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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汇区失地青少年就业 

期望及状况调查报告 

李嫱懿 丁莺蕾 

（上海商学院，200235） 

摘 要：伴随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周边土地被陆续征用，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保障生存和发展的土地，如何保证

这部分群体的就业和生活成为了城市发展的一道高难课题。总人口1660万的上海市，现在有300万的农民，其中失地农民近百万，

而失地农民中16-25岁的青少年在30万左右。如何让失地农民，尤其是失地青少年失地不失业，实现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将是我

们保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次田野调查研究就上海南汇区青少年失业状况进行了结构性的采

样分析并提出对策性建议。 

一、调查背景 

对于失去物质性和生产性资产，缺乏保障的失地青少年而言，就业是保证收入和生存的核心，因而促进失地青少年进行生

产性就业或创业则是解决前述问题的核心内容。进而为失地青少年提供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或提供一定的创业机会和条件，是

实现他们生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 

但是由于上海各个区县的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的不同，在解决失地青少年就业的问题上每个区县都存在优势和劣势。位于

上海东部的南汇区是上海典型的农业区，因此第二、三产业相对于其他区县来说不占优势，而其农业则是全市顶尖的，尤其是

水蜜桃、西甜瓜、特色蔬菜、特种水产、生态旅游农业和种源农业（花卉、蔬菜、畜牧、水产）六大产业会在“十一五”规划

中继续做大做强，这与建设新农村的战略也是一致的。考虑到南汇区区情，让一部分失地青少年经过培训，从事农业及其相关

项目的工作是一个选择。但是，在我们对失地青少年目前的就业状况、就业期望、对农业的认知、对农业及相关培训的态度并

不是十分清楚的情况下，立即提出让一部分失地青少年从事农业及相关项目是不合理的。因此在南汇区团区委的协调组织下，

我们进行了本次调查。 

二、调查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失地青少年的基本情况、就业期望、对农业的认知状况、对参与新农业培训服务的需要和兴趣。 

研究主要采用了访谈法和问卷。在设计问卷之前，笔者访谈了30 名失地青少年，了解他们的就业状态及需要，了解他们对

相关政策及培训服务的态度等等。在访谈资料的基础上设计了问卷，包括个人基本资料、自制就业期望、心理健康量表（SCL － 

53）等量表。之后，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在南汇的各个街镇发放问卷。 

本次调查调查总体是年龄在16—25 岁的来失地青少年，发放问卷1200 份，回收11 6 份，有效问卷 51 份，回收率99.6％，

有效率 79.5％。数据采用SPSS 进行分析。 

本次调查也存在局限：首先，调查研究的抽样过程中存在方便抽样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样本的代表性。其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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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有些调查对象文化程度低，调查员与其沟通过程中会存在信息传递失真情况，这会对收集的数据造成一定的误差。第三，调

查问卷对于有些变量的测量还未完善，有待进一步验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对于测量结果难免形成一定误差。 

三、南汇失地青少年就业期望及状况 

1．基本情况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是以回收有效的 51 份问卷为基础，以下就失地青少年的性别、年龄、户籍、教育程度、婚姻状况、

就业、居住状况等情况做一阐述。 

1.1 性别 

失地青少年中的男性人数略多于女性人数，性别比接近一比一，这个性别比例是合理的。 

 

1.2 年龄 

失地青少年的年龄中1 岁以下占1 .5%，1 -22 岁占35. ，23-25 岁占45. 。 

 

1.3 教育程度 

失地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以中学为主，其中初中和高中程度( 包括中专) 的人数的有效百分比分别是48.7 ％、41.3％，并

且初中的比例最高。从此数据可见，失地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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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婚姻 

失地青少年中以未婚为主，未婚和已婚人数的有效比例分别为65.6%、34.2%。 

 

1.5 居住情况 

失地青少年的居住方式以自己独自（或自己的家庭）租住为主，占 3.1%，居住自购房屋的仅占16.5%，从这组数据可以看

出，失地青少年的居住状况比较不稳定，以租住为主。 

 

1.6 户籍 

失地青少年的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的比例已经突破了2:1，这与南汇整个城市化的进程相符，也是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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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业期望及意愿 

2.1 收入期望及曾有月薪 

在收入期望方面，月收入在1000-1500 元及1500-2000 元是失地青少年比较期望的收入水平，前者占34.6%，后者占2 .5%。 

性别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期望的重要因素。女性的收入期望比男性低。（见表7） 

一般来说，教育程度影响着收入期望，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的预期也越高。但是在本次调查中，一部分调查结果与设想有

偏差。有14.6%的初中教育程度的失地青少年收入预期较高，在3000 以上，而只有11.6% 的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失地青少年预

期收入在3000 元以上。( 见表 8) 

 

在曾有月薪与收入预期方面，数据呈现着一一对应状态，曾有月薪直接影响了失地青少年的收入预期，从这里可以看出失

地青少年对于收入预期的要求是比较理性的。 

2.2 就业形势的看法 

失地青少年对就业形势的认知主要集中在比较乐观和比较悲观，分别占50.3%和3 .1%，这组数据说明有超过一半的青少年

对就业形势持积极的看法，有不到40%的青少年的态度较悲观，这与目前的就业形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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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最想进入就业的单位类型 

在最想进入就业单位类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失地青少年对于相对稳定的单位类型情有独钟，事业单位和国企占李嫱懿、丁

莺蕾：南汇区失地青少年就业期望及状况调查报告了6 .5%，外资及合资占23.4%，而从事农业及相关工作仅占0.4%，这说明失

地青少年对从事农业及相关工作的热情不高，这可能来源于传统思想或者对农业偏差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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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业及从事农业及相关工作的因素分析 

从数据中反映出失地青少年的就业倾向和意愿的平均数是2. （数据说明见表12），接近于3.0，应该说失地青少年是有一

定就业倾向和意愿的。但是在具体的几个选项中，有一组数据值得注意，有25%的青少年没有就业兴趣。 

失地青少年对农业的认知的平均数是2.54，处于认知程度低和一般之间，这可能就是导致失地青少年不愿意从事农业及相

关工作的原因之一。在对农业及相关项目的一些统计数据中，有40%的失地青少年认为高科技人才是不会从事农业及相关项目这

种说法，有超过60%的失地青少年认为农业在所有的行业中发展是最滞后的，有3 %的失地青少年认为农业就是种植业。 

失地青少年对农业及参与农业培训的兴趣的程度为2.4 7，说明他们对此的兴趣不高，这与对农业的认知有关，正因为对农

业及相关项目的认知存在偏差，势必导致他们对从事农业及参加培训的兴趣不高。 

收入、就业技能、交通、就业信息获取渠道、是否有“三金”、朋辈的影响是影响失地青少年就业的重要因素。在收入方

面，有61%的青少年认为，该因素是就业中最重要的因素；在就业技能方面，有62%的青少年认为没有技能是限制他们就业的最

重要的能力，在交通方面有6 %的青少年认为由于交通原因，他们更愿意在本区就业，在获取信息渠道方面，有56%的少年认为

自身获取信息的渠道很窄，在是否有“三金”问题上，有6 %的青少年认为没有缴纳三金是制约他们从事农业及相相关项目的重

要因素。 

在就业心理层面，失地青少年的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具体数据为2. ，处于有一定压力状态。这种状态主要来自家人、自身，

有64%的青少年认为如果不就业家人会施加很大的压力，同时有 2%的青少年认为就业对他们来说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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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就业意愿的重要因素。 

在P 值0.002 的水平上有显著性，女性的就业意愿比男性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和中专和大专教育程度的失地青少年有较高的就业倾向和意愿，平均数超过3, 其中小学和中

专最高。而初中生的就业倾向和意愿是最低的, 这可能与就业期望有关。 

 

四、意见和对策 



 

 8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失地青少年还是有就业意愿的，也承担着来自自身和家人的双重压力，同时他们对于就业收入的

预期是比较理性的。但是该群体对于从事农业及相关工作的兴趣不高，其主要原因一部分来自于对农业及相关工作的偏差认识，

一部分来源于自身技能的缺乏，同时“从农”社会保障的缺位也是影响失地青少年就业选择的因素之一。鉴于这些问题，南汇

区在解决失地青少年就业，引导其从事农业及相关工作方面提出如下对策： 

1、纠正有关农业的偏差认识 

大部分失地青少年都是在“读不好书就种地”的教育理念中成长起来，因此，他们对于农业的认识就仅限于种地，并得出

了有出息的人是不种地的推论。这个理念对失地青少年的影响是很大的，很多失地青少年不愿意从事农业。因此，想要引导一

部分失地青少年从事农业及相关行业，首先应该纠正他们的认知，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农业？新型农业包括什么？南汇农业的前

景是什么？有多少精英在农业领域发展？南汇有多少农业精英，他们是如何看待农业的。让新农村建设的思想能够顺利的在失

地农民，乃至失地青少年中广泛推广和实践。 

2、提供培训，提高就业能力 

通俗地说，就业能力是指获得工作和保持工作的能力。由于一部分失地青少年的文化程度、技能水平以及专业级别等均难

以适应目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变化。在统计数据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有62%的失地青少年提出没有技能是制约他们就业的

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向失地青少年提供就业服务、就业培训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上海已摸索出了给农民培训的模式：农民要

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可参加本市农业部门推出的万名“专业农民”培训项目，学做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农民

要走上非农就业岗位，可参加上海市市劳动部门推出的政府补贴培训项目，今年全市将有15 万郊区居民领到个人补贴培训账户

卡；有实力和潜质的农民，还可和城里人一样，接受创业培训学做小老板。 这些培训包括：（1）“上岗培训”，南汇区就根

据临港新城建设，举办了仓储员培训。 

（2）“专业农民”培训，主要锁定有一定生产规模和文化基础的本地农业大户。该项目开设粮食、蔬菜、花卉林果、经营

管理等 大类的培训班，并采取远程教育、面授培训、现场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培训“专业农民”1 万名，辐射带动10 万农户

受益。 

（3）“职业技能”培训，其实已经融合在专业农民培训中。但它增加了技能的考核鉴定与资格证书的颁发，从而打通从普

通农民到专业人才的培训通道，设有劳动保障局的资格认证。 

（4）农民“创业培训”，主要聚焦于适宜农民从事的服务业、旅游业等领域。其中，不但包括专业技术指导，还包括相应

的法律法规、金融服务和经营管理等指导。 

在这些经验模式下，针对失地青少年的情况，南汇的农业及相关工作的培训中，应强化技术含量，让失地青少年掌握一技

之长，因为这也是吸引失地青少年从事农业及相关工作的重要因素，也是失地青少年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3、消除就业障碍 

“没有三金”是失地青少年不安愿意从事农业及相关工作的影响因素之一。应把逐渐把失地农民纳入城市就业体系，与城

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镇保”的实行阶段，办好“镇保”。对失地青少年，“镇保”事实上提高了他们就业的竞争力。因

为对已进入“镇保”的失地青少年，用人单位可以免缴22％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而只需缴纳剩余的3％，使这部分失地青少

年在找到工作时，如果用人单位仍然愿意为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还可与“镇保”进行累计，进一步提高他们的保障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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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风险基金鼓励创业 

失地青少年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同样是不可低估的，因此，适时地制定政策给以失地青少年一定的创业机会和创业条件，

帮助他们不断提高创业技能，同样不失为解决失地青少年生活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途径。 

5、政府补贴计划 

今年，浦东新区首个“农村劳动力定向培训班”正式开班。用工单位“下单”、培训机构“接单”、政府部门“买单”—

—今年，该区将有2000 多农民享受到这种“福利”。南汇区也可以在市府补贴的基础上，加大补贴力度，让更多的失地青少年

获益。 

6、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 

社会工作失地青少年这个服务领域可以发挥如下功能：一是供直接服务功能，这是微观层面的，包括适应服务、危机干预、

心理辅导、职业培训、经济支持、社交技巧训练；二是组织和网络化功能，包括组织失地青少年自助组织和社交平台，包括服

务流程的整合，也可以理解为服务内容的整合其内容包括： 

（1）失地青少年适应服务。失地青少年适应新的生活需要一段适应期，如何使之更快更好地度过这段适应期就是“适应服

务”。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首席统筹李涛曾说过：“这是一个充满选择与机遇的时代，也是一个容易迷失信仰与方向的时代，

生活在容易让人安逸与堕落的都市，保持心灵的安宁，知道自己走向何处——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这应该就是适应服

务的内容之一。 

（2）就业咨询及职业辅导。就业是失地青少年面临的重要问题。就业前的职业分析、就业政策、劳动合同等等都是就业咨

询的内容。可以免费或者低收费地向失地青少年提供职业培训。在本次调查中，有不少的青年认为自己缺乏职业培训机会。 

（3）康乐服务和志愿者活动。为失地青少年提供康乐服务是很有必要的。各类机构可以组织一些自助小组，开展健康、文

学和文艺等集体活动、参加座谈、联谊会，欣赏文艺节目、电影故事等等。另外，可以组织他们参加志愿活动，失地青少年是

一个巨大的资源库。 

（4）心理辅导及情绪疏导。失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例如很多人存在担心、害怕、孤独、紧张、恐惧和容易

激动等心理问题。所以提供缓解心理压力的社工服务是需要的，可以考虑建立心理咨询热线、进行心理教育、开展社交技巧和

压力管理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