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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程虹教授团
队运用“中国企业 - 劳动力匹配调查” (CEES)数据，
就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
验， 发现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会随着其普通话能力的提
升而提升。

该研究以 2015-2016 年 CEES 数据为基础， 从广
东省 21 个地级市中抽样 13 个 (包括 19 个区县)� 进行
调查， 所调查的企业占广东省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的
83%、劳动力总数的 86%；从湖北省 17 个地级市中抽样
13 个(20 个区县)� 调查，所调查的企业占湖北省制造业
工业总产值的 93%、劳动力总数的 90%。 两省共回收有
效企业问卷 1120 份、有效员工问卷 11249 份，不仅包
含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项指标， 也包括员工的各类
信息。

分析发现，普通话已经成为重要的工作技能，普通
话能力高的市内农民工， 工资回报率明显高于非本市
且普通话能力较低的农民工。 与普通话能力较低的农
民工相比， 普通话能力中等和较高的本市农民工的工
资回报率为 9.2%-18.2%。 不仅如此，方言和普通话的
使用程度以及熟练程度， 直接影响到农民工正当权益
维护以及农民工城镇化进程。

同时， 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积累与职
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于普通话能力较高的
农民工而言，其团队合作能力、交流能力和晋升竞争力
均很强， 这些因素可能是对农民工工资产生影响的主
要渠道。

对此，研究团队专家建议，从三个层面提高农民工
普通话能力：从政府层面，通过政策努力提高农民工对
普通话的使用频率， 同时减少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就
业差别，在健全公共产品与服务质量的过程中，渗透提
高普通话能力是有效沟通的基础这一观点； 从教育层
面， 加强在校学生尤其是农村青少年学生的普通话能
力培养， 重视普通话能力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重要作
用； 从企业层面， 应大力开展在职培训和日常人员管
理，通过多种渠道提高农民工的普通话能力，加强他们
干中学的能力。（工人日报）（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又是一年毕业季。 58 同
城、安居客 13 日发布的《2019
高校毕业生就业居行报告》显
示， 七成毕业生选择租房居
住，其中个人工资、父母支持
成为主要的房租来源。

这份报告基于一线和新
一线 15 座城市 2019 届毕业
生的调研， 其学历为专科及
以上。 其中，三成毕业生来自
一线城市， 七成来自新一线
城市。

对刚刚走出校园、经济条
件有限且缺乏社会经验的毕
业生来说， 寻找稳定的住所
成为其走向社会的考验之
一。 报告显示，近七成毕业生
已经租房或准备租房， 也有
30.3%的毕业生表示不考虑
租房。

从租金情况来看， 受到
经济条件限制，毕业生租房
租金集中于每月 800 元至
1800 元 ， 平均租金为每月
1668 元。 一线城市租金平均
值高于新一线城市。 对于初
入职场的毕业生而言，租房
压力普遍较大。 在询问租金
来源的一道多选调查题中，
81 .4%的受访者勾选了个人
工资，42 .7%的受访者勾选
了父母支持 ，同时有 26%的
受访者选择了银行信用卡 。
其中，报告显示 ，父母补贴
租金占毕业生总体租金的
20%-50%之间。

在被问及是否会选择与
人合租时，54.9%的毕业生选
择合租， 在合租对象的选择
上，以同事、同学等更为熟悉
且更有共同语言的人群为
主。 此外，毕业生多希望合租
者社会关系简单、 有较为良
好的生活及作息习惯。

此外，报告发现，购房仍
是多数受访者的目标之一 。
报告显示 ，95%的受访者表
示 有 明 确 的 购 房 计 划 ， 有
76.6%的毕业生希望在工作
城市 (包含家乡是工作城市 )
购房， 另有 16.4%的毕业生
表示会回到家乡城市购房 ，
而不打算买房的毕业生占比
仅 1.3%。

报告认为， 毕业生在就
业、租房、置业等方面普遍拥
有较为清晰的规划， 且年轻
一代独立意识较强， 大多希
望依靠自身努力完成各项人
生目标。

（中新网）

农民工乡音重？ 调查显示———

普通话能力影响工资水平和权益维护
专家建议，从三个方面提高语言能力

“啥？每天都洗脸啊！”在河南郑州博物馆工地上，新来了一名川籍农民工李兴栋，听说工地进行实名制管理，进入施
工现场要刷脸打卡，他脱口而出闹了个笑话。“我刚来，啥都不懂，问个路别人都听不懂，更别提生活习惯，全都不适应”。

普通话是一个人的语言能力，近日，一项调查表明，普通话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 与普通话能力较低的农民工
群体相比，普通话能力中等和较高的农民工群体在工资水平上分别高出 19.4%-21.0%和 30.3%-34.94%。 不仅如此，
普通话的使用程度以及熟练程度，直接影响到农民工正当权益维护以及农民工城镇化进程。

地处湖北武汉的襄阳大厦建设工地上，四川籍农民
工目前是施工主体。 来自四川农村、杂工队伍领头的老
夏和小夏是父子俩，老夏 50 岁左右，负责管工人；小夏
30 岁左右，上过大学，负责与项目部对接。 一天中午，项
目部大门口突然聚集了十几个农民工， 激动地大声嚷
嚷，项目后勤和工长赶紧过去问是怎么回事，可他们你
一句我一句全都讲方言，除了零零星星地能够听出“不
得行”“铺盖”“哄人”等字眼，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知道是老夏的队伍， 项目部赶紧给他打电话， 并把
工人安排到会议室安抚。 十几分钟后老夏赶来，依然一
口方言，与此前相比，项目部仅仅能听懂事关宿舍，但仍
然不明就里。 大学毕业的小夏赶来了，“翻译”方言才知
道，是工人们因为私改宿舍电线，被安全检查的人没收
了小电器。 双方语言不通产生误会，最终导致农民工情
绪激动地来讨要“说法”。 事后，小夏对老夏说，“这么点
小问题就差点搞得工人闹事，现在说好普通话才能打好
工。 ”

因为语言不通而产生误会或求职碰壁的事情， 在农
民工身上并不少见。 湖北咸宁“中建·咸宁之星”建筑工
地上 47 岁的帮工徐新付， 年轻的时候一直想去大城市
赚钱养家，可来自咸宁咸安区横沟镇的他只有小学文化
水平，一口方言让人不知所云，多次应聘都被拒绝，只能
回到老家谋生。

外出碰壁的他明白了普通话的重要性， 工作之余跟
着身边的人学习普通话发音，经过五六年“打磨”，他的
普通话水平终于相比过去有了大幅度提升， 用他的话
说，“和人交流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普通话学会了，找
工作再也不担心别人听不懂了，他的待遇也从刚开始的
每月 1000 多元提高到后来的 2000 多元。

在湖北省科技馆新馆建设工地上，46 岁的砌体工刘
国强是位朗诵达人，去年 8 月项目上举办的工友朗诵比
赛中，他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听着他顺溜的普通话，观
众丝毫察觉不到他老家孝感的口音。 不过，他曾经也是
靠着一口乡音走南闯北的，尴尬的是，当时不会说普通
话，打工经常碰壁，家乡话别人听不懂，甚至出现过因为
沟通错误而干错活的情况，直到跟着电视、广播慢慢学
会了普通话，外出打工沟通起来才顺畅了。

语言不通外出打工常碰壁 普通话已经成为重要的工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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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资料料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