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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通过问卷发放收集数据,运用SPSS14.0对问卷进行因子分析和信度检验,建立了新生代农民人

力资源能力结构模型,并用Lisrel8.7软件进行假设检验。在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模型研究了新生代农

民人力资源能力结构、人力资源能力的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人力

资源能力、心能、技能、意能存在显著差异,但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的体能不存在显著差异;新生代

农民体能对技能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心能、意能直接对技能产生正向影响作用,而体能通过心能、意能对技能有

正向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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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8次锁定

“三农暠。而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农民的素质很大程

度上决定着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发展的步伐。新生

代农民是指出生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年龄在

16~31岁之间,从小在农村长大,拥有农村户籍的

农民,包括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新生代农民工)和
没有外出的农村人口(传统型新生代农民)。新生代

农民是农民中的新生力量,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

方向,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希望所在;同时,新生代农

民工又是青年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他们既具有

农民工的一般特点,受到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

的制约,需要帮助和支持,又突显出作为青年的一般

特点,需要引导和扶持[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统
计数据显示:2005年,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

化程度占37.3%,初中文化程度占50.2%,高中、中
专文化程度占1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

0.6%。因此,如何提高农民的素质,提高农民人力

资源能力,将农村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是迫切

解决“三农暠问题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学者对农民人力资源能力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农民的素质结构和能力结构、阻碍农民发展

的影响因素、给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建议等方

面。比如,陈华宁以河北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

础,对现阶段农民素质结构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评

价[2];张芳分析了新农民的能力结构并从社会环境

的优化、社会制度的建设、个人素质的提升等方面系

统提出了新型农民能力提升的对策[3];胡豹研究了

农民工的创业能力,将创业能力分为思维能力、行为

能力和语言能力3个方面[4];刘叶云等分析了新生

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维度和评价方法[5];王云飞等

研究了制约农民能力发展的因素,包括精英人物缺

乏、整体素质不高、传统文化、农村制度等因素[6];周
学馨从农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内涵出发,指出要提

高农民人文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并从产业分

化、制度创新、城镇化和素质教育促进模式等方面提

出了加强能力建设的建议[7];蓝红星分析了提高西

部地区农村自我发展能力的策略,包括配套政策的

制定、增强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力度[8]。
纵观现有文献,很少发现对具有新特点的新生

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结构及要素关系的研究。然

而,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提升,加快新生代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必须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和人力资源能力构成,结合具体的能力结构制定人

力资源能力建设策略。基于此,本研究拟以新生代

农民为研究对象,结合其特点,在现有的人力资源能

力建设理论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新生代农民人力资

源能力结构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为更好地解决

“三农暠问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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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一、样本信息

选取中部六省(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安徽、江
西)新生代农民为调查对象,采取问卷调查法。问卷

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人

力资源能力量表。基本情况包括家乡、年龄、性别、文
化程度、务工与务农信息、打工时间、打工收入。共发

放问卷4800份,回收问卷4657份,有效问卷4320
份(湖南652份、湖北841份、河南887份、山西579
份、安徽655份、江西706份)。样本结构如表1。

表1暋样本分布表

打工\务农 占比/% 文化程度 占比/% 打工时间/年 占比/% 打工收入/元 占比/% 年龄/岁 占比/% 性别 占比/%
外出打工 91.24 小学 3.12 <1 25.53 <1000 9.54 <16 17.22 男 32.34
在家务农 8.76 初中 25.72 1~3 34.97 1000~1500 35.95 16~20 45.22 女 67.66

中专或高中 37.00 4~5 21.39 1501~2500 39.48 21~25 35.33
大专 22.85 6~7 8.75 2501~3500 10.38 26~31 2.23

本科及以上 11.31 >7 9.36 >3500 4.65 - -

暋暋二、模型分析

1.模型建立和假设提出

在探讨我国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结构时,
要切实考虑到我国城乡经济和社会的二元结构,不
仅要考虑到自身个体的因素,还应包括社会组织因

素、国家和地区政府因素。自2000年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第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人力资源能力建

设这一全新概念以来的10余年间,人们对该词还没

有形成统一界定,但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一些方

面达成了共识,如“人力资源能力暠主要是指个人所

特有的、能够产生绩效的知识、技术技巧、态度和行

为[9]。本研究吸纳目前学界、政府和企业界普遍认

同的人力资源能力结构的内容作为新生代农民人力

资源能力内容,具体包括体能、技能。另外,结合我

国新生代农民的特点和时代特征,本研究认为新生

代农民的人力资源能力还包括心能和意能。由此,
本文建立了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结构模型(见
表2)。其中,技能指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中的

专业及业务能力,通过技能培训、所获技能证书、职
业专长来衡量。心能指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中

反映心理素质的能力部分,通过抗压能力、生活态

度、主观能动性等要素来衡量。意能指新生代农民

人力资源能力中反映价值判断的能力,由社会责任

感、自我价值实现、自我认知等因素来衡量。体能指

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反映身体素质的能力部

分,体能是人力资源能力的载体,是其他3个能力的

基础。
鉴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0:不同年龄的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存在

显著差异;

H1:不同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

存在显著差异;

H2:体能对技能有正向影响;

H3:体能对心能有正向影响;

H4:体能对意能有正向影响;

H5:心能对技能有正向影响;

H6:意能对技能有正向影响。
表2暋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量表模型

题项(指标) 维度 题项(指标) 维度

职业规划明确

人生目标明确

自我价值追求

积极乐观

抗压能力

心理承受能力

心能

社会责任承担

自我实现

创新追求

教育重视度

自尊

自我认知

意能

技能证书

技能培训

职业技能

渠道探索

技能

身体抵抗力

职业病情况

身体素质
体能

暋暋2.探索性因子分析

根据回收的数据,通过因子分析对问卷进行修

订,并对模型各维度进行信度检验。
(1)因子分析。由表3可知,用主轴法分析和方

差极大正交旋转方法进行因子分析,KMO 值为

0.875,大于0.6,Bartlett检验值为0.000,这说明样

本适合做因子分析。其因子载荷如表4所示,其中

V 表示问卷相应题项(指标)。
表3暋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KMO和Bartlett检验

KMO抽样适当性参数 0.875

Bartlett球形检验

卡方值 16139.320
自由度 171

显著性水平 0.000

暋暋指标删减上,共同度小于0.4的要予以删除,按
照 Michael[10]等人的做法,对于多维指标,原则上要

求指标项在一个维度中的因子载荷值高于0.5,而
且在其他维度中的载荷值不超过0.4。根据因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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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和设计需要,本文未删减题目,并根据设计需

要将指标分为4个维度:心能、技能、意能、体能。
(2)信度检验。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和研究设

计需要划分了人力资源能力量表的各维度,本文对

量表进行了进一步的信度检验,人力资源能力量表

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816,各维度信度检验结果如

表5所示,其中V 表示问卷相应题项(指标)。
表4暋人力资源能力量表因子分析

因素 心能 技能 意能 体能 共同度

职业规划明确V16 0.683 0.525
人生目标明确V18 0.676 0.516
自我价值追求V17 0.675 0.265 0.529
积极乐观V15 0.672 0.507
抗压能力V14 0.627 0.287 0.516
心理承受能力V19 0.600 0.264 0.276 0.509
技能证书V12 0.724 0.538
技能培训V13 0.711 0.527
职业技能V11 0.231 0.691 0.545
渠道探索V10 0.509 0.326
社会责任承担V3 0.699 0.536
自我实现V2 0.643 0.441
创新追求V5 0.523 0.343
教育重视度V4 0.256 0.517 0.349
自尊V1 0.491 0.287
自我认知V6 0.278 0.207 0.310 0.224
身体抵抗力V8 0.758 0.613
职业病情况V7 0.712 0.550
身体素质V9 0.202 0.659 0.491

表5暋人力资源能力信度检验

因子 指标 总相关系数 删除后克隆巴赫系数 克隆巴赫系数

心能

V17 0.561 0.763
V19 0.566 0.762
V18 0.531 0.770
V16 0.56 0.764
V15 0.566 0.762
V14 0.524 0.772

0.797

技能

V13 0.445 0.590
V10 0.472 0.569
V12 0.501 0.551
V11 0.347 0.649

0.659

意能

V3 0.465 0.478
V2 0.357 0.520
V5 0.356 0.523
V4 0.240 0.577
V1 0.262 0.562
V6 0.264 0.559

0.582

体能

V9 0.462 0.434
V8 0.401 0.526
V7 0.382 0.552

0.606

暋暋计算毩系数,若毩系数在0.6以上,说明指标可

靠性是可以接受的。总相关系数值小于0.5的指标

予以删除。人力资源能力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816,大于0.6,表明人力资源能力量表的可靠性

可以接受,心能、技能、意能、体能的克隆巴赫系数分

别为0.797、0.659、0.582、0.606,其中意能的克隆

巴赫系数值偏低,后续研究中学者可继续完善。

3.研究结果

(1)描述性统计分析。由表6得,新生代农民的

人力资源能力、心能、技能、意能、体能均处于中等水

平。与各能力最大值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新生代

农民的人力资源能力需要提高。
表6暋人力资源能力及各维度均值

心能 技能 意能 体能 人力资源能力

均值 22.114 13.295 21.753 10.354 67.534
标准差 3.677 2.904 3.185 2.081 8.555
最小值 6.000 4.000 6.000 3.000 19.000
最大值 30.000 20.000 30.000 15.000 95.000

暋暋(2)差异性检验。通过差异性检验,探究不同年

龄、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及各维度

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由F 检验得,不同年龄的新

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心能、技能、意能存在显著

差异,而不同年龄的新生代农民的体能不存在显著

差异,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生代农民,处于此年

龄阶段人的身体素质较好,因此体能在不同年龄之

间不存在显著差异。16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的心

能、技能相比于16岁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偏低,主要

原因是接受的专业化训练和各方面锻炼还较缺乏;

26~31岁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的意能与26岁以下

新生代农民的意能相比偏高,主要原因可能是随着

年龄的增长价值观已趋于定型,判断能力等均得到

提高。同时,由表7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力资源

能力呈增长趋势。
由F 检验得,心能、技能、意能、人力资源能力

在不同文化程度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不同文化

程度的新生代农民的体能不存在显著差异。由表8
得,学历越高,心能呈增长趋势;大专学历的新生代

农民技能最高,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新生代农民技能

次之,小学学历的新生代农民的技能最低;本科及以

上学历水平的新生代农民的意能最高,大专、高中及

中专学历水平的新生代农民的意能较高,初中及小

学学历水平的新生代农民的意能较低;学历越高,人
力资源能力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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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暋人力资源能力年龄差异F检验表

变量
16岁以下

均值 标准差

16~20岁

均值 标准差

21~25岁

均值 标准差

26~31岁

均值 标准差
F Sig.

心能 21.948 3.740 22.021 3.681 22.267 3.631 22.769 3.531 2.695* 0.029
技能 12.219 3.086 13.389 2.845 13.676 2.774 13.560 2.613 34.262* 0.000
意能 21.112 3.149 21.785 3.074 21.966 3.317 22.674 2.909 11.218* 0.000
体能 10.183 2.073 10.379 2.100 10.410 2.077 10.304 1.856 1.748 0.137

人力资源能力 65.475 8.352 67.573 8.429 68.355 8.678 69.456 7.729 15.845* 0.000

暋注:* 表示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

暋暋 表8暋人力资源能力文化程度差异F检验表

变量 文化程度 均值 标准差 F 显著性水平

心能

1 21.488 3.738
2 21.612 3.561
3 22.001 3.680
4 22.482 3.598
5 23.124 3.725

14.750* 0.000

体能

1 10.134 2.060
2 10.383 2.052
3 10.362 2.100
4 10.356 2.055
5 10.326 2.122

0.485 0.787

技能

1 11.905 3.393
2 12.707 2.869
3 13.299 2.900
4 13.954 2.754
5 13.623 2.726

26.998* 0.000

人力

资源

能力

1 64.752 8.666
2 65.775 8.643
3 67.410 8.327
4 68.811 8.370
5 70.075 8.087

25.391* 0.000

意能

1 21.180 3.957
2 21.083 3.138
3 21.719 3.037
4 22.027 3.162
5 23.006 3.146

27.807* 0.000

暋暋注:1小学,2初中,3中专或高中,4大专,5本科及以上。* 表

示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

(3)结构方程。采用 Lisrel8.7来进行模型检

验。结构方程的拟合度良好,误差均方根为0.061
(小于0.080),非规范拟合指数为0.93(大于0.90),
规范拟合指数为0.93(大于0.90),比较拟合指数为

0.94(大于0.90),适配度指数为0.94(大于0.90)。
模型路径图如图1所示。

模型的路径系数t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表9暋路径系数t检验

假设 路径描述 路径系数 t值 成立与否

H2 体能对技能有正向影响 0.06 1.17 不成立

H3 体能对心能有正向影响 0.70 21.30 成立

H4 体能对意能有正向影响 0.59 16.50 成立

H5 心能对技能有正向影响 0.49 12.81 成立

H6 意能对技能有正向影响 0.13 4.12 成立

图1暋能力结构关系模型路径

暋暋研究结果表明,假设 H0、H1部分成立,H2不成

立,H3、H4、H5、H6成立。体能对心能、意能有正向

影响作用,心能对技能有正向影响作用,意能对技能

有正向影响作用,体能对技能无显著正向影响作用。
因此,体能通过心能、意能对技能有正向影响作用,
心能、意能直接对技能产生正向影响作用。

暋暋三、结论及展望

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的人力资源能力处于中

等水平,亟需提高。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

民人力资源能力、心能、技能、意能存在显著差异。
心能、技能、意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16岁以

下的新生代农民的心能、技能相比于16岁以上的新

生代农民偏低,主要原因是接受的专业化训练和各

方面锻炼还较缺乏。学历越高,心能越高;大专学历

的新生代农民技能最高,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新生代

农民技能次之,小学学历的新生代农民的技能最低,
本科及以上学历水平的新生代农民的意能最高,大
专、高中及中专学历水平的新生代农民的意能较高,
初中及小学学历水平的新生代农民的意能较低;学
历越高,人力资源能力越高。因此,保证新生代农民

工的受教育程度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及各地区应加

强农村职业教育,如开办农村职业学校,并将农村职

业学校的课程与实际工作技能需要结合起来,提高

农村职业学校的实用性。
体能通过心能、意能对技能有正向影响作用,心

能、意能直接对技能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因此,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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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生代农民的技能,须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心能及

意能的培养,提高新生代农民的抗压能力、心理承受

能力,培养正确的人生观,提高自我认知能力和社会

责任承担意识。
本文的意能维度的信度偏低,后续研究可以对

问卷进行修订,提高量表的信度。另外,本文选取新

生代农民为研究对象,未对新生代农民与其他农民

进行对比研究。后续研究可以增加不同时代农民人

力资源能力对比研究,及开展中部地区与其他地区

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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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StructureofHumanCapacityofNewGenerationRural
LaborandtheRelationshipofItsFactors

SUNZe灢hou,ZENG Wen灢jia,SUNYun灢gang
(ManagementSchool,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Thispaperconductedacasestudyonthestructureofhumancapacityofthenewgenera灢
tionrurallaborandtherelationshipamongdifferentfactorsbasedonthedatacollectedthroughques灢
tionnaire.Withtheinvestigationdata,theauthorsconductedreliabilitytestandfactoranalysiswith
SPSS14.0,proposedhypotheses,andthentestifiedmodelwithStructuralEquationModel(SEM).The
resultsshowthatdiscrepancyinageandeducationallevelofthenewgenerationrurallaborresultsinob灢
viousdifferencesintheirhumancapacity,psychologicalcapacity,techniquecapacityandthoughtcapaci灢
tyyetunnoticeabledifferenceinphysicalcapacity.Meanwhile,physicalcapacityofnewgenerationrural
laborisnotdecisiveintechniquecapacitybutpositivelyassociatedwithitinanindirectwaythroughpsy灢
chologicalcapacityandthoughtcapacitywhicharepositivelyassociatedwithtechniquecapacity.

Keywords暋newgenerationrurallabor;humancapacity;structuralequation;psychologicalcapaci灢
ty;thought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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