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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及工资差距的影响

李珊珊 李晓峰*

(中国农业大学 经管学院/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北京100083)

摘 要 为探寻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和平衡工资差距的途径,本研究基于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2017年数据,通

过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法估计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并利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在

此基础上,使用夏普里值分解方法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差距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社会资本能够显著提

升农民工工资水平,对高工资农民工群体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分不同地区来看,相比于东部地区,在中西部地区社

会资本对工资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社会资本在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同时,拉大了农民工工资差距,加剧了农民工

内部工资不平等。因此,要吸引农民工加入行业协会等组织,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水平;同时加强农民工技术培训,

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其工作的不可替代性;还要建立就业信息交流共享平台,提高就业信息传播顺畅度。

关键词 社会资本;农民工工资;工资差距;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夏普里值分解

中图分类号 F328,F304.6   文章编号 1007-4333(2022)10-0261-12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2021-12-09
基金项目:农业农村部软科学项目(RKX202013B);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73)

第一作者:李珊珊,博士研究生,E-mail:caulss@163.com
通讯作者:李晓峰,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E-mail:lixiaofeng@cau.edu.cn

Influenceofsocialcapitalonthewageand
wagegapofmigrantworkers

LIShanshan,LIXiaofe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ationalAgriculturalandRural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

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 Inordertoimprovethewagelevelofmigrantworkersandbalancethewagegap,thisresearchbasedonthe
Chinesetownshipcitypopulationflowsurveydataon2017,theleastsquaresandquantileregressionisusedto
estimatetheimpactofsocialcapitalonmigrantwagesandusegeneralizedtendencyscorematchingforrobustness
test.Onthisbasis,Sharplyvaluedecomposition methodisthenusedtoexplorethedegreeofsocialcapital
contributiontothewagegap.Theresearchresultsshowthat:Thesocialcapitalcansignificantlyimprovethewage
levelofmigrantworkers,especiallyforthehigh-wagemigrantworkers.Fromtheperspectiveofregionaldifferences,

comparedwiththeeasternregions,thepromotioneffectofthesocialcapitalinthecentralandeasternregionsaremore
significant.Whilethesocialcapitalraisesthewagesofmigrantworkers,alsoincreasesthewagegapbetweenmigrant
workersandfurtherincreasedtheinternalwageinequalityamongmigrantworkers.Therefore,itisnecessarytoattract
migrantworkerstojoinindustryassociationsandotherrelatedorganizationstoimprovethesocialcapitallevelof
migrantworkers;tostrengthenthetechnicaltraining,improvethehumancapitallevelandenhancetheirreplaceability
oftheirwork.Itisalsonecessarytoestablishanemploymentinformationexchangeandsharingplatformtoimprovethe
smoothdegreeofemploymentinformationdissemination.
Keywords socialcapital;migrantworkers’wages;wagegap;GPS;sharplyvaluebreakdown;

  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开始成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第一大来

源。2019年农民工总量为2.90亿人[1],占中国总

人口的1/5,是重要的劳动力群体之一。保障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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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持续稳定的工资性收入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

模、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但现实状况

是近年来农民工工资不断增长,仍远低于城镇居民

平均工资,绝对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且农民工内部工

资差距也出现扩大趋势。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我

国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有必要探究提高

农民工工资和降低工资差距的措施。
由于农民工自身就业信息有限,利用社会资本

资源寻找就业成为农民工求职就业的重要方式。朱

明宝等[2]发现农民工通过朋友或熟人、亲戚介绍获

得就业的比例占46.20%,邓晰隆等[3]发现83%的

农民工是由老乡介绍获得就业;可以看出,农民工社

会资本对其就业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资

源可能带来就业的地区、行业、单位等差异,进而影

响工资水平,并带来工资差距的变化。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水平

的影响,特别是对低工资水平农民工的影响,提出在

乡村地区建设社会资本的政策建议,对帮助乡村地

区建立社会资本,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具有重要意义。
以往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较为丰富,为我们开

展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Putnam[4]强调社会资本

主要包括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3个维度。其他学

者从不同维度划分了社会资本,根据紧密程度划分

为黏连型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会资本[5]、原始社会

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6],根据网络动态联结方式分

为整合型社会资本和跨越型社会资本[7]、地域型社

会资本和脱域型社会资本[8],根据社会资本来源不

同划分为先赋性社会资本和后致性社会资本[9]。学

者们先后采取不同的划分方法和指标衡量社会资

本,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现有对社

会资本影响工资的观点主要有两类,大部分学者认

为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发挥信息传递功能[10]、利用人

情机制[11]、提高议价能力[12]等途径提高农民工工

资[13-14]。也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没有

影响或只对部分群体的工资有影响[15],李根强等[16]

认为社会资本只对高分位点工资具有微弱影响,朱
诗娥等[17]发现社会资本对低分位数工资的提高作

用较大,对高分位数工资的提高作用较小。
社会资本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方面,一部分学者

认为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更有利于穷人或者贫

困地区的收入增长,具有改善收入差距的积极效

应[18],发挥雪中送炭的作用;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

资本更多是锦上添花的作用,低工资人群或者女性

群体利用社会资本获得的工资少[19],降低工资扭曲

的作用也随着工资扭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20],进一

步扩大了工资差距[21-22]。
现有关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存

在以下不足:一是对社会资本影响的异质性缺乏研

究,默认所有劳动力市场上社会资本的影响一致,缺
乏不同地区和市场上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差异研究。二是以往研究多关注农户内部或者农民

工与城镇流动人口之间的工资差距,鲜有关注农民

工内部工资差距问题,且关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

资差距影响的问题依然存在争议。三是以往研究采

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解决社会资本选择性偏

误问题,未有研究采用最新的广义倾向得分匹配

(GPS)方法进行估计。GPS作为PSM 方法的一种

扩展,解决了处理变量仅限于二值变量的不足,更
适合连续性变量的估计。

基于此,本研究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着重研究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及工资差距的影响,并据此

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从以下方面加以

拓展,首先采用Putnam[4]的定义,从网络、信任和互

惠3个维度定义社会资本,探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

工资的影响,并利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社会

资本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地,考察社会

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异质性影响问题,分析不同地

区和不同工资水平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

响。同时,关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差距的影响,
运用研究收入差距方法中认可度较高的夏普里值方

法分解各因素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程度,探究社会

资本对工资差距的作用。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可以

显著提高农民工工资,扩大农民工内部的工资差距,
且在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果

高于在东部地区。据此从社会资本角度提出了提高

农民工工资的对策建议,为改善农民工收入水平提

供理论依据和价值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关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作用途径主要从

以下3个方面展开:
第一,社会资本作为重要的信息搜寻渠道,对丰

富农民工的就业信息具有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

以下3点:一是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农民工拓宽信息

来源并增加获取的信息量,二是社会资本可以帮助

农民工对信息进行筛选、识别和解读,三是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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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进农民工对信息的转化和利用。发挥社会资

本的信息传递效应,可以帮助农民工克服信息不对

称缺陷,帮助农民工获得更多高工资工作的信息,因
此提出假设1。

假设1:社会资本通过增加农民工高工资工作

的信息从而增大农民工获取高工资工作的概率。
第二,社会资本通过增强劳企双方信任程度帮

助农民工获得工作。信任具有降低道德风险的作

用。在经济交易的过程中,经济主体之间的信任度

越高,发生策略违约的风险就越小[23]。当交易双方

具有良好的信任关系,成员之间彼此依赖、相互合

作,凭借各方的诚信和认可的合理行为进行交易,会
形成所谓的期望资产[24]。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社会

网络的互动常常具有持久性,甚至具有难以割舍的

血缘、亲缘纽带,各方利用社会网络传递资源时不可

避免地受到道德和自身声誉等约束,因此通过社会

网络获得的资源会更加真实可靠,可以获得各方信

任。由于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交易双方都信任利

用社会资本获得的资源,那么,社会资本的担保使得

农民工更可能赢得雇主信任并获得高工资工作。因

此提出假设2。
假设2:社会资本通过增加劳企双方信任从而

帮助农民工获得高工资工作并提高工资。
第三,社会资本可以通过资源交换机制为农民

工提供高工资工作。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社会交换可

以划分为经济性交换和社会性交换两种类型。经济

性交换中交换的是物质资源,每次交换的资源是可

以计算的、及时的和对称的。社会性交换中交换的

是人情资源,人情是难以精确计算的、持久的和非对

称的。受西方社会资源理论的影响,中国学者根据

中国社会的特征,将关系本身当做一种资源,即关系

资源,并用人情来衡量交换资源的多少。社会资本

可以沟通人情,完成社会性交换。此时,社会资本不

仅起到担保作用,更重要的是帮助进行了资源交换。
具体到劳动力市场中,社会资本可以发挥资源交换

机制,直接为农民工提供更高工资的工作,因此提出

假设3。
假设3: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提供高工资工

作从而帮助农民工提高工资。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 来 源 于 中 国 乡 城 人 口 流 动 调 查 数 据

(RUMiC)2017年调查数据。RUMiC数据是由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孟昕教授于2008年发起的全国性

调查,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大型城乡流动人口数据追

踪调查项目,项目问卷重点搜集城乡流动人口的基

本人口特征、教育、就业、社会关系网络、家庭收支、
居住条件及老家信息等在内的诸多模版数据。继与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合作完成 RUMiC2016调查之

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及下辖的社会调查

中心开展RUMiC2017全国调查,并对调查方式进

行全面改进。调查的受访户覆盖全国9省15个城

市:广州、深圳、东莞、合肥、蚌埠、郑州、洛阳、南京、
无锡、重庆、上海、杭州、宁波、武汉、成都。

为符合研究需要,本研究对RUMiC数据进行

处理,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农村户口和因土地被征用、
在城市购房而获得非农户口的16~70岁的全日制

职工,全日制职工指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4h或

者每周工作时间累计超过24h的职工。最终获得

可用数据2295份。

2.2 变量设计

被解释变量:小时工资对数。小时工资用月工

资除以每月工作天数和每天工作小时得到。不同职

业类别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度差别大,工作时间4~
12h不等,小时工资可以更准确反映出农民工的工

资率。考虑到每个城市的物价水平差异造成工资实

际价值的不同,将工资平减所在城市当年消费价格

指数,衡量实际工资的价值。绘制核密度图发现对

数形式的工资数据更符合正态分布,因此采用对数

形式的工资数据进行估计。
核心解释变量:社会资本。借鉴Putnam[4]的定

义,以网络、信任和互惠3个维度衡量社会资本,依
据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结合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实

际情况,构建农民工社会资本衡量指标体系。
网络:分别衡量黏连型网络和桥接型网络。黏

连型网络指不同人口由于地理背景相同、经济地位

和政治权利相仿等形成的同质性社会网络,更多提

供情感支持、提高组织凝聚力;桥接型网络指异质性

社会网络,更多提供多样的信息。本研究分别以“春
节期间您问候过多少位亲戚”及“春节期间您问候过

多少位朋友熟人”衡量黏连型网络和桥接型网络。
信任:人际信任被分为深厚信任和单薄信任两

种类型。前者指基于强劲的、频繁的、植根于更广泛

网络的个人关系,后者常指对“概念化的他人”的信

任,比如在咖啡店刚结识的人。单薄信任也许比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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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信任更有用,因为它把信任的半径扩展到了熟人

圈子以外[25]。采用“家人是可以相信的”(1=信任,

0=不信任)和“在城里遇见的老乡是可以相信的”(1
=信任,0=不信任)分别衡量深厚信任和单薄信任。

互惠:主要衡量普遍互惠。普遍互惠指就算我

不认识你,就算我得不到回报,我也会帮助你,因为

你或者其他人在未来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给我帮

助[25]。本研究主要从接受别人帮助和帮助别人两

个角度衡量互惠,以“估计能从亲朋好友处借到的

钱”(1=5万以上,0=5万及以下)、“是否经常会借

钱或借物给朋友或熟人”两个指标衡量。
社会资本变量的最终获取主要依靠因子分析方

法。首先评估利用网络、信任和互惠3个指标衡量

社会资本的准确性。利用因子分析法对上述6个变

量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关于社会资本3个维度的因

子得分,结果通过显著性水平1%的Bartlett检验,
方差贡献率达到62.61%,表明因子分析是有效的

且公因子可以代替社会资本信息。旋转成分矩阵与

预期结果一致,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网络、信任和互惠

3个维度。其次,利用上述6个指标,运用下式得到

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数据:

SC=∑
n

i=1λifi

∑
n

i=1λi

(1)

式中:n为保留的公共因子数;λi 为第i个因子的方

差贡献率;fi 为第i个因子的因子得分。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非农

务工时长、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单位性

质、地区、行业。行业的设置参考田柳等[26]的结果,
将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及仓储和邮政业、信息

传输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六

个产业归为高工资行业,将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

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卫生教育业、社保

和公共管理行业归为低工资行业,具体描述见表1。

2.3 模型构建

2.3.1 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设计

实证第一部分估计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主
要采用OLS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主要模型设

定如下:

Y =α̂+β1SC+β2HC+β3IC+β4OC+̂μ (2)
式中:Y 指农民工工资,通过小时工资对数衡量;SC
指农民工社会资本,用社会资本总得分衡量。HC

指农民工人力资本信息,IC指农民工个体特征,OC
代表所在行业、地区等其他控制变量。

2.3.2 GPS模型

本研究借助Hirano等[27]提出的广义倾向得分

匹配法(GPS)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GPS是对

PSM的拓展,可以有效剔除协变量差异带来的偏误

及可能存在的处理强度自选择性带来的偏误,不需

要对连续性处理变量进行离散化处理,适合社会资

本内生性问题的解决。使用GPS需要3个步骤,具
体为:

第一,给定多元协变量X,估计处理变量的条件

概率密度函数,并以此计算处理变量的广义倾向得

分。由于本研究中的处理变量社会资本的分布是有

偏的,不符合Hirano等[27]提出的正态分布假定,借
鉴Papke等[28]提出的FractionalLogit模型估计。
在给定农民工特征X 的情况下,计算农民工i社会

资本Ti 的条件期望,即:

E(Ti|Xi)=F(βXi)= exp(βXi)
1+exp(βXi)

(3)

式中:F(.)满足 Logistic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形

式,对于所有的βXi∈R,有F(βXi)∈[0,1],因此要

求变量的取值属于[0,1]。社会资本变量取值小于

0且大于1,本研究采用的处理方式是将社会资本进

行标准化处理,并将处理强度的最大化标准化为1,
其余取值做相应的标准化转化,从而满足上述要求。

用FractionalLogit模型估计出β
︿
,然后根据式(4)得

出广义倾向得分。

R̂i = [F(̂βXi)]Ti·[1-F(̂βXi)]1-Ti (4)
第二,利用处理变量社会资本、广义倾向得分构

造结果变量工资的条件期望模型,并用OLS回归得

到式(5)中的系数。

E(Yi|Ti,̂Ri)=α0+α1Ti+α2T2
i +

α3̂Ri+α4R2
i +α5TîRi (5)

第三,利用式(5)估计出的系数,计算每一个社

会资本强度对应的农民工工资,估计平均“剂量反

应”函数μ(t)。

μ(t)=
1
N∑

N

i=1
[̂α0 +̂α1t+̂α2t2 +̂α3̂r(t,Xi)+

α̂4̂r2(t,Xi)+̂α5t̂r(t,Xi)] (6)
式中:N 是样本容量。利用计算机估算函数μ(t)时
需要设定[0,1]区间上的具体取值。本研究设定的

步长是0.01,即选择t=0,0.01,0.02,……,0.99,

1,共101个处理强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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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夏普里值分解方法

工资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系数只能识别工资的影

响因素,想要精确评判各因素引起工资差距的作用

大小,则需要对各因素的贡献率进行分解,因此实证

第二部分使用Shorrocks[29]提出的夏普里值分解来

探究各因素对工资差距的贡献。这种方法的好处是

适用于任何收入决定函数和任何度量收入差距的指

标,并且能够很好地处理常数项和残差项对收入差

距的贡献的问题。借鉴万广华[30]的做法,将工资方

程与夏普里值分解有机结合,解决工资指标和回归

方程限制的问题并运用联合国世界经济发展研究院

(UNU—WIDER)开发的JAVA程序对工资差距进

行具体分解。
为了避免工资变量分布的扭曲,可以得到工资

差距而非工资对数的差距,我们首先对半对数工资

决定方程两边取对数,得到一般形式:

Y =exp(̂α)exp(β1SC+β2HC+

β3IC+β4OC)exp(̂μ) (7)
式中:指标设定与式(2)相同,exp(̂α)是一个常数项,
当运用工资差距分解的相关指标时,它能够从方程

中消去而不会对结果产生任何影响。对于残差μ̂的

影响,计算了初始工资y的不平等指标与假设μ̂=0
时的工资不平等指标之间的差距,作为残差μ̂ 对于

实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采用残差的影响与总的工

资差距的比率来表示没有被解释的工资差距部分,
而1减去这个比率得到解释的工资差距的部分,它
反映了模型中全部变量对于工资差距的解释程

度[31]。
在进行夏普里值分解之前,需要选择反映工资

差距的指标。常用的度量工资差距的指标包括基尼

(Gini)系数、广义熵指标(GE0 和 GE1)、Atkinson
指数以及变异系数(CV)的平方。上述指标中,变异

系数 平 方 违 背 了 工 资 差 距 指 标 的 转 移 原 理,

Atkinson指数的整个度量结果能被表示为 GE指

数的单调变换,因此两者是序数等价的。Gini系数

一般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特别敏感,而Theil指

数(GE1)对上层收入水平的变化敏感,对数离差均

值(GE0)对底层收入水平的变化敏感。为了更全面

地度量农民工工资差异,同时运用Gini系数、对数

离差均值(GE0)和Theil指标(GE1)3个指标进行

分析,具体公式分别设计如下:

Gini= A
A+B

(8)

GE0 = 1n∑
n

i=1ln
μ
yi

(9)

GE1 = 1P∑
P

S=1log

1
P∑

P

S=1IS

IS
(10)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分析

对上述原始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并进行分类汇

总,所得到的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受访者的小时工资平均达到17元/h,且标准差仅为

0.1,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差距不是很大。运

用数据库中全部的农民工数据,利用因子得分方法

计算社会资本总得分,数据初始使用了标准差进行

标准化,因此得到的社会资本总得分均值为0.00,
总得分取值可能为正,可能为负,正数和负数分别表

示大于或者小于总体均值。进一步删除其他控制变

量为空的数据,得到社会资本的均值为-0.02,方差

为0.56。从受访者的性别来看,男性农民工居多,
占到54%。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8周岁。从受教

育程度来看,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多数为初

中及以下学历。从健康水平看,健康或者比较健康

的农民工占比为53%,健康水平一般或不太健康的

农民工占比为47%。从行业来看,87%的农民工在

低工资行业。可以看出,农民工务工行业主要是一

些低工资行业,极少农民工处于高工资行业。从行

业性质来看,47.6%的农民工在自营企业。东中西

部农民工分别占比54.8%、31.0%、14.2%,农民工

主要位于东部地区务工。
为了佐证数据的适用性,我们对标了国家统计

局2017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部农民

工平均年龄为39.7岁,初中以上农民工占27.4%,
男性农民工占65.6%,有配偶的农民工占77.8%,
比较结果表明两者具有一致性,即本数据在考察农

民工相关问题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2 基于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

3.2.1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如表2所示,各个模型的R2值较优,核心变量

和各控制变量通过至少10%水平显著性检验的数

量较多,表明各个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方程1利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工资的重要因素,社会资

本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民工每小时工资上涨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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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含义及描述统计

Table1 Variabledefinitionanddescriptivestatistics

变量   
Variable   

变量说明

Definitio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e

小时工资 Wageper-hour 月工资/(每天工作小时×每周工作天数×4),元 17.00 0.10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 因子得分 -0.02 0.56

性别 Gender 1=男,0=女 0.54 0.50

年龄 Age 岁 38.05 10.98

婚姻状况 Marriage 1=已婚,0=未婚 0.73 0.45

非农务工时长

Non-agriculturalworktime
在城市工作的年数 14.43 8.26

受教育程度 Edu 1=初中以上学历,0=初中及以下学历 0.39 0.49

健康水平 Health 1=健康或比较健康,0=不太健康或一般 0.53 0.50

行业 Trade 1=高工资行业,0=低工资行业 0.13 0.34

单位所有制

Unitownership

多项分类变量,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10.50%),

私营外资企业(41.92%),自营(47.58%)

地区 Area 多项分类变量,东部(54.8%),中部(31.0%),西部(14.2%)

即社会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工资。同时,方程

2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将农民工工资分为10%(低
工资端)、50%(中工资端)、90%(高工资端)分别探

究不同工资水平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方程2发现社会资本对不同工资水平的影响程度不

同,社会资本对低工资端影响不显著,对中高工资端

的影响显著,且随着工资的提高,社会资本对工资的

影响更大。可能是由于利用社会资本能够获得更多

的就业信息和帮助,从而有助于农民工人力资本更

好地发挥作用,获得更高的工资;而对于低工资水平

农民工而言,社会资本能够帮助农民工快速获得工

作,但由于人力资本的限制无法获取更高的工资水

平的工作,因此社会资本对低工资影响不显著,而对

中高工资端的影响显著。
其他变量方面,农民工就业市场上的性别工资

差异比较明显,男性农民工工资高于女性9.4元。
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下,男性的经济压

力更大,更可能关注如何赚取高工资,而男性在体力

等多方面也占有优势,因此相比于女性更可能获得

更高工资。年龄对工资存在负影响,年龄提高一岁,
小时工资下降约1.2元。年龄的提高可能会带来农

民工体力的下降,从而影响农民工赚取工资的能力,
工资出现下降趋势。已婚农民工的小时工资高于未

婚农民工约8.9元,可能由于已婚农民工的家庭负

担更重,更可能有赚取工资养家糊口的想法。务工

时长对农民工工资存在正影响,务工时长每多一年,
小时工资高0.4元。务工时长的增加意味着农民工

工作经验的提高,随着工作经验的提高,农民工可以

从事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作、获取高工资。受教育程

度是重要的工资影响因素,高教育程度农民工的小

时工资高于低教育程度农民工19.5元;健康农民工

的小时工资明显高于身体不健康农民工7.0元。受

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作为农民工的重要人力资本,
能够帮助农民工找到更高质量的就业从而获得更高

的工资。高工资行业的小时工资高于低工资行业

约8.7元。不同行业的行业回报率不同,因此在

高工资行业农民工更有可能会获得高工资。私营

外资企业的小时工资高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

位6.8元。私营外资企业有更多的加班需要,福
利待遇低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因此仅仅

从工资水平看,私营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可能会

高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地区差异是引起

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原因,中西部地区比东部

地区的小时工资低约30元,可能的原因是中国

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差异

大,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社会资本能够被利用和

发挥作用的空间是不同的,因此对工资的影响大

小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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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Table2 Analysisoftheimpactfactorsofmigrantworkers’salary

变量   
Variable   

方程1Equation1 方程2Equation2

Ols全样本回归 10%分位数 50%分位数 90%分位数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 0.096*** -0.018 0.034 -0.034 0.071*** -0.022  0.170*** -0.032

性别 Gender 0.094*** -0.020 0.043 -0.032 0.091*** -0.024  0.115*** -0.041

年龄 Age -0.012*** -0.001 -0.010*** -0.002 -0.013*** -0.001 -0.012*** -0.003

婚姻状况 Marriage 0.089*** -0.023 0.034 -0.042 0.105*** -0.025  0.06 -0.051

非农务工时长

Non-agriculturalworktime
0.004*** -0.001 0.003 -0.002 0.006*** -0.002  0.007* -0.003

教育程度 Edu 0.195*** -0.021 0.190*** -0.033 0.207*** -0.024  0.223*** -0.045

健康水平 Health 0.070*** -0.019 0.083** -0.033 0.063*** -0.024  0.039 -0.039

行业 Trade 0.087*** -0.027 0.101*** -0.039 0.088*** -0.034  0.115* -0.061

单位所有制 Unitownership(以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为基准)

私营和外资企业

Privateenterpriseand
foreign-founded
enterprise

0.068** -0.027 0.066 -0.046 0.103*** -0.03  0.083 -0.053

自营Self-employment -0.043 -0.029 -0.197*** -0.051 -0.019 -0.033  0.131** -0.057

地区Area(以东部为基准)

中部地区

Centralregion
-0.318*** -0.021 -0.336*** -0.032 -0.332*** -0.025 -0.312*** -0.04

西部地区

Westernregion
-0.296*** -0.030 -0.301*** -0.044 -0.337*** -0.032 -0.256*** -0.066

常数Constant -1.612*** -0.060 -2.037*** -0.080 -1.634*** -0.05 -1.143*** -0.104

样本量 N 2295 2295

R2 0.286 0.227 0.167 0.125

  注:*、**、***分别表示通过10%、5%、1%的显著性检,下同。

Note:Significancelevelsare*P<0.10,**P<0.05,***P<0.01.Thesamebelow.

3.2.2 不同地区社会资本工资回报率的异质性检验

上述实证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工资存在显

著正向影响,为了探究在不同地区社会资本对农民

工工资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引入社会

资本与地区的交互项。表3中方程3显示在东、中、
西地区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社会资

本在中部、西部地区带来的农民工小时工资提升金

额分别高于东部地区7.7元和17.0元。分位数回

归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在西部地区作用大于东部地

区。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发展完善,
农民工可以通过人才市场、互联网等获得就业信息;
而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

低,就业信息流通不畅,农民工需要通过关系网络等

途径获得就业信息或帮助,此时社会资本影响工资

的作用空间更大,因此社会资本对西部地区的影响

显著高于中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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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异质性检验

Table3 Impactfactorsofmigrantworkers’wages:heterogeneitytest

变量   
Variable   

方程3Equation3 方程4Equation4

Ols全样本回归 10%分位数 50%分位数 90%分位数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 0.055*** -0.020 -0.02 -0.038 0.049* -0.027 0.149*** -0.043

地区 Area(以东部为基准)

  中部地区

  Centralregion
-0.317*** -0.021 -0.319*** -0.033 -0.315*** -0.027 -0.310*** -0.042

  西部地区

  Westernregion
-0.289*** -0.030 -0.299*** -0.043 -0.330*** -0.033 -0.234*** -0.063

社会资本×中部地区

Socialcapital×
Centralregion

0.077* -0.044 0.132 -0.081 0.069 -0.053 0.017 -0.059

社会资本×西部地区

Socialcapital×Western
region

0.170*** -0.061 0.142* -0.079 0.112 -0.069 0.269*** -0.104

常数Constant -1.610*** -0.050 -2.049*** -0.078 -1.639*** -0.05 -1.136*** -0.103

R2 0.289 0.224 0.168 0.129

3.2.3 稳健性检验

1)GPS方法重新估计

利用异方差检验方法检验发现社会资本存在内

生性问题并运用GPS方法解决。选取性别、年龄、
婚姻状况、非农务工时长、教育程度及健康水平为协

变量,利用FractionalLogit方法估计,估计结果同

OLS方法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进行平

衡性检验,平衡性检验不仅要求选取合适的协变量,
还要求对样本进行合适的匹配分组和分段,本研究选

取社会资本25%、50%、75%分位数值作为处理强度

临界值,将样本分为4组。匹配后各变量在不同组别

中均无显著差异,表明GPS方法的设定是可行的。
图1中通过GPS得到的社会资本和农民工工

资之间的关系,图1(a)报告的是平均“剂量效应”函
数,图1(b)报告的是处理效应。平均“剂量效应”函
数呈现直线上升趋势,说明随着社会资本的提高,农
民工工资呈现增加趋势。根据平均“剂量效应”函数

计算得到的处理效应函数,反映了社会资本的不同

强度相对于没有社会资本情况下给农民工工资水平

带来的因果变化,说明社会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农民

工工资水平。

2)替换核心指标

在用小时工资衡量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同时,采
用月工资水平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不再划分东中

西部地区,利用各地的GDP代表地区差异,探究社

会资本在不同地区对工资的异质性影响。如表4所

示,社会资本对月工资的影响方向同对小时工资的

影响方向一致,且社会资本对月工资的影响略大于

对小时工资的影响。加入社会资本和GDP的交互

项发现,GDP水平越高,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越小。

GDP每提高一个单位,社会资本对小时工资的影响

降低5.9元。

3.3 工资差距的分解

利用夏普里值分解法分解各因素对工资差距的

影响,分解结果如表5所示。表5分别列出了各因

素对工资差距的贡献度、相对影响和排名。其中,贡
献度为正表明该因素拉大了工资差距,贡献度为负

表明该因素缩小了工资差距;相对影响表示在所有

因素中各变量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比例;排名表示按

照各因素在所有因素中对工资差距相对影响大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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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社会资本与工资的剂量反应函数与处理效应函数

Fig.1 Dose-responsefunctionandtreatmenteffectfunctionofsocialcapitalandsalary

表4 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分析:稳健性检验

Table4 Analysisoftheinfluencingfactorsofmigrantworkers'wages:therobustnesstest

变量   
Variable   

方程5Equation5 方程6Equation6

Ols全样本回归 10%分位数 50%分位数 90%分位数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 0.170*** 0.032 0.095* 0.055 0.118** 0.052 0.246*** 0.059

GDP 0.150*** 0.012 0.149*** 0.024 0.155*** 0.019 0.206*** 0.027

GDP×社会资本

GDP×Socialcapital
-0.059* 0.022 -0.044 0.043 -0.052 0.037 -0.090* 0.050

其他特征变量

Other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235 0.150 0.147 0.138

排名。Gini系数、GE0 指标、GE1 指标分解结果均显

示社会资本的存在扩大了农民工工资差距,社会资本

是继年龄、地区、教育程度后对工资差距影响较大的

因素,利用Gini系数、GE0、GE1 分解的结果显示,社
会资本对工资差距的相对影响为6.15%、5.32%、

5.56%,社会资本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作用不容小觑。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理论,

构建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工资及工资差距的分析

框架,基于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RUMiC)2017
年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工资的影

响,并利用夏普里值分解方法探究了社会资本对农

民工工资差距的影响程度。

4.1 结论

第一,社会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
作为一种非市场机制,社会资本补充了市场机制对

农民工工资的作用,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农民工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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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夏普里值分解结果

Table5 TheSharplyvaluedecompositionresults

变量  
Variable  

贡献度Contribution 相对影响 Relativeimpact 排名 Ranking

Gini系数 GE0 GE1 Gini系数 GE0 GE1 Gini系数 GE0 GE1

年龄 Age 0.036 0.010 0.009 22.64 24.55 24.18 1 2 2

中部地区Centralregion 0.035 0.010 0.010 22.39 25.05 24.99 2 1 1

教育程度 Edu 0.029 0.008 0.008 18.00 19.91 20.19 3 3 3

西部地区 Westernregion 0.016 0.004 0.004 10.23 11.32 11.17 4 4 4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 0.010 0.002 0.002 6.15 5.32 5.56 5 6 5

性别 Gender 0.009 0.002 0.002 5.98 5.36 5.4 6 5 6

私营外资

Rrivateenterpriseand
foreign-foundedenterprise

0.008 0.002 0.002 4.85 4.96 4.97 7 7 7

健康水平 Health 0.006 0.002 0.001 4.09 3.86 3.82 8 8 8

自营Self-employment 0.005 0.001 0.001 3.41 3.63 3.63 9 9 9

行业 Trade 0.004 0.001 0.001 2.52 2.13 2.25 10 10 10

婚姻状况 Marriage 0.000 -0.001 -0.001 -0.01 -2.57 -2.57 11 11 11

非农务工时长

Non-agriculturalworktime
0.000 -0.001 -0.001 -0.26 -3.53 -3.58 12 12 12

总计 Total 0.159 0.039 0.039 100.00 100.00 100.00

发挥着重要影响。研究还发现,社会资本对中高水

平工资的影响大于对低工资水平的影响,对农民工

工资更多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第二,社会资本在东、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工

资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在西部地区的影响最

高,在中部地区的影响程度居中,在东部地区的影响

程度较小。利用GDP数据验证发现随着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资本对工资的影响出现降低

趋势。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完善,社会资本发

挥的作用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第三,社会资本的存在显著扩大了农民工内部

的工资差距。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继年龄、地区、教
育程度等影响因素后扩大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工
资差距的扩大会促进一部分农民工先富起来,也会

带来进一步的社会不平等。

4.2 建议

根据研究结果,并结合我国实际状况,提出如下

建议:
一要吸引农民工加入行业协会等组织,提高农

民工社会资本水平。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都可

以将社会资本作为对市场机制的补充,合理发挥其

对就业的影响作用。一方面,农民工流出数量多的

地区可以建立市级、县级及村级劳务合作组织,利用

政府力量丰富农民工社会资本。由劳务合作组织搜

集就业信息,有序组织农民工外出务工,通过社会资

本提高农民工的工资议价能力。发挥村里能人带动

作用,由在城镇地区有一定成就的村中能人,招聘或

介绍本村劳动力务工,提高农民工获得高工资的可

能性。另一方面,吸引农民工在务工地加入当地行

业协会或者工会,帮助农民工通过工会协会等组织

扩大在务工地的社会网络,扩大其社会资本,从而减

缓就业过程中的信息不平衡并获得就业帮助。
二要加强农民工技术培训,提升农民工人力资

本水平,增强其工作的不可替代性。本研究结论发

现社会资本的作用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呈现上

升趋势,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资本发

挥的作用可能会降低。社会资本是获得就业信息和

实现就业的可能渠道,并不能保证农民工一定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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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质量就业,不断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才是获

得高工资的根本保障。针对农民工两栖特色,开发

劳务输出地政府就业前技能培训和劳务输入地就业

单位在岗培训相结合模式,为农民工技能培训提供

多种渠道。同时,也要鼓励农民工加强自身职业规

划,积极参与职业培训,提高自身技能。
三要建立就业信息交流共享平台,提高就业信

息传播顺畅度。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信息不

够透明是迫使农民工利用自身社会资本寻求工作的

原因之一。建立公开透明的劳动力信息交流平台是

十分有必要的。一方面,县乡政府重视就业指导部

门工作、建立完善人才招聘市场或者招聘网站、组织

开展招聘会,由各级政府牵头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

息,增加农民工就业信息丰富程度。特别是在经济

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本地就业机会匮乏,帮助农民

工积极获取其他地区就业信息是稳定农民工就业的

重要途径,也是缓解农民工工资差距的有力手段。
另一方面,建立劳务输出大省和输入大省间政府合

作平台,组织用工企业到劳务输出大省招工用工,开
展点对点劳务合作,解决农民工就业难问题。特别

是在偏远地区、交通不便等地区,政府应该积极促成

劳务合作,减少农民工求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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