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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利用 2001年与 2005年两次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中的农民工的工资拖

欠状况及其变化。2003年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以来, 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的

比例大幅度降低。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主要就业于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等行

业。与 2001年相比, 2005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 就业于建筑业的比例有所降低, 而就业于批

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和制造业等行业的比例略有提高。但计量分析表明, 建筑业的农民工仍然比

其他行业的农民工显著地更容易被拖欠工资。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主要集中于个体私营企业。所

有制对农民工是否被拖欠工资的影响非常显著。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农民工相比,集体企业、个

体私营企业、外资和合资企业的农民工,都更容易被拖欠工资。反映农民工个人特征的变量,对是

否被拖欠工资没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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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一系列福利制度的逐步改革, 从农村进入城

市打工的劳动力越来越多 (蔡 等, 2003)。由于不具有城市户口, 与城市劳动力相比, 农民工在就

业岗位、工资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 (W ang and Zuo, 1999; Solinger, 1999;王美艳,

2006;等 )。但是,即便是在工资待遇较低的情况下, 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现象还是频繁发生。近

年来, 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 已经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

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由来已久。只是在近几年由于大量工资拖欠的案例被报道出来,这一问

题才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2003年 1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 要求切实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

工工资问题。2003年 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5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 6,

并召开全国清理拖欠工程款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

问题。各级政府及其建设、劳动保障等部门高度重视, 筹措资金解决政府投资工程的拖欠问题。

2004年 2月,建设部发出5关于进一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紧急通知6。2004年 3月 5日,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国务院决定,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

工资问题 (转引自 UNDP, 2005)。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央出台的这一系列政策,主要致力于解决建筑工程领域的农民工工

资拖欠。根据建设部的调查统计,截至 2004年底,中国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已经得到基

本解决 (转引自 UNDP, 2005)。实际上,不仅仅在建筑领域, 在其他领域和行业, 同样存在工资拖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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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尽管政府采取的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措施,主要面对建筑领域, 但实际上,这些措施应该

对所有领域的工资拖欠,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政府花了几年时间大力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后,

我们感兴趣的是,目前各行业各领域的农民工工资拖欠状况究竟如何呢? 与未治理前相比,发生了

哪些变化? 各行业各所有制的企业之间, 工资拖欠状况有无差异? 工资拖欠到底受哪些因素影响?

在目前研究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已有文献中,绝大多数文献是利用宏观估计数据, 或者是案例调

查数据进行分析。也有个别研究使用微观数据,但调查涉及的地区很少, 没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例如, 2002年在北京市进行的一项农民工调查表明, 大约 24%的被访者曾经有过被拖欠或克扣工

资的经历,平均被拖欠额为 3500元,有 20%的人的被拖欠额超过 5000元 (转引自 UNDP, 2005)。

本文将利用分别于 2001年和 2005年进行的两项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工资拖欠的状况

及其变化。政府出台的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 2003年和 2004年。利用这

两项微观调查数据,恰好可以使我们观察在政府治理前后,农民工工资拖欠状况的变化。两次调查

都遵循严格的随机抽样原则,样本量较大,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二、研究所用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要使用的 2001年微观调查数据, 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

2001年年底进行的, 并于 2002年下半年进行了补充调查。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

市,我们根据分阶段随机抽样原则,分别抽取了 70个社区的 700户城市家庭, 填写了家庭情况问卷

和所有 16岁以上不在学的家庭劳动力问卷。我们还在每个城市抽取了 600个农民工,也填写了劳

动力问卷。本研究中将使用的,主要是对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 以

及另外的 7个城市 (无锡、宜昌、本溪、珠海、深圳、宝鸡、大庆 ), 再次进行了劳动力调查。在上海、

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调查根据分阶段随机抽样原则, 各抽取了 500户城市家庭和 500

户农民工家庭,在其他 7个城市,调查各抽取了 400户农民工家庭。问卷中不仅包括家庭信息, 还

包括家庭中所有个人的信息,调查内容与 2001年调查非常类似。

根据研究的需要,本论文将使用 2001年在五城市进行的对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以及 2005年在

十二个城市进行的对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自我雇佣者不存在工资拖欠问题,因此,我们的研究中将

只分析受雇于别人的劳动力,不分析自我雇佣者。由于两次调查遵循同样的分阶段随机抽样原则,

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 调查数据的结果是具有可比性的。更加值得指出的是, 两次调查都包括了上

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因此,五城市农民工工资拖欠状况的可比性就更强。为了进

一步证明两次调查数据的可比性,我们将两次调查数据的一些基本指标进行了比较, 比较结果进一

步证实了两次调查数据的可比性 (王美艳, 2006)。

本文将主要使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 对 2001年和 2005年农民工的工资拖欠状况进行比较,分

析处于不同行业和所有制的农民工工资拖欠状况的差异,并探讨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影响因素。另

外,根据 2005年的数据,我们还将考察农民工索要工资的状况, 包括索要工资的途径, 以及在索要

工资过程中是否受过不公正待遇,等等。

三、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基本状况

利用 2001年与 2005年的调查数据,我们比较了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农民

工工资的拖欠状况,也分析了 2005年其余七个城市 (无锡、宜昌、本溪、珠海、深圳、宝鸡、大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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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¹。从表 1可以看到,在五城市中,与 2001年相比, 2005年农民工中被拖欠工资的人员比例大

幅度下降。 2001年, 农民工中被拖欠工资的人员比例为 12% ; 2005年, 这一比例下降到仅为 2%。

这表明,政府在 2003年和 2004年先后实施的一系列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政策措施,确实起到了

显著的作用。2005年其余七城市农民工中被拖欠工资的人员比例也仅为 3%。

表 1 2001年与 2005年农民工工资拖欠状况比较

2001年五城市 ( 1) 2005年五城市 ( 2 ) ( 2) - ( 1) 2005年其余七城市

合计

  农民工中被拖欠工资的人员比例 12. 01 2. 38 - 9. 63 3. 26

性别分布

  男性 74. 72 67. 65 - 7. 07 69. 35

  女性 25. 28 32. 35 7. 07 30. 65

受教育水平分布

  初中及以下 69. 66 67. 65 - 2. 01 74. 19

  高中 25. 28 20. 59 - 4. 69 17. 74

  大专及以上 5. 06 11. 76 6. 70 8. 06

行业分布

  制造业 6. 82 8. 82 2. 00 20. 97

  建筑业 32. 39 26. 47 - 5. 92 25. 81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22. 73 26. 47 3. 74 14. 52

  其他行业 38. 06 38. 24 0. 18 38. 70

所有制分布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3. 53 0. 00 - 3. 53 0. 00

  国有企业 4. 71 8. 82 4. 11 14. 75

  集体企业 10. 59 5. 88 - 4. 71 3. 28

  个体私营企业 69. 41 79. 41 10. 00 72. 13

  外资和合资企业 11. 76 5. 88 - 5. 88 9. 84

是否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

是 26. 86 29. 41 2. 55 31. 58

否 73. 14 70. 59 - 2. 55 68. 42

注: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在表的第二和第三列,分别给出了 2001年与 2005年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的情况,在

第四列计算了两者之差。由于 2005年的调查还包括另外的七个城市,表的第五列给出了其他七个城市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 2001和 2005年五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五城市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的性别分布在 2001与 2005年间,未发生很大变化,都是男性占有

较大比例。 2005年其余七个城市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的性别分布,与五城市非常类似。受教育水

平分布也基本相近。不论是 2001年还是 2005年,五城市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受教育水平为初

中及以下的,都占了将近 70%。在 2005年的其余七个城市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 受教育水平为

初中及以下的占了 74%。

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的行业分布,是我们所关注的重点。本文第一部分的政策分析中谈到,治

理建筑领域的农民工工资拖欠,是政府治理工资拖欠的重点所在。我们看到, 五城市 2001年和

2005年农民工工资拖欠的行业分布,既有相同点, 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点在于:在被拖欠工资的农

民工中,就业于建筑业和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的人员比例,在 2001与 2005年,都占了相当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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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我们在每个城市抽样时,都是先抽取社区,然后从社区中抽取农民工 ( 2001年 )或农民工家庭 ( 2005年 )。这样,农民工非

常集中的建筑工地就不能被抽到,导致样本中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例可能较实际值低,而建筑业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比较严重的

行业之一。但是,本调查所应用的抽取农民工的方式,是目前能够想到的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抽取农民工的方式。由此, 在解释结

果时,我们应该更加谨慎。



比例, 两者合起来超过 50%;制造业也占有一定比例; 其他所有行业合起来, 占 38%左右。不同之

处在于:与 2001年相比, 2005年,在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就业于建筑业的比例降低了 6% ,而就

业于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以及其他行业的比例略有提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由于治理工资拖欠的政策措施主要是针对建筑业的, 这些政策措施在建

筑领域,确实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效果,而在其他行业的效果略微差些。与五城市相比,在 2005年的

其余七城市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 就业于建筑业的比例与五城市非常接近,但就业于制造业的比

例高出 12个百分点,就业于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的比例低 12个百分点, 就业于其他行业的比

例非常接近。

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的所有制分布, 与我们的常识是非常吻合的。我们发现,五城市在这两个

年份, 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都是主要就业于个体私营企业。 2001年, 在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

就业于个体私营企业的比例为 70%, 2005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到 79%。就业于国有企业的比

例也略有提高。而就业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集体企业与外资和合资企业的比例都是下降的。

2005年其余七个城市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也是主要就业于个体私营企业 ( 72% )。

很多雇主在雇佣农民工时,并不与其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尽管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不意味着农

民工的权益就一定能够得到保障,但是,如果农民工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 农民工与雇主之间就

形成了正式的劳动关系,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雇主侵害的可能性应该会降低。我们的调查数据

显示, 在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 未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比例, 在这两个调查年份,都占了

70%以上。与此同时, 在这两年,在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都有将近 30%是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

同的。 2005年其余七个城市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与五城市没有大的差异。

四、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方式及索要工资状况

在调查中,我们问了一些关于工资拖欠的较为详细深入的问题,对数据的分析也得出了一些有

意思的结果。在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的方式上, 2001年与 2005年的调查尽管提问的方式有所不

同,但问题的意思基本一致。在 2001年的调查中, 拖欠工资的方式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 /拖欠,但能

拿到0; 一种是 /拖欠,不一定能拿到0。数据表明, /拖欠, 但能拿到 0的比例为 88%, /拖欠, 不一定

能拿到 0的比例为 12%。 2005年的调查对于工资拖欠给出了更多的选择,分别是 /延期支付 0、/部

分支付、定期结清 0、/未支付 0和 /其他 0。数据显示, 在五个大城市中, 有 56%的农民工回答是 /延
期支付 0,有 6%是 /部分支付、定期结清 0,有 32%是 /未支付0, 6%回答 /其他 0。在其余七个城市

中,有 55%的农民工回答是 /延期支付 0, 有 21%是 /部分支付、定期结清0, 有 23% 是 /未支付 0,

2%回答 /其他0。
与 /未支付0相比, /延期支付 0和 /部分支付、定期结清 0相对来说应该好一些。这两种方式意

味着尽管农民工不能按时领取到工资,但过一段时间后, 还是能够拿到的。而 /未支付 0是指农民

工完全没有领到自己的工资。从数据结果看, 在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五城市和其余七城市 /未

支付0的比例分别达到 32%和 23%,还是相当高的。

2005年的调查还就工资拖欠询问了更多的问题,例如雇主是否主动偿还、农民工是否索要过,

以及在索要过程中是否受过不公正待遇等。在五城市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有 47%的农民工雇

主,主动偿还了农民工的工资。 72%的农民工向雇主索要过工资。向雇主索要工资的农民工中,有

23%曾经受过诸如恐吓和羞辱等不公正待遇。在其余七个城市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 有 52%的

农民工雇主,主动偿还了农民工的工资。 70%的农民工向雇主索要过工资。向雇主索要工资的农

民工中,有 52%曾经受过诸如恐吓和羞辱等不公正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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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5年与 2001年数据的比较中能够看出,政府治理工资拖欠,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 2005

年的调查中,我们还询问了根据农民工的个人经历及观察,政府在治理工资拖欠方面有无改进。在

五城市中, 13%的农民工认为, 政府治理工资拖欠 /有较大改进 0, 64%的农民工认为 /有一定改
进 0, 22%的农民工认为 /没什么改进0, 1%的农民工认为 /比原来差0。在其余七个城市中, 11%的

农民工认为,政府治理工资拖欠 /有较大改进0, 60%的农民工认为 /有一定改进 0, 28%的农民工认

为 /没什么改进0, 1%的农民工认为 /比原来差0。总的来看,农民工在工资拖欠方面的个人经历与

观察, 与调查数据显示的状况是非常一致的。

五、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拖欠?

以上部分描述了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的基本状况。但仅仅是这些分析, 我们还不能了解究竟

是哪些因素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是否被拖欠。要讨论这个问题,可以估计 Probit模型。在模型中,因

变量取 1表示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取 0表示农民工工资未被拖欠。

其模型可以用以下公式设定:

P= X 'B+ E

其中, P表示农民工工资是否被拖欠。X '为被解释变量向量, E为随机误差项。实际上, 以上公

式用线性概率模型或 Prob it模型估计都可以。但是,由于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概率很低,用 Probit

模型来估计,结果应该更为准确。Prob it模型可以用以下函数来描述:

P rob( P= 1) = G( X 'B) = G ( z) = U( z) S Q
z

- ]
U( M) dM, ( P= 0, 1)

其中, U( z)为标准正态分布密度函数

U( z) = ( 2P)
-

1
2 exp( - z

2
/2)

显然,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工资是否被拖欠。如果一个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则变量设定

为 1,否则为 0。我们认为, 模型的解释变量应该包括两类,第一类是一些关于农民工个人特征的变

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户口状况、是否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及职业等;第二

类是关于农民工所在单位的行业和所有制等 (表 2)。

表 2 模型中所使用的自变量

变量 变量解释

女性 男性为参照组

年龄 户主的周岁年龄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三个虚拟变量分别为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

有配偶 无配偶为参照组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为参照组

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为参照组

行政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 工人为参照组

行业虚拟变量 其他行业为参照组;三个虚拟变量分别为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所有制虚拟变量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为参照组;四个虚拟变量分别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外

资和合资企业

城市虚拟变量 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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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民工工资是否被拖欠的影响因素分析 ( P robit模型 )

变量
2001年五城市 (模型 1)

系数 边际影响

2005年五城市 (模型 2)

系数 边际影响

2005年七城市 (模型 3)

系数 边际影响

男性 N I N I N I NI N I N I

女性 - 0. 165 - 0. 023 - 0. 103 - 0. 002 - 0. 099 - 0. 004

( 1. 43) ( 1. 43) ( 0. 59 ) ( 0. 59 ) ( 0. 72) ( 0. 72)

年龄 0. 006 0. 001 - 0. 022 - 0. 000 - 0. 015 - 0. 001

( 0. 81) ( 0. 81) ( 1. 74 ) ( 1. 74 ) ( 1. 46) ( 1. 46)

小学及以下 N I N I N I NI N I N I

初中 0. 019 0. 003 0. 050 0. 001 - 0. 098 - 0. 004

( 0. 14) ( 0. 14) ( 0. 21 ) ( 0. 21 ) ( 0. 50) ( 0. 50)

高中或中专 0. 275 0. 044 0. 037 0. 001 - 0. 279 - 0. 009

( 1. 67) ( 1. 67) ( 0. 13 ) ( 0. 13 ) ( 1. 15) ( 1. 15)

大专及以上 0. 434 0. 081 0. 481 0. 012 - 0. 256 - 0. 008

( 1. 68) ( 1. 68) ( 1. 31 ) ( 1. 31 ) ( 0. 76) ( 0. 76)

无配偶 N I N I N I NI N I N I

有配偶 0. 039 0. 006 0. 546 0. 007 0. 476 0. 015

( 0. 28) ( 0. 28) ( 2. 45 ) * ( 2. 45) * ( 2. 53) * ( 2. 53) *

非农业户口 N I N I N I NI N I N I

农业户口 0. 267 0. 035 0. 272 0. 003 0. 116 0. 004

( 2. 02) * ( 2. 02) * ( 1. 08 ) ( 1. 08 ) ( 0. 65) ( 0. 65)

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N I N I N I NI N I N I

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 0. 004 - 0. 001 - 0. 058 - 0. 001 - 0. 142 - 0. 005

( 0. 03) ( 0. 03) ( 0. 30 ) ( 0. 30 ) ( 0. 93) ( 0. 93)

工人 N I N I N I NI N I N I

行政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 - 0. 436 - 0. 052 0. 109 0. 002 0. 057 0. 002

( 3. 14 ) * * ( 3. 14) * * ( 1. 10 ) ( 1. 10 ) ( 0. 81) ( 0. 81)

其他行业 N I N I N I NI N I N I

制造业 - 0. 086 - 0. 012 - 0. 109 - 0. 001 0. 096 0. 004

( 0. 45) ( 0. 45) ( 0. 37 ) ( 0. 37 ) ( 0. 54) ( 0. 54)

建筑业 0. 442 0. 079 0. 579 0. 017 0. 637 0. 043

( 3. 02 ) * * ( 3. 02) * * ( 2. 45 ) * ( 2. 45) * ( 3. 28 ) * * ( 3. 28) * *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0. 027 0. 004 - 0. 027 - 0. 000 - 0. 064 - 0. 002

( 0. 21) ( 0. 21) ( 0. 14 ) ( 0. 14 ) ( 0. 35) ( 0. 35)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N I N I N I NI N I N I

国有企业 0. 416 0. 076 4. 713 0. 958 4. 832 0. 981

( 1. 37) ( 1. 37) ( 6. 69) * * ( 6. 69 ) * * ( 8. 39 ) * * ( 8. 20) * *

集体企业 0. 762 0. 167 4. 664 0. 964 4. 733 0. 982

( 2. 65 ) * * ( 2. 65) * * ( 6. 63) * * ( 6. 63 ) * * ( 7. 03 ) * * ( 6. 90) * *

个体私营企业 0. 653 0. 082 4. 803 0. 163 4. 570 0. 220

( 2. 80 ) * * ( 2. 80) * * ( 7. 52) * * ( 7. 52 ) * * ( 8. 36 ) * * ( 8. 06) * *

外资和合资企业 1. 030 0. 249 4. 523 0. 946 4. 477 0. 952

( 3. 57 ) * * ( 3. 57) * * ( 6. 35) * * ( 6. 35 ) * * ( 7. 64 ) * * ( 7. 46) * *

城市虚拟变量 省略 省略 省略

常数项 省略 省略 省略

观察值 1336 1361 1757

Pseudo R 2 0. 1817 0. 1010 0. 0971

Prob> ch i2 0. 0000 0. 0419 0. 0010

Log l ikelihood - 392. 3892 - 142. 9538 - 223. 9756

注: ( 1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利用 2001年与 2005年数据,首先各估计了五城市的模型,比较各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变化。

由于 2005年还调查了另外的七个城市,我们还估计了七城市的模型,来观察这七个城市与其他五城市的异同。 ( 2)括号内为 Z值

的绝对值。 ( 3 ) * * 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 ( 4)边际影响是指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自变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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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工是否被拖欠工资的影响概率。

模型中首先放入农民工的性别虚拟变量, 男性作为参照组。根据前面部分的分析,在被拖欠工

资的农民工中,男性占绝大多数。加入性别虚拟变量,我们想观察性别是否会影响农民工被拖欠工

资的概率。其次放入的是农民工年龄。受教育水平作为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也被放

入模型中。我们把小学及以下作为参照组,加入初中、高中或中专,以及大专及以上三个虚拟变量。

此外, 模型中还放入了有配偶虚拟变量,无配偶为参照组; 反映农民工的户口状况的农业户口虚拟

变量, 非农业户口为参照组;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虚拟变量, 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为参照组;职业

虚拟变量行政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 工人为参照组。以上这些变量,我们认为是反映农民工的个人

特征的一些变量。

根据前面的描述性分析,从行业上看,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

零售贸易、餐饮业这几类行业中;从所有制上看,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个体私营企业中。

由此, 我们把除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划为一类,称为其他行业,

作为参照组,模型中分别放入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这三个虚拟变量, 观察这几

类行业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概率,是否与其他行业有显著差异。另外, 我们把所有制划分为五

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作为参照组,模型中放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外资和合资企

业四个虚拟变量。最后,模型中还包括城市虚拟变量。

为了比较五城市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影响因素的变化, 我们首先估计了 2001年与 2005年五

城市农民工工资是否被拖欠的影响因素的 Prob it模型, 并计算了每个变量对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

边际影响。另外, 2005年还调查了另外的七个城市,我们也估计了七城市的模型, 以便与五城市模

型进行比较。估计结果见表 3。

从表 3可以看到,在反映农民工个人特征的变量中, 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是否与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等变量,在 3个模型中的影响都不显著。其余的诸如有配偶虚拟变量,在模型 2和模型 3

中显著,但在模型 1中不显著;农业户口和行政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虚拟变量,仅在模型 1中显著。

在 3个模型中具有一致性影响的变量是行业和所有制虚拟变量。建筑业虚拟变量, 在 3个模

型中, 都对农民工工资是否被拖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与其他行业相比,建筑业中的农

民工比其他行业的农民工,更容易被拖欠工资。这与我们的日常观察是非常吻合的。集体企业、个

体私营企业、外资和合资企业这三个虚拟变量,在 3个模型中也都非常显著, 说明与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中的农民工相比,这三类所有制单位的农民工,更容易遭遇工资拖欠。国有企业在模型 2和模

型 3中也都显著。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影响农民工工资是否被拖欠的因素,主要来自农民

工所在单位的行业和所有制性质,这类变量具有显著的一致的影响。建筑业的农民工,显著地比其

他行业的农民工更容易被拖欠工资; 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农民工相比, 来自集体企业、个体私营

企业、外资和合资企业的农民工,也更容易遭遇工资拖欠。而大部分反映农民工个人特征的变量,

对农民工工资是否被拖欠没有影响, 某些变量如有配偶、农业户口、行政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虚拟

变量, 也仅在个别模型中显著, 影响不具有一致性。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对 2001年和 2005年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的分析, 我们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第一,被拖

欠工资的农民工的比例大幅度降低; 第二,在五城市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就业于建筑业、批发和

零售贸易、餐饮业的人员比例在 2001与 2005两年中都相当高, 合起来超过总数的一半; 制造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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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一定比例;其他行业的比例较低。第三, 与 2001年相比, 2005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就业

于建筑业的比例有所降低,而就业于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 以及其他行业的比例略有提

高。第四,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在两年中都主要集中于个体私营企业。

我们知道,治理工资拖欠的政策措施主要是针对建筑业的。微观调查数据表明, 这些政策措施

在建筑领域,确实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效果,而在其他行业的效果则略微差些。尽管在拖欠工资的农

民工中,就业于建筑业的农民工比例有所降低,但从计量分析表明,建筑业的农民工, 仍然比其他行

业的农民工显著地更容易被拖欠工资。计量分析还告诉我们,所有制虚拟变量, 对农民工是否被拖

欠工资的影响非常显著。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农民工相比,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外资和合

资企业的农民工,都更容易被拖欠工资。反映农民工个人特征的变量, 对是否被拖欠工资没有重要

影响。

针对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 中央出台的一系列禁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文件, 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对于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确实产生了积极意义。遭遇工资拖欠的农

民工的比例大幅度降低。但是,这些措施在不同行业产生的效果不同, 建筑业的效果较好,一些行

业则差一些。今后的治理措施,应该针对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贸易、餐饮业等所有这些容易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业,进行全面地治理,而不是仅仅针对建筑业。第二,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

农民工相比,企业单位的农民工都更容易遭遇工资拖欠,尤其是个体私营企业,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因此, 治理工资拖欠应该在个体私营企业上下大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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