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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就业质

量的提高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因

此，促进劳动力在产业间、区域间自由流动，实现更

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是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

要。少数民族地区农业资源有限、工业基础薄弱、服

务业不发达，就业机会一般较少。为了保障和改善

民生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就业工作一直聚焦富余劳

动力转移就业，每年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通过政府

组织的技能培训、就业扶持项目实现省域内或者跨

省转移就业。但是转移劳动力难以实现稳定就业，

就业后很快返回流出地或者重新失业的现象时有发

生，第二年依然有同样规模的城乡劳动力处于待业

状态。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就业难”实际上是由于

劳动力质量无法满足各行各业发展的需求从而引发

的就业质量问题。受教育水平限制了民族地区劳动

力跨区域流动，流动后就业主要集中于低端行业，或

者从事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工艺品销售和特色饮食等

行业，较少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平均收入明显

较低，总体就业质量不高[1][2]。舒尔茨(Schultz)等人力

资本学家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可

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劳动力就业质量[3]。关注

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分析教育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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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劳动力就业质量的效应，研究解决民族地

区就业难问题，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促进各民族

劳动力合理流动，对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

民族地区深度嵌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就业质量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大进

展。一是从多种维度构建就业质量评价体系。这些

研究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并行，主观与客观的赋权

方法并重[4][5][6]，为少数民族地区就业质量的提高提供

了重要参考。二是分析国家或区域的就业质量水

平。国内文献显示，全国就业质量的整体水平不高，

大部分省份的就业质量指数较低，地区间就业质量

差异明显；不同行业、单位性质或职业的就业质量存

在差异 [7][8]。三是针对不同特征群体探究就业质量

的影响因素。关于农民工、大学生就业质量影响因

素的研究认为，劳动者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人口

学特征、社会环境因素等对就业质量均产生影

响[9][10][11]。在人口流迁的大背景下，学界对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关注度有所增加，但这些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流动规模与就业特征的探讨方面[12][13]，

从就业质量综合指标体系分析民族地区就业质量的

研究较少，因而立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探

究教育与就业质量关系存在较大的空间。本研究基

于少数民族地区流动人口数据，建立少数民族地区

劳动力就业质量测度体系。在厘清多层嵌套结构数

据的层次性基础上，实证分析民族地区劳动力受教

育水平的就业质量效应。研究样本范围包括全国少

数民族自治区和拥有较多自治州、自治县的省份，研

究方法使用多水平回归模型分析，纳入个体特征、家

庭特征和地区发展特征，研究结论为纾解民族地区

的就业问题提供思路和实证依据。本文研究框架具

体如图1。
二、教育影响就业质量的学理分析

就业质量是劳动者就业状况的综合反映，一个

通过多维度复合去解释的概念，国内外尚未形成统

一的测度体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于
2009年提出《就业质量统计框架》[14]，一些国外学者

借鉴该组织的就业质量测度体系，从就业收入与福

利、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工作时间以及工作与生活

平衡、就业安全和就业道德、社会对话、工作技能开

发与培训、工作场所关系和工作动力等维度分析一

个国家或区域的就业质量现状 [15][16][17]。中国学者在

就业质量评价方面做了重要探索，现有就业质量测

度体系中高频出现的指标有工资报酬、工作时间、工

作性质、工作环境、社会保障、工作稳定性、劳动关

系、就业机会、专业对口性、发展前景等[4][5]。就业质

量包括一切与劳动者就业状况相关的要素，如就业

机会、工作性质、工资报酬、工作时间、工作稳定性、

工作环境、社会保障等均包含其中[4][18]。人力资本理

论、信号传递(筛选)理论、社会化理论揭示了教育对

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机理。

首先，教育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对劳动力就业质

量产生促进作用。教育提升劳动者的信息获取能力

与知识技能，使低人力资本劳动转化为高人力资本

劳动，进而增加了就业机会可得性和就业回报。劳

动者所受的教育、培训与其对信息的认识、理解和获

得能力呈正相关关系[19]。教育可以提高个人对外部

信息的认知，增强个体的信息收集获取能力，进而影

响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可得性。凝结

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后

表现出的高劳动生产效率，亦可以反

馈到个人的收益中。此类研究发现，

教育的个人收益率始终为正数[20]，受

教育水平对劳动力收入水平有正向

影响[21]；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更容

易抓住外出就业和高收入就业机

会[22]，并在经济萧条时能够避免被解

雇的风险[23]。图1 本文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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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育发挥信号传递功能提高了就业市场

的“雇主-雇员”匹配水平。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劳动

力市场存在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柠檬市场现

象，高效率劳动力的就业质量会受到不利影响。信

号传递(筛选)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

中，求职者的教育凭证发挥释放信号、展现标识的功

能，雇主在教育与能力正相关的基本假设下，筛选

能力和个性品质“适当”的劳动者安排到合适岗

位 [24]。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就业市场并非是

同质的，不同劳动力市场的质量差异表现在薪酬福

利机制、雇佣关系稳定性、升迁机会多寡、工作环境

优劣等方面[25]。在此情况下，教育发挥了信号功能，

将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匹配至不同特征的职业、

行业和单位。劳动力通过教育投资改变能力信号，

能提高个人进入优质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从而影响

就业质量[26]。

再次，教育把劳动者从“个体人”转化为“社会

人”，增强了其就业稳定性。教育的经济功能源于它

的社会化功能，即把人从个体人转化为社会人，使其

能够适应社会、贡献社会[27]。教育通过有目的、有计

划的实践活动，使个体在身体、智力和道德状况等方

面得到激励与发展，增强个体适应社会、参与社会、

应对社会变迁的本领[28]。多元文化知识教育能够更

好地满足劳动力就业过程中多元文化交互的需求，

增强其文化适应、环境适应和社会角色转换的能力；

劳动者意识形态教育塑造特定社会的价值观和人格

特质，使其能成为满足特定工作岗位需要的生产

者[29]。教育水平越高，劳动力在职业技能适应、文化适

应和环境适应方面的能力更强，就业稳定性也更高。

综上所述，教育通过人力资本提升、凭证信号传

递、社会人培养三条路径决定劳动者的就业质量。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如下：少数民族地区流动劳

动力就业质量偏低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相关，受教

育程度越高，劳动力就业质量越高。提高受教育水

平能促进民族地区劳动力更高质量就业。研究使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8 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CMDS)，选取 8个少数民族人口聚集省份的就业劳

动力为样本进行分析。在样本地区分布中，5个为少

数民族自治区，3个为辖自治州、自治县较多的贵州

省、云南省、青海省。根据我国劳动力人口年龄的范

围，去除年龄在 16岁以下及 60岁以上的调查样本。

就业状况关注就业和失业(包括无业、待业)两种情况，

去除退休、料理家务、在学、学龄前/未上学、带孩子等

特殊状况的样本。经过数据筛选，样本总量为24956
个，其中，省内流动的劳动力样本为13075个，跨省流

动到这 8个省份的样本为 11881个；内蒙古的样本

2870个、广西3512个、贵州 3372个、云南 3677个、西

藏1892个、青海2559个、宁夏2329个、新疆4745个。

三、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的测算

(一)就业质量评价指标和测算方法

1.评价指标体系

受各国发展历史、社会文化、就业环境差异制

约，使用统一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难以反映实

际情况，建构反映中国问题、符合民族地区人口流动

就业特征的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是探究教育与就业

质量关系的基础。根据中国就业统计的实际情况，

综合国际、国内学者建立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基于

就业指标体系全面性、数据可得性两个原则，本研究

选取就业机会可得性(Y1)、工作收入(Y2)、工作强度

(Y3)、工作性质(Y4)、就业稳定性(Y5)、社会保障(Y6)6个
指标测算少数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就业

机会可得性反映寻找工作的结果，流动劳动力只有

在获得工作的基础上谈高质量就业才有意义。工作

收入反映了劳动力对社会的贡献、自身价值体现以

及社会对劳动力的认可程度，是衡量就业质量的核

心指标。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是劳动力选择

异地流动并投入工作的根本动力。工作强度考察工

作生活平衡状况与就业安全，主要通过工作时间体

现。以法定的工作时间为标准，加班时间越长，工作

与非工作生活越不和谐；工作时间越没有规律，对身

体损害便越大，就业质量就越低。工作性质决定流

动劳动力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次要劳动力市场就

业，进而影响工作场所、工作环境、就业权益保障、学

习和培训机会、向上发展的晋升空间等 [25]。就业稳

定性是就业质量的外在表现，决定着劳动力工作所

在地的生活稳定情况，稳定性越高越有利于劳动力

工作经验积累和职业长远发展。社会保障关系到劳

动者抵御风险的能力，具有福利性和普遍性特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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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社会保障是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内容。

2.测算方法

就业质量的测算涉及指标确定、权数确定和模

型确定等方面。本文借鉴梁海艳(2019) [30]、谢小青

(2015)[31]测度就业质量的指标权数、赋值方法和模型

构建，并经过专家综合评议，确定就业质量指标体系

的权重、赋值和计算公式。在前述6个指标中，工作

收入和工作时间在国内外评价就业质量的研究中高

频次出现，关于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两个重要流动

就业群体的实证研究发现，工作收入和工作强度是

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主观评价(满意度)的重要因

素[32][33]，因此这2个指标赋予20%的权重，其余4个指

标均赋予15%的权重。用EQ(Employment Quality)表
示就业质量综合得分，少数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就

业质量的计算公式构建如下：

EQ=∑Y1×0.15+Y2×0.20+Y3×0.20+Y4×0.15+Y5×
0.15+Y6×0.15 (1)

衡量就业质量的二级指标按10分制由高到低打

分。就业机会可得性基于问题“就业状况”的“就业”

和“未就业”来衡量。工作收入以城镇私营单位人员

平均工资为参照，4000-4999元赋分为中间值 5，其
余工资水平段根据上下区间依次赋值。工作强度用

周工作时长衡量，依据《劳动法》第36条工时制度规

定，将低于 44小时/周的时长视为适宜的劳动强度，

赋值为10分，超过这个时长由高至低依次赋分。工

作性质参照梁海艳(2019)[30]的研究，由职业类型、单

位性质和就业身份3个二级指标综合得出，每个指标

权重均为 5%。其中，职业类型根据岗位稀缺性、职

业同质性和可替代性、就业环境和职业安全权衡赋

值；单位性质根据制度规范、福利保障、失业风险排

序和赋值；就业身份依据工作过程中的领导权、管理

权、自主权和话语权进行赋值。而就业稳定性用流

入本地的年限衡量。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流入现工

作地时长反映了在流入地工作的稳定性及外出务工

的持续性，因此将流入现工作地的时长作为就业稳

定性的考察指标，以劳动力样本流入时长的平均值

为参照，根据上下区间依次赋值。此外，社会保障用

医疗保险作为代理变量，基于我国的社保制度，依据

现行和正在改革中的5类医疗保险的覆盖群体、保障

范围、负担主体和报销比例综合排序和赋分。指标

赋值和权重情况见表1。
(二)少数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现状

基于本文构建的就业质量测算方法，测度少数

民族地区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得分如表2所示。民族

地区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均值为 5.57，低于全国就

业质量平均水平6.05；衡量就业质量的6个指标均低

于全国水平，尤其在工作收入、社会保障两个维度得

分偏低。根据劳动力就业所在地划分，8个省(区)中
有4个自治区排名在前4位，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的

劳动力就业质量相比较最高，均值为6.06；宁夏回族

表1 少数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评价指标和赋值

一级指标

就业可得性(Y1)
工作收入(Y2)
工作强度(Y3)

工作性质(Y4)

就业稳定性(Y5)
社会保障(Y6)

二级指标

就业状态

工资水平

劳动时间

职业类型

单位性质

就业身份

流入本地的年限

保险及健康保障

指标赋值

就业=10；未就业=1
9000元及以上=10；8000-8999元=9；7000-7999元=8；6000-6999元=7；5000-5999元=6；
4000-4999元=5；3000-3999元=4；2000-2999元=3；1000-1999元=2；1000元以下=1
44小时及以下=10；45-54小时=8；55-64小时=6；65-74小时=4;75-84小时=2；84小时以上=1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10；专业技术人员=9；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

员=8；经商、商贩=7；生产，运输，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6；餐饮、快递、建

筑、装修=5;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4;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3；家政、保洁、保安=2；无固

定职业、其他=1
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0；港澳台独资、外商独资、中外合资=8；集体企业，

股份/联营公司=6；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社团民办组织=4；其他=2；无单位=1
雇主=10；有固定雇主的雇员=8；自营劳动者=6；无固定雇主的雇员(零工、散工等)=4；其他=2
10年及以上=10；8-9年=8;6-7年=6;4-5年=4;2-3年=2；1年及以下=1
公费医疗=10;城镇职工医疗保险=8;城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都没

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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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总体排名第 2位，均值为 5.71；内蒙古自治区

排名第 3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排名第 4位。但是，

与全国就业质量平均得分相比，只有广西略微高于

全国水平，其余3个自治区均低于全国水平。综合以

上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平均水

平偏低。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动劳动力群体，就业质量

得分存在明显的差距(见表3)。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

力就业质量均值为5.11，初中文化程度为5.38，高中/
中专文化程度为 5.70，大学专科为 6.27，大学本科为

6.82，研究生为 7.16。这一结果显示，流动劳动力群

体就业质量的均值按照受教育程度由低至高表现出

依次递增的规律，且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就业质

量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有较大差距。需要关

注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样本劳动力文化程度偏低，初

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为 63.41%，而本科

和研究生学历分别为 6.0%和 0.3%。这一取样结果

与少数民族地区就业人口受教育水平总体偏低有

关。2018年全国劳动力调查关于就业人员受教育程

度构成的数据显示，8个少数民族人口聚集省份初中

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就业人员比重平均为 69.62%，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8%；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

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9.35%、7.85%和0.42%，比全国

这 3 个学历层次的就业人员比重依次低 1.45%、

0.65%和 0.48%①。少数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中低教

育水平的比重偏高，8个省份的就业质量总体得分偏

低，这一现状表明，流动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与就业质

量存在密切联系。

四、教育影响民族地区劳动力

就业质量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1.变量说明

(1)因变量：就业质量(EQ)。用少数民族地区流

动劳动力就业质量综合得分衡量，通过赋值和计算

已转换为连续变量，适合采用线性回归模型。

(2)自变量：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以未上过学为

基准组，引入小学(E1)、初中(E2)、高中/中专(E3)、大学

专科(E4)、本科(E5)和研究生(E6)6个虚拟变量。

表2 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测算结果

项目

就业质量(EQ)
就业可得性(Y1)
工作收入(Y2)
工作强度(Y3)
工作性质(Y4)

就业稳定性(Y5)
社会保障(Y6)

样本量

全国

6.05
9.65
5.45
6.00
5.90
5.53
4.08

130281

少数民族地区

5.57
9.29
4.41
5.56
5.41
5.51
3.59
24956

分省份

内蒙古

5.68
9.10
4.38
5.68
5.38
6.27
3.74
2870

广西

6.06
9.76
4.55
6.70
5.96
5.50
4.18
3512

贵州

5.51
9.39
4.70
5.64
5.38
4.99
3.18
3372

云南

5.47
9.68
4.34
4.73
5.62
5.74
3.33
3677

西藏

4.90
8.17
4.17
5.65
4.66
3.98
2.75
1892

青海

5.34
9.41
4.54
4.38
5.49
5.52
3.30
2559

宁夏

5.71
9.36
4.23
5.85
5.36
6.20
3.69
2329

新疆

5.56
9.04
4.27
5.70
5.17
5.61
3.98
4745

注：新疆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表3 按教育水平分组的劳动力就业质量测算结果

受教育程度

就业质量(EQ)
就业可得性(Y1)
工作收入(Y2)
工作强度(Y3)
工作性质(Y4)

就业稳定性(Y5)
社会保障(Y6)

样本量

未上过学

4.97
8.71
3.07
5.07
4.41
4.88
2.80
900

小学

5.11
8.96
3.59
4.90
4.66
5.26
2.95
4332

初中

5.38
9.30
4.43
5.08
5.20
4.75
3.12
10593

高中/中专

5.70
9.40
4.77
5.70
5.63
4.78
3.72
4997

大学专科

6.27
9.56
4.92
7.06
6.38
6.20
5.03
2564

大学本科

6.82
9.72
5.24
8.03
7.17
6.36
6.13
1495

研究生

7.16
9.64
6.16
8.15
7.47
5.58
6.8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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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微观和宏

观两个层次的因素。一个是微观层次的劳动力个体

特征变量和家庭相关特征变量。根据问卷设计，将

年龄、民族、健康状况、户口性质、政治面貌、婚姻状

况、流动范围、家庭支出、家庭收入、家庭成员数作为

微观层次的控制变量。个体特征中的民族变量根据

研究需要转换为由汉族和少数民族构成的二分类虚

拟变量[34]，样本中少数民族包含回族、壮族、藏族、维

吾尔族等18个族别。另一个是宏观层面的地区发展

变量。就业质量的提升不只是个体奋斗的结果，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劳动

力就业所在地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人口聚集与就

业结构决定就业机会、就业收入和就业环境[35]，因此

引入就业地所属地级市和地区的人均GDP、非农产

值比、非农从业人员比重、人口城镇化率、失业率、对

外贸易总额来描述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对劳动力

就业质量的影响。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来自 2018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地区发展层

面数据除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存在部分地市缺失，用

省份数据插补外，其余数据为劳动力就业地所属地

市级数据；数据来自 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地方统计年鉴和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表4是相关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

2.模型选择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存在一定的嵌套结构。劳动

力所在的就业区域是流动就业劳动力所嵌套的群

体，同一区域的劳动力面临相似的经济社会发展环

境，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聚集、人力资源利用

表4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因变量

自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就业质量

受教育水平

性别

年龄

民族

健康状况

户口性质

政治面貌

婚姻状况

流动距离

家庭支出

家庭收入

家庭成员数

人均GDP
非农产值比

非农从业人员比重

人口城镇化率

失业率

进出口总额

赋值和含义

EQ计算结果

“未上过学”为基准组设置虚拟变量：

E1：小学=1，其他学历组=0；
E2：初中=1，其他学历组=0；

E3：高中/中专=1，其他学历组=0；
E4：大学专科=1，其他学历组=0；
E5：大学本科=1，其他学历组=0；
E6：研究生=1，其他学历组=0

女=0；男=1
实际年龄

汉族=0；少数民族=1
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1；基本健康=2；健康=3

农业=0；非农业=1
非党员=0；中共党员=1

未婚=0；其他=1
跨县=1；跨市=2；跨省=3

家庭在本地平均每月总支出的对数

家庭在本地平均每月总收入的对数

实际家庭成员人数

人均生产总值的对数

非农产业产值与GDP的比值

非农产业就业人数与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

城镇人口比重

城镇人口失业率

进出口总额的对数

平均值

5.57

——

0.58
37.36
0.22
2.85
0.21
0.05
0.82
2.30
7.95
8.56
3.20
11.02
0.89
0.60
0.64
0.03
11.09

标准差

1.56

——

0.49
9.75
0.41
0.39
0.41
0.22
0.38
0.75
0.58
0.71
1.28
0.47
0.09
0.20
0.15
0.01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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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每个样本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和

家庭特征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

数据嵌套于区域经济发展数据当中，这样就构成了

个体和地区两层数据。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运用单

层次的回归模型分析，难以满足观测变量之间随机

误差项相互独立和方差齐性的基本假设，参数估计

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偏误 [36]。本文将自变量、控制

变量中的微观层面数据置于第一层，控制变量中的

地区层面数据置于第二层，在厘清多层嵌套结构数

据层次性的基础上建立分层线性模型，提高研究结

果的可靠性。具体构建模型如下：

层1：
EQij=β0j+β1jXij+rij γij～N(0，σ2) (2)
层2：
β0j=γ00+γ01Rj+μ0j μ0j～N(0，τ00)
β1j=γ10+γ11Rj+μ1j (3)
完整模型：

EQij=γ00+γ10Xij+γ01Rj+γ11XijRj+μ0j+μ1Xij+rij (4)
将层2的两个公式代入层1的公式，得到的公式

(4)就是完整的双层线性模型。EQij表示第 j个地区的

第 i个流动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层1和公式(4)中的Xij

为个体层面的自变量、控制变量，层 2 和公式 (4)中
的 Rj是地区层面的经济发展变量。β0j、β1j、rij分别

是层 1 的截距、斜率和随机误差项；r00 和 r10 分别

是 β0j和 β1j的固定成分，描述的是层 2的截距项；r01

和 r11是联结层 1和层 2的斜率，μ0j和 μ1j分别是 β0j 和

β1j的随机成分，描述的是层 2的随机误差。随机误

差项 rij和μ0j假定为具有独立方差，均服从正态分布。

3.模型适用性分析

在多水平模型回归分析之前，须先建立零模型

(Null Model)，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算多水平模型

的组内相关性，进而论证使用多水平模型分析的必

要性。如果零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拒绝了零假设

(H0：τ00=0)，即第二层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方差显著的

话，则适合采用分层线性模型，否则采用传统的回归

模型即可。运用Stata15对因变量和组变量进行零模

型随机效应参数估计，结果如表 5所示。P值小于

0.01，零假设被拒绝，方差显著不为零，表明不同区域

的劳动力就业质量存在显著差异。组内相关系数

(ICC)为0.10798②，说明劳动力就业质量差异的10.8%
可以用地区发展变量解释。当 ICC大于0.059时，组

间的变异不可忽视，有必要使用分层线性模型[37]，因

此本研究建立多水平模型。

(二)实证结果

1.教育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

分步纳入微观个体层面变量、地区发展变量，构

建以劳动力就业质量为因变量，受教育程度为自变

量，用受教育程度来解释个体间就业质量差异的双

层线性随机截距模型。下页表 6中模型 1是不包括

地区发展变量的回归输出结果，模型2是纳入地区发

展变量的完整模型参数估计结果。通过控制微观个

体层面变量、地区发展特征变量多次估计，受教育水

平与劳动力就业质量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劳

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地区内个体间的就业质量差异具

有较强的解释作用。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5个
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小学文化

程度的回归结果在 10%的水平下显著，估计系数随

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增加，说明劳动

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质量越高。双层线性回归

的完整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见模型 2)显示，与未上过

学的劳动力就业质量相比，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

劳动力就业质量上升幅度较小，系数分别为0.045和
0.22；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劳动力就业质量提升幅度

较大，系数为0.481。接受高等教育与未接受高等教

育的群体就业质量水平有较大差异。与未上过学的

就业劳动力相比，大专学历的就业质量高出 0.971，
表5 零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组间(区域间)
组内(区域内)

系数

5.52558
方差成分

0.165527
1.367287

标准误

0.0451664
占总方差份额

0.10798
0.89202

自由度

92
标准误

0.0285612
0.0119069

Z值

122.34
卡方统计量

1357.06

P＞Z
0.000
P值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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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教育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双层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分类

第一层变量

第二层变量

受教育程度

(基准组=未上过学)

个体特征变量

家庭特征变量

地区发展特征变量

变量名称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中专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性别

年龄

民族

健康状况

户口性质

政治面貌

婚姻状况

流动距离

家庭支出

家庭收入

家庭成员数

人均GDP

非农产值比

非农从业人员比重

人口城镇化率

失业率

进出口总额

模型1
0.046*
(1.668)

0.221***
(4.254)

0.483***
(8.726)

0.974***
(16.136)
1.420***
(21.358)
1.530***
(8.751)

0.129***
(6.961)

0.010***
(8.419)
-0.028
(-1.127)
0.195***
(8.186)

0.226***
(9.089)

0.170***
(3.924)

0.292***
(9.304)

-0.040***
(-2.877)
0.224***
(11.633)
0.267***
(17.819)

-0.051***
(-5.876)

模型2
0.045*
(1.650)

0.220***
(4.229)

0.481***
(8.691)

0.971***
(16.090)
1.417***
(21.305)
1.526***
(8.728)

0.129***
(6.945)

0.010***
(8.380)
-0.026
(-1.049)
0.195***
(8.197)

0.225***
(9.054)

0.171***
(3.934)

0.292***
(9.313)

-0.039***
(-2.793)
0.224***
(11.622)
0.267***
(17.825)

-0.051***
(-5.859)
0.066
(0.524)
0.316
(0.657)
-0.642*
(-1.850)
0.335
(1.226)
-1.361
(-0.287)
0.012
(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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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科高出1.417，研究生学历高出1.526。综合以

上结果，受教育水平对少数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就

业质量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根据影响方向和系数

大小，提高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流动劳动力的就业

质量会得到提升，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影响就业质量

的敏锐度较高。少数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接受了

中等教育后，就业质量会明显提升，接受了高等教

育后，就业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在就业质量方面处

于优势群体。

2.教育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异质效应

高质量的就业能够促进少数民族流动劳动力的

社会融入，推动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考察教

育对不同族别劳动力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有针对

性地从教育路径促进少数民族劳动力就业质量具有

重要意义。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

质量提升是全社会高质量就业的关键，因此有必要

进一步分析受教育水平对不同户口性质分组的劳动

力就业质量的影响。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包括省内

流动的本土劳动力和省外流入的劳动力。因为历史

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语言能力的原因，民族

地区劳动力在省内就业流动的比重较高[2]。民族地

区的教育投资收益体现在本土劳动力，即省内跨市

和市内跨县的流动劳动力群体，有必要分不同区域

来源的劳动力群体对照，进一步解读教育对民族地

区本土劳动力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本部分将总体

样本按照民族、户口性质和流动来源进行分组，运用

分层线性模型分析受教育程度对不同特征群体劳动

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具体分析结果如下页表7所示。

从 3个维度、6个分组的回归结果来看，提升劳动力

受教育水平，可以显著促进民族地区劳动力就业质

量，这一结果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一致。通过组间

对比发现，教育人力资本对不同民族、户口性质和流

动来源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效应。

少数民族劳动力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接受高

中及以上教育更能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质

量。从纵向看，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就业质量与

未上过学没有显著性差异，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

就业质量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差异，系数

相对较小。少数民族劳动力接受高中及以上程度

教育后，就业质量与初中文化程度相比上升幅度

较大。从横向看，随着受教育水平提升，少数民族

和汉族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都呈现显著上升的趋

势，但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对就业质量影响的

系数均高于汉族流动劳动力。以上结果说明，少

数民族劳动力接受完 9年义务教育对就业质量的

促进效应较小，接受完高中及以上教育能大幅度提

升就业质量水平。

按照户口性质分组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级教育

对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就业质量促进效应均小于非农

业户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不同户口性质的劳动

力就业质量均产生较强的促进效应，高受教育程度

的劳动力就业质量呈现显著优势。根据系数和显著

性，在农业户口劳动力群体中，从小学至研究生文化

程度的劳动力就业质量均具有明显的差别，说明教

育人力资本是农业户口劳动力就业质量产生差异的

重要原因，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有助于农业户口劳

续表6
变量分类

随机效应

模型适应性

变量名称

τ00

σ2

df
LogLik

Wald chi2
chibar2(01)

模型1
0.1076119
1.991269

17
-44151.289
3699.82
913.60

模型2
0.0994205
1.991372

23
-44149.028
3713.53
526.63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样本量为24956，组群为92，τ00和σ2分别为随机效应μ0j和 rij的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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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教育对劳动力就业质量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分类

个体层面

(受教育程度

以未上过学

为基准组)

地区层面

变量名称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中专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性别

年龄

民族

健康状况

户口性质

政治面貌

婚姻状况

流动距离

家庭支出

家庭收入

家庭成员数

人均GDP

非农产值比

非农从业人员

比重

人口城镇化率

失业率

进出口总额

按照民族分组

汉族

0.022*
(1.848)

0.244***
(3.430)

0.471***
(6.345)

0.952***
(12.029)
1.394***
(16.270)
1.701***
(8.621)

0.154***
(7.348)

0.009***
(6.425)

—

0.192***
(7.042)

0.259***
(9.233)

0.173***
(3.534)

0.283***
(7.829)

-0.048***
(-3.048)
0.219***
(10.111)
0.255***
(15.194)

-0.033***
(-3.294)
0.144
(1.069)
0.163
(0.323)
-0.685*
(-1.886)
0.341
(1.201)
2.067
(0.417)
0.010
(0.624)

少数民族

0.147
(0.302)
0.142*
(1.736)

0.544***
(5.804)

1.027***
(9.760)

1.469***
(12.537)
1.711*
(1.641)
0.037
(0.944)

0.015***
(5.800)

—

0.173***
(3.604)
0.111**
(2.049)
0.170*
(1.823)

0.291***
(4.578)
0.049
(1.435)

0.247***
(5.926)

0.311***
(9.413)

-0.096***
(-5.458)
-0.082
(-0.486)
0.281
(0.443)

-0.877**
(-2.021)
0.416
(1.111)
-7.101
(-1.120)
0.026
(1.279)

按照户口性质分组

非农业

0.058
(1.053)

0.248***
(4.540)

0.479***
(8.082)

1.023***
(15.130)
1.446***
(17.856)
1.301***
(4.943)

0.113***
(5.312)

0.009***
(6.354)
0.002
(0.073)

0.191***
(7.109)

—

0.090
(1.584)

0.342***
(9.498)
-0.013
(-0.822)
0.216***
(9.985)

0.229***
(13.996)

-0.051***
(-5.248)
0.127
(0.953)
0.102
(0.201)
-0.593*
(-1.652)
0.11

3(0.395)
-1.165
(-0.234)
0.020
(1.194)

农业

0.018***
(2.936)

0.078***
(4.217)

0.351***
(4.124)

0.694***
(3.559)

1.128***
(5.702)

1.275***
(3.511)

0.183***
(4.844)

0.014***
(5.724)
-0.074
(-1.576)
0.198***
(3.904)

—

0.277***
(4.275)
0.089
(1.401)

-0.117***
(-4.227)
0.215***
(5.089)

0.494***
(13.013)

-0.052***
(-2.772)
-0.012
(-0.067)
1.135*
(1.665)
-0.893*
(-1.847)
0.999***
(2.588)
1.506
(0.227)
-0.027
(-1.152)

按照流动来源分组

跨省流入

0.002
(0.028)
0.210**
(2.573)

0.378***
(4.383)

0.814***
(8.407)

1.285***
(11.592)
1.453***
(5.746)

0.159***
(5.778)

0.010***
(5.864)
-0.004
(-0.073)
0.205***
(5.573)

0.210***
(5.233)

0.192***
(2.773)

0.206***
(4.295)

—

0.238***
(8.928)

0.212***
(10.785)
-0.014
(-1.087)
0.250*
(1.841)
-0.206
(-0.412)
-0.682*
(-1.900)
0.786**
(2.342)
5.493
(1.072)
0.024
(1.409)

省内流动

0.071
(1.033)

0.213***
(3.105)

0.562***
(7.627)

1.050***
(13.360)
1.471***
(17.256)
1.528***
(6.254)

0.104***
(4.119)

0.010***
(6.161)
-0.036
(-1.251)
0.191***
(6.125)

0.220***
(6.856)

0.152***
(2.731)

0.363***
(8.726)

—

0.200***
(7.140)

0.349***
(14.903)

-0.081***
(-6.748)
-0.190
(-1.244)
1.063*
(1.794)
-0.601
(-1.479)
0.044
(0.156)
-7.556
(-1.352)
0.006
(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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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实现高质量就业。但是，受教育水平对农业

户口劳动力的影响小于非农业户口，说明农业户

籍身份的劳动力教育投资的就业质量回报低于非

农业户口劳动力。不同户口性质劳动力就业质量

的不同可能并非由于人力资本禀赋差异，而是劳

动力市场存在就业户籍歧视妨碍了劳动力就业质

量的提升。

按照流动来源分组的估计结果显示，教育对民

族地区省内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大于跨省流

入的劳动力。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对不同流动来

源的劳动力就业质量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省内

流动劳动力群体中，教育对就业质量影响的估计系

数从初中至研究生均明显高于省外流入的劳动力，

说明教育人力资本对省内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

响大于对跨省流入劳动力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

加强教育投资，提高本土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能显

著改善省内流动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劳动力在区

域间合理有序流动，能优化一个地区的劳动力结

构，提升市场化水平。当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一

些产业和行业出现招工难的情况，则需要外省流入

的劳动力优化民族地区劳动力结构。根据回归系

数可以看出，受教育水平对跨省流入劳动力就业质

量的影响低于省内流动的劳动力，但考虑了就业区

域差异后人均GDP、人口城镇化率对跨省流入劳动

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却大于省内劳动力，说明就业所

在地的经济发展环境对省外流入劳动力的就业质量

影响更大。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梳理以往学者对就业质量的研究，本文提

出教育促进就业质量的内在机理和影响路径，从6个
维度测度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并利用分

层线性模型实证分析教育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促

进作用，主要结论与启示如下。

(一)结论

1.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总体偏低，个

体受教育水平不高制约着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的提

升。定量测度显示，少数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就业

质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业机会、工作收入、工作

强度等6个维度得分总体偏低。少数民族地区流动

劳动力就业质量在工作收入和社会保障两个维度与

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在就业质量相对较高

的广西、宁夏、内蒙古和新疆4个自治区中，仅有广西

就业质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少数民族地区初中及

以下文化程度的流动劳动力比重较高，受教育水平

偏低抑制了其就业质量水平的提升。

2.教育对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就业质量产生较

强促进效应，省内流动就业劳动力教育投资的就业

质量回报相对较高。实证分析表明，提高教育人力

资本对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的就业质量产生促进

效应。教育促进了所有群体的就业质量，但对不同

特征群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教育人力资本对省

内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大于对跨省流入劳

动力的影响。省内流动劳动力接受了中等教育后

就业质量明显提升，接受高等教育后在就业质量方

变量分类

随机效应

统计量和检验

变量名称

τ00

σ2

LogLik
Wald chi2
chibar2(01)
样本量

组群数

按照民族分组

汉族

0.1039936
1.973243
-34324.76
2813.50
407.82
19442
92

少数民族

0.1063565
2.001723
-9810.61
907.97
103.95
5514
91

按照户口性质分组

非农业

0.1021252
2.030915
-34935.19
1872.44
441.43
19630
92

农业

0.14998
1.761855
-9152.03
1343.21
121.94
5326
91

按照流动来源分组

跨省流入

0.091749
2.038035
-21190.62
1221.12
234.54
11881
92

省内流动

0.122864
1.930113
-22963.86
2537.96
241.15
13075
92

续表7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τ00和σ2分别为随机效应μ0j和 rij的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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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处于优势群体。

3.不同教育水平对民汉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提

升差异显著，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能显著提升少数

民族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接受完高中教育的少数

民族劳动力，就业质量显著高于初中文化程度劳动

力，并且呈现出较明显的差距。高中及以上各层级

教育对少数民族劳动力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均大于

汉族流动劳动力，少数民族流动劳动力高中及以上

教育的就业质量回报高于汉族。部分少数民族集聚

地区，劳动力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较低，小学文化程

度的劳动力就业质量与未上过学的劳动力没有显著

差别，接受9年义务教育对少数民族劳动力就业质量

的促进效应较小。少数民族就业人口接受高中及以

上教育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前提。

(二)启示

1.通过教育提升流动劳动力人力资本是提高少

数民族地区就业质量的基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从

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高素质劳动力是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上强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

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只有提高民族地区

劳动力素质，才能不断地实现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推

动“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

和科技快速发展，诸多新业态使得大多数岗位对劳

动者的人力资本提出更高要求。少数民族地区流动

劳动力更需要加强教育人力资本投入，提高自身可

转移技能、数字化信息技能、为消费者服务的技能，

从而提升就业竞争力和就业质量，并为民族地区产

业升级优化提供更为坚实的人力支撑。

2.激励少数民族劳动力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是

民族地区融入双循环新格局的关键。少数民族劳动

力要素融入双循环是实现更全面的消费升级和经济

增长，打造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关键。就业是供给和

需求的连接点，让更多少数民族家庭通过高质量就

业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对于民族地区构建新发展格

局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的初

期，面临国外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转移导致的就业

岗位减少、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对低技能岗位的替

代，民族地区新生代就业者必须通过更高水平的教

育提升综合素质和技能，在就业结构调整中化挑战

为机遇。虽然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优先实施12年
或15年免费教育，但部分少数民族家庭对教育投资

后的就业促进效应缺乏乐观预期，从而减弱了对家

庭成员接受中等及以上教育的支持力度。民族地区

需要加强优质教育供给能力，宣传教育促进就业质

量的积极效应，激发少数民族人口投资中等及以上

教育的热情，破除阻碍少数民族劳动力高质量就业

的堵点，提升民族地区劳动力供给体系对双循环发

展需求的适配性。

3.提升中等教育普及率和教育质量是推动民族

地区劳动力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根本。不同特征群

体的少数民族地区流动劳动力，在接受了中等教育

后就业质量显著改善，说明民族地区中等教育和高

等教育的就业质量促进效应较强。使绝大多数城乡

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

无论对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对流动劳动力个人而言，

都将有力推动就业质量的提升。教育在促进劳动力

高质量就业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和持续性作用，

中等教育又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衔接点，因此，

少数民族地区须在巩固义务教育质量的基础上，进

一步普及高中(中专)阶段教育，努力促进普通高中、

职业学校协调发展，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受教

育水平和综合素质，通过“扶智”策略推动更高质量

的就业。

注释：

①根据2019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计算获得。

②ICC=0.165527/(0.165527+1.367287)=0.1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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