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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工资标准到底应是多少
——以调查到的样本为例“～

口张显宏 李录堂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陵712100]

[摘 要] “刘易斯拐点”提前在我国出现表明“工资不变的假定”只具有阶段性，为此探讨我

国现阶段条件下农民工工资标准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在具备了初中文化程度的条件

下，同一区域农民工工资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从事的工种和农民工通过“干中学”所获得的技能。为

此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如要加大农村教育特别是职业培训教育的投入力度；政府要发挥其开发人

力资源的公共性服务职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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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内许多城市和地区

陆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由于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迅

速减少而导致不少企业用工短缺即所谓的“民工荒”

现象。导致“民工荒”的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工就业环

境恶劣，工资太低；二是国家的“两减免、三补贴”的惠

农政策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因而也提高了农民外出打

工的机会成本。可以看出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民工

荒”既不表明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被吸干，也不

能说明我国的工业化已基本结束。中科院《2005年

中国现代化报告》披露了我国2001年的现代化水平

与美国相差100年，与日本相差50年。这也就进一

步表明了我国的工业化还是长期的，但“刘易斯拐点”

的提前出现则说明“工资不变的假定”不能长期化，只

具有阶段性⋯。所以在现阶段经济条件下探讨“农民

工工资标准”问题，以此来修正二元经济理论的某些

假定，不仅具有特别的理论价值，也很有实际意义。

为此，笔者组织了安徽省皖西学院城市建设与环境系

的三个班级中的80多名本科生分别于2005年暑假

和国庆黄金周期间对安徽省外出打工的农民采取随

机抽样的方式进行了“农民工工资标准问卷调查”。

现将这一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一、样本的基本情况

(一)样本的区位、性别及年龄分布

两次调查涉及安徽省36个县市、115个乡镇，其

中皖东有5个县市、12个乡镇；皖南有7个县市、9个

乡镇；皖西有7个县区、32个乡镇；皖北有14个县市、

54个乡镇，皖中有3个县市、8个乡镇。在获取的439

个样本中，男性样本295个，女性样本144个，分别占

样本总数的67．2％和32．8％。调查对象的年龄最低

为16岁，最高达6l岁，平均年龄约为28岁。按每5

岁为一个年龄组来分，样本大致呈正态分布，其中集

中程度最高的是2l～25岁，占样本总数的29．2％，其

次是26—30岁，占19．2％。

(二)样本的文化程度和就业区位分布

就受教育程度情况看样本，总体呈正态分布。在

全部样本中，具有初中文化水平者最多，占58．1％，

其次是小学，占17．2％，再次是高中，占14．7％，文盲

半文盲占5．8％，中专占4．2％。就被诃查的农民工

就业区域分布来看，跨省就业者最多(绝大部分在长

三角和珠三角以及北京地区)，占71．1％，县外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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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监者占17．5％，县内就鼗者占|1．5％。统计终采

表明，所有农民工跨省就业在同等条件下工资标准普

遍高予县内翻县外省内，且与自身文化程度的高低有

点接的关系。在439个样本中，有59个具有高中文

化水平，其中就有45人跨省就业，占73．6％，中专生

总共17人，露15入出省就业，占88。2％。这一调查

统计结果从某种角度反映出，进入“九五”以来，农业

经营效率之所以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与从事农业的

劳动者素质下降是密切相关的。

(三)样本鹞职泣及撼剐分布

就样本从事的职业分布看，职业工种跨度达39

种，在建筑监上酶样本分布最多，份额达20％，其次

是生产灯具、玩具、模具等工厂，占lO．9％，其他依次

是纺织厂工、服装厂工、酒店餐馆服务员、电焊工、木

工、勤杂工、装修王、推销员、个体小商贩等，分别占

5．7％、5．5％、4．4％、4．4％、2．9％、2．7％、2．7％、

2。6％、1．5％。就性别与从事职业差异毙较看，存在

着一定的相关关系，男性职业明显偏向体力需要比较

强的王种，如建筑Z、搬遨王、采矿工等，弱女性剽镳

向轻巧行业，如商业服务、服装生产、手工艺制作等，

这也是男女自然分工的结果猃j。

渤的轻巧活，初中以下者则多从事少有脑力劳动的重

体力活)，而与工资离低没有直接关系。样本中的5

位具有高中文佬程度的农民工分裘就监于店员、理发

员、会计等三个工种，最高工资仅为800元／月，只处

予中等水平；即使就业于同一工种，如样本中两个同

是女性的理发员，年龄均在青年段，一个是离中文化，

具有1年的打工经历，另一个是初中文化具有3年的

从鲎经验，但后者的胃王资为l鼢元，瑟煎者仅为
700元。对其他工种的分析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据

就我锻认隽，农民工工资的高低主要取决予具有了一

定的文化程度(目前是初中)后所从事的工种和从事

该工种获得的经验或通过“于中学”新获得的技能。

个别工种如采掘工还需年轻力壮、吃蛰耐劳。

就业于矮内农民工对其工资标准是否满意?这

可通过调查闻卷中的工资期望值和实际工炎差值找

到答案。49个样本中只有两个样本的工资期望值与

实际王资额熬本一致，两个样本鲶实际工资离子期望

值，满意率仅为8．2％；期望值高于其实际工资的有

39个榉本，不满意率高达近92％，其中麓望德高于实

际工资200元、300元、500元者居多，分别占不满意

率的22．4％、22．4％和18．4％。

(篡)农民工就业于县外雀内的工资标准归类

二、农民工正资标准的归类及归因分析 分析

调查研究表明，农民进入城镇打工的主要动因是

经济裂益，因；嚣获褥工资憋多少往往就是健钌判断其

打工是否划算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指标，从我们的调查

统计缝票来祷，决定农民工工资多少(鄹标准)主要有

以下三个因索：就业的区位、从业的工种和本人的人

力资本(主要跌交化程度、从盐经验、职业技能、德康

状况等四方面考察)。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先从区位

的角度把它分为三种类型：县内的、县外省内的、跨省

的，然骺再对三种类型的各个工种的王资掭准进行归

类和姻因分析。

(一)农民工就业于嚣内的工资标准及影唛毽索

总样本439个，农民工县内就业的只有49个样

本，仅毒11．2％，涉及到16个具体工秭，其巾有13人

是勤杂工，就业比例最大，占26．5％，次之是建筑工

入，占14。3％。高工资(1000。14。o元，月)主要分布

在采掘、修路机械工，有经验或有技术的瓦正、木工、

装修工、电焊工、幼师等工种。而低工资(350—700元

阴)则分布予饭店保洁员、勤杂王等。统计结果表

明，县内就业的农民工的文化程度高低只与其就业类

型壹接粳关(拐中文化以上者大多数扶事兼有脑力劳

就业于县外省内的农民工样本炎77个，占总样

本的17．5％，高于县内就业的样本6．3个百分点，涉

及裂22个具体工种，多予县志就韭王秘6个。其孛

就业比例最大的样本是建筑工，占28．3％，其次为酒

店餐镕服务员，占15。2％。县外省肉的高Z资工种

和县内的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样本农民工在县外省

内就监眈县内就监多出的工种如视电工、油漆工、司

机、汽车修理工等，都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县外省

内低工资样本分布也和县内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德碍一提的是，虽然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和工资的离低

并不成正比，但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_工样

本不管从事馋种工种，都极少有获毒譬离工资的(根据

统计结果，每月1000元以上可算是相对高正资)，再

一次谖臻，在具有了初中文化程度(因为农糙王样本

80％以上都是青壮年，所以年轻力壮这个条件就不必

假定)这个基本的知识要求条件下，决定样本农民工

工资标准的条件几乎就是工种翔通过“于中学”两获

得的知识技能。所不同的是，和就业子县内相比，县

於省内就业的样本农民工不管是从事高工资的王种

还是从业于低工资的工种，其工资下限和上限，后者

郄离子翦者，其孛瓣者的下限离子前者下限一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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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左右，上限则在200元左右，个别的(如采掘工)

则在500元上下。正是如此，从调查的样本可以看

出，县外省内就业的样本农民工对其工资满意率明显

上升，比前者高12．8个百分点，而不满意率也明显下

降，低了近13个百分点。不过县外省内就业的农民

工对其工资也有过高的期望现象，其中有四个样本他

们的期望工资标准高于实际工资额竟达千元以上。

两区域几种主要工种工资标准比较见图1。

图1 两区域几种主要工种工资标准的比较图

(三)农民工跨省就业的工资标准归类和归因

分析

样本农民工跨省就业的最多，占样本总数的

71．1％，明显高于其它两区位所占比例之和。跨省就

业的农民工涉及到的工种也最多，有36种，其中建筑

工就业比例最大，占该区位就业样本总数的23．2％，

其次是服装厂工、纺织厂工和电焊工，分别占7．9％、

7．2％和5．9％。高工资(1100—3000元，月)主要分布

于纺织、搬运、推销、维修、修路(桥)和车床、装修、矿

工、电脑和机械操作、建筑以及电焊、服装等工种中的

有着丰富经验和较高技能或兼有管理素质的技术人

员、基层管理人员或师傅，最高工资分别可达1500元

，月和2000元，月及3000元／月，以上工种不仅上限工

资和整体工资水平高，而且他们的起始工资也高，除

建筑以外，其它各工种的起始月工资一般都在700元

以上。在所有的样本工种中，网吧个体经营者和装修

工头的工资最高，每月分别高达8000元和6000元。

服务人员工资偏低，上限在1000元左右，下限只有

500元。尽管各工种的工资标准无论从上限、下限以

及整体来看，都高于前两个区位的相应工种的工资标

准，但跨省就业的样本农民工对其工资标准整体不满

意率为83％，比就业于县内的低9个百分点，比就业

于县外省内的却高4个百分点，满意和基本满意率为

17％，下降了4个百分点。跨省就业的样本农民工对

其工资标准也有过高的期望，其中工资期望值高于实

际工资200元、500元和千元以上的所占比例相对较

大，分别为17％、14．2％、13．8％，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两个方面：一是见识渐长，对自己的权益和劳动力价

值有了新的认识；二是跨省就业成本也相对较高，攀

比标准发生变化，树立了新的公平观。

在性别和工种分布上以及工资标准高低与人力

资本构成要素的关系方面，都与对前两区位样本的分

析结果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电焊工和车床工的上

限和下限工资都明显高于其他工种，但没有文盲和半

文盲者，装修工(包括木、漆、瓦工)则没有女性就

业者。

我国许多相关学者都采取利用统计数据求解回

归方程的办法分析受教育年限和工资收入之间的关

系，根据求得的回归结果得出两者为正直接相关关

系，即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教育年限越长，工

资收入越高，国外也曾有这样的研究结论bo。但笔者

本次调查分析的结果似乎并不支持以上的研究结果，

为能解释如此的悖论，笔者只能另辟蹊径寻找原因，

联系到我国农村教育的实际状况，认为这是由“伪学

历”所致。

自从我国实行普九义务教育后，小学升初中就不

存在入学考试，这样小学生和小学教师都如释重负，

在没有升学压力和激励机制的情况下，教学质量很难

保证，加之农村教师水平有限，前几年还时有拖欠教

师工资的现象，更使教育质量一落千丈，导致许多初

中生的基础差，学习缺乏后劲。升高中虽然要考试，

但有计划外招生情况，只要能多出几个钱，不合格的

初中生照样能升入高中，就是高中会考也是摆设——

因为“替考”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结果导致高中毕

业生中的许多也是名不符实。更有甚者，少数本没有

完成初、高中学业者，因就业需要或购买假学历证书

或托人从当地学校虚开证明，冒充初、高中毕业生。

另一方面，真正合格的高中毕业生都是要参加高考并

终将成为大学生，是不会加入农民工一族的。

二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虽然大学

生找工作难，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高学历仍是找到

(好)工作的“敲门砖”，如此中专学历却少有问津，成

绩好的初中毕业生都上高中，然后考大学，老百姓都

只认这个理，上中专是孩子学习差又没有更好办法的

选择。所以就曾有这样一说：中专学校都是吃高中

“剩饭”的。而一些中专学校在办学环境不利甚至难

以维继的情况下，往往对生源就会“饥不择食”。虽然

中专学校开设的许多专业都面向市场，也把职业教育

放在首位，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生源的质量问题，其

  万方数据



70

缓麓鹈萋燃篱麟獭蜘季篝f攀囊参鬓缁麟爹霪荔缓
JournaI of UESTC(SociaI Sciences Edition)Feb．2007，V01．9，No．1

毕业生的素质与计划经济时代“考上中专就有个铁饭

碗”的情况下相比，则有天壤之别。这样那些名义上

的高中生和中专生，既缺乏应有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素

养，又没有通过“干中学”获得职业技能的潜力，在农

民工这近于完全竞争的职场上很难获得高薪收入。

而那些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有能力读高中或中专却不

得不辍学的农民工，本来就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学习

能力，深受贫穷落后之苦，一心想摆脱穷困的现状，他

们善于总结实际工作经验，通过“于中学”或参加一些

技能培训，很快掌握岗位所需技能，因而获得较高的

工资收入也成必然。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调查和研究表明，农民文化程度高低与其非农化

就业取向成正比，在跨省就业的样本农民工中体现的

更加突出。农民工非农化就业既是解决农村剩余劳

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也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降低我国的吉尼系数的有效策略，顺

应了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趋势，符合现代化发

展规律，更是解决“三农问题”乃至建设和谐社会与小

康社会的关键所在。所以政府应不断提高并继续加

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逐步延长农村义务教育的

年限，提高农村的教育质量，制定专项教育法规条例，

取消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学的借读费和择校费，扶持

有一定规模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走上正规办学的路子，

防止农民工子女因接受义务教育受到歧视而导致的

文化程度低下的代际遗传。正是随着文化程度的提

高，青年一代的农民工非农化择业倾向更明确，且男

性多于女性，从而导致农业劳动者的老年化、女性化

和低文化的发展趋势，农业劳动者特征的这些变化是

农业经济效益下降的一个重要根源。为此在推进农

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和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建

议政府对农村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教育给予高度重视。

这不仅涉及农民收入的提高，更涉及到人世后中国农

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问题。因‘而在农村中兴办

农民文化技校，发挥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作用，建立农

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等都显得更加重要并且具有眼前

的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和实际意义。其实从wTo规则

看，增加农村农业技术教育投入是“绿箱政策”，政府

可以放心大胆地用好这一规则H1。

对样本的分析还表明，农民工工资的高低一是与

其从事的具体的工种直接相关，二是与农民工人力资

本中的专业技能、实践经验、健康状况相关，而与普及

性的文化知识少有直接联系。因此，建议农民工输出

方的政府有关部门，要真正履行起公共部门的培训职

责，打起“劳务品牌”的旗帜，根据职业市场要求按需

培训。农民工输人方的政府有关部门还应建立起农

民工培训的长效机制，发挥税收部门的人力资源开发

的职能作用，督促用工单位定期培训农民工。

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升学考试指挥棒”这个

教学质量评价尺子和高级中学存在的多给钱就能上

学或择校而导致的“伪学历”即学历持有者与其实际

文化程度不相符合的现象，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行之

有效的对策，并有具体的制度安排。考虑到农村约有

40％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人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

农村高中毕业生不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多是农

民工的后备军，并迟早会加入农民工行列，所以建议

在中学阶段增加职业教育课程，并纳入毕业考试内

容。因为在我国应试教育情况下，高考升学要考的课

程校方就认真开设、学生才努力学好(如初高中的语

数英等)，不考的就不开设或不重视(如初中的地理、

生物等，高中文科的理化生，理科的政史地等，更不要

提音体美与劳动教育了)，另外，在高中阶段还应进行

职业生涯教育。

我国农民2004年的人均年收入为2936元，月人

均收入为245元，而根据农民工样本的调查数据得

出，县内和县外省内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分别为776

元和900元，扣除在城镇务工期间的房租费、交通费、

探亲费以及在城镇相对高出的生活费用，估计两种情

况下的农民工月纯收入只在400元和500元左右，分

别高出农民人均收入的50％和100％以上(跨省就业

的还要高一些)。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曾认为，城

镇工人的工资高于农民收入的30％就能保证农村剩

余劳动力会以不变的劳动价格不断向工业转移。

1967年刘易斯认为这个高出比例应增加到50％。实

践表明，二元经济理论的某些假定经不起实践的检

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要对其进行修

正。通过对样本的调查和分析证明三个区位的农民

工工资标准高出农民人均收入的比例都在50％以

上，且高出的具体比例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从理论上

讲，实际调查得到的农民工工资水平会对农民外出务

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每年的农民工数量总体呈递增

的趋势也说明了这一点。但三区位的就业农民工对

其工资不满意率平均都在80％以上，表面上看是他

们的比较对象发生了变化，务工前的比较对象是农

民，而进城以后的攀比对象却是城市居民，和前种对

象相比，觉得外出务工划算，产生吸引力，而与后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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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相比则感觉出一种排斥力，并产生一种不公平感乃

至相对剥夺感，表现出一种想和城里人享有同样的国

民待遇的渴望心情。管理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长期

的不公平感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消极压抑、心理

失衡、病态心理(不健康心理)，另一种是这种病态心

理的延续而可能导致的一些攻击性行为№o。要在短

期内使全体农民工都和正规单位的正式员工、和城镇

居民一样享受同等国民待遇是不现实的，这里不仅有

思想认识不到位和农民工自身问题，也有政府部门制

度供给滞后而使得一些潜意识、潜规则在发生作用的

问题，关键还在于公共财源的捉襟见肘。因此政府相

关部门就要从应该并能够容易做到的事情做起就显

得很重要，如公共卫生部门定期为一些从事职业病易

染工种的农民工做专项体检，为一些高险工种的农民

工率先和公有制单位的员工一样，执行失业、养老、医

疗等“三金”保险制度，在农民工流动高峰期且流动量

大的火车站设立民工售票专门窗口等等。近期央视

新闻报道，四十多万去新疆的棉农陆续返乡，考虑到

一些票贩子和扒窃分子会趁机而入，公安、铁道部门

联手行动，保护了棉农的合法利益。类似于这种做法

就很值得提倡。另外建议农民工输出、输入方的政府

部门在农民工管理工作中，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并

要制度化；利用非经济、非行政的手段，不能给予经济

帮助的，给予心灵上的安慰和精神上的鼓舞，淡化农

民工因普遍受歧视和权益时常受侵害而产生被剥夺

感，帮助农民工调整失衡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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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uch are the Sta】阻dards of Migrant Workers’Wages Actually?

——On the Random S锄pling Illv髑tigati伽粕d Analysis of the

Rural—urb眦Migr柚t Workers in AIlllui Pro、ri眦e

ZHANG Xian—hong LI Lu—taIlg

(Non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k诵s，Tuming Point”印pearing in advance in China shows that“the hypothesis of the wages being

fixed”is of stage．So probing into the wages staIldards of lIli舭nt workers under the new stage of China has both theoretical

aIld pmctical sigIlificance．强rough the瑚lIldom sampling investigation粕d aIlalysis of the mral—urban ITligrant workers of

Anhui Province，we know that IIligrant workers，wages standards are different f而m their type of work in production and

their working areas．neir monthly wages are 50％higher thaIl the peasaIlts’aveIage monthly income，and the pmponion

are also di妇ferent f而m t}le work type and areas．Having the educational level 0f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the IIligrant work—

ers’wages of the same wo撼ng area are decid甜by their work t)rpe and skills through“doing while leaming”．Mo南than

80％IIligrant workers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wages standards．Based on the data mentioned aboVe，this paper proposes

s啪e policy suggestions，such as investing呦re in the mral education especially 0ccupationaltrajning education，goVem—

ment should bring into play its public service function of developing human resoullce and etc．

Key words mi铲aIlt workerS； wages standard； expected value； weigllted aveTage

(编辑薛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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