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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土地征用规模不断扩大，由此导致失地农

民数量急剧增长，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成为急需解决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就业选

择为切入点，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在对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失地农民进行

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失地农民就业选择的原因、动机和倾向，关注其征地前后职

业分布的变化、就业地点的权衡以及就业倾向，力图比较全面地展示失地农民就

业选择时的主动性。 

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1.自我雇佣成为失地农民就业的首选方式。该领域存在着年龄差异，年轻的

被访者倾向从事技术含量较高领域；年长的被访者选择进入成本较低、技术要求

较低的领域。以前的从业经验促使失地农民选择继续从事该行业。 

2.失地农民表现出明显的就近就业偏好。他们或以照顾家庭为目的，或以从

业后便于开展工作为原则，或从自身条件工作性质考虑，或对比本地与外地工作

的成本与收益，做出了在他们看来合乎实际的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就近就业倾向。 

3.失地农民的就业选择受自身文化程度制约明显。文化程度高的失地农民受

条件限制小，择业范围较广，倾向于首先考虑工资多少和个人兴趣。 

4.就业倾向表现出性别差异。男性失地农民的就业优先倾向、创业取向和工

作取向的比例均高于女性，这也是工资具有性别差异、男性掌握家庭主导权的条

件下失地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 

本文的特色是：弥补了已有文献研究失地农民就业主动性的不足，将定性研

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综合研究职业分布、就业地点和就业倾向三个方面。在

借鉴“农民失地——弱势地位——就业难——政策扶持——被动接受政策”的传

统模式后，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反映出失地农民在寻找合适工作、实现就业

转变和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时积极主动的一面，体现出他们以家庭为单

位考虑就业问题，在权衡个人偏好、自身素质、工作性质、今后前景、报酬收入

和当地环境等方面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依据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引导自雇佣者

差异化经营、规范招工制度、与当地工厂合作、重视第三产业就业和失地农民职

业技能及人生规划培训等政策建议，具有较好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失地农民；就业选择；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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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scale of land 
acquisition is increasingly extending, as a result, the amount of land-lost peasants 
increases and the problem of land-lost peasants’ employment has become a hot topic 
to be discussed. Guided by Coleman’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ield interview were conducted among the land-lost 
peasants in Tong’an Industrial District in Xiamen, this paper takes the employment 
choices as the sticking point, discusses the reason, motives and trend of  land-lost 
peasants employment, take into account of the changes of their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their job location and employment trend, attempting to reveal the 
initiative of the land-lost peasants in terms of their employment.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paper are as follows: 

1.Self-employment has become the preferred solution for land-lost peasants. Age 
differentiation exists in this field, younger interviewee tend to employ themselves in 
comparatively skill-requiring fields, while with age growing, elder interviewee tend to 
enter the fields with comparatively lower cost, less skill requirement. 

2.Obvious employment preferences of land-lost peasants’ employment are shown. 
Resulting from either the purpose of taking care of their family, or the convenience of 
working, 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mselves to the job, or 
comparing the cost and benefit between working within and outside of their original 
place, the land-lost peasants have made realistic decision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situation from their thought and shown obvious employment preferences.  

3.Land-lost peasants’ employment choices are obviously limited by their own 
education. The peasants who have got better education have less limitation and wider 
range of choices of employment, and tend to take salary and their interest as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4.The trend of employment differentiates in gender. Male Land-lost peasants’ 
inclination of employment and carving out their own business tend to be higher than 
female, which might attributes to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salary and male’s dominant  
position in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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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镇规模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和

工业区增加，导致大量的城郊和农村地区的集体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急剧增加。

据统计，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在 4000 万人左右，而且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进程，每年还要征用 250－300 万亩耕地，因此每年还将新增 250 万以上的失

地农民（余向平等，2004）。 

农民失去耕地后，极易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边缘群体，

生存受到极大威胁，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从职业技能看，失地农民在征地前一般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方式，非

农职业技能较为缺乏。失地之后顺利实现职业转换较为困难。二、从职业稳定性

来看，失地农民自谋职业率低、计划内安置率低，而且即使对已经安置就业的失

地农民来说，由于他们的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低于正式职工，所以常常被列为首

批精简对象。由于工作稳定性差，缺乏持续的收入来源，使得生活很难得到保证。

三、从生活开支看，失地农民生活消费支出明显增大。征地之前，剩余农产品可

供家庭消费，而征地之后全部食物均需花钱购买。部分农户搬进楼房，取暖费、

水费、物业费等以前不曾考虑的支出都成为必要的开支。失地农民就业难、生活

成本增大和收入不稳定严重影响其生存，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潜在因素。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以人

均耕地面积 0.3 亩以下农户为主要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失地农民迫切希望政

府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天津有 54%的农户表示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的是就业

问题；河北迁安、高碑店市的失地农户，有 80%以上就业困难；河南漯河市源汇

区和孟津县的失地农户中赋闲在家的劳动力所占比重则分别高达 43.5%和

47.8%；广东约有四成的调查户耕地被征用后的收入减少，有 8%的劳动力找不

到工作赋闲在家；陕西失地农村劳动力只有 38%找到了工作。接受调查的失地农

民普遍认为失业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盼望政府能够在劳动就业方面帮助他们

（毛峰，2004）。福建省农调队的调查显示，失地农民中有近四成的劳动力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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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半失业状态①。 

在此形势下，失地农民的安置以及就业问题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各地相继出台各种政策和措施，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探索安置模式，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虽然货币安置、社保安置、居住安置等方式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维

持失地农民的生计，但是从长远来看，就业是失地农民最大的保障。在征地改变

失地农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心理认同（由农民变为市民）的背景下，其再就

业不仅有可能使他们获得比较稳定的收入，而且有助于心理调适，帮助他们适应

新的生活方式，尽快实现身份转变，有利于社会稳定。 

由此可见，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是关系到失地农民维持生计，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问题，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有利于社会稳定、巩固农村城市化和工业

化的成果，也能避免出现“食利阶层”而导致的负面影响。 

本文以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为例，研究失地农民的就业选择。本文选题主

要基于如下考虑：征地所导致社会变迁对失地农民带来重大影响，从失地农民的

角度理解就业问题，可以体现他们在就业时的主动性，能够揭示失地农民在就业

过程中的理性选择，突出主动性，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着重探讨农民在失

去土地之后，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他们的就业决策，失地农民在就业选择时出于

何种动机和原因，如何考虑各种因素，在就业选择时表现出哪些倾向，不同特征

的失地农民在就业选择时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笔者把焦点集中于失地农民征

地之前的就业状况、现在的就业状况、就业地点及就业倾向选择四个方面的内容，

力图较好地反映农民失地后的生存状态、影响就业选择的因素及失地农民就业选

择的群体差异。在此基础上对促进失地农民就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2  理论视角 

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相互重合交叉发展的结果，其诞生

也说明当今社会科学的研究呈跨学科态势。理性选择理论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

设，但广泛应用于经济学以外的领域，它作为对主流社会学理论的反思和扬弃，

在经验研究领域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冯学兰，2007）。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的核心观点是人以理性的行动，以满足自己的偏好，并使效用最
                                                        
① 中国农村研究网，http://www.ccrs.org.cn/article_view.asp?ID=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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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周鸿，2003）。科尔曼作为这一理论的权威人物，借鉴了经济学等相关学

科，在“理性人”假设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试图整合社会学理论的宏观

主义与微观主义取向，努力从微观理论的分析上升到宏观理论的研究，提出了社

会理论研究与发展的新方向，1990 年出版的巨著——《社会理论的基础》则标

志着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正式确立（董明，2004）。在科尔曼看来，“社会科学

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解释个人行为”（科尔曼，1990，p2）。 

1．经济学基础： 

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假设占据了主流地位。亚当·斯密认为人

的理性就在于他能够在对各种利益的比较中选择最大的利益，以最小的代价实现

自身最大的需要。他同时指出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是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的，运

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实现个人选择的最优组合，从而实现个人选择与

社会选择的有机结合，进而使整个社会富裕起来。新古典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古

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他们认为，个体行动是理性的；个体可以获得足够的、

有关周围环境的各种信息；可以根据所获得的各方面的信息，进行理性地计算和

分析，从而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选择决策方案，以获得最大效用（高连克，

2005）。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借鉴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完全信息假定等合理性观

点，以“理性”这一概念为基础，解释广义上具有目的性的行动，行动者依据最

大限度地获取效益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当然，这里

的“理性”与“效益”并不局限于狭窄的经济含义,“理性人”假设也不同与“经

济人”假设（周鸿，2003）。 

2．方法论基础： 

理性选择理论并不是一种解释行动理论，而是解释和说明社会系统与经济系

统之间功能发挥的理论。科尔曼指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系统行动。

在他看来，社会学史上主要有两种解释模式，即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解释方法。

整体主义方法论侧重于对不同系统的同一行为进行样本分析或是对一个系统在

某个特定时期内不同行为进行分析，因而忽视了系统的内部层次，特别是忽视了

个人行动层次而缺乏解释力。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体

行为）来解释系统行为，它可以根据所要解答的具体问题来选择令人满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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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高连克，2005）。所以，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系统，但方法论

却应该是个体主义，科尔曼称之为“系统行动的内部分析”（科尔曼，1990，p3）。 

3．社会学交换论基础：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受到霍曼斯、布劳的交换

理论以及纳什的博弈论影响。这些理论不仅注重经验分析和逻辑分析的统一，而

且还注重从人与人的交换中分析社会系统和社会整合，强调个人行动是社会行动

的基础，通过个人能动性的社会行动可以形成整个社会行动。这有助于对个体社

会行动和宏观社会现象做出解释（高连克，2005）。 

可以看出与科尔曼侧重宏观－微观联系的主旨相适应，其理论概念主要在两

个分析层次上展开：一个是基本行动层次，另一个是系统行动层次。在科尔曼看

来，基本行动是指两个行动者相互依赖的行动，与这一层次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是：

行动者、资源、行动者的利益、简单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等）。

系统行动包括三方或更多的行动者，与此联系的基本概念有：复杂关系（如权威

结构、信任结构）、社会规范和社会资本、法人行动（杨善华、谢立中，2006）。 

科尔曼认为，行动系统包括行动者、资源和利益等三个基本元素。行动者就

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具有目的性的理性人”，他们都有一定的利益偏好，从事着

各种经济社会行动，并且都试图控制能满足自己利益的资源。“行动者和资源之

间是控制关系与利益关系”（科尔曼，1990，p27）。资源的种类也有很多，包括

财富、事件、物品、信息、技能、情感等。资源是行动者进行行动的条件及保证,

它们也可以划分成三种类型：私人物品、事件和某些专长，这些资源具有“可分

割性、可转让性、可保留性、即时交付性和无外在性等性质”（科尔曼，1990，

p34）。而利益则由一定需要与偏好构成，它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以及社会的需要

与偏好。在行动系统中，行动者与资源之间的关系是控制关系与利益关系，一般

情况下，行动者并不能控制满足自身利益的所有资源，许多资源是由其他人控制

着；同样，行动者也控制着其他人所需要的某些资源。因此，两个以及两个以上

的行动者就可以交换资源，以此来满足各自的利益，这样便产生了人际互动（高

连克，2005）。 

我们在运用理性选择理论解释失地农民的就业选择时，应该注意几点： 

1．征地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身份认同（张友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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