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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研究从可行能力和期望确认视角出发,
 

综合构建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决策模型.
 

基于贵州省民族

地区易地搬迁农户321个样本的调查数据,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分析影响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的主要因

素.
 

研究结果表明,
 

易地搬迁农户可行能力中的政治自由、
 

经济条件、
 

社会机会和期望确认度对其非农就业意愿存

在直接的正向影响,
 

且其可行能力中的经济条件、
 

社会机会、
 

防护性保障和透明性保障受期望确认度的中介作用,
 

间接影响其非农就业意愿,
 

并就此提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进自我发展意识塑造、
 

针对性培训和拓展岗位延伸农

户时间资本与技能水平、
 

开展多样性社区活动拓展社会网络、
 

线上线下多渠道推进信息保障、
 

打造服务队伍和资源

引进从而提升安置社区综合水平等的研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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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non-farming
 

employment
 

willingness
 

of
 

relocated
 

farmers,
 

the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th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willingness
 

of
 

relocated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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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constructed
 

by
 

synthesizing
 

the
 

theory
 

of
 

feasible
 

ability
 

and
 

the
 

theory
 

of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21
 

samples
 

of
 

relocated
 

farmer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willingness
 

of
 

relocated
 

farmers
 

were
 

analyzed
 

in
 

depth
 

us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tical
 

freedom,
 

economic
 

condi-
tions,

 

social
 

opportunitie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feasible
 

ability
 

of
 

relocated
 

farmers
 

had
 

a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willingness,
 

while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social
 

opportuni-
ties,

 

protective
 

guarantees
 

and
 

transparency
 

guarantees
 

in
 

their
 

feasible
 

capabilities
 

indirectly
 

affected
 

their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willingness.
 

In
 

this
 

regard,
 

the
 

inspiration
 

is
 

proposed
 

to
 

give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party
 

building
 

to
 

promote
 

self-development
 

awareness,
 

targeted
 

training
 

and
 

expansion
 

of
 

posts
 

to
 

extend
 

farmers
 

time
 

capital
 

and
 

skill
 

levels,
 

to
 

expanding
 

social
 

networks
 

through
 

diversified
 

community
 

activities,
 

to
 

promot
 

information
 

security
 

through
 

online
 

and
 

online
 

multi-channels,
 

to
 

build
 

service
 

teams,
 

and
 

introduce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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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贵州省在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时,
 

需要加大对易地搬迁农

户的后续扶持力度,
 

增进搬迁农户就业.
 

就业能力激发和就业质量提升,
 

对易地搬迁农户实现长期稳定起

着关键作用[1].
 

长期以来,
 

就业和易地搬迁相辅相成,
 

易地搬迁作为一种扶贫方法,
 

它更多的是一个发展

过程,
 

其发展结果或者最终目标是实现农户从旧地搬迁到新地增收的双赢策略[2-3].
 

就业帮扶力度的提升,
 

是防止易地搬迁农户发生规模性返贫,
 

突破贫困陷阱,
 

实现其收入稳定的长效路径.
为了增加就业效率,

 

拉升易地搬迁农户的收入水平,
 

切实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国内学者从农户就业能

力[4-5]、
 

就业模式[6-8]、
 

就业政策[9-10]等方面对易地搬迁农户进行深入分析.
 

国内对于非农就业意愿影响因素

的实证研究成果已有诸多报道,
 

可以系统地区分为两个层面:
 

内部层面因素和外部层面因素的影响.
 

内部

层面因素研究多探讨个人特征因素和家庭特征因素对非农就业的影响,
 

侧重于对人力、
 

金融资本的研究,
 

其中认为对非农就业意愿具有显著效应的具体变量包含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健康状况、
 

收入来源、
 

培训

程度、
 

经营主业、
 

家庭成员类型、
 

村干部、
 

少数民族等[11-15].
 

外部层面因素早期侧重于对社会资本的研究,
 

一般认为就业距离、
 

社会网络对非农就业意愿的影响显著[16-18],
 

近年来,
 

数字乡村的建设和推进,
 

随之延

伸出对互联网使用情况与非农就业意愿之间关系的探讨[19-21].
综上,

 

本文发现:
 

①
 

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研究亟待深化.
 

虽然易地搬迁农户的后续就业问题已

经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关注,
 

国内关于农民非农就业意愿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目前把易地搬迁农户作为

研究对象,
 

对其非农就业意愿进行实证研究为数不多,
 

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在此方面的研究结果稍显不足,
 

更没有在这一方面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搬迁政策的落实,
 

第一步少数民族地区易

地搬迁农户的安居工作得到初步解决,
 

如何走好第二步,
 

做好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搬迁户的后续就业工作以

实现生活稳定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②
 

关于易地搬迁农户期望确认的心理因素及可行能力研究有待提高.
 

在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
 

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就业意愿作为个体的行为选择,
 

面临不确定性的风险

因素时,
 

会综合考量自身能力和未来期望做出与之相对应的决策,
 

进而影响到农户自身非农就业意愿.
 

鉴

于此,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本文基于可行能力理论分析框架,
 

结合期望确认理论,
 

从可行能力和期望确认

两个角度构建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

假设,
 

运用结果方程模型(SEM)分析影响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的关键因子,
 

在得出相

关结论的同时,
 

对其后续就业扶持的相关政策建议进行论证.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可行能力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于20世纪90年代将伦理学和福利经济学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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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提出可行能力理论[22],
 

更多地关注人的实质自由,
 

而发展是扩大这种人所享有的实质自由的必要过程.
 

这种实质自由的实现和扩大,
 

指的是“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可行能力”[23].
 

而一个人的可行能力

(capability),
 

指的是这个人可能实现的各种功能性活动的组合,
 

这种功能性活动包含衣食住行、
 

获得尊敬、
 

参与社会活动等[24].
 

因为个人的可行能力是一个抽象化概念,
 

对其直接测量具有一定的难度.
 

鉴于此,
 

阿

玛蒂亚·森提出政治自由、
 

经济条件、
 

社会机会、
 

防护性保障、
 

透明性保障5种工具性自由来对人的可行

能力进行测量,
 

将可行能力和工具性自由都看作是实质自由发展的关键方法,
 

二者结合通过福利转化能够

引诱个体和集体行为产生[22].
 

作为典型的个体行为选择,
 

在少数民族地区中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的

产生、
 

推进和演变受到其个人所拥有的可行能力的影响,
 

因此可行能力理论的提出与应用,
 

为本文的研究

提供了可靠条件.
表1 可行能力的5种工具性自由

工具性自由 可行能力

政治自由 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对人们的政治权利进行关注与维护

经济条件 人们所享有的将其经济资源用于消费、
 

生产或交换的机会

社会机会 影响个人赖以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条件,
 

能更有效地参与经济和政治活动

防护性保障 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安全网的制度性安排

透明性保障 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
 

确保信用的维持

1.2 可行能力理论和非农就业意愿

在安置社区少有甚至不存在务农条件的情况下,
 

非农就业是目前易地搬迁农户主要的就业方式.
 

为了

保障自身以及家庭在城镇居住的生活水平,
 

对非农就业岗位和就业地点条件的对比衡量是农户所关注的重

点问题,
 

倾向于获得较好工资水平的情况下尽可能考虑就业地点距离家庭较近,
 

便于顾全家人的生活起

居,
 

其对就业岗位和就业地点意愿程度的大小则是易地搬迁农户在追求非农就业时的具体反映.
 

基于阿玛

蒂亚·森的思想,
 

可行能力反映了个人在实际生活中拥有的选择机会和选择自由,
 

机会和自由的多寡与个

人生活质量息息相关.
 

因此,
 

包含各种功能性活动的可行能力,
 

是表明个人发展、
 

经济进步的关键因素[25].
 

农户在追求非农就业时,
 

其个体行为选择会存在一个或长或短的“预备期”,
 

在这一时间中,
 

农户会就自身

的经济能力、
 

健康能力、
 

保障能力、
 

休闲能力、
 

语言能力等各方面进行自我评分,
 

预估自身达成这一特定行

为的综合能力水平,
 

这一综合水平的估计代表着农户对自身可行能力的探讨,
 

以此来判定自身获取这一就

业岗位机会的大小,
 

从而决定自身的就业意愿.
 

在根据岗位条件和就业地点确定自身的非农就业意愿前,
 

农户往往会先行思虑自身能力的可行性,
 

在对自身政治能力、
 

经济能力、
 

保障能力等条件要素有一定判断

的基础上,
 

会综合衡量自身所拥有的可行能力是否达到足以获取非农就业资源的水平.
 

若农户对自身的可

行能力评判度较高,
 

对获取非农就业资源的信心较强,
 

与之对应的进行非农就业的意愿程度就越大.
 

鉴于

此,
 

农户才会进一步选择是否现在进行非农就业,
 

特别是思虑是否在非农就业资源充足且获取门槛不高的

易地搬迁安置区进行就地非农就业.
总的来讲,

 

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的选择受到其自身可行能力的直接影响.
 

作为衡量可行能力的

5种工具性自由,
 

对农户非农就业意愿的影响也是直接的,
 

涵盖了包括个人、
 

家庭、
 

制度等多方面影响农户

非农就业意愿的主要因素[26],
 

为农户非农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的探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
 

换言之,
 

易地搬迁农户的非农就业意愿,
 

受其可行能力中政治自由、
 

经济条件、
 

社会机会、
 

防护性保障、
 

透明性保障

5个方面的综合制约,
 

因此对于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的研究可以从农户可行能力下的5种工具性自

由来分析.
 

国内外部分学者也发现,
 

通过可行能力下的政治自由(政策可及、
 

政治参与)、
 

经济条件(个人或

家庭的资源要素)、
 

社会机会(社会参与)、
 

防护性保障(医疗、
 

住房、
 

基础设施)、
 

透明性保障(信息及时)等
多个维度来激发农户的就业欲望更加有效.
1)

 

在政治自由方面,
 

易地搬迁农户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弱势群体,
 

他们的政治发声更多的是通过其他群

体间接地向社会和政府表达[27].
 

这里的政治发声,
 

具体指的是易地搬迁农户通过社区居民大会、
 

投票选举

等合法合情的方式,
 

对安置社区政策发布、
 

贯彻和落实结果表达自身的关注,
 

以确保自身政治权利得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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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其中,
 

为保证搬迁后自身的生活质量水平得以维持和提升,
 

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就业政策或制度的出台

和执行情况,
 

易地搬迁农户的关心程度尤甚.
 

农户政治参与途径的维持和拓展,
 

保障其政治参与的有效性

和广泛性,
 

既能够让安置区归属感尚未完全树立的农户稳住心态,
 

也能够向农户表达政府和安置区对其的

持续关注,
 

传递出政府和安置区对其“不抛弃、
 

不放弃”的强烈信号,
 

坚定其融入安置社区开展就业的信心.
 

就业制度的完善,
 

政治参与的“不缺席”,
 

会使农户自身发展处于一种集中、
 

团结的状态[28],
 

让农户有效享

受到完整的政治自由,
 

同时非农就业意愿这种个体利益的实现也便于和周边环境达成一致性.
 

因此,
 

本文

提出第1个假设.
假设1:

 

政治自由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2)

 

在经济条件方面,
 

传统的经济条件测量大都以个人收入作为衡量指标,
 

而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指

出,
 

经济条件是一个人利用经济资源进行个人发展的机会,
 

但不能单纯以收入结果对个人能力进行评

判[22].
 

国内也有学者指出,
 

以收入作为衡量经济条件的指标过于粗略,
 

无法反映出农户个体的异质性和所

处环境的差异性[29].
 

部分学者提出以农户参与经济社会活动所需的时间资本和技术水平等,
 

作为随个体特

征、
 

周遭环境变化而变化的经济资源衡量指标[30].
 

相对于在农村生活,
 

易地搬迁农户安居城市后经济条件

的自由度发生变化,
 

从土地中解放使农户获得了更加充足的时间资本,
 

安置社区完善性保障免除了家庭的

后顾之忧,
 

极大地减少了农户的“赡养”时间支出,
 

参与工作的时间资本进一步增加.
 

同时,
 

安置社区兑现

承诺,
 

对手艺欠缺的农户进行技能水平集中培训,
 

提升个体农户的技能水平层次,
 

既增加了其获得工作的

能力,
 

又提升了其与技能水平相匹配的工资水平.
 

因此,
 

易地搬迁农户相对于在农村生活而言,
 

其利用城

镇安居扩展带来的经济条件进入非农就业能够获得相对更高的收益,
 

非农就业意愿增强.
 

因此,
 

本文提出

第2个假设.
假设2:

 

经济条件对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3)

 

在社会机会方面,
 

社会机会的大小和获得,
 

与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亲朋好友、
 

同事邻居等联合构

成的社会网络息息相关,
 

社会网络的差异性对个人工作机会的获得和就业岗位的选择产生直接或间接

效应[18],
 

不论城镇或是农村,
 

熟人介绍是主要的就业途径之一[31].
 

一方面,
 

当工作岗位供给短缺时,
 

拥

有社会关系的意愿就业者通过配给机制可以获得工作岗位,
 

而不拥有社会关系的意愿就业者则会有被

“挤出”的风险,
 

这一风险的存在对个人竞争这种就业岗位的意愿程度产生负向影响.
 

另一方面,
 

社会网

络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就业机会的多寡,
 

更完善的社会网络能为意愿就业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机会

存在和机会数量增加对个人进行就业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
 

社会网络的存在放大了意愿就业者所拥有的

社会机会,
 

为个人或家庭获取就业岗位提供了更多可能,
 

影响着个人的就业意愿.
 

易地搬迁后,
 

集体安

置方法使个人的社会机会相较于农村有向好发展的态势,
 

亲朋友邻关系的存在、
 

更迭、
 

拓展,
 

直接或间

接影响到农户失业时间、
 

求职经验、
 

工作岗位的增减,
 

进而对农户非农就业意愿产生影响.
 

因此,
 

本文

提出第3个假设.
假设3:

 

社会机会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4)

 

在防护性保障方面,
 

这一保障的存在会加强农户防御风险的能力,
 

社会安全的拥有能够让农户非农

就业选择不受限制[32].
 

作为相对弱势群体,
 

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角度来看,
 

易地搬迁农户的基本生理需要

得到满足,
 

才会去追寻更高层次的需要.
 

值得关注的是,
 

防护性保障的变化,
 

可能会存在两种不同的结

果[33-34],
 

一是安置区对农户住房、
 

出行、
 

医疗等的改善,
 

能够增强其个人或家庭的风险抵御和承受能力,
 

促

使农户正常的选择能力不受外在生活条件的限制,
 

进而在农户心理感受层面强化对未来非农就业的信心,
 

使其非农就业意愿增强;
 

二是若受到当地发展水平限制(当地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无法充分发挥和展

现农户的个人能力,
 

总体就业状况无法达到农户的心理预期),
 

这时农户在安置区的非农就业意愿会受到

制约.
 

因此,
 

目前防护性保障提升、
 

生存环境改善、
 

家庭安顿无忧的情况下,
 

会间接促使农户产生出比目前

更高层次的就业需求,
 

激励农户去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
 

为此,
 

本文提出第4个假设.
假设4:

 

防护性保障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5)

 

在透明性保障方面,
 

主要是满足农户对公开信息获取的自由度[35].
 

信息滞后是导致就业问题长期

存在的主要因素之一,
 

对于易地搬迁农户的非农就业意愿而言,
 

其影响包括两个方面:
 

①
 

在短期内,
 

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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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定居阶段的易地搬迁农户,
 

其信息搜集能力要相对弱于本地居民,
 

信息的缺少使得农户无法及时适应劳

动力市场的快速变化,
 

因此其非农就业需求也难以及时和市场的岗位供给相匹配;
 

②
 

安置社区的就业信息

服务体系处于自我完善阶段时,
 

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信息协调性不够顺畅,
 

导致其信息传递功能出现偏差,
 

直接影响农户非农就业信息获取的完整性,
 

进而影响农户的非农就业意愿.
 

所以,
 

就业信息网络的覆盖和

信息服务体系的完善,
 

既确保了农户在有限能力情况下也能搜集到有效信息,
 

也优化了安置社区的信息管

理能力,
 

保障了信息渠道的通达性、
 

信息获取的顺畅性和信息内容的完整性,
 

能够及时为农户提供公平、
 

自由的市场信息,
 

减少甚至消除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状况,
 

从而为农户的自主择业创造机会.
 

因此,
 

本文

提出第5个假设:
假设5:

 

透明性保障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1.3 期望确认度的中介作用

期望确认理论由Oliver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
 

是对某一特定行为满意程度的具体评估[36].
 

Oliver分

析发现,
 

个体在进行某一特定行为前后都会产生期望,
 

而这前后期望值差或者心理预期程度对比就是个体

对这一行为产生的期望确认度,
 

并根据这一期望确认程度对后续个体是否进行这样的行为作出预期判断.
 

易地搬迁是在相关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进行的,
 

在搬迁前后农户必然会对目前所拥有的条件和搬迁后扶贫

干部所描绘的条件作出一定的对比,
 

最终在易地搬迁安置区较好条件的拉力作用下,
 

选择参与搬迁和搬迁

后的再就业.
 

在初步的安居工作完成后,
 

农户对比新旧环境下就业的各项条件,
 

已然形成一定的期望确认

程度,
 

这对其后续选择安置区非农再就业,
 

而不是返迁务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

 

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37],
 

期望确认度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如

果期望确认度较高,
 

表明农户对安置区整体就业服务和保障设施的评价较好,
 

其预期达成度也较高,
 

对后

续就业发展也会有较好的心理预期,
 

那么与之对应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将会提升农户的效用.
 

在期望确认度

稳定时,
 

效用最大化的理论假设会促使农户倾向于持续去获得这种满足感和幸福感,
 

换言之,
 

农户会继续

做出非农就业的选择来确保已获得效用的长期持续和累积.
 

另一方面,
 

从自我认知的角度,
 

期望确认度也

发挥着某种中介影响效应.
 

较高期望确认度的形成来源于农户对自身可行能力转化信心的加强,
 

这将鼓励

农户对非农就业进行挑战.
 

与之相反,
 

当农户搬迁后对环境持否定情绪,
 

对自身能力发挥持消极态度,
 

所

形成的较低期望确认度将会极大地阻碍非农就业意愿的采纳.
农户进行非农就业这一行为选择时,

 

在对现有状态下可行能力的政治自由、
 

经济条件、
 

社会机会、
 

防

护性保障、
 

透明性保障5种工具性自由进行预估的基础上,
 

判断期望确认度并制定和调整非农就业的行为

决策,
 

因而期望确认度除了对农户非农就业意愿有直接影响外,
 

还在可行能力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非

农就业意愿的影响中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图1).
 

由此作出如下假设:

图1 可行能力、
 

期望确认度与民族地区易地搬迁户非农就业意愿影响机制模型

63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5卷



假设6:
 

期望确认度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7:

 

政治自由通过期望确认度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8:

 

经济条件通过期望确认度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9:

 

社会机会通过期望确认度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10:

 

防护性保障通过期望确认度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11:

 

透明性保障通过期望确认度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2 数据来源、
 

模型选择与变量选取

2.1 数据来源

文章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对贵州省凯里市易地搬迁安置区的问卷调研.
 

贵州省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主要的

聚居地之一,
 

其民族特色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
 

贵州省作为全国易地扶贫搬迁人数最多的省份[38],
 

其凯

里市的4个易地扶贫搬迁大型集中安置点(上马石、
 

清江、
 

白午、
 

东出口)和1个中型安置点(冶炼厂),
 

共集

中安置44
 

162人,
 

其中跨县搬迁19
 

118人,
 

少数民族搬迁人口占比较高,
 

在集中安置规模、
 

人数和民族特

征方面具有典型性[39].
 

课题组在进行预调研完善问卷的基础上,
 

选取12名研究生调研员进行统一培训,
 

确保其熟知问卷内容,
 

减少问卷获取过程中的误差,
 

保障了整体问卷质量.
 

2021年6-7月,
 

调研人员于上

马石、
 

东出口、
 

清江等安置区通过入户走访获得问卷380份,
 

剔除信息不全等问卷,
 

共回收354份有效问

卷,
 

回收率为93.16%.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标,
 

在数据处理时删除了非少数民族、
 

务农等相关数据,
 

最终选

取321个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农户样本,
 

其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样本基本统计特征

统计指标 分类指标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16~20岁=1;
 

21~35岁=2,
 

36~50岁=3;
 

51~65岁=4,
 

65以上=5 3.19 0.801
 

19

性别 男=1;
 

女=2 1.302
 

2 0.473
 

31

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1;
 

小学=2;
 

初中=3;
 

高中/职高/中专=4;
 

大专/本科及以上=5 2.286
 

6 1.063
 

06

家庭人口 1人=1;
 

2人=2;
 

3人=3;
 

4人=4;
 

5人及以上=5 4.442
 

4 0.722
 

81

家庭收入 1万以下=1;
 

1~3万=2;
 

3~5万=3;
 

5~7万=4;
 

7万以上=5 3.292
 

8 1.034
 

52

2.2 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简称SEM)来进行实证分析的原因有两点:
 

①
 

通过

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得到的5种工具性自由,
 

根据期望确认得到的期望确认度,
 

以及涉及到农户

主观心理因素的非农就业意愿,
 

都属于不容易直接观察到的潜在变量,
 

只能间接通过外显指标去进行测

量.
 

②
 

相对于传统的计量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同时处理多个潜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以及处理问

卷量表所测度的观测变量和潜在变量之间存在的误差,
 

而传统计量分析无法很好地解决此类问题[40].
 

因此,
 

本文采取结果方程模型对农户的非农就业意愿进行分析建模.
 

结构方程模型由两方面构成,
 

一是

测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
 

主要测量观测变量和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
 

二是结构模型(Mtructural
 

Model),
 

主要反馈潜在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
 

二者的方程式组成为:
测量方程

x=Λxξ+δ
y=Λyη+ε

  结构方程

η=Bη+Γξ+ζ
方程中,

 

x 和y 分别表示外衍和内衍观测变量,
 

ξ和η 表示外衍和内衍潜在变量,
 

Λx 和Λy 表示因子载荷

矩阵,
 

δ和ε表示误差项.
 

B 表示各内衍潜在变量η之间的相互关系,
 

Γ 表示外衍潜在变量ξ对内衍潜在变

量η的影响,
 

ζ表示结构方程的残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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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变量选取

模型中共有7个潜在变量,
 

本文参考已有量表和理论研究[30-31,33-34,41],
 

共设置21个观测变量.
 

对于

政治自由,
 

本文参考了叶战备[26]和刘敏等[27]的研究,
 

从集体意识、
 

政治参与、
 

权利实现3个维度展开.
 

对于经济条件,
 

参考韩丽萍等[29]开发的量表,
 

主要考量农户时间资本和技术水平两个资源维度.
 

对于社

会机会,
 

参考章元等[17]和路锦非等[40]开发的量表,
 

从家庭成员、
 

亲戚朋友、
 

社区3个维度展开.
 

对于防

护性保障,
 

参考成程等[41]和叶初升等[42]开发的量表,
 

从住房保障、
 

出行保障、
 

医疗保障3个维度展开.
 

对于透明性保障,
 

参考李静[34]的研究,
 

从政策公开满意度、
 

信息渠道满意度、
 

信息获取顺利度3个维度

展开.
 

对于期望确认度,
 

参考 Koufaris[43]开发的量表,
 

从社区服务水平预期达成、
 

社区条件预期达成、
 

社区现状满足3个维度展开.
 

对于非农就业意愿,
 

参考Yeom[44]的量表设计,
 

主要考量咨询意愿、
 

首选

意愿、
 

就地就业意愿3个维度.
 

所有变量均采用李克特(Likert)5级量表法,
 

以1~5进行不同程度的赋

值,
 

具体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描述统计

潜在变量 观测变量 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政治自由 社区活动经常参与(X1)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一般=3;
 

同意=4;
 

非常同意=5 2.056 1.361

为社区和政府建言献策(X2)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一般=3;
 

同意=4;
 

非常同意=5 2.041 1.377

政治权利实现和自我价值提升(X3)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一般=3;
 

同意=4;
 

非常同意=5 2.327 1.226

经济条件 能满足企业按时上下班要求(X4)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一般=3;
 

同意=4;
 

非常同意=5 3.604 0.730

能承受工作要求灵活变动要求(X5)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一般=3;
 

同意=4;
 

非常同意=5 3.636 0.695

能完成企业安全生产的各项要求(X6)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一般=3;
 

同意=4;
 

非常同意=5 3.713 0.715

社会机会 家人的建议我会采纳(X7)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一般=3;
 

同意=4;
 

非常同意=5 3.679 0.729

亲戚朋友的经验我会听取(X8)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一般=3;
 

同意=4;
 

非常同意=5 3.639 0.763

社区居民的意见我会考量(X9)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一般=3;
 

同意=4;
 

非常同意=5 3.492 0.841

防护性保障 住房保障(X10) 非常不满意=1,
 

不满意=2;
 

一般=3;
 

满意=4;
 

非常满意=5 4.053 0.716

出行保障(X11) 非常不满意=1,
 

不满意=2;
 

一般=3;
 

满意=4;
 

非常满意=5 4.097 0.607

医疗保障(X12) 非常不满意=1,
 

不满意=2;
 

一般=3;
 

满意=4;
 

非常满意=5 4.065 0.641

透明性保障 政策公开满意度(X13) 非常不满意=1,
 

不满意=2;
 

一般=3;
 

满意=4;
 

非常满意=5 3.576 0.759

信息渠道满意度(X14) 非常不满意=1,
 

不满意=2;
 

一般=3;
 

满意=4;
 

非常满意=5 3.511 0.771

信息获取顺利度(X15) 非常不满意=1,
 

不满意=2;
 

一般=3;
 

满意=4;
 

非常满意=5 3.514 0.799

期望确认度 社区服务预期(Z1) 非常不符合=1,
 

不符合=2;
 

一般=3;
 

符合=4;
 

非常符合=5 3.452 0.843

社区条件预期(Z2) 非常不符合=1,
 

不符合=2;
 

一般=3;
 

符合=4;
 

非常符合=5 3.246 0.851

社区现状满足(Z3) 非常不符合=1,
 

不符合=2;
 

一般=3;
 

符合=4;
 

非常符合=5 3.215 0.874

非农就业意愿 愿意向社区咨询就业(Y1) 非常不愿意=1,
 

不愿意=2;
 

一般=3;
 

愿意=4;
 

非常愿意=5 3.676 0.881

愿意把社区就业作为首选(Y2) 非常不愿意=1,
 

不愿意=2;
 

一般=3;
 

愿意=4;
 

非常愿意=5 3.449 0.886

愿意在安置区非农就业(Y3) 非常不愿意=1,
 

不愿意=2;
 

一般=3;
 

愿意=4;
 

非常愿意=5 3.530 0.746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预防预测变量和效标变量之间人为的共变,
 

本文采用 Harman的单因子检验方法,
 

将所有参与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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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检验的量表题目一起做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抽取7个因子,
 

且首个因子(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12.10%,
 

小于阈值40%,
 

因而此次检验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信度与效度检验(CFA)
信度检验也称为可靠性检验,

 

本文运用Spass
 

27.0软件,
 

采用克隆巴赫Alpha(Cronbachs
 

α)系数法

对7个潜在变量的21个观测变量进行信度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测算得到7个潜在变量的克隆巴赫

阿尔法(Cronbachs
 

Alpha)值均大于0.7,
 

超过阈值0.6这一判断标准,
 

表明量表信度水平较高.
效度检验也称为有效性检验,

 

本文采用Spass
 

27.0和AMOS
 

24.0两款软件分别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和

验证性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量表整体的KMO 值为0.837,
 

各潜在变量的KMO 值均超过

阈值0.6的判断标准,
 

巴特利特(Bartlett)球形度检验在p<1%水平下具有统计学意义,
 

根据主成分分析

法和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
 

提取与旋转所得的7个因子的负荷量也均超过标准阈值0.7,
 

表明量表的结

构效度较为理想,
 

适宜开展后续的结构方程分析.
 

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
 

根据每个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

载荷系数,
 

计算出组合效度(CR)和平均变异数萃取量(AVE)来判断量表的收敛效度.
 

结果显示,
 

7个潜在

变量组合效度的CR 值都超过标准阈值0.7,
 

且AVE 值也均超过标准阈值0.5,
 

表明量表的收敛效度达到

理想标准.
表4 变量信效度检验

潜在变量 观测变量 Cronbachs
 

α
KMO 值与Bartlett

球形检验

标准化因子

载荷系数
AVE CR

政治自由 X1 0.889 KMO=0.735;
 

Sig.<0.001 0.785 0.735 0.892

X2 0.880

X3 0.902

经济条件 X4 0.874 KMO=0.737;
 

Sig.<0.001 0.849 0.700 0.875

X5 0.868

X6 0.792

社会机会 X7 0.763 KMO=0.621;
 

Sig.<0.001 0.599 0.513 0.748

X8 0.943

X9 0.540

防护性保障 X10 0.860 KMO=0.644;
 

Sig.<0.001 0.858 0.507 0.748

X11 0.711

X12 0.528

透明性保障 X13 0.909 KMO=0.695;
 

Sig.<0.001 0.785 0.786 0.916

X14 0.968

X15 0.897

期望确认度 Z1 0.879 KMO=0.741;
 

Sig.<0.001 0.846 0.671 0.859

Z2 0.778

Z3 0.831

非农就业意愿 Y1 0.786 KMO=0.688;
 

Sig.<0.001 0.749 0.524 0.766

Y2 0.786

Y3 0.627

3.3 拟合效度检验

本文以AMOS
 

24.0软件作为结果方程模型构建主要工具,
 

对量表数据与方程之间的适配度进行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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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具体拟合结果如表5所示.
 

其中,
 

卡方自由度比值(χ2/DF)为2.981,
 

处于阈值1~3之间;
 

近似误差

均方根(RMSEA)的数值为0.079,
 

小于阈值0.08;
 

比较适配指数(CFI)的数值为0.904,
 

增值适配指数

(IFI)的数值为0.905,
 

非规准适配指数(TLI)的数值为0.887,
 

拟合优度(GFI)的数值为0.856,
 

均超过或

接近0.9,
 

表明该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较好.
表5 整体拟合系数表

X2/DF RMSEA CFI IFI TLI GFI

2.981 0.079 0.904 0.905 0.887 0.856

接受 接受 理想 理想 接受 接受

3.4 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回归分析,
 

可以得知可行能力5种工具性自由和期望确认度对易地搬迁农

户非农就业意愿影响程度的大小关系,
 

其结果如图2和表6所示.

e1-e23分别代表对应变量的残差.

图2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易地搬迁农户政治自由与其非农就业意愿之间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91,
 

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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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9,
 

均通过p<5%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易地搬迁农户的政治自由积极影响其非农就业意愿,
 

研究假设

H1得到验证.
易地搬迁农户经济条件与其非农就业意愿之间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43,

 

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308,
 

均通过p<1%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易地搬迁农户的经济条件正向影响其非农就业意愿,
 

且影响程

度较大.
 

同时,
 

时间资本越多,
 

技术水平越高,
 

越能对易地搬迁农户的非农就业意愿产生重要影响,
 

研究假

设H2得到验证.
易地搬迁农户社会机会与其非农就业意愿之间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05,

 

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40,
 

均通过p<5%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易地搬迁农户的非农就业意愿受到周围重要群体的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H3得到验证.
易地搬迁农户防护性保障和透明性保障与其非农就业意愿之间的显著性水平达不到要求,

 

研究假设

H4和H5未通过验证.
易地搬迁农户期望确认度与其非农就业意愿之间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17,

 

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29,
 

均通过p<1%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易地搬迁农户的期望确认度直接影响其非农就业意愿,
 

研究假

设H6得到验证.
表6 路径检验

路径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SE CR

政治自由→非农就业意愿 0.091*** 0.159*** 0.036 2.556

经济条件→非农就业意愿 0.343*** 0.308*** 0.081 4.227

社会机会→非农就业意愿 0.207** 0.149** 0.098 2.116

防护性保障→非农就业意愿 -0.138 -0.114 0.082 -1.673

透明性保障→非农就业意愿 0.106 0.121 0.079 1.351

政治自由→期望确认度 0.032 0.053 0.031 1.026

经济条件→期望确认度 0.177*** 0.151*** 0.070 2.541

社会机会→期望确认度 0.205** 0.14** 0.086 2.376

防护性保障→期望确认度 0.189*** 0.147*** 0.072 2.603

透明性保障→期望确认度 0.584*** 0.627*** 0.057 10.167

期望确认度→非农就业意愿 0.217*** 0.229*** 0.087 2.504

  注:
 

*,**,***,
 

分别代表p<10%,p<5%,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SE 代表估计参数的标准误;
 

CR
代表临界比率.

3.5 中介效应检验

对于期望确认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基于AMOS
 

24.0软件,
 

采用

Bias-corrected置信区间估计方式,
 

选择置信区间的置信度为95%,
 

标准化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

果如表7所示.
 

以期望确认度为中介变量,
 

在经济条件到非农就业意愿的路径中,
 

直接效应Bootstrap检

验的标准化效应值为0.308,
 

置信区间CI=[0.162,
 

0.469],
 

间接效应Bootstrap检验的标准化效应值为

0.034,
 

置信区间CI=[0.004,
 

0.093];
 

在社会机会到非农就业意愿的路径中,
 

直接效应Bootstrap检验

的标准化效应值为0.149,
 

置信区间CI=[0.003,
 

0.322],
 

间接效应Bootstrap检验的标准化效应值为

0.032,
 

置信区间CI=[0.002,
 

0.095];
 

在防护性保障到非农就业意愿的路径中,
 

间接效应Bootstrap检验

的标准化效应值为0.034,
 

置信区间CI=[0.004,
 

0.097];
 

在透明性保障到非农就业意愿的路径中,
 

间接

效应Bootstrap检验的标准化效应值为0.144,
 

置信区间CI=[0.015,
 

0.306].
以上结果说明,

 

经济条件→期望确认度→非农就业意愿,
 

社会机会→期望确认度→非农就业意愿,
 

防

护性保障→期望确认度→非农就业意愿,
 

透明性保障→期望确认度→非农就业意愿等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

显著;
 

政治自由→期望确认度→非农就业意愿这一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研究假设H7未通过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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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易地搬迁农户可行能力中的经济条件、
 

社会机会、
 

防护性保障和透明性保障,
 

受到期望确认度

的中介作用,
 

间接影响其非农就业意愿,
 

假设H8,H9,H10,H11得到验证.
表7 标准化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类型 路径 效应值 SE
Bias-corrected置信区间

低 高 p
直接效应 stda1 0.159 0.066 0.024 0.277 0.022

stda2 0.308 0.077 0.162 0.469 0.001

stda3 0.149 0.082 0.003 0.322 0.046

stda4 -0.114 0.057 -0.223 -0.003 0.040

stda5 0.121 0.111 -0.090 0.331 0.262

间接效应 stdIndA1 0.012 0.017 -0.010 0.059 0.276

stdIndA2 0.034 0.020 0.004 0.093 0.024

stdIndA3 0.032 0.022 0.002 0.095 0.029

stdIndA4 0.034 0.022 0.004 0.097 0.018

stdIndA5 0.144 0.074 0.015 0.306 0.022

  注:
 

stda1:
 

政治自由→非农就业意愿;
 

stda2:
 

经济条件→非农就业意愿;
 

stda3:
 

社会机会→非农就业意愿;
 

stda4:
 

防护

性保障→非农就业意愿;
 

stda5:
 

透明性保障→非农就业意愿.
 

stdIndA1:
 

政治自由→期望确认度→非农就业意愿;
 

stdIndA2:
 

经济条件→期望确认度→非农就业意愿;
 

stdIndA3:
 

社会机会→期望确认度→非农就业意愿;
 

stdIndA4:
 

防护性保障→期望

确认度→非农就业意愿;
 

stdIndA5:
 

透明性保障→期望确认度→非农就业意愿.

易地搬迁农户可行能力中政治自由、
 

经济条件、
 

社会机会3种工具性自由和期望确认度对其非农就业

意愿产生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余两种工具性自由防护性保障和透明性保障通过期望确认度的中介效应

对其非农就业意愿产生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
 

另外,
 

易地搬迁农户经济条件和社会机会也通过期望确认度

一定的中介效应,
 

对其非农就业意愿产生间接显著的积极影响.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综合了可行能力理论和期望确认理论,
 

选取贵州省民族地区321个易地搬迁农户的微观调查数

据,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影响易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的主要因素.
 

研究发现:
 

①
 

在民族地区中,
 

易地搬迁农户可行能力的政治自由、
 

经济条件、
 

社会机会和期望确认度对其非农就业意愿产生直接的正向

影响.
 

农户经济条件越好、
 

社会机会越充裕、
 

政治自由度和期望确认度越高,
 

农户的非农就业意愿也越强

烈.
 

②
 

期望确认度具有中介作用,
 

易地搬迁农户可行能力中的经济条件、
 

社会机会、
 

防护性保障和透明性

保障通过对其期望确认度施加影响,
 

间接地影响其非农就业意愿.
4.2 启示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启示:
 

1)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同时,
 

安置区需要进一步拓宽农户的政治参与渠道,
 

鼓励农户以居民会议、
 

意见反馈、
 

参与选举等方式来进行诉求表达,
 

加强农户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由此提

升易地搬迁农户的政治素养,
 

推进其自我发展意识的塑造.
2)

 

在农户技能水平方面,
 

通过对农户进行水平评估和兴趣获取,
 

分层次、
 

分群体进行针对性技能培

训.
 

同时,
 

考虑到易地搬迁农户由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化的特殊性,
 

工作时间上需有效平衡就业与生活两个

方面.
 

为此,
 

安置社区需要加强对易地搬迁农户就近非农就业的引导,
 

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
 

培育本地微

小企业,
 

探索建立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
 

适度改善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
 

如利用居家即可完成的传统民族

特色刺绣和编制工艺,
 

在严格把控质量的基础上,
 

提升农户时间资本的利用率,
 

间接延伸农户的时间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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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挥社会网络对易地搬迁农户的正向作用,
 

在注重维持原有社会关系的同时,
 

举办多种形式的社区

活动,
 

加强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
 

提升易地搬迁农户的人际交往能力,
 

进一步拓展其社会网络.
4)

 

安置社区要注重农户家庭基本防护保障和就业劳动力的信息保障.
 

在农户注重的住房、
 

交通出行、
 

医疗保障等方面进行逐步完善,
 

免去农户维持家庭生活的后顾之忧,
 

强化其非农就业信心.
 

安置社区也需

推进非农就业政策公平、
 

公正、
 

公开,
 

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和形式进行非农就业分享、
 

岗位宣传、
 

精准推

送,
 

同时鼓励农户利用数字经济时代的大数据互联网获取就业信息,
 

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
 

强化农户对非

农就业信息的掌握程度.
5)

 

维持安置社区发展现状,
 

设置和引进就业指导,
 

培训专职或兼职队伍来提升社区就业服务能力,
 

利

用东西部协作、
 

中央定点支持等多种平台获取岗位资源,
 

改善安置社区发展条件和非农就业环境,
 

增强安

置社区非农就业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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