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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工人职业化是建筑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对提高工程施工效率、满足安全和质量控制标准、有效控制工程投资

成本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ꎮ 通过问卷调查对安徽省建筑工人的人口信息、工作、技能培训、社会保险等职业化现状进行分析ꎬ
研究得出要达到就业职业化、劳动关系契约职业化、从业职业化和行为职业化这 ４ 大职业化目标ꎬ必须重点解决建筑工人的

老龄化、薪资待遇、非正规就业方式、合同签约率以及社保参保率等问题ꎮ 通过对建筑工人职业化意愿与相关影响因素的二

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ꎬ分析得出 ６ 大影响因素为:建筑工人合同签订、技能培训、社保参与、年龄、教育程度和专职化程度ꎬ据此提出

相应的发展对策建议ꎮ
关键词:建筑工人职业化ꎻ问卷调查ꎻ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ꎻ影响因素ꎻ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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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建筑业是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ꎬ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１] 显 示ꎬ ２０１８ 年 我 国 建 筑 业 生 产 总 值 为

６１ ８０８.０亿元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６.９％ꎮ 建筑业每

年总产值增长率在 １０％以上ꎬ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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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ꎬ其也是劳动密集型行业ꎬ每年吸收的务工人员

占总数的 １ / ３ꎬ其中ꎬ农民工占比达到了将近 ８０％ꎮ
农民工大多数独立于正规的劳务企业之外ꎬ没有经

过专业的培训ꎬ放下手中的农具便来到施工现场ꎬ
成为建筑工人ꎬ这就导致了目前建筑工人的职业化

水平较低ꎮ 近些年来国家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ꎬ通
过建立政府、企业、社会以及建筑工人一体化的培

训体系等措施来提升建筑工人的职业化水平ꎬ但是

仍然面临着建筑工人参与度不广、企业不配合、培
训机构建设缓慢等困难ꎮ

建筑工人职业化问题是建筑行业的重点问题ꎬ
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ꎮ
Ｂｏｒｊａｓ [２]对劳动力职业化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ꎬ提
出了经典的“移民理论”ꎮ Ｃａｓｔａｎｅｄａ 等[３] 运用数值

统计方法对美国各地 ９００ 名建筑工人进行分析ꎬ得
出工资的发放、合同的签订、行业形象以及工作强

度的大小等是影响职业化水平的主要因素ꎬ只有重

点关注这些问题ꎬ才能有效地提高管理水平ꎮ Ｓｉｍｏｎ
等[４]认为可以通过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来激励他

们工作的积极性ꎬ从而提高技能水平ꎮ 我国学者刘

佳昱[５－６]从农民工个体、社会环境、国家政策 ３ 个层

面出发ꎬ依据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文件ꎬ结合文献

研究和现场调研数据ꎬ构建了建筑工人职业化素质

的影响因素框架ꎬ然后结合多地建筑工地的调查数

据ꎬ分析得到我国现阶段建筑工人职业化素质的情

况ꎬ并依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ꎮ 蒋勋等[７] 运用统

计学的方法对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现状及影

响因素进行了分析ꎬ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

策建议ꎮ 肖胜文等[８] 分析了建筑农民工走向职业

化发展道路的深远意义ꎬ但也面临许多问题ꎬ既有

农民工自身文化程度低、思想观念传统等诸多问

题ꎬ也有建筑劳务企业发展缓慢、政府监督管理不

到位等问题ꎮ
安徽省是一个建筑业蓬勃发展的大省ꎬ对建筑

工人的需求巨大ꎬ拥有众多的建筑农民工ꎮ 目前已

有一些以安徽省建筑业为背景的研究[９－１１]ꎬ但对建

筑工人职业化发展现状的详细研究较少ꎮ 对安徽

省建筑工人职业化现状进行调查ꎬ分析其存在的问

题ꎬ找出推进建筑工人职业化的影响因素ꎬ提出推

进建筑工人职业化政策建议尤为重要ꎮ 本文在实

际调研的基础上ꎬ分析了建筑工人职业化现状ꎬ再
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找出对建筑工人职业化影响的

主要因素ꎬ并对此提出政策建议ꎮ

１ 建筑工人职业化定义

建筑工人通常指的是在建筑行业从事施工建

设活动的工人ꎬ而绝大部分的建筑工人都来自农

村ꎮ 这些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低、职业技能水平低

且思想观念传统ꎬ他们进入建筑工地大多是作为农

业生产的补充ꎮ 这种半工半农的从业方式导致了

我国建筑工人整体素质低ꎬ发展困难ꎮ 本文将建筑

工人职业化定义为通过正规就业模式向具有专业

技能的建筑产业工人进行转变的动态过程ꎮ 通过

这种转变ꎬ建筑工人可以将该工作作为在建筑行业

立足的终身职业ꎮ

２ 安徽省建筑工人职业化现状与分析

为了解安徽省建筑工人职业化现状ꎬ课题组于

２０１８ 年 ８—１２ 月对合肥市、芜湖市、亳州市、滁州市

等地的建筑工人进行了问卷调查ꎬ共收回有效问卷

３６０ 份ꎮ 问卷主要内容涉及个体信息、工作、技能培

训和社会保险 ４ 个部分ꎮ
２.１ 建筑工人性别、年龄、学历状况

根据问卷调查统计ꎬ目前安徽省建筑工人基本

为男性ꎬ占样本总量的 ９０％ꎬ其中ꎬ年龄>４５ 岁的人

员最多ꎬ占 ４１. ４％ꎻ年龄为 ３５ ~ ４５ 岁的人数占

４０.６％ꎻ年龄<３５ 岁的建筑工人人数占 １８％ꎬ反映出

目前建筑工人以壮年劳动力为主体ꎬ且老龄化趋势

明显ꎮ 从文化教育程度上看ꎬ高中及以上占比为

１４.４％ꎬ初中及以下的人数占比高达 ８５.６％ꎬ突出反

映了建筑业门槛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特征ꎮ
２.２ 建筑工人工作现状

２.２.１ 建筑工人工作时长及薪资现状

调查发现ꎬ建筑工人每天工作时间<８ ｈ 的占比

为 １.４％ꎬ每天工作时间为 ８~１０ ｈ 内的占比为 ５８.１％ꎮ
由于建筑行业工作任务繁重ꎬ建设工期紧张ꎬ只有极

少数小时工的工作时间<８ ｈꎬ而木工、混凝土工、钢筋

工等大多数工种工作时间都在 ９ ｈ 以上ꎮ 对如此繁

重的工作量ꎬ有 ４３.５４％的工人认为强度太大而不满

意ꎮ 同时ꎬ建筑工人的薪资与其劳动强度也不成正

比ꎬ大部分人薪资仍低于国家平均水平ꎬ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８２ ４１３
元 /年[１]ꎬ建筑工人年收入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年收入分布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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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建筑工人就业原因及途径

由于建筑工人具有个体差异性ꎬ就业原因和就

业途径千差万别ꎮ 从原因上看ꎬ因“亲戚朋友大都

从事这行”而选择成为建筑工人的人数占比较大ꎬ
为 ２８.５７％ꎻ因“建筑业今后发展潜力大”而选择成

为建筑工人的人数占比最少ꎬ仅 ３.４０％(图 ２)ꎮ 从

途径上看ꎬ通过“亲戚或熟人介绍”的占大多数ꎬ为
６１.９０％ꎻ少部分是通过劳动市场成为建筑工人(图
３)ꎮ 可见ꎬ绝大多数建筑工人所选择的就业途径均

为非正规就业途径ꎮ

图 ２　 入行原因分布

图 ３　 就业途径分布

２.２.３ 建筑工人的权益保障现状

当前ꎬ工伤索赔劳资纠纷等问题屡见不鲜ꎬ主
要是由劳务合同签订率低所导致ꎮ 根据调查ꎬ受访

建筑工人与建筑公司或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同的

人数仅占样本容量的 ７６.６７％ꎮ 受访建筑工人被克

扣或拖欠工资的调查数据如图 ４ 所示ꎬ其中有

４４.２２％的受访建筑工人从未遭受过克扣或拖欠工

资ꎮ 调查表明ꎬ尽管建筑工人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的情况时有发生ꎬ但建筑工人们的权益保障现状得

到了明显的改善ꎮ
２.２.４ 建筑工人流动兼业性现状

建筑工人的流动兼业性反映在其换工作的频

率和选择回家务农上ꎮ 调查显示ꎬ有 ５８.８９％的工人

每年会选择回家务农ꎬ这也表明大多数建筑工人选

择建筑业是因为其工作时间自由ꎬ从而造成“工地、
农田来回跑”的局面ꎮ 换岗频率为一年 ２ 次以上、
一年 １ 次和两年 １ 次的分别占 １２.２４％、２２.４５％和

２２.４５％ꎬ这表明建筑工人的工作具有不稳定性ꎬ一
旦工程完工就将面临暂时失业ꎮ

图 ４　 被拖欠或克扣工资情况

２.３ 建筑工人接受职业培训现状

调查样本中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并取得职业

资格证书的建筑工人占 ３５％ꎮ 接受培训工人的培

训费用ꎬ自己承担的占 ４１. ５７％ꎬ企业承担占比为

４０.４５％(图 ５)ꎮ 从未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建筑

工人占 １ / ３ꎬ其中约 １ / ３ 是因为没有钱ꎬ认为自己文

化程度过低而没有参加培训的占 ２４.８０％(图 ６)ꎮ

图 ５　 培训费用承担情况

图 ６　 未接受培训的原因分布

２.４ 建筑工人社会保险现状

建筑工人从事的工作具有高危险的性质ꎬ现在

国家强制规定ꎬ在给工人买保险的基础上ꎬ项目工

程才能实施ꎮ 但是ꎬ在被调查群体中ꎬ有 ６７.７８％的

建筑工人参加了社会保险ꎬ其中参加工伤、医疗、养
老、失业保险人数分别为 ３８.６１％、３３.３３％、３６.１１％
和 ５. ５６％ꎬ可见ꎬ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最少ꎮ 有

３２.２２％的人员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ꎬ未参加的原因

主要有 ４ 种ꎬ其中企业或老板不提供的占比最大ꎬ其
次是不清楚社会保险的作用(图 ７)ꎮ
２.５ 建筑工人职业化现状分析

建筑工人职业化包括就业职业化、劳动关系契

约职业化、从业职业化和行为职业化 ４ 大目标ꎮ 从

调查数据中反映出安徽省建筑工人职业化发展存

在以下问题:(１)建筑工人逐渐老龄化ꎬ且劳动强度

大薪资低ꎮ (２)职业培训参与度与职业资格持证率

有所上升ꎬ但与职业化目标仍有距离ꎮ(３)就业方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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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未参加社会保险原因分布

式以非正规就业为主ꎬ且被拖欠工资现象时有发

生ꎮ (４)社会保险参保率有所提高ꎬ保险意识上升ꎬ
但仍有企业社会不提供保险的现象ꎮ

３ 安徽省建筑工人职业化影响因素分析

为针对建筑工人职业化中的问题提出有效对

策ꎬ需要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这些问题的影响因素

进行深入分析ꎮ
３.１ 变量设定与赋值

根据调查结果和已有劳务人员职业化研究成

果ꎬ将建筑工人职业化影响因素分为个人素质、行
业特征、制度环境 ３ 个维度ꎮ 个人素质维度主要考

虑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从业时间ꎻ行业特征维

度主要考虑技能培训情况、年收入及工作强度ꎻ制
度环境维度主要考虑合同签订情况、社保参与情况

和专职化程度ꎮ 本文将这些因素作为 １０ 个解释变

量ꎬ将是否有职业化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ꎬ变量间

结构关系及含义赋值描述分别如图 ８ 和表 １ 所示ꎮ

图 ８　 职业化影响因素结构

表 １　 变量含义及赋值

变量
类型

变量含义 赋值

解释
变量

年龄(Ｘ１) ≤３５岁＝１ꎬ>３５~４５岁＝２ꎬ>４５岁＝３
性别(Ｘ２) 女＝０ꎬ男＝１
受教育程度(Ｘ３) ≤小学＝１ꎬ初中＝２ꎬ≥高中＝３
从业时间(Ｘ４) ≤５ ａ＝１ꎬ>５~１０ ａ＝２ꎬ>１０ ａ＝３
合同签订情况(Ｘ５) 未签订＝０ꎬ已签订＝１
年收入状况(Ｘ６) ≤３万元＝１ꎬ>３~５万元＝２ꎬ>５万元＝３
每天工作时间(Ｘ７) ≤８ ｈ＝１ꎬ>８~１０　 ｈ＝２ꎬ>１０ ｈ＝３
技能培训情况(Ｘ８) 未培训＝０ꎬ已培训＝１
社保参与情况(Ｘ９) 未参保＝０ꎬ已参保＝１
专职化程度(Ｘ１０) 兼职＝０ꎬ专职＝１

被解释
变量　 是否有职业化意愿(Ｙ) 是＝１ꎬ否＝０

３.２ 研究假设

１)年龄ꎮ 一般来说ꎬ随着年龄的增长ꎬ人的思

维越来越固化ꎬ故假设年龄较小的建筑工人职业化

的意愿更强ꎮ
２)性别ꎮ 从人力资源理论及传统角度来看ꎬ女

性相比于男性更倾向于安稳、简单的生活ꎬ故假设

男性建筑工人职业化的意愿更强ꎮ
３)受教育程度ꎮ 通常接受过教育的人拥有更

加长远的考虑ꎬ对事物的理解能力更强ꎬ且受教育

的程度越高ꎬ就越向往理想生活ꎬ故假设受教育程

度较高的建筑工人职业化的意愿更强ꎮ
４)从业时间ꎮ 对多数行业来说ꎬ从业时间长的

员工一般会依赖于某项特定的技能来维持自己工

作的稳定ꎬ而建筑业则具有不稳定的特征ꎬ故假设

从业时间>５~１０ ａ 的建筑工人职业化的意愿较强ꎮ
５)合同签订ꎮ 人们总是希望有一份安稳的工

作ꎬ特别是对于建筑工人ꎬ一份长期有效的合同是

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保障ꎬ使得他们做任何事情

都有动力和希望ꎬ故假设已签订长期有效合同的建

筑工人职业化的意愿更强ꎮ
６) 年收入ꎮ 年收入较高的工人面对的生活压

力和家庭负担更小ꎬ故假设年收入高的建筑工人职

业化的意愿更强ꎮ
７)工作强度ꎮ 由于建筑业的高负荷工作强度ꎬ

工人每天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体力去工作ꎬ他们

自然希望提高工作效率减轻负荷ꎬ故假设工作强度

高的工人职业化的意愿更强ꎮ
８)技能培训ꎮ 职业化意味着技能熟练化、施工

规范化、效率高效化ꎮ 参加过技能培训的工人自然

很适应职业化的发展ꎬ故假设参加技能培训的工人

职业化的意愿更强ꎮ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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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社保参与ꎮ 建筑工人大多是从农村来到城

市ꎬ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ꎬ社会保险是建筑工人工

作的保障ꎬ有了这份保障工人们更加有意愿接受职

业化ꎬ故假设已经参加社会保险的工人职业化的意

愿更强ꎮ
１０)专职化程度ꎮ 专职化程度高ꎬ建筑工人职

业化意愿亦更高ꎬ故假定专职化程度越高的工人职

业化的意愿越强ꎮ
３.３ 假设验证

根据交叉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２)可得如

下结论:
１)由交叉分析的卡方值和 Ｐｈｉ.Ｖ 值可知ꎬ受教

育程度、合同签订、技能培训、社保参与差异极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ꎻ从业时间、 年收入、专职化程

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年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１０)ꎬ且这些变量的 Ｐｈｉ.Ｖ 值都大于 ０.１ꎬ
说明这 ８ 个解释变量都与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关系ꎮ

２)相关系数可知ꎬ受教育程度、合同签订、年

收入、技能培训、社保参与、专职化程度在 ０.０５ 的

水平下显著ꎬ年龄在 ０.１ 的水平下显著ꎬ而性别、从
业时间、工作强度与职业化意愿之间的相关程度

较小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所做的研究假设都成立ꎮ

３.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建立

为了解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显

著程度ꎬ进一步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对建筑工人的

职业化意愿进行分析ꎬ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二分变

量ꎬ即是否有职业化意愿ꎬ解释变量为年龄、性别、
受教育程度、从业时间、合同签订、年收入、工作强

度、技能培训、社保参与及专职化程度ꎮ 由于调查

数据为随机抽样取得ꎬ故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

估计ꎮ 被解释变量 ｙ 的条件概率为式(１)ꎬ
Ｐ ｙｉ( ) ＝ ｐｙｉ

ｉ (１ － ｐ) １－ｙｉ ꎬ ｙｉ ＝ ０ꎬ１ (１)
则 ｙ１ ꎬ ｙ２ ꎬꎬ ｙｎ 似然函数为式(２)ꎬ

Ｌ ＝ ∏
ｎ

ｉ ＝ １
ｐｙｉ
ｉ (１ － ｐ) １－ｙｉ (２)

表 ２　 各变量与是否有职业化意愿的交叉及相关性分析

解释变量 分类 样本数
职业化意愿的占比 / ％ 交叉分析

有 没有 卡方值 Ｐｈｉ.Ｖ 值

相关性分析
相关系数

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从业时间

合同签订情况

年收入状况

每天工作时间

技能培训情况

社保参与情况

专职化程度

≤３５ 岁 ６５ ８６.２ １３.８
>３５~４５ 岁 １４６ ７２.６ ２７.４

>４５ 岁 １４９ ６９.１ ３０.９
男 ３２４ ７３.１ ２６.９
女 ３６ ７５.０ ２５.０

≤小学 １１５ ５８.３ ４１.７
初中 １９３ ７７.７ ２２.３

≥高中 ５２ ９０.４ ９.６
≤５ ａ ９３ ７１.０ ２９.０

>５~１０ ａ １２７ ７９.５ ２０.５
>１０ ａ １４０ ６９.３ ３０.７
已签订 ２７６ ８０.８ １９.２
未签订 ８４ ４８.８ ５１.２
≤３ 万元 ６８ ６１.８ ３８.２

>３~５ 万元 １７２ ７０.９ ２９.１
>５ 万元 １２０ ８３.３ １６.７
≤８ ｈ ５ ６０.０ ４０.０

>８~１０ ｈ ２０９ ７２.７ ２７.３
>１０ ｈ １４６ ７４.７ ２５.３
未培训 ２３４ ６３.７ ３６.３
已培训 １２６ ９１.３ ８.７
未参加 １１６ ５６.９ ４３.１
已参加 ２４４ ８１.１ １８.９
兼职 ２１２ ６７.０ ３３.０
专职 １４８ ８３.１ １６.９

６.８８３﹡　 ０.１３８ －０.１２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１ －０.１１ 　

２１.６２３﹡﹡﹡ ０.２４５ ０.２４３﹡﹡

８.０２３﹡﹡﹡ ０.１４９ －０.００７　

３４.６９５﹡﹡﹡ ０.３１０ ０.３１０﹡﹡

１０.２４４﹡﹡﹡ ０.１６９ ０.１６７﹡﹡

０.５７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７﹡﹡

３１.１１８﹡﹡﹡ ０.２９４ ０.２９４﹡﹡

２１.１４１﹡﹡﹡ ０.２４８ ０.２４８﹡﹡

１１.６６９﹡﹡　 ０.１８０ ０.１８０﹡﹡

注:﹡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１０)ꎻ﹡﹡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表示差异极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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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ＳＰＳＳ２５ 软件可得出估计值ꎬ并对回归系

数进行 Ｗａｌｄ 检验ꎮ
Ｗ ＝ β︿ ｊ / Ｓ Ｅβ︿ ｊ

( ) ２ (３)
为了确保建立的回归模型是最优的ꎬ本文共建

立 ３ 个回归模型进行比较分析ꎬ模型 １ 采用向前逐

步法(条件似然比)ꎬ根据得分统计量的显著水平逐

个引入变量ꎮ 模型 ２ 采用向后逐步法ꎬ根据条件参

数估计所得到的似然比统计量的概率值逐个剔除

变量ꎮ 模型 ３ 采用强迫进入法ꎬ协变量全部进入模

型ꎬ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３.５ 结果分析

由表 ３ 知ꎬ模型 １ 中有 ８ 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

变量具有显著影响ꎬ模型 ３ 在加入年收入和工作强

度 ２ 个解释变量之后ꎬ回归系数及概率值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ꎮ 综合 ３ 个模型来看ꎬ对建筑工人是否有

职业化意愿影响最显著的是性别、建筑工人合同签

订情况、技能培训情况及社保参与情况ꎬ它们均差

异极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其中ꎬ男性建筑工人

职业化意愿的概率为女性建筑工人的 １３.７２２ 倍ꎬ签
订劳动合同的建筑工人其职业化意愿的概率为未

签订合同的 ５.６７４ 倍ꎬ参加过技能培训有证的建筑

工人的职业化意愿的概率为无证的 ６.９８５ 倍ꎬ参加

了社保的建筑工人的职业化意愿的概率为没参加

社保工人的 ５.５６３ 倍ꎮ 影响程度次之的是年龄、教
育程度和专职化程度ꎬ其中年龄>３５ ~ ４５ 岁、教育程

度≥高中以及专职的建筑工人其愿意职业化的概

率在 ０. ０５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ꎮ 之后是年收入对

建筑工人职业化意愿的影响ꎬ其中年收入５万元以上

表 ３　 各变量与是否有职业化意愿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解释变量 分类
模型 １(向前逐步法) 模型 ２(向后逐步法) 模型 ３(ＥＮＴＥＲ)
Ｂ Ｗａｌｄ Ｅｘｐ(Ｂ) Ｓｉｇ Ｗａｌｄ Ｅｘｐ(Ｂ) Ｂ Ｗａｌｄ Ｅｘｐ(Ｂ)

年龄

≤３５ 岁(参照组

>３５~４５ 岁 －１.０９６﹡﹡﹡ ６.０６０ ０.３３４ －１.０７０﹡﹡ ５.３６９ ０.３４３
>４５ 岁 －０.８３１﹡ ３.０６３ ０.４３６ －０.７４２ ２.３０２ ０.４７６

性别
女(参照组)
男 ２.７３８﹡﹡﹡ ８.６８８ １５.４５３ ２.６１９﹡﹡﹡ ８.０１９ １３.７２２

教育程度

≤小学(参照组)
初中 ０.３５４ １.０９９ １.４２４ ０.２９２ ０.７３４ １.３３９
≥高中 １.３９４﹡﹡﹡ ６.６７２ ４.０３０ １.２３２﹡﹡ ４.９４４ ３.４２９

从业时间

≤５ ａ(参照组)
>５~１０ ａ －０.４８３ １.４９４ ０.６１７ －０.５５８ １.９５５ ０.５７２
>１０ ａ ０.６３６﹡﹡ ２.０９８ １.８８９ ０.６５２ ２.０４４ １.９２０

合同签订
否(参照组)
是 １.８００﹡﹡﹡ ２９.０００ ６.０４９ １.７３６﹡﹡﹡ ２４.４７３ ５.６７４

年收入

≤３万元(参照组) ０.１５８
>３~５ 万元 ０.４５０ ０.４１０ １.３１８ ０.２７６ ０.４１０ １.３１８
>５ 万元 ０.０６９ ２.９６８ ２.３８１ ０.８６８﹡ ２.９６８ ２.３８１

工作强度

≤８ ｈ(参照组) ０.８０１
>８~１０ ｈ ０.５６４ ０.０１５ ０.９０９ －０.０９６ ０.０１５ ０.９０９
>１０ ｈ ０.５０７ ０.０１３ １.０９９ ０.０９５ ０.０１３ １.０９９

技能培训
无证(参照组)
有证 ２.８５４﹡﹡﹡ ９.１６１ ７.６６５ ２.１０４﹡﹡﹡ ７.９２１ ６.９８５

社保
未参加(参照组)
参加 ２.０６２﹡﹡﹡ １２.８２４ ５.１４３ １.６７２﹡﹡﹡ ７.７９５ ５.５６３

专职化
程度　

兼职(参照组)
专职 １.５６５﹡﹡﹡ ７.０７３ ４.２７９ ０.８７６﹡﹡ ４.５３９ ４.２５０

常量 －３.８３５ １３.７４５ ０.２０２ －４.４２３ １０.８９４ ０.０１３
－２对数似然值 ３３４.４３９ ３４６.５７３
Ｃｏｘ－ＳｎｅｌｌＲ２ ０.３６８ ０.６７７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２ ０.４８９ ０.５８４
注:﹡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１０)ꎻ﹡﹡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表示差异极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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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工人其愿意职业化的概率在 ０.１０ 的统计水

平下显著ꎮ 从业时间和工作强度对建筑工人职业

化意愿的影响较小ꎮ 对于性别这个影响因素来说ꎬ
由于建筑行业的特殊性ꎬ女性工人样本数量较少ꎬ
且她们主要从事较为简单的工作ꎬ那么以女性工人

作为参照组来分析性别这个影响因素存在局限性ꎬ
故排除性别因素对建筑工人职业化意愿的影响ꎮ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可以得出ꎬ对“安徽省建筑

工人是否有职业化意愿”的 ６ 大主要影响因素分别

是:建筑工人合同签订、技能培训、社保参与、年龄、
教育程度和专职化程度ꎮ 鉴于此ꎬ提出如下对策建

议:１)安徽省政府应该加强对劳务合同的监管力

度ꎬ保证每个建筑工人都能签订合法的劳务合同ꎬ
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ꎮ ２)应加强对建筑培

训机构的监督与管理ꎬ规范培训市场ꎬ同时要加大

培训力度ꎬ尽可能使每名建筑工人都能进行技能培

训ꎮ ３)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ꎬ使建筑工人一入职就

能参加社保ꎮ 由于建筑工人工作流动性大ꎬ故还应

确保社保不随工作的流动而失效ꎮ ４)调整建筑工

人的年龄结构ꎬ大量吸收 ３５ ~ ４５ 岁建筑工人ꎬ并重

点培养ꎬ确保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ꎮ ５)加强成人教

育ꎬ针对建筑工人可实行夜间学习教育ꎬ提高工人

的文化水平ꎬ提高思想觉悟ꎮ ６)健全建筑行业的管

理制度ꎬ避免工人ꎬ特别是农民工出现回家干农活的

情况ꎬ建筑企业要做到专人专职ꎬ长期专职的程度ꎮ

４ 结语

本文从安徽省建筑工人的就业现状出发ꎬ通过

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可知ꎬ现阶段安徽省建筑工人

基本为男性ꎬ以壮年劳动力为主体ꎬ老龄化趋势明

显ꎬ且文化程度较低ꎻ绝大多数建筑工人所选择的

就业途径均为非正规就业途径ꎻ建筑工人工作时间

长ꎬ薪资低于国家平均水平ꎬ大部分未接受过职业

技能培训ꎬ换岗频繁ꎬ工作具有不稳定性ꎻ社会保险

参保率有所提高ꎬ保险意识上升ꎬ但仍有企业不提

供保险的现象ꎮ 这种职业化现状严重影响了建筑

业的可持续发展ꎬ与职业化目标之间仍有一定的差

距ꎮ 根据调查结果和已有劳务人员职业化研究成

果ꎬ明确制约职业化形成的 １０ 个影响因素ꎬ运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调研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ꎬ建立了 ３ 个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进行比较分析ꎬ最终得出影响安徽

省建筑工人是否有职业化意愿的 ６ 大主要因素是合

同签订、技能培训、社保参与、年龄、教育程度和专

职化程度ꎬ并从这 ６ 个方面提出若干安徽省建筑工

人职业化发展的政策建议ꎬ为安徽省建筑工人职业

化发展配套政策的制定提供客观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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