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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基于对 2007 年从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回流到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小城镇工作的 3026 位农民

工的调查数据,运用改进后的明瑟尔收入模型,估计出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与返乡发展两种情况下的人力资

本收益率。证明了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要低于其返乡之后的收益率; 验证了农民工在城

市打工时,人力资本从深度与广度上都被低估 ,而返乡之后, 人力资本能够得到相应报偿, 从而收入获得增

长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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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文献综述

大量返乡农民工回到欠发达的农村和小城镇就

业、创业, 收入反而获得了很大的增长。根据调查数

据,有些农民工的年收入高于很多地区城市居民, 部

分人甚至年收入超过 10万元,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

活。在这种背景下,寻找其收入增长的原因就成为

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尽管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设

想,但是迄今为止, 很少有学者对农民工返乡之后,

其收入获得增长的原因进行实证研究, 并提出令人

信服的结论。

文章拟从返乡农民工在发达地区城市人力资本

被低估的角度, 提出农民工返乡后人力资本在不发

达地区能得到相应的报偿, 从而获得一个较高的收

入增长的观点。本文拟用 2007年 5月调查获得的

从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回流到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和

小城镇工作、创业的 3026位农民工 2006年的收入,

与他们在城市打工 2006年预期收入进行比较,利用

改进后的明瑟尔[ 1] 收入模型, 以人力资本各种形式

为自变量,分别以 2006年实际收入、2006年预期收

入为因变量进行回归, 并采用怀特方法进行异方差

检验,比较返乡农民工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本回报率

在返乡后与返乡之前的差别, 从而估计出各种形式

人力资本被低估的程度。

文章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农民

工人力资本形式的界定上。本文在对人力资本的构

成进行界定的时候, 以舒尔茨 [ 2]界定的人力资本投

资活动
为
基础, 同样借鉴了卢卡斯

[ 3]
对人力资本的

定义,将一些以前学者关注得不够的农民工人力资

本形式,包括农民工是否学到技术、去过的省市总数

等计入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形式中。并借鉴国内外多

数学者[ 4- 5] 集中探讨的教育、工龄、健康状况、就业

转移和培训状况等人力资本形式, 行业变量 [ 6]和职

业变量[ 7] 等,以及地理特征、婚姻状况、工作特征[ 8]

等,运用明瑟尔模型对人力资本收益率进行估计。

第二是在研究角度上。本文拟对同一人群 ! ! !
农民工,在不同区域 ! ! ! 在发达的大城市与欠发达
的农村、小城镇 ! ! ! 的各种形式人力资本收益率进
行比较,从而能够从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差别来研究

大城市的制度障碍。农民工人力资本形成有其特殊

性,他们有着城市劳动力不具备的人力资本形式,比

如工种变换、城市迁移、技术学习等重要形式。而从

经验上判断,这些因素在城市可能难以发挥,但是对

于返乡就业、开办个体工商户作用巨大。而目前对

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比较, 国内外主要集中在对同一

或者情况相似的区域中, 不同人群的人力资本收益

率进 行 比较。Alan S�Blinder [ 9]、Ronald Oax�
aca[ 10]、Jer em iah Cot ton [ 11]比较白人与黑人、男性与

女性的工资差别; Barr y R� Chisw ick比较白人与黑
人以及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

Christ ian Dustmann、Lutz Hendricks
[ 12]
比较了人力

资本对移民收入的影响。在国内, 有些学者注意比

较了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人力资本收益率差异,姚先

国[ 1 3]指出城镇职工与农民工 70% ~ 80%的工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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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来自他们的人力资本差别。王美艳
[ 14]
认为城镇

职工与农民工 59% 工资差别来自工作性质
。
有些

学者比较了同一区域不同人群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差

异。这种研究角度可以估计出不同人群的人力资本

的显著差别和重要性, 但是只能比较不同人群人力

资本收益率的差别,而不能验证某一特定人群固有

的人力资本被低估(特别是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

严重的情况下)。

2 � 研究思路和假说

2� 1 � 农民工返乡前人力资本被低估
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呈二元分割状态。在正式

部门, 工资随着人力资本的增加而正常上升。非正

式部门主要由农村劳动力构成, 工资随着人力资本

的增加而上升的幅度要低于正式部门。在经济制度

比较健全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对劳

动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 但在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

场,即使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得到很大的提高, 也很有

可能难以进入工作报酬比较高的正式部门, 因为户

口等制度限制而不得不选择非正式部门的人力资本

比较高的农民工,他们的人力资本会被低估。

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总结, 本文认为, 由于在

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制度性分割,因此农民工在当

地长期就业受到了户口、就业歧视等因素的影响(根

据对 3026个返乡农民工的调查, 就业不稳定, 难以

进入当地社会, 没户口是其在城市遇到的主要困

难)。获得人力资本提升的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

市正规部门工作, 农民工人力资本被大幅度低估。

并且由于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加剧了城市非正规部门

的就业压力,因此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人

力资本进一步被低估。

人力资本研究迁移领域的学者认为,迁移是一

种特殊的人力资本配置方式, 促使人们迁移的真正

动力,通常是金钱性及非金钱性两种收入组合的提

高。正是这种追求环境改善的基本原则, 使个人和

家庭获得了最好的收益; 也正是这种保持开放的高

效率经济体制的基本准则, 极大地增进了人们的福

利。根据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个体在一定的区

域内形成后,如果该人力资本个体发挥作用的环境

不合适,人力资本在该区域内发挥作用的所得低于

或远远低于其他区域发挥作用所得时, 则意味着人

力资本就会向区域外流动。人力资本比较高, 在城

市就业的农民工收入低于其在欠发达地区的收入,

于是部分农民工返乡继续他们的职业与工作,从而

可以说明,欠发达地区具有他们人力资本发挥作用

的更适宜环境。

比较了返乡农民工在发达的城市与欠发达的农

村、小城镇间,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差别,

在研究农民工返乡前后的收入差异的基础上,本文

尝试根据人力资本理论, 解释这种人力资本向区域

外流动的原因,分析导致人力资本外流的大城市的

制度障碍。

2� 2 � 研究假设
有些农民工具有一定的教育基础, 并且经过多

年的打工积累,迁移,工种变换, 接受培训等方式有

了相当程度的人力资本积累。但是由于二元户籍制

度的分割,因此农民工无法进入城市正式部门工作,

尽管他们的人力资本已经高出城市正式部门许多工

人的人力资本,但也难以获得与城市产业工人同等

的待遇,他们在打工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积累较少受

到关注,人力资本难以获得相应的报偿, 而返乡之

后,返乡农民工在当地就业、创业不再受到户口与就

业歧视等因素的影响, 当地劳动力市场不存在制度

性分割,或者制度性分割程度比较低,他们积累的人

力资本能够得到相应报偿,从而收入获得了大幅度

的增长。鉴于农民工返乡之后的收入与在城市打工

的估计收入的比较大的差别,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

设:

假设 1:农民工通过打工积累的、较少受到关注

的人力资本形式, 在返乡之后,对其收入有显著正向

影响,而对其返乡前打工收入正向影响不显著。

假设 2:农民工通常的人力资本形式, 比如受教

育程度、打工年限等,对其返乡后收入的正向影响要

大于对其打工时候收入的正向影响。

3 � 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本次调查共回收返乡农民工调查问卷 3377份,

获得有效问卷 3026份,调查抽取了除北京、上海、西

藏以外的 28个省市自治区的 100个县进行调查,并

从每个县抽取 1个中等水平乡镇的 3个村,调查该

村所有返乡农民工。调查覆盖了不同经济区域、人

口数和劳动力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的县。东部 ∀县

占 30%,中部县 35%, 西部县 35%。被调查县农村

人口最多达到 145万, 最少为 3� 6万,农村劳动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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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达到 88� 22万, 最少为 1� 2 万。平均拥有农村人
口 56� 8万人、农村劳动力 30� 5 万人。被调查县
2006年 GDP 从 3469亿元,到 0� 61 亿元不等, 其中
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例从 61� 1% 到 0� 69%不等,
50%以上的县第一产业产值比例高于 30%。被调

查的返乡农民工分布在全国 28个省市自治区, 其

中,东、中、西 3大区域的调查农民工数量比重分别

为 32� 2%、37� 1%和 30� 8%。
3� 1 � 农民工返乡后收入增长的经验证据
3� 1� 1 � 农民工返乡后收入整体状况

农民工返乡发展最直接的影响是自身经济收益

和自身的经济地位的大幅度提高。根据对 3026 个

返乡农民工的调查,返乡农民工的平均收入远高于

打工时的收入。返乡农民工年收入在 10000 ~

30000 元的 占 44� 6% , 30000 ~ 50000 元的 占

18� 2%, 50000~ 100000元的占 9� 7% , 100000元以

上的占 12% ,年收入在 10000元以下的占 15� 6%。
3� 1� 2 �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收入及返乡农民工预期
打工收入的整体状况

∀返乡农民工的收入高于对自己打工收入的预
期。返乡农民工如继续在大城市打工, 则对自己打

工的收入平均预期为 16456 元/年, 其中 95% 以上

的人预期自己的年收入在 5000元以上。其中,预期

年收入在 5000 ~ 10000 元之间的占 22� 9%, 在
10000~ 15000 元之间的占 31� 5% , 在 15000 ~

20000元之间的占 16� 3%, 在 20000 元以上的占

24� 7%。
#返乡农民工的收入高于同等情况下未返乡人

员的平均收入。未返乡人员的收入平均为 14652

元/年, 95� 2%的未返乡农民工年收入在 5000 元以

上。其中, 年收入在 5000 ~ 10000 元之间的占

30� 7%, 年收入在 10000 ~ 15000 元之间的占

34� 2%, 年收入在 15000 ~ 20000 元之间的占

11� 3%,年收入在 20000元以上的占 19� 1%。
3� 2 � 返乡农民工调查数据描述统计
3� 2� 1 � 基本情况

∀性别结构。被调查农民工以男性为主, 占全
部被调查人员的 90� 9%。

#年龄结构, 被调查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39

岁,主要集中在 30~ 45 岁之间, 该年龄段的返乡农

民工占全部被调查者的 63� 9% , 其中, 30~ 35 岁年

龄组占 17� 6% , 35~ 40 岁年龄组占 23� 3%; 而 30

岁以下和 50岁以上的人员各占 10%左右。

∃婚姻状况,被调查的返乡农民工中 95� 3%的
人已经结婚,未婚的仅占 4� 7%。

%教育状况,被调查的返乡农民工以初、高中为

主。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65% , 高中文化程度

的占 19� 7%。
&打工年限。被调查的外出农民工平均累积打

工年数为 6年,其中, 3年以下的占 23� 6%, 3~ 5年

的占 27� 2%, 5~ 8 年的占 23� 5%, 8 年以上的占
25� 7%。
3� 2� 2 � 打工时农民工职业和行业选择

从本次调查的返乡农民工在打工期间的职业选

择来看, 技术、管理人员超过了 70% , 可见, 本次调

查中,农民工总体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从农民工从事的行业来看,本次调查的农民工在打

工期间,主要从事第二产业,比例超过了被调查人数

的一半。

3� 2� 3 � 返乡之后农民工职业与行业选择
从返乡农民工的职业选择情况来看, 从事农业

生产、开发经营和个体经营的比例超过了 70%。返

乡农民工经营行业以工商业为主,调查显示, 33� 2%
的企业属于工业企业, 29� 8%的企业属于商业企业。
3� 2� 4 �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经历情况

本文关注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积累的人力资本

形式,主要用农民工去过的省市总数与农民工在打

工期间是否学到技术来表示。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

到,超过一半的农民工去过两个以上的省市。而有

70%以上的农民工认为,通过打工学到了技术。

3� 2� 5 � 控制变量统计特征
从加入的控制变量特征可以看到, 85� 6%的农

民工在外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返乡的打算。对外地

了解的比较少的占 32� 8%, 而有点了解的占
56� 3%。取得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只占了 13� 4%。

4 � 实证分析 �

4� 1 � 模型建立

基于以上分析,借鉴明瑟尔收入模型,本文建立

分析模型:

ln(W
a
) = �

a
+ ∋ �ih i

a
+ + ∋  j s j

a
+

∋ � kp k
a
+ u

a。 ( 1)

W 是收入; hi 表示人力资本变量( i = 1, 2, (,

n) ; s j 是社会资本与其他控制变量 ( j = 1, 2, (, n) ;

p k 为个人属性变量 ( k = 1, 2, (, n) ; �、�i、 j、!k、u

表示常数项、回归系数与误差项。

当 a= 1时, 我们建立模型一, 拟用返乡农民工

2006年的月收入作为因变量,表示农民工返乡之后

各人力资本因素与其收入的关系;当 a= 2时,我们

建立模型二,拟用返乡农民工估计的如果仍在城市

打工时 2006年预期月收入作为模型二的因变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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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们在外地打工同等情况下的朋友、同学、老乡的

2006年的收入,以及本人返乡之前的收入情况调整

后即为估计收入)。

4� 1� 1 � 模型一变量选取及说明
本文从人力资本理论和本研究的假设出发, 结

合已有的研究进行变量选择; 同时也考虑到调查中

的数据缺失问题,对缺失比例超过 30%的变量进行

了删除。在模型一中重点选取了受访返乡农民工的

个人情况,返乡农民工的职业情况,返乡农民工的就

业、创业行业结构,增加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积累的

人力资本形式, 并且在此基础上加入 3个控制变量。

个人情况只考虑了其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

累计打工年数等变量, 由于部分农民工在外出打工

之前,有一段务农时期,因此在选取了农民工累计打

工年限的基础上, 也选取了农民工的年龄作为影响

因素。职业选择因素在返乡前后略微有些变化, 主

要是农民工在打工时, 主要是公司员工,很少有人进

行农业开发经营或进入农业领域成为农业劳动者。

但是其返乡之后, 有部分农民工进入传统农业领域,

或者参与了农业开发经营, 因此返乡后的影响因素,

在选择普通工人、技术人员、个体户、管理人员、单位

负责人这些变量之后, 加入了农业劳动者与农业开

发经营这些变量。行业选择上返乡前后基本不变,

主要是农业、工业、建筑业、商业与服务业。表 1列

出模型一自变量名称和答案对应值, 并分别给出了

均值和标准差。在职业类别上, 以普通工人变量为

基准变量。在行业类别上, 以农业行业为基准变量。

表 1 � 模型一变量说明及描述统计

变量代号 变量名称 问题答案的对应值 均值 标准差

X 1 农业劳动者 0否; 1是 0� 20 0�40

X 2 个体户 0否; 1是 0� 46 0�50

X 3 管理技术人员 0否; 1是 0� 05 0�23

X 4 单位负责人 0否; 1是 0� 12 0�32

X 5 农业开发经营者 0否; 1是 0� 07 0�26

X 6 其他劳动者 0否; 1是 0� 03 0�18

X 7 工业 0否; 1是 0� 22 0�41

X 8 建筑业 0否; 1 是 0� 06 0�24
X 9 商业 0否; 1 是 0� 19 0�39

X 10 服务业 0否; 1是 0� 10 0�30

X 11 其他行业 0否; 1是 0� 08 0�27

X 12 受教育年限
小学= 6;初中= 9;高中= 9;中专= 9;

大专= 12;大专以上= 14
9� 37 1�93

X 13 累计打工年数 实际打工年数 5� 81 4�64

X 14 去过的省市总数 去过的外省以及本省的大、中型城市 1� 88 1�17

X 15 是否学到技术 0否; 1 是 0� 71 0�45

X 16 性别 0女; 1 男 0� 91 0�56

X 17 年龄 调查时的实际年龄 39� 15 8�37

X 18 外出时是否有回乡打算 1 有; 2没有 1� 14 0�35

X 19 是否取得城镇户口 0否; 1 是 0� 13 0�34

X 20 对外地的了解程度 1少; 2有点了解; 3较多 1� 78 0�62

� �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 1� 2 � 模型二变量选取及说明
模型二中重点选取了受访返乡农民工的个人情

况,返乡农民工的职业情况,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创

业行业结构,以及本文认为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积

累的人力资本形式, 并且在此基础上加入 3个控制

变量。受访者个人情况只考虑了其性别、年龄、受教

育年限、累计打工年数等变量,这些因素与模型一完

全相同。模型二中职业选择因素在返乡前后略微有

些变化,农民工在打工时没有农业劳动者与农业开

发经营者的选项, 因此只选择普通工人、技术人员、

个体户、管理人员、单位负责人这些变量。受访者的

行业选择在返乡前后基本不变。表 2列出了模型二

自变量名称和答案对应值, 并分别给出了均值和标

准误。其中在职业类别上, 以普通工人为基准变量。

在行业类别上,以农业为基准变量。

4� 2 � 模型回归结果
对模型一、模型二分别进行回归,在不同的显著

性水平下,对两个模型的回归系数进行对比。从回

归结果看, 模型一中 F= 37� 035, 对应的相伴概率
( Sig� )为 000,小于显著水平 0� 05,通过了总体方差
检验。模型二中 F = 14� 009, 对应的相伴概率
( Sig� )为 000,也通过了总体方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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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模型二变量说明及描述统计

变量代号 变量名称 问题答案的对应值 均值 标准差

X 1 技术人员 0否; 1是 0� 57 0�50

X 2 个体户 0否; 1是 0� 06 0�23

X 3 管理人员 0否; 1是 0� 14 0�35

X 4 单位负责人 0否; 1是 0� 01 0�08

X 5 工业 0否; 1是 0� 24 0�43

X 6 建筑业 0否; 1 是 0� 30 0�46

X 7 商业 0否; 1 是 0� 06 0�24

X 8 服务业 0否; 1是 0� 19 0�40

X 9 其他行业 0否; 1是 0� 15 0�36

X 10 受教育年限
小学= 6;初中= 9;高中= 9;中专= 9;

大专= 12;大专以上= 14
9� 37 1�93

X 11 累计打工年数 实际打工年数累计 5� 81 4�64

X 12 去过的省市总数 实际去过的外省以及本省的大、中型城市 1� 88 1�17

X 13 是否学到技术 0否; 1 是 0� 71 0�45

X 14 性别 0女; 1 男 0� 91 0�56

X 15 年龄 调查时的实际年龄 39� 15 8�37

X 16 外出时是否有回乡打算 1 有; 2没有 1� 14 0�35

X 17 是否取得城镇户口 0否; 1 是 0� 13 0�34

X 18 对外地的了解程度 1少; 2有点了解; 3较多 1� 78 0�62

� �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 3�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增长模型的回归结果

模型一(返乡后) 模型二(打工时)

因素 回归系数 因素 回归系数

C on stant 6� 493* * * Cons tant 6� 349* * *

农业劳动者 - 0� 056 技术人员 0�096*

个体户 - 0� 058 个体户 0� 345* * *

管理技术人员 0� 560* * * 管理人员 0� 297* * *

单位负责人 1� 821* * * 单位负责人 2� 685* * *

农业开发经营者 0� 650* * *

其他劳动者 0� 451* *

工业 0� 331* * * 工业 0�149
建筑业 0� 497* * * 建筑业 0�065

商业 0� 159* * 商业 0�159

服务业 0� 042 服务业 0�003

其他行业 - 0� 012 其他行业 0�113

受教育年限 0� 061* * * 受教育年限 0� 020* *

累计打工年数 0� 009 累计打工年数 0� 017* * *

去过的省市总数 0� 067* * 去过的省市总数 0�019

是否学到技术 0� 047* 是否学到技术 - 0�045*

性别 - 0� 197* * 性别 - 0�013

年龄 0� 007* * 年龄 - 9� 68E- 005*

外出时是否有回乡打算 0� 130* 对外地的了解程度 0� 062* *

是否取得城镇户口 - 0� 088 外出时是否有回乡打算 0� 137* *

对外地的了解程度 0� 047 是否取得城镇户口 0�065

有效样本 3026 有效样本 3026

Adjusted R Squar e 0� 380 Adjusted R Square 0�186

� � 注: � * * *  , � * *  , � *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4� 3 �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4� 3� 1 � 难以观测的人力资本

农民工职业转变、工种变换、城市迁移等个人经

历也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有正向影响。

农民工在返乡后, �去过的省市总数 收益率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达到了 6� 7%, 高于教育年限的
收益率,外出农民工多去了一个省或者一个市, 就相

当于增加了一年的受教育年限。农民工在外出中的

经历对返乡自我发展, 获得收入很有好处。事实上,

调查中问及农民工� 外出最大的收获 时候,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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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农民工认为外出打工 � 见了市面 , 占总数
52� 5%, 38� 5%的农民工认为�有了市场经济头脑 。
而在城市,农民工去过的省市总数对工资的影响不

显著。农民的城市迁移而积累的人力资本在城市里

并没有表现出来,这些动态的人力资本被低估了。

农民工返乡后学到技术与否对其收入增长作用

明显,收益率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达到了 4� 7%。
而在城市打工的期间, 学到一门技术, 收益率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反而降低了 4� 5%。事实上,
农民工要学到一门技术, 从生手变成熟练工, 必须忍

受相当长时期内的低工资。而技术学到之后, 由于

农民工的工作并不稳定, 工作变换后的下一个工作

未必用得上,或者难以找到适合的工作,因此从长期

来看,收入反而降低了。

4� 3� 2 � 教育收益率
第一,在两个模型之中,教育年数与收入存有正

相关关系, 受教育程度越高, 工资水平越高。第二,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教育收益率只有 2% , 而农民

工返乡之后的教育收益率达到 6� 1% ,后者是前者

的 3倍,同样的教育程度在城市与在农村的收入回

报差距很大。鉴于我们所调查的农民工初中文化程

度以上的达到 85%, 可以推测, 农民工受教育年数

差异能带来很大的收入差别。就教育收益率来看,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在城市被大幅度低估了。

4� 3� 3 � 累计打工年数和年龄
第一,在打工期间,累计打工年数与工资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在外面打工年数越多, 工资越

高。但是在返乡期间, 累计打工年限对工资的影响

并不显著。第二,在打工期间,农民工累计打工年数

的收益率与受教育年限的收益率相当, 农民工在外

面打工一年,获得的收益与其受正规教育一年的收

益相当,这说明农民工从经济不发达的农区, 流动到

改革开放早、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最活跃的沿海发达

地区打工,在生存和就业竞争压力下, 勤奋劳动、边

干边学,掌握从事工商服务业的技能、行业知识, 积

累务工经商的经验, 积累了人力资本。这也证明了,

�打工是锻炼人的大熔炉, 企业、市场是培养人的大
学校 的观点[ 15]

。第三, 累计打工年数对打工工资

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但对返乡之后的收入

没有显著影响, 可见这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形式在返

乡之后的收益率降低了。

农民工返乡之后, 年龄收益率为 0� 7%。这表
明,年龄越大,积累的工商服务业的技能、行业知识,

务工经商的经验可能就越多, 对返乡继续工作或者

自己创办个体工商户、企业有好处。而在打工期间,

农民工的年龄与工资存在负相关关系, 这表明,从总

体上来看,农民年龄越大, 年龄就越成了负担,工资

也相应降低了。从调查来看,年龄过大也是部分农

民返乡的原因之一。

4� 3� 4 � 职业和行业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个人的职业对收入

影响巨大。第一, 单位负责人的回归系数最高, 并且

在城市的收益率要比在农村高。从调查看,城市里

的单位负责人能够突破二元分割劳动力市场的限

制,可获得比较高的收益率。在农村,尽管已经做到

了单位负责人,但是要面临农村相对滞后的经济、法

律环境制约,其收益率达不到城市的水平。第二,在

农村,有管理经验,拥有一定技术的返乡农民工能够

获得高得多的收入。在农村,管理技术人员的收益

率是城市管理技术人员的一倍左右, 是技术人员的

6倍左右。这表明, 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对管理技

术人员的约束是十分明显的。从调查看, 在欠发达

地区企业部门工作的管理技术骨干, 大多数是从经

济发达地区返乡的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 管理与技

术能力较高。第三, 在农村进行农业开发经营的返

乡农民工收益率很高, 返乡农民工进行农业开发经

营,主要是发展农产品的规模养殖、种植、加工、流通

服务,这既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较大的投资

发展空间和盈利空间。从调查来看, 返乡农民工投

资于商品农业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发展规模化

的养殖业、蔬菜等设施农业、与山林开发结合的林果

业、生态旅游农业,推动了农业的商品化、规模化、特

色化和结构调整。二是部分农民工返乡发展农业产

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 从加工、流通领域切入,推动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经济实体的发展,

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在城市打工期间, 打工者的行业对工资影响不

显著,农民工在绝大多数行业内, 从事最底层的工

作,行业对工资几乎没有影响。而农民工返乡之后,

所从事的行业对工资有很大的影响, 建筑业的收益

率最高, 工业次之。农民工会利用自己打工期间积

累的某个行业经验,返乡之后继续从事,也能更好地

利用自己的优势,从而获得较高的收益率。从调查

看,农民工打工时从事过的行业与目前的经营内容

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其中有 70%的人在打工期间

从事建筑业,在返乡之后也继续从事。

5 � 结论和启示

通过分析模型回归结果, 本文提出的两个理论

假设大部分得到了计量结果的有力支持。首先, 返

乡农民工较少受到关注的人力资本形式 ! ! ! 通过打
工、迁移积累的人力资本, 比如去过的省市、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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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这些在城市打工时难以发挥作用,对其收入也

没有贡献,而对其返乡后的收入增长有利。其次, 农

民工返乡之后, 他们大部分常规形式的人力资本对

收入的正向影响要大得多。农民工返乡后教育收益

率是打工时的 3倍; 年龄对工资有正向影响, 而打工

时是负相关;管理技术人员的收益率要比在城市高

一倍;进行农业开发经营的收益率很较高;从事的行

业,包括工业、建筑业、商业等对其工资有非常显著

的正向影响,而打工时并不显著。当然,尽管农民工

返乡累计打工年数收益率, 作为单位负责人的收益

率有所降低。但总体来说, 返乡农民工常规形式的

人力资本形式对其返乡后收入的正向影响要远大于

对其打工时候的正向影响。

上述分析结果很具有政策启示。城市二元分割

的就业市场让农民工难以发挥其积累的人力资本,

使得其人力资本价值一直处于低估状态。而返乡之

后,农民工受到的限制、歧视基本没有了, 大部分常

规人力资本形式能够得到正常发挥,一些在打工期

间难以观测到的人力资本也得以体现。因此,第一,

发达地区的城市要解决二元就业市场问题, 创造让

农民工发挥自身人力资本的公平环境, 这样不仅能

够增加农民工收入, 而且对城市的发展有益。第二,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所面临的许多限制和歧视, 成为

促使其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发展的推力。在当前劳动

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大环境下, 欠发达地区

要把这些经过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市场化锻炼了的

农民工和作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看待,

要进一步改善管理和服务, 努力创造让农民工发挥

自身人力资本的有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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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n Human Capital upon Income Growth of Peasant Workers

Wu Zhenjun1 , Cui Chuanyi2

( 1�S chool of Agricu ltural E 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 ent , Renmin U nivers ity of Chin a, Beijing 100872, C hina;

2�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 ter of the State C ouncil, Beijing 100010,C hina)

Abstract: T his paper, based on the data obtain ing f rom a survey conducted am ong 3026 peasant w orkers w ho once w orked in developed metr op�

oli s b ut returned to developin g or rural areas, ap plying th e improved Mincer income m odel, est imates rates of return to the various kinds of hu�

m an capital of peasant work ers under th ese tw o situat ions� T he result s sh ow that the valu e of the rates to the peasant work ers) hum an capital

in th e developed met ropolis is low er than in the developin g or ru ral areas, their human capital in the developed met ropoli s is not only underes ti�

m ated but al so n eglected, w hile in the developing or ru ral areas, their human capital is fu lfil led at the s ame level of th eir w ork.

Key words: Mincer incom e model; r ate of return to hum an capital ; income grow th; peas ant w 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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