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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
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影响

——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

于 米

（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6）

【摘 要】女性农民工已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力量，体面劳动是一种有尊严的、和谐的劳动，是一

种新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劳动观。研究女性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体面劳动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与管理意义。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验证人力资本与

社会资本对于体面劳动的双重作用路径，同时验证心理资本的正向调节作用，旨在引起社会对女性农民

工体面劳动的关注，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实现，为丰富体面劳动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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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99年6月，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首次提出了“体面的劳动”新概念，明确指出：所谓“体面的劳

动”意味着生产性的劳动，包括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充分的社会保护和足够的

工作岗位。为了保证“体面劳动”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从整体上平衡而统一地推进“促进工

作中的权利”、“就业”、“社会保护”、“社会对话”等四个目标。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通过促进就业、

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开展政府、企业组织和工会三方的协商对话，保证广大劳动

者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2013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

座谈时再次对“体面劳动”进行了阐述，他强调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

面发展。

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主体，为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保障。但是在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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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结构中，对农民工（尤其女性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保障缺失严重，社会福利不尽完善，社会保障法

制性不强，使得农民工的体面劳动难以实现。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同时又是我国产业工人的有机

组成部分，我国女性劳动者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权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我们也应

当清醒地看到，由于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男女不平等的封建思想尚未完全消除，女性

尤其是具有农民工这种弱势群体身份的女性劳动者就业更难，劳动权益保障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尤

为显著，实现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任务紧迫而艰巨。想要突破这一难题，找到实现女性共享体

面劳动的影响因素以及关键作用路径则成为重中之重。［1-2］但截至目前，还鲜有学者对女性农民工这

一弱势群体加以关注，同时缺少将体面劳动作为一个整合框架来考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的作

用路径。

因此，如何衡量女性农民工的体面劳动现状，研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女性农民工的影响和

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女性农民工的体面劳动、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

用机制构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体面劳动”的路径模型，以期研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体面劳

动的双重作用机制，为女性农民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出可操作化建议。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

1. 体面劳动

国际劳工组织给出的官方定义是“体面劳动是指男女在自由、公平、安全和具备人格尊严的条件

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工作机会。”换句话说，就是劳动者在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和

充分的社会保障的工作岗位从事生产性的劳动。体面劳动的提出旨在通过促进就业加强社会保障，

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开展政府、企业组织和工会三方的协商对话，保证广大劳动者在自由、公正、安

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该领域的学者们主要是从自由、公平、安全、生产性工作这几个角度来理

解体面劳动的。

为了使相关概念便于理解和被接受，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体面劳动内涵的解读和拓展方面。

随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体面劳动进行了维度的划分，包括四维度、六维度以及七维度论。七维

度的各项指标分别为劳动力市场保障、就业保障、工作保障、劳动保障、再生产技能保障、收入保障、

代表权保障。其中，劳动力市场保障是指充分的、获得合理收入的工作的机会；就业保障是指保护员

工免受不合理的解雇；工作保障是指在组织内部担任相对合适的职位并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劳动保

障是指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再生产技能保障是指拥有训练、见习或受教育的机会，从而能够形成

或是重塑工作所需的技能；收入保障是指充足的、合适的收入保证；而代表权保障则是指任何个人或

是团队均有权利选择某一团体代表他们和组织就利益方面的问题进行谈判。

以往对体面劳动的研究多集中于政府与经济等宏观视角，鲜有考虑个人感知层面的微观研究，

而个人对体面劳动的感知往往决定了其对劳动关系质量的评价。［3］考虑研究的适用性和成熟性，本

文决定借鉴Bonnet与Standing等人在个体层面的研究，将体面劳动视为“员工在就业、劳动、收入、工

作、技能培训及代表权等六个方面均得到高度保障”，并将个体在这六方面得到保障的程度定义为体

面劳动水平。［3］

2.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体面劳动的关系

目前体面劳动影响因素研究集中在宏观经济层面以及中观组织层面，前者主要探讨全球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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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对各国体面劳动水平的影响；后者主要探究组织特征和企业体面劳动水平之间的关系，而较少有

学者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两个角度作为体面劳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量化指标，用人力资本来测量和反映劳动者的能力差异。人力资本理论

最早出现在经济学中，强调人的能力之所以有所差异，主要是由于凝结在身上的知识和技能所反映

出来的能力有所不同，因此人力资本三大要素是指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3］人力资本的投

资是一种影响未来货币和消费的投资，当预期效用大于当前支出所带来的效用时，人们便会进行这

项投资。［4］可见，人力资本是与人力资源密切相关的概念，表现为劳动者的质量或其技术知识、工作

能力的资本，是影响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一大重要影响因素。这里针对女性农民工群体，选择基

础性人力资本与拓展性人力资本的分类作为人力资本的维度进行研究。

社会资本实质上就是指劳动者的社会网络关系，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以一定的文化作

为内在的行为规范，通过人际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所带来的潜在社会资源。［5］社会资本

存在于人们的交往中，体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只有当它被行为者调动和利用时才会成为一种能

量和资源，发挥资本在实践中的作用，成为一种现实的资本，从而影响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收入、劳动

权益以及话语权。［6］对于社会资本，采用本地户口亲朋、外地户口亲朋以及过年过节相互拜年的人数

进行测量，体现个人动员或动用嵌入个人关系网络中的所有社会资源的能力。

由于女性的天然弱势群体特征的存在，对农民工群体的综合性研究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女性农

民工群体，因此，本文将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对我国目前女性农民工群体的体面劳动现状进行剖析，从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路径来探究女性农民工群体体面劳动的影响因素，构建中国情境下女性农

民工群体的影响因素双轨模型，为保障女性农民工共享体面劳动权益提出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科

学、合理、高效、切实可行的措施，从而有效促进女性农民工就业，消除性别歧视，切实保护女性农民

工的各项劳动权益。提出假设如下：

H1：人力资本对体面劳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社会资本对体面劳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

国外学者发现心理资本整体概念或单独要素促进了个体的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领导效能、政

治成功、工作绩效，降低了个体的工作压力感，增强了下属的乐观性、留职倾向与工作满意度，推动了

组织变革的有效性，提升了组织的韧性、盈利水平与公司绩效。［7-11］有学者已经在组织情景中探讨了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的相互关系及影响效应。Dokko研究了个体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

工作绩效的影响。［12］Luthans与Youssef从理论上辨别了心理资本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认为

心理资本能给组织带来竞争优势。［13］Larson与Luthans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心理资本相对人力资本和

社会资本对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的影响具有增量效应。［14］由于体面劳动代表了员工在就业、劳动、

收入、工作、技能培训及代表权等方面得到的保障，与工作绩效、满意度等息息相关，因此可以假设，

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丰富时，员工具有较高的心理资本，会提高其体面劳动的感知，发挥调节作

用。提出假设如下：

H3：随着心理资本的增加，人力资本对体面劳动的正向作用增强。

H4：随着心理资本的增加，社会资本对体面劳动的正向作用增强。

尽管上述研究涉及三类资本对体面劳动整体或部分的影响，但鲜有整合框架的实证研究，也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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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对三者关系的深入探索。作为对体面劳动解释的个体视角，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总体

上对其有多大的解释力度?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对体面劳动的影响效应有何差异，调节因

素又有哪些? 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将为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情景下重视雇员的人力资本、社

会资本与心理资本提供证据。为此，本文在一个整合框架内思考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对

体面劳动的影响及其调节因素。

理论框架如下图所示：

图1 研究理论框架

三、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1. 研究设计

研究对象选取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企业中的女性农民工。在地域和企业

上，选取东北沿海城市大连各企业，企业类型囊括了国有企业（50%）、外企（20%）与民企（30%），因此

在样本上更具有可比性。企业规模多在500人以上。针对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部分，本文采取简

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共394份，收回有效问卷37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2%。在有效样

本中，女性农民工最小年龄为20岁，最大为54岁，平均年龄42岁。学历最低为高中，最高为大学本

科。其中，中专以下学历占比 90%，大专学历占比 7%，本科以上学历占比 3%。工作年限最低为半

年，最高为12年，平均5年。

2. 测量工具

（1）体面劳动。本研究采用国内学者丁越兰、周莉的量表，［15］运用工作权益体面感、工资收入体

面感、工作氛围体面感、企业形象体面感、工作时间体面感、工会维权体面感等6因素进行测量，共计

30个题项，题项包括“我享有法定的住房公积金或一定的住房补贴”、“劳动合同清楚界定了企业与我

的权利和义务”等，总体Cronbach’s a值为0.91。
（2）人力资本。客观衡量指标有学历、工作年限等。主观衡量方法收集被试知识、技能等评价性

信息。本研究采用5个项目来衡量女性农民工的人力资本。采用Likert式五点量表，题项包括“与同事

相比，我的工作经验更丰富”、“与同事相比，我具有较高的技能水平”等，总体Cronbach’s a值为0.87。
（3）社会资本。目前对于社会资本有几种测量方法。根据研究主题，划定关系范畴，然后衡量各

关系的质量，从同事关系、领导关系、外部关系三方面进行衡量并综合纳入关系强度、网络数量等概

念内涵。共计有14个测量项目，题项包括“在同事中，我的朋友非常多”、“我的上司很信任我”等，总

体Cronbach’s a值为0.83。
（4）心理资本。本研究采用柯江林开发的中国本土心理资本简短版本问卷，［16］事务型心理资本

包括自信勇敢、乐观希望、奋发进取与坚韧顽强等4个维度，人际型心理资本包括包容宽恕、尊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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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谦虚诚稳与感恩奉献等 4个维度，每个维度涵盖 5个测量项目，共计 40个测量项目，总体Cron⁃
bach’s a值为0.92。

运用AMOS7.0软件对于上述变量理论模型进行拟合度分析，所得的拟合指数包括CFI=0.975，
RMSEA=0.044，χ2 /df=3.16。各项指标表明采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各题项都是相应维度

的有效指标。

3.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利用SPSS22.0对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果：女性农民工的健康状况

良好；受教育程度多为初中、中专及以下学历，水平普遍较低，占比约90%；进城务工的年限多在9年
以上，占比90.1%；在工作单位中大多从事一般员工的职务；工资收入集中在2 000~3 000元的区间；

基本不具备技能或资格证书。本地户口亲朋与外地户口亲朋的数量均为6个以上，占比约87%；过

年过节的时候，给您拜年（或您给他人拜年）的数量为6个以上，占比约93.8%。

问卷采用Likert五点量表，总体而言，女性农民工的基础性人力资本（包括年龄、健康程度等）以

及拓展性人力资本（包括技能数量等）均值均在中等水平（3分）以下，总的人力资本均值为2.61，水平

较低；社会资本的均值为3.44，处于一般水平以上；心理资本的均值为3.86，处于一般水平以上。表

明女性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较之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水平稍低，其在技能数量和资格证书等拓展性人

力资本上的积累有待加强。［6］［17-18］

此外，对于体面劳动的统计看出，女性农民工的体面劳动感知程度基本处于一般水平（均值为

2.95），其中在企业提供培训、法定住房公积金、工作时长、加班时间、体检等方面均处于较低水平（均

值低于3）。
4. 研究假设的检验

（1）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与相关性如表1所示。企业规模为控制变量。因学历、年龄等与人力资本

内涵重叠，故不再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均值、标准差无异常之处。企业规模与三类资本相关系数

不显著，只与体面劳动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中女性农民工的体面劳动感知高于

规模较小的企业。三类资本之间显著相关，说明存在相互影响关系。［19-20］其次，三类资本均对体面劳

动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假设得到初步支持。

（2）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体面劳动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模型1~4小于临界值10，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可以接受回归分

析的结果。在模型 1中，企业规

模没有对体面劳动产生显著效

应。模型 2中，放入了自变量人

力资本，β值为 0.298（p<0.001），

假设H1得到支持。模型 3显示，

社会资本对体面劳动影响的回归

系数为0.394（p<0.001），因此假设

H2也成立。模型 4相对于模型 3
的△R2为0.095（p<0.001），说明社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

企业规模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心理资本

体面劳动

均值

0.37
2.61
3.44
3.86
2.95

标准差

0.48
0.97
0.68
0.51
0.60

1

0.04
0.35
0.15
0.33*

2

0.36**

0.41**

0.37**

3

0.64**

0.47**

4

0.75**

注：*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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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具有显著

的增量效应。在控制了企业规模

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对体面劳动

的解释力度为 8.3%，社会资本的

解释力度为 13.9%，二者共同的

解释力度为23.5%。

（3）心理资本在体面劳动影

响中的调节作用

表 3显示了调节作用的检验

结果。为避免高度共线性，在交

互项中对自变量与调节变量进行

了去中心化的处理，然后进行相

乘。其中，模型 7至模型 9的VIF
值均小于临界值 10，说明模型不

存在严重的共线性，结果可以被

接受。具体而言，模型 9相对于

模型 8具有显著的增量效应。人

力资本与心理资本交互项的β系
数为 0.176（p<0.05），社会资本与

心理资本交互项的β系数为0.231
（p<0.05），这表明心理资本对人

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影响体面劳动

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假设H3、
H4得到了验证。从系数上来看，

心理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比对

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大。

（4）t检验与方差分析

除了验证上述假设之外，对

基本信息的各组数据进行了独立

样本 t检验和单因素简单方差分

析，结果发现：

不同企业性质中，女性农民

工的体面劳动感知水平不同。国

企与外企女性农民工的体面劳动

感知显著高于民企；国企与外企女性农民工的体面劳动感知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与国企外企的品

牌与规模效应有关，也一定程度反映了民企在劳动关系建设上仍存在许多改进之处。

收入在“2 000~3 000元”区间与收入“3 000元以上”的女性农民工在体面劳动感知上与其他各收

表2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体面劳动影响的回归分析

变量

常数项

企业规模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R2

Adjusted R2

F检验

△R2

F检验

模型1
4.588***

0.033

0.002
-0.002
0.267
0.002
0.267

模型2
3.756***

0.087
0.298***

0.083
0.076

10.124***

0.084
19.899***

模型3
3.041***

0.123

0.394***

0.139
0.134

18.753***

0.145
32.231***

模型4
2.791***

0.144**

0.193**

0.336***

0.235
0.166

15.732***

0.095
24.754***

注：表中的回归系数为标准化值。模型2和模型3的△R2计算以模型

1为基础；模型4的△R2计算以模型2为基础。*p<0.05，**p<0.01，***p<0.001。
表3 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检验

变量

常数项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自变量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心理资本

交互项

人力资本×心理资本

社会资本×心理资本

R2

Adjusted R2

F检验

△R2

F检验

模型7
4.591***

0.035

0.002 1
-0.004
0.268
0.002
0.661

模型8
1.587***

0.165*

0.158*

0.169*

0.233***

0.234
0.226

12.389***

0.254
15.912***

模型9
1.823***

0.153

0.144*

0.191*

0.000

0.176*

0.231*

0.273
0.258
8.834***

0.045
4.245***

注：表中的回归系数为标准化值。模型8的△R2计算以模型7为基础；

模型9的△R2计算以模型8为基础。*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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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组存在着显著差异。可见，工资收入水平不同，对于体面劳动感知的影响差异是显著的。

对于“没有技能和资格证书”的女性农民工，其体面劳动感知的水平显著低于“具有1个技能或

资格证书”及“具有2~3个技能或资格证书”的女性农民工，这说明掌握拓展性的人力资本（即相关的

技能与资格证书）是体面劳动感知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网络数量的题项中，外地户口亲朋数量在“6~10个”的女性农民工的体面劳动感知显著高于

数量在“1~2个”的受访者，同样地，过年过节相互拜年人数在“3~5个”的女性农民工的体面劳动感知

显著低于“6~10个”、“10个以上”的受访者。这说明社会资本中外地户口的亲朋以及过年过节相互

拜年人数显著影响了女性农民工的体面劳动感知。

通过对这些研究结果的讨论能够进一步认识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现状、重要性、发展规律及

其特征，更有针对性地从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方面提高女性农民工的体面劳动感知，促进企业和谐

劳动关系的构建与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1. 研究结论与启示

首先，证明了女性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体面劳动感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因此，在识别、区分体面劳动感知时应参照各个维度的具体指标，着重建立和加强。

其次，本研究还表明了女性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在创造企业价值中所发挥的重要作

用。女性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体面劳动感知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因此，通过识别、测量、

发展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提高女性农民工的体面劳动感知至关重要，这是政府及大多数企业急需

认识到的一点。

再次，验证了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资本正向调节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对体面劳动的影响作用，即当女性农民工具备较高的心理资本时，其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对其体面

劳动感知带来的正向促进作用也会增加。此外，心理资本对于社会资本与体面劳动之间关系的影响

更大，说明当女性农民工具有较高的自信、乐观坚韧的积极心理时，她们感知的由各个社会关系带来

的体面劳动也就更为强烈。因此，在企业中，为了提高女性农民工的体面劳动感知，应着力从人力资

本与社会资本的角度入手，创建相应的培训与人际关系环境，从而提高体面劳动感知水平，同时更要

重视关注培养女性农民工的积极心理能力与经验技能，有利于增强上述改进带来的积极效应。［21-23］

最后，探讨了女性农民工的体面劳动感知在工资收入、技能数量等维度上的显著性差异。目前

女性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尚低，应从社会与企业的角度加大对其技能的培训与资质认证，同时社

会资本中的网络关系是影响其体面劳动感知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建立企业内外部的网络社群提高

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增加体面劳动感知。［24-25］对于女性农民工自身而言，应通过有关途径增

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从而增强其体面劳动感知，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发展。

上述结论与建议丰富了体面劳动在个人层面的微观框架，利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

以及体面劳动感知体系的框架建立起四者之间关系的模型，为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实证研究开辟

了新路；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两个视角验证了对个人体面劳动感知的影响，对以往单纯从宏观的

政府、经济角度的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同时验证了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

体面劳动的影响进行了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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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建议

在现有的体面劳动研究中，无论是从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来看，该领域的研究还远未成熟和系

统化，今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体面劳动做进一步的研究。首先，考虑个体的隐性人力资本，尤其

技能型农民工掌握了大量的一线技能，这些知识技能是在实践中积累而来，而并非通过正式的教育，

决定了其人力资本的关键价值，因此对其隐性人力资本的测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也是具有挑战性的

工作。其次，对于社会资本的维度分类应该更为细致，从关系、地位等多个角度进行衡量。最后，人

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对体面劳动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和路径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如在组织

中，组织公平感知或组织支持感知等个人微观感知如何间接影响了体面劳动的感知是未来研究的方

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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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Female Migrants’Decent
Work：The Effects of the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YU Mi
（China Business Executives Academy，Dalian，Dalian Liaoning，116086，China）

Abstract：The female migrant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rce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
banization. The decent work is a kind of value of work with dignity and harmony，which is new developed
and suitable for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female migrants’decent work by surveys and statistics，and verifies the effects of the human capital and so⁃
cial capital，including the moderating factor of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rouse
the attention on the female migrants’decent work and facilitate the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which ha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enriching the decent work.
Key Words：Female Migrants，Human Capital，Social Capital，Psychological Capital，Dec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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