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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张世伟，王广慧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针对农民工收入偏低的问题，本文应用倾向分匹配法分析了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

结果指出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均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工收入的增加，且职前培训的作用效果更加明

显。因此，政府应制定合理的农民工培训政策，有效地促进农民工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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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Efleets of Training on Rural Labors

ZHANG Shi—wei，WANG Guang—hui

(Quantitative Economics Center of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The paper analyzes income effects of training on rural labors by apply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o their low earnings problem．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pre-job training and the job

training can increase rural labors’earnings，especially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is more obviously．

Therefore，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reasonable the training policy for rural labors to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ir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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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

农村涌入城市。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提

高了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我国经

济的持续增长。然而，受国际金融危机等不利

因素影响，大量农民工开始陆续返乡，工资收

入偏低是农民工返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劳动经济理论认为，个体工资收入主要取

决于其人力资本水平，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主要

形式之一的培训是增加个体工资收入的有效手

段。然而，培训能够增加个体收入的假说并没

有通过普遍的实证检验，经验研究结果因培训

实施对象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

培训收入效应的传统经验研究途径是基于

将培训作为收入方程的一个解释变量，应用截

面数据通过普通最dx--乘回归方法(OLS)估

算培训对收入的贡献¨o。梅耶(Meyer)指出

使用截面数据进行经验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来估

计结果的内部和外部有效性问题，如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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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和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干扰等H1。为了

得到准确的培训收入效应，需要尽可能地将阻

碍分析的因素从分析框架中剔除，应用社会实

验(或自然实验)方法基于培训导致微观个

体收入的外生变化来分析培训的作用效果是解

决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尽管社会实验方法具

有明显的理论优势，但由于其对数据要求较高

而使其应用受到限制。作为社会实验方法的一

个替代，戴基亚(Dehejia)和维博(Wahba)

提出倾向分匹配法，通过对受试组和参照组特

征相似个体的比较估算公共政策的作用

效果‘5’61。

培训收入效应的经验研究工作在我国起步

较晚，主要源于微观数据的匮乏。目前，相关

工作主要集中于应用OLS估计工资方程方

法。卜引，研究结果势必存在内部和外部有效性

问题。王德文、蔡防和张国庆假设农民工接受

培训为自愿参与的“准自然实验”，用平均处

理效应模型分析农民工培训的收入效应一1。

但在职培训对微观个体来说通常并非“自愿

参与”，导致估算结果势必存在偏差。

基于上述分析，依据吉林省劳动力市场微

观数据，本文拟应用倾向分匹配法分析培训对

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一、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源于吉林省2006年农村

流动劳动力人口调查。为了消除性别歧视等因

素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在男性劳动力

样本上，共有2318个个体，每个个体包括年

龄、受教育年限、培训状况、个人技术等级、

务工时间和工资等可观测的个人特征。目前，

对农民工的培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职前

培训，另一种是在职培训。由于不同类型的培

训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1，本文将

样本分为三个子样本：未接受培训群体、接受

职前培训群体和接受在职培训群体。

表1给出了各子样本的统计特征描述，可

以发现农民工多为青壮年，其中未接受培训群

体的平均年龄最大，而接受在职培训群体的平

均年龄最小，由于在职培训的周期一般长于职

前培训周期，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接

受培训的愿望逐渐降低。半数左右农民工达到

初中毕业的教育水平，其中接受在职培训群体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而未接受培训群体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说明年轻的农民工接受

较多的教育。对于三组农民工来说，外出务工

时间呈现出类似的变动趋势，即务工时间在两

年以内的比例高达75％左右，2～3年的比例

仅占8％左右，而3年以上的比例达到17％左

右。说明大多数农民工进城务工属于短期行

为，部分农民工在短期务工后将返回农村，只

有少部分农民工进城务工属于长期行为。农民

工大多数(75％左右)来自本省，说明流动

距离与流动人数负相关。农民工的专业技能水

平较低，具有技师以上技术等级的农民工所占

比例不到3％，主要集中于接受培训群体，说

明培训能够提高农民工专业技能水平。接受培

训群体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明显高于未接受培

训群体，‘其中接受在职培训群体签订劳动合同

的比例高于接受职前培训群体，这原于在职培

训一般属于专业培训(通常由企业出资)，而

职前培训属于一般培训(通常由政府出资)。

表1 农村流动劳动力数据统计特征

数据来源：根据吉林省2006年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调

查数据计算得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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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接受培训群体平均收入明显高于未接

受培训群体，但由于接受培训群体受教育年限

较高且具有技术等级的比例较高，较高的人力

资本水平意味着较高的收入，因而必须对个人

特征加以控制才能确定培训对收入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

根据潜在收益的思想，可以通过对微观个

体接受培训与没有接受培训进行绩效比较来评

价培训政策的作用效果。由于对于一个微观个

体，“接受培训”和“没有接受培训”是两种

相互排斥的状态，人们不可能观察到其在同一

时期的两种反应状态。人们不得不依据非实验

数据通过“匹配”从没有接受培训群体(对

照组)中挑选一组与接受培训群体(受试组)

成员特征相似的个体，并通过考察接受培训和

没有接受培训个体收入差别评价培训政策作用

效果。根据戴基亚和维博的倾向分匹配法，设

个体接受培训的概率(倾向分)表示如下：
口^^(xj)

Pr(t=1 X；)2 t≯而 (1)

其中，t为接受培训状态(1表示接受；0

表示未接受)，x；表示个体特征变量，h(X；)表

示个体特征变量的函数，A为待估系数。个体

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技术等

级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等与个体工资收入密切

相关的影响因素。

根据罗森波姆(Rosenbaum)和鲁宾

(Rubin)的研究结论，类似随机实验，如果两个

个体的倾向分相同，则他们进入受试组的概率相

同¨“，则

E(‰J Ti=o)=E(k J Ti=1) (2)

其中，‰表示个体i未接受培训时的收

入。相应的，设yi，表示个体i接受培训时的

收入。如果受试组和参照组没有系统区别，则

培训导致个体收入的变化可以表示为

下I r：l=E(下f Z=1)

=E(L。l Ti=1)一层(‰l Ti=1)

(3)

整理(2)式和(3)式得

r I㈨=r。E(Kl Ti=1)一E(k Ti=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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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式参数估计值和个体属性模拟

生成每个个体的倾向分，基于受试组和参照组

的个体倾向分分布确定匹配策略选择。如果参

照组和受试组个体倾向分分布存在显著的重

叠，则应用非替代匹配算法将得到较精确的结

果；否则，应用替代匹配算法将得到较精确的

结果。两种匹配算法首先均需计算受试组每个

个体与参照组所有个体倾向分差值，非替代匹

配算法将受试组个体i与参照组中个体_『倾向

分差值小于一个外生给定的阈值确定为匹配成

功，进而加权计算培训的平均收入效应，

下}㈨2亩乏(t一亩荟1)(5)
其中，I J『、rI表示受试组Ⅳ的样本数量，

I^I表示与受试个体i匹配成功的参照组．，；样

本数量¨“。

替代匹配算法将受试组个体i与参照组中

倾向分差值最小的个体_『确定为成功匹配，进

而计算培训的平均收人效应，

r lr=1=南∑(Yi一匕) (6)r lr=1 2丽鱼‘一匕’ ∽，

与横截面估计方法相比①，倾向分匹配法

充分考虑了个体异质性，估算结果精度得到明

显提高。

三、结果分析

通过应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1)式进

行回归来分析影响农民工培训决策的因素，表

2给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以未接受培训子样

本作为参照组)。从表2可以发现，随着年龄

的增加，农民工接受培训概率逐渐降低。受教

育程度对农民工接受培训决策的影响不确定，

与小学未毕业的个体相比，具有初中学历的个

体接受职前培训的概率高于其他教育水平的个

体，而具有小学和高中学历的个体接受在职培

训的概率高于其他教育水平的个体。相对于外

出务工时间在半年以内的农民工，务工时间半

年以上对接受职前培训存在正向影响；但务工

时间在半年至一年则对接受在职培训存在负向

影响。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农民工接受职前培

①横截面估计不存在个体匹配过程。直接应用(4)式计
算。忽略3个体问差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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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的概率较高，而具有初级职称的农民工接受

企业在职培训的概率较高。农民工接受培训的

决策与签订劳动合同也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意味着培训有助于稳固企业和农民工之间

的劳动关系。

表2 方程(1)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l％、5％和10％水平上显

著，表中仅列出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

根据表2中给出的模型估计参数，依据个

体属性分别计算培训群体和非培训群体中个体

倾向分。图1和图2给出受试组和参照组的倾

向分分布。可以发现受试组和参照组的倾向分

重叠程度并不显著，因而本文采用替代匹

配方法。

图1 职前培训与未培训倾向分分布

表3给出了利用倾向分匹配后农民工培训

的收入效应。出于比较的目的，表3也分别列

出了相应的OLS估计结果和横截面估计结

果①。从中可以发现，农民工接受职前培训和

图2在职培训与未培训倾向分分布

在职培训将使其每月工资收入分别增加161元

和36元，即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使农民工月

收入分别增加2l％和5％左右。OL$估计结果

和横截面估计结果也证实了职前培训和在职培

训能够促进农民工收入增加，且职前培训作用

效果更加明显的研究结论，但OLS估计存在

对培训作用效果的低估，而横截面估计则存在

对职前培训作用效果的低估和对在职培训作用

效果的高估。

表3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四、结论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存在大量

剩余的劳动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有序合

理的转移，不仅能够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

增长，而且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引。但由于城市中现代化企业通常要

求其员工具有某些方面的专业技能，而近一半

的农民工没有任何技术等级，较低的专业技能

水平意味着他们无法胜任复杂的专业技术工

作，工资收入自然相对较低。较低的工资收人

和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成为农村劳动力向城

市流动的主要障碍。

通过对吉林省劳动力市场中接受培训行为

的回归分析发现，培训与签订劳动合同正相

关，说明培训有助于农民工的就业；培训与技

术等级正相关，说明培训有助于农民工专业技

能水平的提升。由于培训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

①限于篇幅，本文未给出OLS估计的其他变量系数，有兴
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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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导致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

升。通过接受培训与否的匹配分析发现，职前

培训和在职培训使农民工月收入分别增加

21％和5％左右，说明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均

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工收入的增加，且职前培

训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

因此，培训作为一个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

策，有助于增加个体就业机会和提高个体收入

水平。然而，从统计分析中可以发现，一半以

上的农民工未接受过任何培训，导致他们技能

水平较低，进而签订劳动合同比例明显偏低，

且收入水平明显偏低。政府应加大劳动力市场

培训的投入，设计并实施合理的农民工培训计

划，力争达到促进农民工就业增加和收人增长

的政策目标，达到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有序

合理转移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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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交流会和区划成果的衔接论证会议；对

两部门自身无法很好解决的区划间争议，要及

时提交政府规划协调会议，进行协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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