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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产业分工
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
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
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
入分析框架#

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
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 同时"随着农民
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

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
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
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 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
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
次增强# 采用"$1$!"$1<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ÒV(L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
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
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
本中依次增强#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
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个综合变量的评
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 二
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
异质性#

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
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
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关键词$非认知能力$城市社会包容度$农民工$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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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各经济主体)经济领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农

民工的就业质量提升不容忽视(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外出打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
路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也为中国城市建设和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年中国城市化率超
过3$c&农民工进城务工依旧是大势所趋&然而农民工的就业实现及质量提升依然存在诸多障碍(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月均收入不断增长&然而大多数农民工仍集中在进入门槛
较低的行业&存在工作强度大)缺乏相应的权益保障及就业不稳定等问题&就业质量相对较低( 提高农
民工就业质量&不仅有利于推动其所在城市)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可以显著改善农民工家庭的生活
质量)提升其自身幸福感&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徐灏龙等&"$"1"

*1+

&同时还能有效缩
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机
制&进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持续提升(

关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主要从个体特征)家庭条件及社会经济环境三个层面展
开( 从个体特征层面看&除了性别)年龄等先天决定的因素外&个体能力是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键
因素( 早期的研究更多地从受教育程度)劳动技术水平等认知能力的角度探讨个体能力对就业质量的
影响&但即使是受教育水平相似的劳动者也可能在语言表达)思维创造能力)做事严谨性等方面存在很
大的差异&在社会化生产背景下&这些非认知能力也是影响个体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 而且&随着工作
复杂程度和工作差异程度的提高&个体认知能力对其就业和收入的解释力有所下降&而非认知能力对劳
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越来越突出!SQNCF+8 QD+'&"$$3#李晓曼等&"$12"

*";!+

( 在此背景下&个体非认知
能力与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之间的关系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非认知能力%是指除学习)阅读)计算和逻辑推理等认知能力外&但同样对个体经济收入)社会地位
及生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性格心理因素&如情绪)心态及个性等&是一个多维度综合性概念( $就业质
量%也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概念&用于反映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情况&是对劳动者就业状况的总
体性刻画&既包括劳动者在就业活动中的物质获得&也包括劳动者个体的主观感受( 关于这两个综合变
量之间的关系&大量的研究是从非认知能力的某个维度!如社交能力"或就业质量的某个方面!如工资收
入"展开的!程虹等&"$19#乐君杰等&"$19#王春超等&"$12#陈博欧等&"$"1#朱志胜&"$"1"

*:;<+

&而专门
研究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文献还不多见( 其中&梁宇亮等!"$"1"较为系统
地分析了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机制*2+

&但其仅从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层面进行研究&忽
略了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仅采用了"$1: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对现状的解释力
不足&且可能因偶然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估计偏误(

纵观已有相关文献&大多研究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状况的影响&缺乏对就业质量的综合性考
量&而且关于非认知能力的研究多集中在儿童)特定行业或性别层面&对农民工的探讨相对较少( 事实
上&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有必要深入研究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
响及其机制&进而加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
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机理&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

一是尝试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对农民工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关系的影响(

相比主要由个体知识和技能决定的认知能力&主要由个体心理和性格决定的非认知能力的运用及其作
用发挥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然而&目前关于外部环境影响个体非认知能力作用发挥的研究较
少&且少量的文献集中于心理学领域( 基于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业进入非农业是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工
最为显著的特性&本文认为城市社会包容度不但会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产生正向影响&而且可以正向调
节非认知能力对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并对此展开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

<:

周丹!李五荣!方劲平"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与农民工就业质量



二是尝试从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的角度&探讨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城市社会包容度与就业质量三
者间关系因工作特性的不同而表现出的差异性( 除了就业环境&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也可能影响劳动者
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发挥( 一般来讲&工作的复杂度及外向性越高&对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要求越高&劳
动者非认知能力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越大&社会环境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也越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作为个体工作表现和技术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者非认知能力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逐渐引起

学者们的关注(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劳动力市场均衡理论&从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
力交互影响的视角探究个体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的关系( SQNCF+8!"$11")程虹和李唐!"$19"等认
为&非认知能力不仅是一种心理特质&也是个体进行人力资本和工作积累的重要技能因素#个体可以通
过教育)培训等途径有效积累自身的非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的提升又会促进其受教育程度)技能经验
等认知能力的提高&因此&非认知能力与认知能力的相互促进带来个体综合素质和能力的不断提高&并
最终对就业质量产生正向影响*1$+*:+

( 二是基于激励强化理论&将劳动者的非认知能力作为经济模型的
内生因素&分析其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比如'乐君杰和胡博文!"$19"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较强的员工
努力程度更高&更容易全身心投入工作并获取雇主信任&呈现出就业竞争优势&雇佣此类员工有利于降
低人力成本&提高组织整体运作效率#因此&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更愿意雇佣非认知能力较强的劳动者&

并为其提供更高的薪酬&进而提升其就业质量*L+

( 梁宇亮等!"$"1"的分析表明&非认知能力不仅对农民
工就业质量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还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社会资本效应间接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
升*2+

( 三是从职业)性别等角度分析劳动者非认知能力影响就业质量的异质性( V+,+H!"$11"认为&对
于不同职业或行业的劳动者&非认知能力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不尽相同*11+

( 盛卫燕和胡秋阳!"$12"指
出&高端服务行业的从业者需要具备一定的人际交往)反应能力和生活经验等&因而非认知能力对其就
业质量的影响更大*1"+

( @&7D+等!"$$1"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对女性就业的影响远高于男性*1!+

#但梁宇
亮等!"$"1"认为&相比女性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对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更大*2+

( 综上所述&相关
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大多认同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对其就业质量提升具有积极的影响(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S1'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对其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城市社会包容度是指城市在消除人们融入融合过程中遇到的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障碍的程度( 社会

质量理论认为&城市社会包容度既包括社会成员对其权利保障和福祉的满意程度以及在经济社会活动
中的参与程度&也包括城市外来人口落户政策)公共服务水平和对社会成员的包容程度!hP>TE\&

"$$2#卢小君等&"$1<"

*1:;1L+

( 城市社会包容度作为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市民化"的重要因素!聂伟&

"$1<"

*13+

&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从城市层面来看&城市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劳工保护
制度既可以提高劳动回报率又可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而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积极影响!王建
国等&"$1L"

*19+

( 从个体层面来看&农民工在就业中的障碍比城市本地劳动者往往更多( 例如&严格的
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在公共服务与工作机会上更容易受到歧视&就业稳定性也会降低!@&FBQ7QD+'&

"$1!"

*1<+

( 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提高会大大减少这些障碍( 此外&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需要就业支撑&

也需要城市公共服务保障&流入地城市包容度的提高将增强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 因此&一般来说&一
个城市的社会包容度越高&外来的农民工越容易融入其中&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和质量也越高!李叶妍
等&"$19"

*1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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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S"'农民工务工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

!-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调节作用
个体能力对其就业状态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能力的强弱&还会受到就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非认知

能力的作用发挥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由于农民工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外来者%&其在农村社会环境
中形成的非认知能力能否在城市就业过程中发挥作用以及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城
市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从城市的社会包容性来讲&社会包容度较高的城市会让农民工更容易地融入
其经济社会发展中&加快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城市化转型&并有利于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在其就业活动中
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从农民工的主观感受来看&农民工进城务工可能遭受来自城市社会不同
程度的排斥和偏见&消极焦虑的农民工容易衍生负面的情绪和心理问题&进而对其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而如果城市社会是包容的&则会大大减轻农民工的负面情绪&提高其自信心&使得他们可以更好地发掘
自身潜能( 此外&相比于城市本地人和未外出农民&农民工通常需要承受远离亲人的孤独感)不能融入
城市的疏离感以及较低的自我认同感( 当所在城市的社会包容度较高时&农民工的社会疏离感较低&往
往具有更为积极的工作态度和情绪&会更加努力地工作&进而提高其就业质量!何晓丽等&"$11"

*"$+

( 另
一方面&从城市公共服务的客观效应来看&社会包容度较高的城市会给农民工提供较为公平的就业机
会)更为完善的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等&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城市的社会包容度越
高&城市为农民工提供福祉的公平性越高&同时也会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制度上)物质上的就业资源&不
但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和工作动力&而且也为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给予了更多保障!聂伟等&

"$"1"

*"1+

( 比如&城市落户门槛的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劳动者保护制度的完善等&既可以提高农民
工的劳动回报率又可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而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S!'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
用&即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可以强化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

:-时间趋势与行业异质性
除了就业环境&劳动者所从事工作的特性也可能影响其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发挥( 从人类社会发展

的进程来看&一方面&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深化导致劳动者的工作复杂程度不断增加&同时不同工作间的
联系也日益紧密&这会使完成!做好"一项工作对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要求提高#另一方面&教育事业的
发展使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劳动者非认知能力在整体上呈现持续提高的趋势&但由于发展的不均衡以及
社会的多元化等也可能带来劳动者非认知能力在个体上的差距加大(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

产业分工不断细化&产业链现代化快速推进&农民工的务工活动也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 与此同时&农
民工的综合素质持续提升&非认知能力及城市社会适应力不断增强( 此外&随着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发展&城市的社会包容度也显著提高( 但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劳动者个体之
间)城市之间的差距( 因而&从时间维度看&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加)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增
强)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
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在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中的调节作用均会呈现增
强趋势(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S:'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就业质量的
正向影响不断增强&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正向调节作用也趋于强化(

再从行业异质性来看&不同行业的工作特性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对于不同行业或职业的劳动
者&非认知能力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也不尽相同!V+,+H&"$11#)ARe67DQD+'&"$1!"

*11+*""+

( 总体上看&农民
工多聚集在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中( 农民工在建筑业和制造业就业更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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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体力劳动&但在制造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相对较高&而在服务业就业需要劳动者具备一定的人际交
往能力)反应能力和生活经验等&这类隐性能力可以丰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其就业质量!盛卫
燕等&"$12"

*1"+

( 此外&相比于在建筑业和制造业就业的农民工&在服务业就业的农民工接触城市社会
的机会和空间更大&使得其可以更多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这一方面使其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发挥会更多
地受到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影响!h+'CQ,QD+'&"$$:"

*"!+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其非认知能力的城市化转型和
提升(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SL'对于在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就业的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
包容度对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正向调节作用依
次增强(

三(实证研究设计

1-模型构建
为考察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本文构建/>V模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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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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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5"%&%$,

%&

[

"

9

%&

[

%

%&

!1"

其中&被解释变量,6*D#:

%&

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核心解释变量"#"r<#5"%&%$,

%&

为农民工的$非认
知能力%&9

%&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农民工的$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 $受教育年限%

$流动范围%以及职业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

%&

为随机误差项( 若系数
!

1

显著为
正&表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显著正相关&即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会促进其就业质量的
提升(

为考察农民工所在城市的社会包容度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以及社会包容度在非认知能力影响就业
质量中的调节作用&本文构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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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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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F%

%&

为农民工所在城市的$社会包容度%&"#"r<#5"%&%$,

%&

k

QF%

%&

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与城市
$社会包容度%的交互项( 若系数

&

1

)

&

"

和
&

!

均显著为正&表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可以促进农民工
就业质量的提升&并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会
强化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其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

"-变量测度
!1"$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既包括与劳动者就业活动有关的客观状态&也包括劳动者自身的主观感

受( 对于就业质量的测度&早期的研究多以客观性指标为主&将就业质量归为宏观经济指标!W+7DQ'+Q,QD

+'&"$$!"

*":+

( 随着劳动力调查资料的日益丰富&通过个体主观感受对就业质量进行测量逐渐受到重视&

例如&钱芳等!"$1!"将工作满意度纳入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L+

&聂伟!"$12"将就业质量分为工作

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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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设置的职业虚拟变量未考虑$军人%以及$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将样本的职业分为3大类'$国家机关党
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生产和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本文按照@ÒV中的行业分类设置行业虚拟变量&共"$个行业'$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
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其他行
业%(



特征)工资收入)工作权益保障)职业发展和主观职业地位L个维度*"3+

&张原!"$"$"在此基础上还增加
了职业声望评估*"9+

( 本文借鉴苏丽锋!"$1!")>Q7NHCQ和h+DD!"$1:")明娟和王明亮!"$13")梁宇亮等
!"$"1"的做法*"<;!$+*2+

&并结合样本的数据特征!@ÒV数据库"&从劳动报酬)工作权益保障)职业发展)工
作满意度和工作技能L个维度来评价样本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见表1"( 由于所选指标的相对重要性难
以衡量&因而先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再采用算术平均加权法计算样本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综
合指数(

表1#就业质量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赋值方法

劳动报酬 工资性收入 月收入

权益保障

每周工作时间 每周工作小时数
医疗保险参保 参保取值为1&未参保取值为$

养老保险参保 参保取值为1&未参保取值为$

劳动合同签订 签订取值为1&未签订取值为$

加入工会情况 加入取值为1&未加入取值为$

职业发展 对前途的信心 根据信心程度由低到高取值1XL

在处事方面与他人相比 根据程度由差到好取值1XL

工作满意度 对工作收入)工作环境和工作安全性的满意度 根据满意程度由低到高取值1XL

工作技能 是否参加培训 参加取值为1&未参加取值为$

是否从事专业技术型工作 专业技术型人员取值为1&其他取值为$

!""$非认知能力%( 非认知能力具有多维性特征&本文选取应用最广的$大五人格量表%对其进行
测算( 人们的人格特质并不是完全不可观测的&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进行归纳总结&学界通
常将表述个性特征的微观词汇分为五大类&即严谨性)宜人性)外向性)神经质和开放性( 严谨性指个体
尽责)自律)行事从容严谨等的程度&宜人性指个体随和)信任他人)宽容等的程度&外向性指个体的交际
能力和热心程度&神经质指个体的抗压程度&开放性指个体的思维创造能力和好奇心程度!@&7D+QD+'&

122""

*!1+

( 其中&神经质越强&孤独感越强&越容易表现出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因此该指标在相关研究中
多为负向指标( 常用的非认知能力测量方法有!种'自评报告!*KQ''Q,QD+'&"$$3#W&,IH+87&"$$<")他人
评价!VQI+'&"$$<"和行为表现推断!SQNCF+8&"$$1"

*!";!L+

( 本文采用自评报告来衡量样本的非认知能
力( 借鉴李涛和张文韬!"$1L")王春超和张承莎!"$12"的研究*!3+*3+

&根据$大五人格量表%构建五个维
度的非认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为便于比较&将@ÒV的对应题项统一为1X:分度"

&并将负
向指标调整为正向指标&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加权平均得到非认知能力各维度的评价值和总
指数(

!!"$社会包容度%( 参考卢小君和韩愈!"$1<")聂伟!"$1<")徐延辉和李志滨!"$12"等的方
法*1L;13+*!9+

&本文采用样本个体层面的主观性指标和城市层面的客观性指标来综合评价城市社会包容度
!见表!"( 先将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取值在*$&1+之间&然后采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最后
计算得到城市社会包容度指数(

!:"控制变量( 农民工就业质量会受到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的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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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ÒV数据库中$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人缘有多好%等题项有1$个分度&将其调整为$非常不信任!非常不
好"%$不信任!不好"%$信任!好"%$非常信任!非常好"%:个分度(



影响&并且农民工的流动范围)职业和行业也会对农民工融入城市产生显著影响( 参考黄国英和谢宇
!"$19")邓睿!"$"$"等的研究*!<;!2+

&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一是$年龄%&考虑到年龄对就业质量可能
具有非线性影响&同时加入$年龄平方项%#二是$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三是
$婚姻状况%&为虚拟变量&在婚)同居者赋值为1&未婚)离婚和丧偶者赋值为$#四是$受教育年限%&为样
本已完成的受教育年限!$X"!年"#五是$健康状况%&由不健康到健康分为L个分度&数值越大&身体越
健康#六是$流动范围%&为虚拟变量&跨省流动者赋值为1&本省流动者赋值为$( 此外&本文模型还控制
了职业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表"#非认知能力评价指标
维#度 @ÒV中对应的题项

严谨性 我在做事时可以集中精力的频率!1X:&几乎没有,大多时候有"

自己不比别人差!1X:&几乎没有,大多时候有"

宜人性

我觉得人们对我不友好!1X:&大多时候有,几乎没有"

我觉得别人不喜欢我!1X:&大多时候有,几乎没有"

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1X:&非常不信任,非常信任"

人缘有多好!1X:&非常不好,非常好"

外向性 受访者的待人接物水平!1X:&很差,很好"

神经质

做事费力!1X:&大多时候有,几乎没有"

我认为生活没有意义!1X:&大多时候有,几乎没有"

我感到精神紧张的频率!1X:&大多时候有,几乎没有"

我觉得心情沮丧!1X:&大多时候有,几乎没有"

开放性 受访者对调查的兴趣!1X:&很低,很高"

使用互联网络社交对我的重要性!1X:&很不重要,很重要"

表!#社会包容度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测量指标

个体层面

歧视感知

社交感知

群体差距感知

因户籍)性别受过歧视
我对邻居的信任程度
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
是否参加任何组织
他人的友好程度
自身与别人的比较

城市层面

城市落户门槛

城市公共服务

外来人口人均购房数量
城镇人才引进状况!对学历与职称进行加权累加"

城镇登记失业率
人均医院)卫生院数量
人均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
政府办事效率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1$,"$1<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0VVV"进行的中国家庭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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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ÒV"( 该调查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
和就业的变迁( 借鉴明娟和王明亮!"$13")卢海阳等!"$19"的做法*!$+*:$+

&本文将$农民工%定义为户籍
仍在农村)年龄在13X3:岁)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工作或外出从业3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同时剔除自
雇)目前无工作和重要变量缺失的无效样本&最终从个@ÒV数据库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3 3:!个农民
工样本&样本期从"$1$年至"$1<年&共五次调查&其中"$1$)"$1")"$1:)"$13)"$1<年的样本量分别为:

<LL)L 1$1)L <$3)L :1")L :32个( 此外&在测量城市$社会包容度%中&使用了张吉鹏和卢冲!"$12"构建
的$中国城市落户门槛指数%和国泰安区域经济数据库的城市公共服务相关指标*:1+

( 主要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见表:&可以发现'虽然样本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非认知能力%普遍偏低&但总体呈逐年
上升趋势#城市$社会包容度%在五期样本中均大于$(L&且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样本农民工的受教育程
度较低&多处于初中学历水平&并以省内流动居多(

表:#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1$ "$1" "$1: "$13 "$1<

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
就业质量 $(1$1 $($3! $(1<: $($9L $("9$ $($9" $("<9 $($<: $(!11 $($<1

非认知能力 $(1<1 $("L1 $(1"2 $($"L $("L1 $(1!L $(!3: $(1": $(!L2 $($33

社会包容度 $(333 $($99 $(3<L $($3$ $(9$3 $($<< $(9$< $($<2 $(9$2 $($2:

年龄 !1(323 2(99! !1(93L 2(22< !"(32L 2(9!! !"(2:2 1$($9! !9(:!" 11(L99

性别 $(3$: $(:<2 $(3<2 $(:3! $(L9: $(:2L $(3"" $(:<L $(L9! $(:2L

婚姻状况 $(93: $(:"L $(3"9 $(:<: $(99$ $(:"1 $(L2$ $(:2" $(9L" $(:!"

健康状况 !(!22 1(1:2 !(3$< 1($9: !("<" 1(1:: !("LL 1(19: !(!2L 1($9

受教育年限 <(L<9 !(9"3 2("2$ !(L3< <(<<: !(9:< 1$(1L3 !(312 2("1" :($1<

流动范围 $(!2" $(:91 $(!2< $(:2$ $(!23 $(:<2 $(:3$ $(:22 $(:"2 $(:2L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表L汇报了模型!1"的全样本分析结果( 第!1"列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列纳入控

制变量并控制固定效应&第!!"列则是分析非认知能力的L个维度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非认知能力%的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带来显著的$能力溢价%!朱志胜&"$"1"

*<+

&促进
其就业质量的提升&研究假说S1得到验证( 从非认知能力的分维度来看&农民工严谨性)外向性和开放
性的提高以及神经质的改善均会显著促进其就业质量的提升&但宜人性的提高不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

现有相关研究也发现宜人性对于劳动力就业具有负向作用!)+8J6QD+'&"$1:"

*:"+

&其原因在于过于顺从
随和的个性不利于农民工在快速变迁的市场环境中做出更好的就业选择(

从控制变量来看'!1"$年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农民工的
年龄与其就业质量呈$倒U型%关系( 进一步分析发现&其拐点为:L(<3&即在:3岁以前&农民工的就业
质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在:3岁以后其就业质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年龄大的农民工相比
年龄小的农民工拥有更多的工作经验&其就业能力也越强#但年龄的增大也会带来体力和精力的下降&

进而影响其就业质量( !""$性别%$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男性)身体健
康)学历较高的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较高&这与通常的认知相一致( !!"$婚姻状况%和$流动范围%的估计
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相比已婚和跨省务工的农民工&未婚和在本省务工的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总体上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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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变#量 !1" !"" !!"

非认知能力
$(19:

!!!

!$($$L" $($<2

!!!

!$($1$"

#严谨性
$($!2

!!!

!$($11"

#宜人性 ^

$($29

!!!

!$($1$"

#外向性
$($11

!

!$($$9"

#神经质
$(1$!

!!!

!$($11"

#开放性
$($"9

!!!

!$($$3"

年龄
1("<:

!!!

!$($$1" 1($:!"

!!!

!$($"$"

年龄平方项 ^

$($1:

!!!

!$($$1"

^

$($1"

!!!

!$($$1"

性别
$($$3

!!

!$($$"" $($$3

!!

!$($$""

婚姻状况 ^

$($11

!!!

!$($$!"

^

$($11

!!!

!$($$!"

健康状况
$($$:

!!!

!$($$1" $($$L

!!!

!$($$1"

受教育年限
$($$3

!!!

!$($$!" $($$9

!!!

!$($$1"

流动范围 ^

$($11

!!!

!$($$""

^

$($$<

!!!

!$($$""

常数项
$(12L

!!!

!$($$9" $($L1

!!

!$($"!" $($9!

!!!

!$($"L"

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3:! "3 3:! "3 3:!

PJ5K7DQJ;\

"

$(:$9 $(L9" $(L3L

##注'

!!!

)

!!

)

!分别表示在1c)Lc和1$c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聚类到个体
层面"&下表同(

"-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调节作用
表3为模型!""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第!1"列检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就业质量的调

节效应&第!""至!3"列分别检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严谨性)宜人性)外向性)神经性和开放性影响就业质
量的调节效应( $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系数同样均显著为正#除了第!!"列!检验宜人性的调节效应"外&

$社会包容度%及其与$非认知能力%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农民工所在城市社会包容度的
增加会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并能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研究假设S"和S!得到验
证( 同时&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均能正向影响严谨性)外向性)神经质和开放性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
关系&表明责任心)社交能力)抗压力和开放精神较强的农民工在社会包容较高的城市里能够更好地发
挥其非认知能力优势&进而可以更好地实现较高质量的就业( 而对于宜人性较强的农民工&城市社会包
容度的提高反而不利于其就业质量的提升&可能是由于农民工的顺从)友善不利于其工资的提高&进而
对就业质量产生负向影响!)&,JF+8 QD+'&"$1<"

*:!+

(

!-时间趋势与行业异质性
为进一步探究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动态特征&本文分别对"$1$

年)"$1"年)"$1:年)"$13年和"$1<年L期的子样本进行分析&估计结果见表9( $非认知能力%$社会
包容度%$非认知能力k城市社会包容度%的估计系数在L期子样本中均显著为正&与前文的全样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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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致( 进一步从变量的估计系数来看&$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非认知能力k社会包容度%的
估计系数均呈逐年上升趋势&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对农民
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不断提高&且城市社会包容度在非认知能力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中的正向
调节作用也持续增强&研究假说S:得到验证(

表3#非认知能力(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变##量 !1" !"" !!" !:" !L" !3"

非认知能力 $("9<

!!!

!$($"1"

$("11

!!!

!$($1$"

$("L!

!!!

!$($$2"

$($:9

!!!

!$($$<"

$($21

!!!

!$($1<"

$($<L

!!!

!$($1""

社会包容度 $(12!

!!!

!$($:<"

$($!"

!!!

!$($1""

^

$("13

!$(11:"

$($"!

!!

!$($1L"

$(13L

!!!

!$($1:"

$($!!

!!

!$($1!"

非认知能力k社会包容度 $(:3"

!!!

!$(111"

#严谨性k社会包容度 $("13

!!!

!$($1""

#宜人性k社会包容度 ^

$(192

!!

!$($1$"

#外向性k社会包容度 $($<L

!!!

!$($1L"

#神经质k社会包容度 $(13L

!!!

!$($1L"

#开放性k社会包容度 $(13$

!!!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2

!!!

!$($L9"

$($:$

!

!$($":"

$($L$

!!!

!$($":"

$(1$1

!!!

!$($"3"

$($:1

!

!$($":"

$($L1

!!

!$($":"

样本量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PJ5K7DQJ;\

"

$(L1$ $(L<: $(L99 $(L3< $(L<$ $(L99

参照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分类标准并结合@ÒV数据库的调查资料&本文选择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建筑
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行业异质性分析!见表<"( 分析显示'$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系数&在建筑业子
样本中为正但不显著&在制造业子样本中在1$c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在服务业子样本中则在1c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社会包容度%的估计系数&在建筑业子样本中在1$c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在
制造业和服务业子样本中在Lc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且服务业子样本的估计系数值明显大于制造业
子样本#$社会包容度%的估计系数&在建筑业子样本中在1$c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制造业和服务
业子样本中在1c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且服务业子样本的估计系数值大于制造业子样本( 综上所
述&总体上看&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
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中依次增强&研究假说SL得到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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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L期子样本分析结果
变##量 "$1$ "$1" "$1: "$13 "$1<

非认知能力 $($:!

!!!

!$($"""

$($2:

!!!

!$($"<"

$(11L

!!!

!$($":"

$("9<

!!!

!$($!L"

$(!93

!!!

!$(1!L"

城市社会包容度 $($L<

!

!$($!!"

$($<9

!!!

!$($"$"

$($22

!!!

!$($12"

$("$3

!!

!$(1"1"

$("1$

!!!

!$(1:9"

非认知能力k社会包容度 $($3"

!!

!$($":"

$(13"

!!!

!$($!:"

$("11

!!!

!$($"$"

$(:"!

!!!

!$($L3"

$(LL:

!!!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

!$($!""

$($2$

!!!

!$($!3"

$($L!

!!

!$($"L"

^

$($!!

!!

!$(1$""

$("3:

!!!

!$($:2"

样本量 : <LL L 1$1 L <$3 L :1" L :32

PJ5K7DQJ;\

"

$(L:3 $(L!: $(L$: $(:32 $("2:

表<#分行业分析结果
变##量 建筑业 制造业 服务业

非认知能力 $($$!!$($"$"

$(""3

!

!$($3$" $(1<3

!!!

!$($19"

社会包容度
$($L"

!

!$($"2" $($"!

!!

!$($"!" $($L9

!!

!$($"!"

非认知能力k社会包容度
$(1<"

!

!$(1$"" $(!<2

!!!

!$($<1" $(:!!

!!!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II;.&8+'J h+'J O

93(!$

!!!

<<(L9

!!!

92(L3

!!!

样本量 L $<$ < 2L$ 11 1!:

\

"

$(!L9 $(!!1 $(L$9

:-稳健性检验
!1"倾向得分匹配法! V̀*"

不同类型的企业会根据自身需求有针对性地雇佣不同非认知能力的农民工&农民工也会根据自身
的非认知能力主动寻求合适的工作和更高的就业质量&由此可能产生自选择带来的估计偏差( 倾向得
分匹配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自选择带来的估计偏差&本文采取该方法对农民工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
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 借鉴梁宇亮!"$"1"等的方法*2+

&将非认知能力大于均值的样本作为处理组&小
于均值的样本作为对照组&计算平均处理效应!PYY"( 根据$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
教育年限%$流动范围%等变量进行>&I6D回归&估算出倾向得分&进行一对一近邻匹配和半径匹配&结果
显示!见表2"&处理组的就业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本文的分析结论是稳健的(

!""工具变量法
虽然本文采用L期的面板数据可以消除一定的遗漏变量偏误&但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及潜在的双

向因果关系问题( 一方面&存在一些不可观测或难以测量的影响因素&例如认知能力)天生的性格特征
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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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父母投资等不仅对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也会同时影响就业质量!T+KDGQD+'&"$1:"

*::+

( 另一方面&非
认知能力的提高能显著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而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农民工
的非认知能力(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采取工具变量二阶段最小二乘法!"V>V"进行稳健性检验( 参考
程虹和李唐!"$19"等的方法*:+

&选取$省内平均非认知能力%!省内农业户口样本非认知能力的平均水
平"作为$非认知能力%的工具变量( 一般来说&一个地区劳动力的平均非认知能力较强&则该地区个体
的非认知能力也会相应较强&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因而该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假设#同时&个体的非认
知能力很难对整个地区的平均非认知能力产生大的影响&从而该工具变量也满足外生性条件( 估计结
果显示!见表1$"'第一阶段的工具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O值大于1$&说明工具变量选取是有效
的#在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中&$非认知能力%及其与$社会包容度%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与前文回归结
果一致(

表2#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匹配方法 结果变量 处理组 对照组 PYY 标准误 D值

一对一近邻匹配 就业质量 $(19L $(1L$ $($"L $($$L L(12

半径匹配 就业质量 $(1<: $(1L3 $($"< $($$: L(3<

表1$#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非认知能力
$($<"

!!!

!$($1<" $(:L!

!!!

!$($:""

非认知能力k社会包容度
$(1!:

!!!

!$($1<" $("<1

!!!

!$($L""

省内平均非认知能力
$(2!"

!!!

!$($$"" $($3<

!!

!$($!3"

省内平均非认知能力k社会包容度
$($29

!!!

!$($$"" 1(:3L

!!!

!$($1$"

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L

!!!

!$($$"" $($1$

!!!

!$($$1"

$($$:!$($1<"

^

$($$9!$($L!"

@,+II;.&8+'J h+'J O

3$(<2<

!!!

9!(3"

!!!

!!"_**估计与样本筛选
在样本时间跨度较短的情况下&直接使用/>V估计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偏差&而差分_**和系统

_**是两种可以较好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方法( 本文利用差分_**和系统_**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见表11"&P\!""和V+,I+8检验概率值均大于$(1&说明两种_**方法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 此外&为
进一步验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只保留L期均参与调查的农民工样本!2 L2:个"进行/>V估计和"V>V

估计!见表11"( 检验结果显示&$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非认知能力k社会包容度%的估计系数均
显著为正&再次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农民工为城市经济和非农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但其就业质量

总体上相对较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以促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和共同富裕( 基于"$1$,"$1<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ÒV"L期的面板数据&本文在测度$非认知能力%

$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个综合变量的基础上&对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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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影响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
包容度的提高均会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且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可以增强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
量提升效应#这!种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正向效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作复杂度的提高不断增
强&表现为日益强化的时间趋势和在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中依次增强的行业异质性( 因此&农民工个
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提高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
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表11#_**估计和样本筛选检验结果

变#量 _**估计 只保留L期均参与调查的样本
.0O;_** V?V;_** />V "V>V

非认知能力
$(113

!!!

!$($:!" $(11!

!!!

!$($!1" $(19L

!!!

!$($$L" $(:31

!!!

!$($$2"

社会包容度
$($93

!!

!$($!9" $($L:

!

!$($!"" $($L$

!!

!$($"9" $($:!

!!

!$($"$"

非认知能力k社会包容度
1(:$"

!!!

!$(L$$" 1(""1

!!!

!$(:""" $("L$

!!!

!$($!3" $(3L<

!!!

!1(3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 $(9L3 $(::<

V+,I+8 $(:!! $(L12

@,+II;.&8+'J h+'J O

!:(1:$

!!!

\

"

$(:2: $(:$9

个体的非认知能力不仅与其认知能力紧密相关&而且受到其所处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而在长期
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教育资源和水平存在显著差距&生产生活方式和环境也具有明显的城乡差
异( 因此&提升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不仅需要农民工个体的努力和农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不
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一方面&要多措并举促进农村教育发展&尤其应重视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培
养( 目前&农村儿童教育更注重认知能力的培养&对毅力)责任心)自尊心等非认知能力的开发不足( 儿
时非认知能力的培养缺失会对成年后非认知能力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公共教育部门应在课程设计)师
资配置)资金支持等方面加强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培养( 另一方面&要加快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现
代化转型&减轻和消除农民工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时非认知能力的不适应性( 与认知能力有普遍的适
应性不同&个体的非认知能力往往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相适应( 农民工从农村和农业进入城市和
非农产业&生产生活环境发生变化&若农村与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差异过大&将不利于农民工非认知能
力在其就业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应积极推进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现代化&不断改善农村生活条
件和方式&切实加快各领域的城乡融合(

随着社会的进步&个体发展的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增强社会包容性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 对于农民工来讲&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提高需要地方政府)城市居民和用工企业等共同努力( 地方政
府在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工作开展中应重视对农民工的赋权&降低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落户门槛&制定相
关公共服务政策&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居住)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
境&从而提高其就业质量( 城市居民应消除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积极营造平等和睦的社区氛围和生
活环境( 用人单位在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时&应根据农民工就业岗位进行有针对性的非认知能力培
训&将$扶智%和$扶志%有效地结合起来#同时&用人单位在招聘农民工时可对其进行性格)模拟行为等非
认知能力测试&以便提高农民工就业岗位与其非认知能力的匹配度( 此外&由于责任心)严谨度)乐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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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非认知能力的养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课堂学习&更需要在工作中进
行锤炼( 因此&地方政府应积极发展面向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为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提供政策优惠和资
源保障&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方式促进农民工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协同提升&进而提高农民
工的整体就业质量(

本文的理论探讨和经验分析有助于深化对个体非认知能力)城市社会包容度和农民工就业质量三
者关系的认识&但在分析的视角和细致性上仍可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一是本文仅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
度分析就业环境的影响&今后可从就业环境的其他方面展开相关研究#二是本文主要对个体非认知能
力)城市社会包容度和农民工就业质量三个综合变量进行分析&后续研究可基于各综合变量的分维度进
行细化#三是本文只基于工作特性分析了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其他方面的异质性!如性别)受教育水
平)工作地点以及家庭和城市层面的变量"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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