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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并结合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项指标权重 , 计算结果通过了一致性检

验。本文研究发现 , 获得就业信息渠道是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最主要因素 , 其次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

障 、 城乡二元结构和失地农民自身的技能专长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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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comprehensive unemployment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landless farmers is established in the

paper.This indicator system covers farmers individual factors , social factors , system factors and market

factors.Weight of each index i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Delphi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 the

result have passed consistency check.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ain impacting factor on employ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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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urbanization;landless farmers;Delphi Method;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employment

evaluation system

　　一 、 引言

城市化是农业人口逐步向城市聚集和农村

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 从而实现农民市民

化 , 就业非农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随着经

济发展和城市化 、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 城市不

断扩张 , 越来越多的郊区农用土地被大量征

用 , 许多农民失去土地这一赖以生存的生活保

障和就业条件。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

会保障 , 使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就业的非农化同

时实现 ,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空间转移和农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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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产业转移同时实现 , 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城

市扩张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收益 , 从而真

正融合到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生活中 , 已成为社

会改革发展中的重中之重 。

关于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研究 , 从 20 世

纪90年代中期兴起 , 已有诸多进展 。费孝通

先生在1998年就提出 , 失地农民就业是城市

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 由于失地农民并不具备

适应现代企业需要的高知识和高技能 , 所以解

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要依靠本土乡镇企业的力

量
[ 1]
。陈晨等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案例研究发

现 , 征地补偿制度的各个环节都无法确保农民

利益不受损失 , 而且被征地农民的技能低下等

问题又制约了失地农民在城市中就业
[ 2]
。马驰

等选取浙江省 5个市进行抽样调查发现 , 失地

农民缺乏非农产业从业技能 , 而政府的安置方

式又过于单一 , 最终导致失地农民就业困

难
[ 3]
。胡加荣指出由于失地农民素质偏低 , 在

人才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 各级政府也缺乏切

实有效的针对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措施 , 导致

失地农民就业困难
[ 4]
。夏涛认为城乡统筹改革

就是要让农民变为市民 ,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

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 而解决失地农民就

业问题的关键是加强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
[ 5]
。

虽然已有诸多学者关注并研究失地农民的

就业问题 , 并在导致失地农民就业困难的原因

以及解决对策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 , 针对

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因素 , 以及各因素之间的

层次区别和作用大小的研究仍然欠缺。为了使

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研究稳步向前推进 , 必须

将影响失地农民就业因素进行综合与分类 , 厘

定出轻重缓急 , 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设计 。

鉴于此 , 本文综合运用德尔菲法 (Delphi)和

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对影

响失地农民就业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 将主观

因素和客观因素结合起来 , 构建失地农民就业

评价体系 , 并进行权重测算和评价体系的一致

性检验 。本文基于评价体系及测算出的权重 ,

提出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可行政策建议 。

二 、 失地农民就业评价体系的建立

失地农民就业是一个综合 、复杂的社会问

题 。目前我国失地农民在 4000 万人左右 , 每

年还新增 200 多万人 。到 2030年 , 中国失地

农民将超过 7800 万人 , 占现有农民人数的

1 10
[ 6]
。失地农民与城镇的失业者不同 , 城镇

居民失业后可以得到失业保险和城镇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的帮助 , 而失地农民则完全被排除在

正在建立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因此 , 如

何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是我国今后城市化

发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下面通过建立失地

农民就业的评价体系 , 对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

因素进行分类 , 并以定量的方法确定各个影响

因素的权重 , 为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提供

支持。

(一)失地农民就业评价体系构建

具有一般意义的失地农民就业评价体系的

建立应包括评价目标 、 评价内容 、 指标选取 、

评价方法以及评价的一般程序等 。

首先 , 建立失地农民就业评价体系的目

标 。通过对失地农民就业影响因素的评价 , 全

面客观地分析各因素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影响程

度 , 以此发现失地农民就业过程中所存在的问

题 , 为政府今后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决策提供

客观依据和评价方法。

其次 , 确定失地农民就业的评价内容 。解

决失地农民就业是一个涉及农村社会 、城市社

会两个不同的经济社会的复合系统 , 不仅包括

农村社会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影响 , 还包括城市

社会内部对如何解决失地农民就业所产生的作

用 , 以及两个社会之间的协调。因此 , 失地农

民就业评价体系可以包括个人因素 、 市场因

素 、制度因素 、 社会因素。

第三 , 评价指标选取和构建评价指标体

系 。影响失地农民就业因素具有复杂的递阶层

次结构 。由于失地农民面临的是城市和农村两

个系统 , 不同系统内的影响因素对评价体系存

在着很大的差异 。为了使评价体系能够客观反

映出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主要因素 , 选取的指

标必须具有共性和代表性。失地农民就业的评

价体系框架结构构建如表 1所示:

各因素之间影响程度的评估标准 。我们把

各因素之间的影响程度分成 5个等级。“1” 表

示两个因素同等重要;“2” 表示两个因素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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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失地农民就业评价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层 二级指标层

失

地

农
民

就

业

评

价

体

系

A

　个人因素
　B1

　社会因素
　B2

　制度因素
　B3

　市场因素
　B4

技能专长 C11

文化素质 C12

思想观念 C13

社会关系 C14

个人经历 C15

社会保障体系 C21

工业化水平 C22

传统生产方式 C23

经济环境 C24

城乡二元结构 C31

就业安置政策 C32

土地补偿政策 C33

教育政策 C34

获得就业信息渠道 C41

就业市场 C42

就业中介机构 C43

的比较 , 一个比另一个稍微重要;“3” 表示两

个因素之间的比较 , 一个比另一个明显重要;

“4” 表示两个因素之间的比较 , 一个比另一个

重要得多;“5” 表示两个因素之间的比较 , 一

个比另一个极为重要 。

第四 ,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目前关于指

标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有两类 , 一类是根据研

究人员的经验和主观判断为主确定权重 , 如德

尔菲法;另一种是用各种数学方法为主确定指

标权重 , 如层次分析法。前一类研究方法集中

了研究人员的经验及专家的知识积累 , 但不可

避免地掺杂主观随意性
[ 7]
;后一类方法注重客

观性 , 但原始数据收集 、 整理及分析上比较困

难。因此 , 比较满意的方法是将这两种方法有

机的结合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
[ 8]
。为此本文

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来确

定指标权重 , 以提高评价体系的准确性 。

(二)就业评价体系的层次分析法测算与

验证

就业评价体系由 4个一级指标和 16 个二

级指标组成的递阶层次结构 , 符合层次分析法

的基本思路 , 因而可以通过该法来求出体系中

各个指标的权重 。同时为了科学合理地获得层

次分析法所需要的原始数据 , 本文采用德尔菲

法 ,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邀请了国家发展改革

委员会政策研究所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

动经济研究所 、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 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

事学院 、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

北京物资学院劳动经济系 、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

学院 、房山区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单位的 16位

专家学者对本评价体系中各层次指标元素的相

对重要性 (权重)进行了评估 , 回收有效调查

问卷13份。在数据处理中 , 同一系列数据的

中间 , 采用数据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值为准 , 得

到相应的两两比较矩阵 。之后 , 通过相应的比

较矩阵的特征根 , 求出下一层次指标元素对于

上一层次的某对应元素的权重 , 并进行一致性

检验。具体计算如下:

1.计算一级指标层的特征向量并进行一

致性检验

对于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评价指标体系这

个总目标来说 , 对其一级指标层的 4个指标分

别进行两两比较 , 得到相对权重的矩阵。

表 2　一级指标相对权重矩阵
A B1 B2 B3 B4

B1 1 2.64 2.96 2.37

B2 1 2.64 1 1.64 1.49

B3 1 2.96 1 1.64 1 2.46

B4 1 2.37 1 1.49 1 2.46 1

　　求得特征向量 W = [ w 1 , w2 , …, wn ]
T

=(0.45 , 0.22 , 0.20 , 0.13)

因为 A=

B 1 B1 B 1 B2 B 1 B3 B1 B4

B 2 B1 B 2 B2 B 2 B3 B2 B4

B 3 B1 B 3 B2 B 3 B3 B3 B4

B 4 B1 B 4 B2 B 4 B3 B4 B4

求得 AW=(1.92 , 0.91 , 0.81 , 0.55)

求得 λw=(4.23 , 4.25 , 4.14 , 4.09)

计算判断 A -B 的最大特征根 λmax ,

λmax =
1
n
·

1
w1
,

1
w2
, … ,

1
wn
 A

w 1

w 2

M

wn

求得 λmax =∑
4

i=1

1
4
(AW)i
wi

=4.18 , 由于 n=

4 , 查表可得平均随机一次性指标 RI =0.89 ,

则一致性指标 CI =
λmax -n
n-1

=0.06 , 随机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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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比例 CR =CI
RI
=0.07<0.10 , 通过一致性检

验 , 说明指标设定符合要求 。特征向量 W =

(w1 , w2 , w3 , w4) =(0.45 , 0.22 , 0.20 ,

0.13), 就是 4个一级指标之间相对于总目标

的权重 。
表 3　平均随机一致性检验表

矩阵阶数 3 4 5 6 7 8 9 10 11

RI 的值 0.58 0.89 1.12 1.26 1.36 1.41 1.46 1.49 1.52

　　在失地农民就业评价体系的 4个子系统

中 , 社会因素占据主导地位 , 其次是制度因

素 、 个人因素和市场因素 。专家们认为解决失

地农民就业的关键是提高我国的工业化水平 ,

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 ,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其次才是落实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政策 , 完善

土地补偿政策 ,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再次是转

变思想观念 , 提高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 , 培训

业务技能 , 动用各种社会资源等。只有这些策

略联合使用 , 主次分明 , 重点突出 , 失地农民

就业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2.计算二级指标层的特征向量并进行一

致性检验

(1)个人因素中二级指标权重的测算。个

人因素中的二级指标矩阵见表 4。计算方法同

上 , 求得 W1 = (0.33 , 0.23 , 0.17 , 0.16 ,

0.12), AW1 = (1.73 , 1.24 , 0.90 , 0.82 ,

0.61), λw = (5.30 , 5.37 , 5.32 , 5.19 ,

5.19), 计算判断 B1-C1的最大特征根λmax =

5.24 , 由于 n=5 , 查表可得 RI=1.12 , 则 CI

=0.06 , CR=0.05<0.10 , 通过一致性检验 。

由此可知 , 在个人因素的子系统中 , 最重要的

指标是失地农民的技能专长和文化素质 , 其次

是思想观念和社会关系 , 最后是个人经历。这

个评价结果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 。根据 2008

年北京师范大学 “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

课题组对北京地区失地农民开展的社会调查发

现 , 360名失地农民中 ,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

的比例为 55.0%, 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比

例为 30%, 大专文化程度的比例为 8.1%, 本

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 6.9%。这种学历

结构说明失地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 , 技能单

一 , 缺乏非农产业从业技能 , 使得失地农民难

以适应企业尤其是工业化程度较高企业的用工

需求 。因此 , 解决失地农民就业的突破口应该

放在失地农民的业务技能 、文化素质和思想观

念等因素上 。

(2)社会因素中二级指标权重的测算 。社

会因素中的二级指标矩阵见表 4。计算方法同

上 , 求得 W2 = (0.41 , 0.27 , 0.17 , 0.15),

AW2 = (1.71 , 1.10 , 0.69 , 0.59), λw =

(4.11 , 4.08 , 4.04 , 4.05), 计算判断 B2-C2

的最大特征根λmax =4.07 , 由于 n=4 , 查表可

得 RI=0.89 , 则 CI=0.02 , CR=0.02<0.10 ,

通过一致性检验。由此可知 , 在社会因素中 ,

最重要的影响指标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 其

次是工业化水平 , 再次是传统的生产方式等因

素 。这个结果说明 , 运用社会保障政策可以调

节和缓解失地农民的就业压力。在促进就业的

前提下 , 辅之以必要的社会保障手段 , 遵循

“以土地换保障” 的原则 , 帮助一部分不适应

城市市场竞争的失地农民 , 尤其是失地农民中

年龄较大 、 文化较低的就业特困群体是一项重

要的政策选择。

(3)制度因素中二级指标权重的测算 。制

度因素中的二级指标矩阵见表 4。计算方法同

上 , 求得 W3 = (0.38 , 0.25 , 0.22 , 0.15),

AW3 = (1.58 , 1.01 , 0.90 , 0.61), λw =

(4.12 , 4.12 , 4.08 , 4.07), 计算判断 B3-C3

的最大特征根λmax =4.10 , 由于 n=4 , 查表可

得 RI=0.89 , 则 CI=0.03 , CR=0.04<0.10 ,

通过一致性检验。由此可知 , 在制度因素中 ,

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 , 使得失去土地的农

民对其身份转变难以适应 , 严重制约着失地农

民就业 。作为第二权重指标的就业安置政策是

提升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 , 扩大失地农民的就

业机会 , 解决失地农民就业的重要因素。作为

第三权重指标的土地补偿政策具有不可忽视的

功能。然而 , 目前我国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非

常低。作者对北京房山区高教园区周边的失地

农民开展调研发现 , 失地劳动力的补偿标准为

每人1.5 万元 , 60岁以上的失地老人补偿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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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500元。补偿费用是一部分失地农民进行自

主创业的基础 , 补偿标准过低使得许多失地农

民创业之路很难实现 , 损害失地农民的积极

性。因此 ,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改革土地补偿

政策是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制度突破口 。

(4)市场因素中二级指标权重的测算。市

场因素中的二级指标矩阵见表 4。计算方法同

上 , 求得 W4 = (0.49 , 0.30 , 0.20), AW =

(1.55 , 0.94 , 0.62), λw = (3.15 , 3.10 ,

3.06), 计算判断 B4-C4的最大特征根λmax =

3.10 , 由于 n=3 , 查表可得 RI=0.58 , 则 CI

=0.05。CR=0.09<0.10 , 通过一致性检验 。

由此可知 , 在市场因素中 , 就业信息反馈渠道

是否顺畅是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最大因素 , 其

次是失地农民的就业市场和就业中介机构。在

目前城市劳动力供需矛盾加剧的情况下 , 建立

劳动力市场和失地农民之间的双向沟通网络显

得尤为重要。因此 , 各级政府要多方采取措

施 , 增加投入 , 加强城乡沟通的劳动力市场硬

件 、软件建设 , 特别要明确相关部门在就业信

息收集 、传送 、 接收 、 反馈等环节中的职责和

权力 , 创造有利于失地农民就业的机制和环

境 。具体的组织形式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失地农

民就业中介组织 , 以避免失地农民就业信息不

灵 , 盲目性大等不利局面。在有条件的地方 ,

可以成立创业服务机构 , 负责对创业的管理与

服务 , 提供有利于创业的大环境 。创业服务机

构可以与当地的培训与企业咨询机构 、行业协

会建立密切的联系 , 通过聘请的方式 , 提供咨

询服务 。

表 4　二级指标相对权重矩阵
个人因素 社会因素

B1 C11 C12 C13 C14 C15 W1 B2 C21 C22 C23 C24 W2

C11 1 2.05 2.42 1.91 1.87 0.33 C21 1 2.15 2.31 2.18 0.41

C12 1 2.05 1 1.96 2.15 1.53 0.23 C22 1 2.15 1 2.00 2.00 0.27

C13 1 2.42 1 1.96 1 1.79 1.69 0.17 C23 1 2.31 1 2 1 1.38 0.17

C14 1 1.91 1 2.15 1 1.79 1 2.46 0.16 C24 1 2.18 1 2 1 1.38 1 0.15

C15 1 1.87 1 1.53 1 1.69 1 2.46 1 0.12

制度因素 市场因素

B3 C31 C32 C33 C34 W3 B4 C41 C42 C43 W4

C31 1 2.03 1.94 1.79 0.38 C41 1 2.27 1.81 0.49

C32 1 2.03 1 1.42 1.77 0.25 C42 1 2.27 1 2.08 0.30

C33 1 1.94 1 1.42 1 2.06 0.22 C43 1 1.81 1 2.08 1 0.20

C34 1 1.79 1 1.77 1 2.06 1 0.15

　　3.计算每个指标相对总目标的相对权重

根据以上层次单排序的计算结果 , 可以计

算得到层次总排序 , 层次总排序见表 5。对总

体排序进行一致性检验:

一致性指标:CI=∑
n

i
B iCI i =0.45×0.06+

0.22×0.02+0.2×0.03+0.13×0.05=0.04

平均随机一次性指标:RI=∑
n

i
B iRIi =0.45

×1.12+0.22×0.89+0.2×0.89+0.13×0.58

=0.95

随机一次性比例:CR=
CI
RI
=0.04 0.95=

0.05<0.10。

因此 , 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

的方法来计算失地农民就业评价体系各指标的

相对权重 , 经过测算和检验 , 层次总排序的结

　　　 表 5　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排序 二级指标 权重 排序

C11 0.33 4 C21 0.41 2

C12 0.23 8 C22 0.27 6

C13 0.17 11 C23 0.17 12

C14 0.16 13 C24 0.15 14

C15 0.12 16 C41 0.49 1

C31 0.38 3 C42 0.30 5

C32 0.25 7 C43 0.20 10

C33 0.22 9

C34 0.15 15

果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 即计算结果是合理的 。

根据以上分析方法的计算结果可以得出影响失

地农民就业的因素排序 。按照从重要到不重要

的顺序具体排序为:获得就业信息渠道 、 社会

保障体系 、 城乡二元结构 、 技能专长 、就业市

场 、工业化水平 、 就业安置政策 、 文化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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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补偿政策 、 就业中介机构 、思想观念 、 传

统生产方式 、社会关系 、 经济环境 、 教育政

策 、 经历 。

三 、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 采用

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我国失地农民就业的

影响因素进行打分和测算 , 确定影响失地农民

就业的关键因素 。在第一阶段 , 确定调查对象

和咨询专家 , 对专家问卷进行修改完善 , 由专

家对各项指标打分 , 确定各项指标的影响程

度。第二阶段 , 通过对专家打分数据的收集 ,

建立数学模型 , 求出各级指标的特征根和特征

向量 , 然后进行一致性检验 , 确定影响失地农

民就业的评价体系和各指标的影响程度 。

基于以上研究 , 对于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

问题 , 本文提出几点建议:第一 , 完善就业市

场 , 促进就业信息的传递 , 确保就业信息渠道

的畅通无阻。近期 , 北京师范大学 “实施扩大

就业的发展战略研究” 课题组对北京海淀区 、

朝阳区 、 丰台区 、 石景山区 、 昌平区 、 大兴

区 、顺义区 、 通州区 、 门头沟区 、 房山区的

367户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中也发现 , “就业

信息不通畅” 是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一个主要

因素 。北京地区失地农民入户调查的结果也印

证了本研究的结论。因此 , 我们应该重视区域

就业市场的建设 , 加强失地农民就业信息的采

集与传递。第二 , 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

系 , 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失地农民的

社会保障体系应纳入城市居民的就业保障体

系 , 构建和完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建

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 实现二元经济向一

体化的现代经济转变 , 统筹城乡发展。第三 ,

加强对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 、职业培训和创业

教育 , 挖掘和发挥失地农民的创造力 , 提高他

们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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