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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民工荒”视阈下的河北省中小企业用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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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但近

些年来却出现了新生代农民工“民工荒”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系统梳

理了国内外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民工荒”以及中小企业用工策略的研究综述，阐述了河北省新生

代农民工“民工荒”的现状，深入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民工荒”对河北省中小企业用工的影响，

对河北省中小企业用工策略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民工荒”视阈下的河北省

中小企业用工策略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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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规模

的农民工开始向城市流动寻找就业机会。在当今时

代，新生代农民工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而

新生代农民工在学历构成、求职倾向、职业发展前

景以及职业的薪酬福利等方面与老一代农民工有着

不同的特点，这便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流

动趋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进而导致某一区域、行业

甚至企业出现“民工荒”现象，对当地经济社会的

发展以及行业与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民

工荒”起源于东南沿海城市，现逐渐延伸到了中国

其他地区。目前在河北省，“民工荒”问题已成为制

约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对中

小企业的影响更为巨大。所以，如何吸引和留住新

生代农民工也就成为了提高河北省中小企业经济效

益，促进中小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民工荒”现状分析 

（一）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净流量估计 

“民工荒”的产生与劳动力流动问题息息相关，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指农村劳动力根据劳动力市场的

变化，在职业、产业和地区之间的流动。通过劳动

力流动，不仅可以达到劳动者追求更高收入的目的，

而且可以减少由技术变化引起的人力资源问题以及

因为经济结构变化引起的失业问题，使劳动力资源

得到合理的配置。本文对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净流

量的分析采用公式（1）计算，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在

第一产业中的流动量很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本

文假设第一产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净流量为零。 

L =( E +U - H )* r * g              （1） 

其中 L 表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净流量， E 表示

15-59 岁的河北省就业人员，U 表示 15-59 岁的河北

省失业人员， H 表示 15-59 岁的户籍人员， r 表示

农民工在第二、三产业中有工作能力的人中所占的

比例， g 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例。

本文估计的 2006-2012 年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净

流量的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2006—2012 年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净流量估计（万人，%）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就业人员 3609.99 3664.97 3725.66 3792.49 3865.14 3962.42 4085.74

失业人员 185.98 185.92 199.15 193.86 199.15 191.6 188.66

15-59 岁的户籍人员 4894.32 4892.71 4978.75 4970.83 5106.39 5041.89 5098.89

农民工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 55.12 55.12 55.13 55.12 55.13 55.14 55.14 

农民工的净流量 -604.09 -573 -579.67 -541.46 -573.16 -488.33 -453.47

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例 56 54 56 58 61 63 62 

新生代农民工的净流量 -338.29 -309.42 -324.61 -314.05 -349.62 -307.65 -281.15

数据来源：根据 2007-2013 年《河北省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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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的中小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对劳动

力的需求量很大，而从表 1 中可以看出，2006-2012
年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净流量一直处于负值，并

且几乎每年的新生代农民工净流出都达到 300 多万

人。而目前，河北省也面临着经济高速发展期，对

于劳动力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这就对河北省的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用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招工

难”现象也逐步在河北省内的中小企业界开始蔓延

并逐步扩大。 

（二）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估计 

新生代农民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只是近

几年的事情，不易直接找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数

据。但是国家对农民工的相关状况非常关注，因此

可以根据农民工的数据并结合历年来《中国统计年

鉴》和《河北省统计年鉴》的数据，采用合理算法

推测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进而估算出河北省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其具体的算法如下： 

                                                                       （2） 
                                                                
                                                               
    
                                                              （3） 
                                                               

                                                                       
 
其中， kc 是 k 年出生的农村人口数量； ktc 表示

k 年时的农村人口总数； krat 为 k 年的人口出生率；

itxcf 是指 i 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总数； itcf 是指 i 年时

的农民工总数； ia 表示 i 年 16-20 岁之间的农民工数

量占当年农民工总数的百分比例； ib 是指 i 年 20-30
岁之间的农民工数量占当年农民工总数的百分比

例。在上述公式的计算过程中，还存在一个缺点就

是在计算当年农村人口数量的时候没有去除非正常

死亡人口的数量，即假定在 1977-1980 年出生的农村

人口都能正常存活到现在，当然这与现实并不符合，

但是这部分非正常死亡人口毕竟只占总量的很少一

部分，对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因此在此不予考虑。 

由于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数据统计制度，较难获

取农民工数量的精确时间序列数据，因此本文对

16-20 岁以及 20-30 岁之间的农民工数量占当年农民

工总数的比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2007-2012 年河北省农民工相关数据估计(万人,%)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农民工总量 1208 1285 1310 1381 1441 1500 

外出农民工 643 702 727 767 793 821 

住户中外出农民工 511 559 579 614 629 651 

举家外出农民工 132 143 148 153 164 170 

本地农民工 565 583 583 614 648 679 

16-20 岁所占比例 7.10 6.80 6.60 6.40 6.10 6.30 

20-30 岁所占比例 31.90 31.90 32.30 32.6 32.50 32.70 

注：（1）上述有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业部等部门组织的较大规模调查，历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以及在

此基础上的合理的测算和预计。 

（2）表 2 中相关定义的解释：外出农民工是指在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 6 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本地农民工是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活动（包括本地非农务工和非农自营活动）6 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举家外出是指指农村劳动力及家人离开其原居住地，到所在乡镇区域以外的地区居住。 

对 1977-1979 年的人口出生率和总人口的测度

主要依据历年的《河北省统计年鉴》，但是缺乏其中

几年的人口出生率，本文在参考众多相关资料的基

础上，结合中国人口的发展实际以及已有的人口资

料，对数据进行了合理的补充和推算。1977-1979 年

河北省出生率与农村人口总数统计数据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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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77-1980 年河北省出生率与农村人口总数统计数据(万人，‰) 

 

 

 

 

 

      

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年鉴 2012》 

通过表 2 和表 3 中的基本数据，利用新生代农

民工劳动力数量的计算公式（2）和（3），可以估算

中国 2007-2012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其整理后的

历年数据如表 4 所示： 
表 4 2007-2012 年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总量数据(万人,%) 

年份 新生代农民工总数 占农民工总量的比例 

2007 395.74 32.76 

2008 421.87 32.83 

2009 453.13 34.59 

2010 510.14 36.94 

2011 556.23 38.60 

2012 593.26 39.63 

通过对表 4 进行观察可以得知，河北省新生代

农民工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大，从 2007
年的 395.74 万人到 2012 年的 593.26 万人，这是一

个质的突破，其年均增长率为 8.46%，这说明了新生

代农民工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并且占农民工总量的

比例也越来越大，从 2007 年的 32.76%到 2012 年

39.63%，其年均增长率为 3.9%。 

（三）河北省中小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用工缺口估计 

为了计算河北省中小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用工

缺口，本文通过对 2012 年河北省中小企业新生代农

民工的供给数量和需求数量进行测算，估算出 2012
年河北省中小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用工缺口。其计

算公式如（4）和（5）所示。 

iii dtxcfzxtxcfg *=                （4） 

iii ftxcfxzxtxcfx *=               （5） 
其中在公式（3）中， izxtxcfg 是第 i 年中小企业

新生代农民工的供给数量； itxcf 为第 i 年新生代农民

工的数量； id 代表第 i 年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小企业就

业数量的百分比例； izxtxcfx 是第 i 年中小企业新生

代农民工的需求数量； itxcfx 为第 i 年企业新生代农

民工的需求数量； if 代表第 i 年中小企业新生代农民

工的需求数量占企业新生代农民工需求数量的百分

比例。 
《中国中小企业统计年鉴 2012》的数据显示，

在中小企业内农民工的数量占到了企业全体员工数

量的 71.84%。根据 2012 年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的供

给数量 593.26 万人，需求数量 811.94 万人以及公式

（4）和公式（5），可以计算出河北省中小企业的新

生代农民工用工缺口，即： 
=− 20122012 zxtxcfxzxtxcfg 157.1 万人 

当前河北省经济平稳增长，未来新生代农民工

的需求也会随经济的发展增加，然而由于计划生育

以及就业观念等影响，每年新加入新生代农民工的

数量不足以弥补其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可以预测

未来河北省中小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缺口依然是存

在的，并且会呈现出逐年增大的趋势。 

二、河北省中小企业用工策略模型构建与实证

分析 

层次分析法(简称 AHP)是美国非常著名的运筹

学家萨蒂等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与

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准则决策方法。这一方法的特

点是在对复杂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以及内在

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之后，构建一个层次结构模型，

然后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把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

化，从而为求解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

杂决策问题提供一种简便的决策方法。本文对河北

省中小企业用工的多种策略选择采用层次分析法，

年份 农村人口总数 出生率 

1977 4473 19.62 

1978 4504 20.88 

1979 4516 19.86 

1980 4554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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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选出最佳路径。 

采用层次分析法先要把问题条理化，构造层次

结构模型，目标层为中小企业用工策略 A ，准则层

以及对应的指标层为薪酬制度 1B （薪酬水平 1C 、绩

效考核 2C 、奖金制度 3C ）、综合福利 2B （社会保险

4C 、岗位津贴 5C 、工伤问题 6C ）、人文关怀 3B （团

队关系 7C 、集体活动 8C 、教育培训 9C ）和就业环

境 4B（企业文化 10C 、发展前景 11C 、集体活动 12C ）。 
运用层次分析法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通过

调研，根据对专家进行咨询，确定各指标重要性系

数，最后计算出各评价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

经计算，薪酬水平所占的比重最大，为 0.274，社会

保险所占的比重为 0.133，企业文化以及员工的职业

发展前景所占的比重也达到了 0.106。因此，企业在

进行用工策略选择时应重点关注， 1C ， 4C ， 10C 和

11C ，这几项指标在河北省中小企业用工策略选择中

起关键性作用。 

三、新生代农民工“民工荒”背景下的河北省

中小企业用工策略路径选择 

（一）加大对薪酬制度的改进力度 
长期以来，河北省的中小企业中员工的薪酬普

遍比较低，与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的中

小企业员工年平均工资相差很多。随着新生代农民

工作为企业员工的主要来源，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

有文化，有追求，同时也存在融入城市生活的巨大

生存压力，薪酬的高低对留住员工的影响是巨大的。

据测算，2012 年河北省的职工年平均工资是 38658
元。而广东省的职工年平均工资是 50278 元，江苏

省的职工年平均工资是 50639 元，北京市的职工年

平均工资是 84742 元，分别是河北省职工工资的 1.3
倍、1.3 倍和 2.19 倍。尽管薪酬高不一定就能留住人

才，但是薪酬低就一定留不住人才。如果工资水平

差距大，则人才流失是不可避免的[1]。因此，河北省

有条件的中小企业要想招进并留住员工，就要将员

工的薪资待遇尽可能提高到年平均工资 5 万元左右，

尽量缩小河北省与其他省市的工资水平差距。通过

多种报酬方式，使员工的薪酬达到与社会其他行业

相比，同等劳动有相同的报酬，才能使他们感受到

工作和生活上的尊严。 

（二）制定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 

大企业往往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能够为

员工缴全五种社会保险，而中小企业的社会保险制

度不够健全，社会保险参加率非常低。有的企业只

缴“一险”(养老保险)，有的缴“三险”(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缴全“五险”的寥寥无几[2]。

河北省中小企业要改变传统的参加社会保障会加重

自身负担和增加企业成本的错误观念，提高员工的

福利待遇。首先，应按照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为员

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对有毒、有害、高温、高危

工种，应发放特殊工种补贴，让员工能安全、放心

地在企业工作。其次，中小企业应制定完善的劳动

保障政策，坚决执行国家有关社会保障制度，尤其

是要认真抓好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切实把农

民工纳入到社会保障覆盖面内[3]。最后，河北省中小

企业应该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及

时与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对新生代农民工

和企业双方的权利义务做出明确规定，保障新生代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 

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吸引和留住员工的重要因素。大企业对企业文化

非常关注，能够有利的吸引员工的流入，而中小企

业在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方面不够重视。中小

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学历较低，需要企业对其进行

企业文化的教育，增强其责任感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四川亚联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是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企业，如今所取得的成就与亚联人注重企业文化

建设密切相关。亚联成功运用企业文化这个软组织，

时时处处以其培育人、凝聚人。河北省中小企业也

应营造关爱、尊重和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良好企业

文化氛围，使他们对企业的历史、企业精神、经营

理念等有深入的了解，培养他们树立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奉献精神。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定期化的心理

疏导服务，加大对其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使其

做到自我管理、适时调试、缓解压力、增强其抗挫

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

生活态度。 

（四）重视员工的职业发展前景 

中小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发展前景不够重视，造

成新生代农民工缺失，影响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

河北省中小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机制，满足新生代农

民工对新知识以及职业发展前景的需求。为缓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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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荒”，河北省中小企业首先应以培训为突破口。掌

握新技术、新知识是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创新工作的

理论基础，创新工作成败的关键是了解产品知识和

客户需求，良好的沟通能力也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可

或缺的，而这些都是需要进行培训的。中小企业可

以聘请专业培训顾问，定期来厂内对新生代农民工

进行培训，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未来个人发展上的

规划、培训、扶持，让员工看到自己在企业内前途

光明，可以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实现自己的理想，

从而愿意来、愿意留[4]。其次，良好的晋升机制也能

给员工创造追求长远发展的氛围，能够为其晋升提

供支持和保障，从而延缓工作流动的行为，降低工

作流动的几率。河北省中小企业可以采用按工作表

现晋升、按投入程度晋升和按年资晋升三种晋升模

式，给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竞争的机会，从而吸引和

留住农民工。 

四、结论 

在新生代农民工“民工荒”视阈下，优化中小

企业的用工策略是关系河北省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

问题。吸引和留住员工，创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的局面，是各个中小企业必须跨越的难题。

通过本文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怎样优化中小企业

的用工策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从加大对

薪酬的改进力度，制定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塑造

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以及重视员工的职业发展前景

四个方面提出了河北省中小企业的用工策略。这将

对河北省内的中小企业制定可操作性的企业用工制

度具有积极的实际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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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mployment strateg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Hebei provinc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abor Shor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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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ave become a major tren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abor shortage” phenomenon has taken place,which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This paper review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y abou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abor 
shortage”, illustrate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abor shortage” in Hebei Province, and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abor shortage”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Hebei 
Provinc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mployment policy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Hebei province has 
been conducted, an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 choice and employment strateg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Hebei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abor shortage”. 
Key words: Hebei Province;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abor shortag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