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工作者建议

建议名称：关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对策建议

建议方式：政协江苏省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第 0669 号

建议人：钱向东（江苏省力学学会副理事长，河海大学期刊部主任、科技处副处

长）

承办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省教育厅（协办）

建议处理结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对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 0669 号提案的

答复”苏人社复﹝2018﹞154 号

建议内容：

江苏作为经济大省、经济强省，正处于建成一个贯彻新发展理念、体现“强富美高”

要求、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在这一历史时期，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

就业能力，是提高其就业质量，使其获得体面的工作，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主要途径；是

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促进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社会发展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现状分析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对苏州、无锡和常州等苏南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

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在科学规范地分析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再通过专家咨询、田野调查研

究、个案访谈等，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准备能力

1.就业信息处理能力：就业信息来源不广。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取就业机会的时候最重

要的渠道来自“同乡和亲友介绍”，占一半以上，地方政府在就业信息服务方面仍存在薄

弱环节。

2.就业区域选择能力：就业区域指向不明。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就业目的地时，“随

亲友带领”占一半以上，能根据自己职业性向进行理性选择 就业目的地的，尚属少数。

3.职业自我认知能力：职业自我认知不清。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对自己的职业性向“基

本不了解”、 “很不了解”的占六成以上。可见，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职业性向

了解不够，认识模糊，职业洞察力低下。

4.就业情感支持系统：就业情感支持孱弱。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情感支持主

要来源于“亲友、同学、老乡”、“家人支持”占七成以上，表示“感受不到任何情感支持”



的占二成。在遇到“生活事件”时，容易积攒负面情绪，久而久之，难免抑郁，甚至做出

伤害自己行为，或者出现反社会的倾向。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胜任能力

1.学历水平：有所提升，但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在苏南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层

次比第一代农民工有了显著的提升。相对于城市人口来说，他们的学历层次依然不高，处

于劣势。在普遍竞争的城市职场，他们的职业选择必然处于弱势地位。

2.职业技能：水平低下，难于满足岗位需求。在苏南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术

技能水平依然不尽如人意，难于适应就业岗位的需要。在入职前， “受过简单操作训练”

和“从未受过职业技能训练”的占八成以上。缺乏职业技术技能的农民工，其转移就业领

域将受到很大的限制。

3.岗位能力：明显缺失，职场适应能力孱弱。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新生代农民工感

到自己的岗位工作能力 “一般”、“较差”、“很差”的近八成。有一些新生代农民工“闪

离”，即来到苏南之后，由于自己的岗位胜任能力不足，不得不迅速离开，或回到家乡，

或到其他地区寻找技术含量更低的工作岗位。

4.顺应企业发展能力：明显滞后，职场竞争能力薄弱。在企业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的过

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工作匹配能力 “一般”、“较差”或“很差”的占七成以

上。

5.稳定就业能力：就业稳定性不足，职业生涯成长动力缺失。近半数新生代农民工以

“短期合同工”、“临时雇用员工”等形式从业。

（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发展能力

1.学习愿望强烈，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愿望较第一代农民工有了

长足进步。有“强烈的学习愿望”或“较强烈学习愿望”的占七成以上。他们对于自己的

学习能力有着较高的评价，认为自己“学习能力很强”或“学习能力较强”的占六成以上。

2.自我依赖感强烈，自我效能感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工作问题或生活事件时，

表示“完全靠自己”或“基本靠自己”占大多数。他们对于自己的职场生涯发展有着“强

烈自信”或“比较自信”的占绝大多数。

3.职业心态乐观开放，现代性观念日渐显现。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城市职场生活充满

了期待，只要条件允许，他们愿意在城市生活，他们的职业心态开放乐观。

4.就业“软技能”明显缺失，个人适应性水平不高。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

工心气高而能力不足，工作期望值高与自身能力不够形成强烈反差；耐受力低，耐挫性弱。



这些不足之处在某些个体身上不恰当地放大，容易形成职业枯竭。

5.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缺失，职业发展指向性不明晰。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任

何职业生涯规划，他们漂在城市的边缘，没有明确的职业目标。

（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选择能力

1.职业动机内容丰富，职业选择机会较多。新生代农民工求职时所关心的内容（多项

选择）来看，前五项依次为：工资和福利待遇、发展前景、职业培训、工作时间和休息休

假、社会保险。就职业动机来说，他们更看重自己“事业的发展”，职业动机兼有“经济

型”和“发展型”。

2.职业声望明显向上，职业选择动力增强。从职业声望的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

社会地位的获得和实现自我价值上有更多的期望；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市民化意愿强烈；

希望从事声望较高职业。职业声望的变化是促使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选择的一种重要动

力。

3.转岗转行能力不足，企业培训积极性不高。本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总是或有

时想寻求发展更好的工作机会”占七成，而他们又表示，跨行业变换工作，让自己“感到

很大压力”的占一半左右。但是，企业主 “担心自己企业花钱培训技术工人，却落得替

他人做嫁衣的下场”，因此，对于进一步加大工人职业技术培训的积极性不高，投入的力

度不大。

二、基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教育培训上升为“江苏战略”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教育培训能起到直接培养迁移性人口生产力的作用，是直接

促进社会稳定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腾飞的利器。因此，建议站高定位，及时把基于提升

农民工的就业能力的教育培训上升为“江苏战略”，把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作为

主要的经济、社会政策，摆在各级政府工作的突出位置，使得这一战略目标能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通过这些超前的、创造性的工作，在全国率先打造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

的品牌。

（二）强力推动“十二年制”义务

教育江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为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了真

正实现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适时颁布江苏省的地方性法规，强力推行“十二年制”

义务教育，是缩小苏南苏北之间的地区差别和城乡差距的重要手段，是促使城乡教育由“非

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迈进的根本举措，是提升农村潜在劳动力就业胜任能力的坚实



基础，也是保证“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合理途径。

（三）强化优化职业技术教育

毫无疑问，加强我省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重要的手段。为此，

从政府层面来说，我们要从宏观的、超前的角度，花大力气做好两项工作：其一，开展劳

动预备制职业培训，实施学历后的职业教育。其二，推动建立“职业培训联盟”。设立以

政府为导向，企业为责任 主体，多种社会团体参与的职业培训体系。

（四）构建完善职业培训信息及职业咨询服务平台

从政府层面来说，应构建完善的职业培训信息及职业咨询服务平台，以提升新生代农

民工的就业准备能力。第一，建立由政府完全投资的职业培训信息平台，使得新生代农民

工在流入地能及时获得准确的就业岗位需求和职业培训信息，以提升他们的就业准备能

力。第二，建立公益性的职业咨询服务平台。由政府牵头，在省、市、县的人力资源管理

部门成立职业咨询机构，专业职业咨询师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职业心理咨询、职业心

理测评、职业规划指导、职业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

（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制定“行业入职标准”

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我国尚无先例的前提下，省级政府要利用发挥自身的优势，

以行业协会为主，联合企业界、教育界的力量，制定具有强制性的“职业技能标准”，行

业协会做好“行业入职标准”，以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用人单位的培训热情，遵照相关规定

培训在职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对于新入职的新生代农民工则能有依据地设定入职门

槛，间接地促进他们自我提升就业能力的意愿，以达到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胜任能力的

目的。

（六）形成具有江苏特色的开发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法规政策体系

目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培养的相关法律法规尚是空白。为此，我们建议，

要尽快出台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地方法律法规，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培养培训资金筹

措、责任主体、监督管理、考核评价、各利益方的权利义务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形成具

有江苏特色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开发和提升的法规政策体系，使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

力提升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保障。

（七）加快建立专家咨询制度

为了更加科学、高效地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

力，省政府人力资源管理应该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对基于江

苏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开发和提升的职业培训发展方向、制度设计、重大政策及标准



审定进行研究，提供决策咨询，提出科学化的建议，督促相关部门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