#$)=?H5" 2-273""" （!-62） 2-23>""" （!->3） 广西

H/9#>(" 2-2(7 （(-75） 2-22> （2-44） (>>(年

H/9#>7" 2-2(! （(-(5） 2-2(! （(-(>） (>>7年

H/9#>5" 2-233""" （7-45） 2-23:""" （7->7） (>>5年

I/0)/#J9./ 1 1 12-2!>""" （16-73）

I/0)/#J9./;< 1 1 2-222""" （6->:）

I/0)/#J/)= 1 1 2-27!""" （!-63）

I/0)/#J?9##&./" 1 1 12-(4:""" （16-3!）

I/0)/#JK@;&,/ 1 1 2-2(3""" （!-::）

I/0)/#JLB) 1 1 2-2(4 （2-43）

I/0)/#JA@&B)#/0 1 1 12-275""" （17-55）

I/0)/#JM90) 1 1 12-2((""" （13-:7）

I/0)/#JN9+/)= 1 1 12-22( （12-26）

I/0)/#JC9)#/" 1 1 2-(6:"" （!-((）

I/0)/#JD#$)=?H!" 1 1 2-22: （2-(>）

I/0)/#JD#$)=?H7" 1 1 2-(5(""" （:->!）

I/0)/#JD#$)=?H3" 1 1 12-2!: （12->6）

I/0)/#JD#$)=?H:" 1 1 2-254""" （!-45）

I/0)/#JD#$)=?H6" 1 1 2-(:5""" （:-74）

I/0)/#JD#$)=?H5" 1 1 12-226 （12-!7）

I/0)/#J$CC=DE$’@/#" 1 1 2-2(7 （2-53）

I/0)/#JB0（$’@/#;&0C） 1 1 2-22( （2-24）

I/0)/#JO$#G$=’ 1 1 12-22(""" （1!-:5）

I/0)/#J/0’/#D# 1 1 12-2(5 （1(-26）

$%;-" 1 2-76( 1 2-76(

!!!!!!!!!!!!!!!!!!!!!!!!!!!!!!!!!!!!!!!!!!!!!!!
D#/)-" 1 2-7!( 1 2-7(7

注：（"）)*!)+表示虚拟变量从2到(的概率变化；"""、""和"分别表示(P、:P和(2P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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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可能性低近!个百分点。在家庭特征变量中，农户规模越

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选择的可能性越低；" 但家庭负担人口数量对劳动力

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不显著。估计结果还表明，家庭中有干部的农村劳动力

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较家庭中没有干部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高

出"#个百分点。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被$%&’()，*)+%,-.’（/!!0）的研究所证

实。耕地面积较多的农户，其家庭成员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明显降低；而

家庭中其他成员有从事非农就业的经历、较高的收入水平、较高的教育程度

都会增加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可能性。

" 这一研究结论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有差异，已有的多数经验研究中，家庭规模对劳动就业选择的
影响不显著（1’234%&%,-*)%5，"66"）。

模型/的估计结果还显示，所在社区外出务工比例较高和有乡镇企业的

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显著增加。省虚拟变量的显著性，意味着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

较为发达的江苏和山东，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可能性高于湖南、湖北、

河南和广西地区在/67以上。

（二）模型"：含交叉项的$&58’9模型估计结果

包括性别变量和个人变量、家庭变量和社区变量的交叉项的$&58’9模型估

计结果见表"（模型"）。从交叉项前面参数的估计结果来看，说明个人特征

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社区特征变量对男性和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

响不同。

由于模型"中除了包括性别变量外，还包括性别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的

交叉项，因此分析男性和女性性别差异引起非农就业选择的概率差异实际上

是一个偏导数加权求和过程。经过计算发现，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女性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要比男性低":7。这一数值与根据模

型/的估计结果（""7）稍有差异。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还可以看出，年龄变化对男性和女性非农就业的影

响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从事非农就业选择的可能性增加，而女性从

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降低。这一结果意味着年轻女性较年长女性从事非农就

业的概率要大，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小城镇和城市中来自农村的女性劳动力

的平均年龄得到印证，也可以从婚姻变量的估计结果得到部分解释。教育程

度提高对增加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比男性非农就业的影响明显，这也意味着

具有同等较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非农就业。婚姻状况对男

性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明显，但已婚女性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降低了近/!个百

分点，结合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可以判断已婚者比未婚者从事非农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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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降低主要体现在女性劳动力。

家庭规模的大小对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为负，

随着家庭人数的增加，男性和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都显著减少；

但相对于男性而言，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

相对较高。随着家庭中未成年人数量的增加，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机

会降低，而男性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增加。家庭耕地面积对男性和女

性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而且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农就

业的概率降低更显著。家庭中有干部的男性和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机

会显著增加，而且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增加更为显著。家庭中有

从事非农就业的其他成员、收入较高的成员、家庭成员的最高教育程度对男

性和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积极作用，但性别差异不显著。

五、简短的总结

本文运用微观数据，用!"#$%&模型来研究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性别差异、

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对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

非农就业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存在显著的性别

差异，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要比

男性低’()。而农村劳动力个人的教育、年龄、婚姻状况等特征变量对不同

性别的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影响也有显著差异；反映农户农业生产和家务

劳动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家庭中有干部的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显著高于男性劳动力；家庭

中有从事非农就业的其他成员、收入较高的成员、家庭成员的最高教育程度

对男性和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积极作用，但性别差异不显著。研究结果

同时提醒我们，在研究性别差异问题时，检验性别变量与其他变量的交叉项

影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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