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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工是农民社会流动的产物，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动力量。

本文利用202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民工自身数字素养对其就业质量的综合

影响。研究表明，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素养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得出，

数字素养能够通过增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来提升他们的就业质量。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

议：第一，培养农民工数字意识和能力；第二，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第三，规范数字就业平台，

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第四，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优化农民工就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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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grant workers are the product of the social mobility of farmers. The migrant worker group i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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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pro-
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uses the 2024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to study 
the comprehensive impact of migrant workers’ own digital literacy on their employment qual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digital liter-
acy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The mecha-
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digital literacy can enhance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by strengthening their social capital.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
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irst, cultivate the digital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seco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ird, standardize digital 
employment platforms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grant workers; fourth, 
accelera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opti-
mize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 
Digital Literacy, Employment Quality, Social Capital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研究背景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们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满足的途径，也是社会成员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

必要条件，它有助于个人融入社会，实现社会价值，同时也有助于减少贫困和缓解贫富差距。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就业质量一词被予以强

调，这符合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质量就业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随着工业化的迅猛推进，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攀升，这吸引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庞大的农民工队伍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源[1]。全国农民工总量不断增加[2]，农民

工的学历不断提高，且超过半数的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但是，

由于长期受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加之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有限，他们在就业市场

上一直处于不利地位，不得不从事高劳动强度、低技能水平低的工作，虽然近年来农村劳动力不断向

城市流动，并追求市民化的生活方式，但并没有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有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

趋势，农民工在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方面与城镇职工存在明显差异，这导致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

面临着双重歧视[3]，即岗位获取歧视和工资待遇歧视，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

目标的实现。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力量。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

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许多低技能、重复性的工作被取代，由此产生了就业

“替代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兴起也催生了许多新型就业形式，其中平台型灵活就业展现出了

巨大的潜力，对于促进就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4]，比如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平台经济的兴起，创造了

诸如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等大量灵活就业岗位，由此产生了岗位“创造效应”。可见，数字经济的确带

来了数字红利，提高了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而农民工作为低技能劳动力的典型，要适应数字经济带来

的一系列新的变化，需要其具备对新技术和新业态的适应能力，其中农民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就是一

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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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关于数字经济与劳动力就业质量的研究 

现有研究集中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与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张颖等认为信息化发展、数字交

易发展、数字金融普惠发展能显著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而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不

显著，且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呈“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5]。郑美华等认为

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就业替代效应，从而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并进一步认为在

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提升更为显著[6]。周慧珺基于搜寻–匹配的理论框

架，得出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就业稳定性的影响渠道，认为数字经济可以减少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使

劳动者找到与自身能力更加匹配的工作，从而有利于增强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7]。王珊珊从人力资本的

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她认为数字经济对优化和调整

就业结构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8]。 

2.2. 关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研究 

关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核心维度。一个角度聚焦于就业质量的量化评估标准，

研究者们主要通过考量工作稳定性、收入水平以及社会保障等客观指标来全面衡量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潘海岚等认为数字经济能够从减少劳动时间、改善福利保障和提高工作满意度这三方面提高就业质量[9]。
江维国等在深入研究后，构建了一个全面且多维度的就业质量衡量指标体系，该体系涵盖了工资收入、

劳动合同、工作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多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法，深入探讨了数字素养对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10]。另一个角度是研究农民

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陈冲等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样本划分，从技能异质性角度分析了数字经

济对不同技能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及影响方式的差异。张笑寒等从社会交往角度研究农民工就业质量，

认为社会交往内卷化会对通过强化就业歧视、降低居留意愿等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抑制作用[11]。张宝

红结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构建非认知能力的测度指标，探究其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

影响[12]。 

2.3. 文献评述 

综上，现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经济这一客观环境，考察在数字经

济背景下，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会受到何种影响以及作用机制，但是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比较少，而且

缺乏对农民工数字素养这一主观因素的研究，而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应该是主观和客观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分析数字素养高低这一主观因素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第二，通过工作满意度这一主观标准来衡量农民工就业质量，拓展

了研究视角和思路。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学界对于数字素养与技能的界定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即在数字社会中，公民在学习、工作、生活

等方面应具备的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这些素质与能力包括但不限于数字信息的获取、制作、使用、

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在互联网技术日益普及、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

时代背景下，数字素养成为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之一，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数字素养对其就业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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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学习方面，数字素养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和

就业能力，农民工具备一定程度的数字素养可以打破传统教育模式的限制，农民工可以通过线上教育平

台获取个性化、精确化的学习资源，以适应新发展阶段对农民工技能和知识的要求，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第二，在工作方面，数字素养可以拓展农民工就业信息搜寻渠道，数字经济背景下，各类就业信息平台

日益涌现，为农民工提供丰富多样的就业选择，使农民工的就业结构不断优化特别是各种信息技术的运

用，可以帮助农民工匹配到更多合适的职位，同时也方便雇佣双方的信息沟通。第三，在生活方面，农

民工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娱乐和社交，大大提高他们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另外，农民工利用自

身数字素养可以获得更高的工作收入，有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影响。 

3.2. 数字素养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路径 

社会资本是农民工提高社会地位和获取就业信息的重要渠道，个体可以从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

得信息、声望、财富等资源，有利于个体目标的实现[13]。首先，高数字素养的农民工能够更高效地利用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获取就业信息，拓展信息渠道，从而增加社会资本。此外，数字素养还帮助农民工通

过在线平台建立和维护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增强社会资本。同时，高数字素养的农民工能够更好地利用

在线资源，如职业培训和在线课程，提升自身技能，进一步增强社会资本。当前，以微信、抖音等为代表

的数字社交网络平台大大降低了社交成本，提高了社会交往的便捷性，农民工可以利用自身数字素养，

根据需求建立和拓展自己的人际网络，不断增加自身的社会资本。其次，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具有重要影响，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和机会，帮助他们找到更高质量的

工作。强大的社会网络还能在求职过程中提供情感和实际支持，如推荐工作、提供建议等，从而提升就

业质量。此外，社会资本还能为农民工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如 mentorship 和职业培训，促进其长期职

业成长。 
假设二：数字素养通过提高社会资本来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 

4. 实证设计 

4.1.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2024 年 11 月 2 日最新公开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2)数据，其调查样本覆盖 25 个省

市，样本规模多达 16,000 户，调查样本包括全部家庭成员，能够很好地反映我国经济、人口、社会等多

方面情况，且个人库中的网络模块和工作模块与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十分契合，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

实且符合需求的数据基础。根据研究需要对样本进行筛选和剔除：(1)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民工，所

以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定义，在 CFPS 数据库中选取现在的户口状况为农业户口且从事非农工作

的样本；(2)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所以保留使用互联网的样本；(3) 剔
除遗漏变量、异常值的样本。经过整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6955 个。 

4.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4.2.1. 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这一术语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国际劳工组织在 1999 年提出的“体面劳动”概念。该理念

强调在自由、公平、安全且尊重人格尊严的环境下，为人们提供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的工作机会，

从而推动就业质量的提升[14]，这一概念也涵盖了就业质量的内容。本文借鉴已有研究，从人的主观感受

的角度出发，以工作满意度来测量就业质量，工作满意度能够综合反映农民工对就业环境、收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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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等多方面的主观评价，符合“高质量就业”的微观定义(即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

业安全)，弥补了仅用客观指标可能忽略的隐形需求，突破了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局限。具体而言，

对工作满意度，设定了一个五级评价体系，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对应 1~5 的赋值。 

4.2.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素养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素养，数字素养是一个综合体现，它涵盖了个人在使用数字设备、高效

利用数字资源、持续学习新知识以及通过数字技术与他人进行有效社交沟通等多方面的能力[15]，由于大

部分人都是使用手机进行上网，所以根据问卷中“是否移动设备上网”来定义农民工的数字素养情况(是 
= 1，否 = 0)，另外，借鉴赵明等人的研究，选取问卷中“是否使用微信”作为互联网使用的代理变量进

行稳健性检验(是 = 1，否 = 0)。 

4.2.3. 控制变量 
为了更加精确的分析数字素养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本文对相关变量进行控制，因此选取了性别、婚

姻状况、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上述具体变量的选择、赋值及描述性统计情

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素养 是 = 1；否 = 0 6955 0.86 0.35 0 1 

被解释变量 就业质量 非常满意 = 1；比较满意 = 2；一般 = 
3；不太满意 = 4；非常不满意 = 5 6955 3.72 0.89 1 5 

控制变量 

性别 男 = 1，女 = 0 6955 0.57 0.49 0 1 

婚姻状况 在婚、离婚、丧偶 = 1，未婚、同居 = 0 6955 0.82 0.39 0 1 

政治面貌 是 = 1 6955 0.02 0.13 0 1 

健康状况 非常健康 = 1，很健康 = 2，比较健康 
= 3，一般 = 4，不健康 = 5 6955 2.68 1.06 1 5 

受教育程度 0-10 6955 5.23 1.64 0 10 

 
根据表 1 可知，农民工的平均就业质量为 3.72，处于一般满意到比较满意之间，显示出较高的工作

质量，但仍有提升空间。此外，农民工的数字素养均值高达 0.86，反映出他们对互联网的使用频率较高，

表明他们在数字化时代具备一定的适应能力，具有较高的数字素养。 

5. 实证分析 

5.1. 模型设定 

本文因变量为就业质量指数，该变量为连续变量，故使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基准回归。构建的回

归模型如下： 

    ij ij ij ijQuality Digital literacy Zα β γ ε= + + +  

其中， ijQuality 表示农民工 i 在 j 地区的就业质量指数，  ijDigital literacy 表示农民工 i 的数字素养水平，

α 为常数项， β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待估系数， ijZ 为控制变量， ijε 为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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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准回归分析 

在基准回归中利用 OLS 模型对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数字素养对

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 0.014，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具备一定数字素

养的农民工相对于不具备数字素养的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提高了 21.8 个百分点。第(2)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

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结果依然显著。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就业质量 

(2) 
就业质量 

数字素养 0.218*** 0.294*** 

 (0.014) (0.016) 

性别  0.089*** 

  (0.024) 

婚姻状况  0.114*** 

  (0.032) 

政治面貌  -0.001 

  (0.005) 

健康状况  0.074*** 

  (0.009) 

受教育情况  0.005** 

  (0.002) 

常数项 3.527*** 3.641*** 

 (0.016) (0.045) 

样本量 6955 6955 

r2 0.033 0.048 

Control No Yes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 < 0.1，**p < 0.05，***p < 0.01。 
 

具体地，从性别上看，数字素养对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更大，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方

面受到家庭与社会角色的影响，男性农民工通常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因此他们可能更有动力去提升

数字素养，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女性农民工则可能因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如生育、照料孩

子等，而在职业发展和数字素养提升上受到一定限制，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就业领域的差异，男性农民

工可能更多地集中在需要较高数字技能的领域，如制造业、建筑业中的技术工种，这些领域对数字素养

的要求较高，因此数字素养的提升能显著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女性农民工则可能更多地从事服务业、

轻工业等对数字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行业，数字素养的提升对这些行业就业质量的改善可能相对有限。 
从婚姻状况上来看，数字素养对于已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更大，对于已婚农民工而言，由于家

庭责任和经济压力通常更大，提升就业质量的需求也更为迫切。数字素养的提升，意味着他们能够获得

更多的就业机会，从事更高质量的工作，从而为家庭带来更稳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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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健康状况上来看，数字素养对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民工的正向影响更大，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健

康状况较好的农民工在体力、精力和耐力方面更具优势，这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学习和运用数字技能，

将数字素养转化为实际的就业优势。此外，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也更具活力，他们更愿

意尝试新的工作机会和挑战，也更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和薪酬待遇。数字素养的提升进一步增强

了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使他们更容易获得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从受教育程度上来看，数字素养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相比于受教育程度较低

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高 5 个百分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通常具备更强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应用

能力，他们能够更快地掌握数字技能，更有效地利用数字资源，从而在工作中展现出更高的效率和创造

力，这种能力在数字化时代尤为重要。 

5.3. 稳健性检验 

5.3.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微信是获取实时信息，与家人、朋友等保持联系的重要工具，而且微信的普及率较高，已成为当前

社会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使得微信使用成为衡量农民工数字素养情况的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因此，本文选择将微信使用作为数字素养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其回归结果

如表 3 列(1)所示，微信使用对农民工的影响也在 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农民工使用微信可以使其就业

质量提升，进一步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5.3.2. 更换回归模型 
由于就业质量指标体系的数值位于 1~5 之间，属于双侧受限变量，因此本文使用 Tobit 模型回归以

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其回归结果如表 3 列(2)所示。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表 3. 稳健性检验 

 (1) 
就业质量 

(2) 
就业质量 

微信使用 0.207***  

 (0.014)  

数字素养  0.218*** 

  (0.014) 

常数项 3.517*** 3.527*** 

 (0.017) (0.016) 

N 6955 6955 

Control Yes Yes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 < 0.1，**p < 0.05，***p < 0.01。 

5.4. 中介效应检验 

在上文中已经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直接促进作用，本文进一步验证了社会资本在

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根据资源动员理论，社会资本通过动员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如岗

位信息、人情推荐等影响就业结果，而且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数字素养作为新型人

力资本，可通过提升信息处理能力和社会交往效率，增强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动员效率。高数字素养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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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更擅长利用互联网平台，如招聘网站、社交媒体等获取就业信息，扩大社交半径，掌握一定的数字

技能也可增强农民工在职场中的竞争力，数字技术的熟练使用促进农民工与雇主、同事的即时沟通，提

升互动频率和信任水平，强化强关系网络的支持效应。农民工就通过这些社会网络获取岗位信息，从而

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帮助农民工匹配到更符合技能的高质量岗位，提升职业适配度，从而提升农民

工对于工作的主观满意度。 
表 4 中列(1)~(3)分别为对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和社会资本的回归系

数均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部分中介效应成立，这说明数字素养不仅能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还能通过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来间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假设 2 得到了验证。 
 

Table 4. Intermediate effect test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 

 (1) 
就业质量 

(2) 
社会资本 

(3) 
就业质量 

数字素养 0.212*** 1.364*** 0.112*** 

 (0.014) (0.029) (0.016) 

社会资本   0.073*** 

   (0.006) 

常数项 3.531*** 5.691*** 3.113*** 

 (0.016) (0.033) (0.036) 

N 6955 6955 6955 

r2 0.043 0.251 0.064 

Control Yes Yes Yes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 < 0.1，**p < 0.05，***p < 0.01。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 202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全国不同省份共 6955 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分别以数字素养和就业质量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探索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素养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具有相关性，且前者对于后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第二，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进而提升其就业质量。基于以上结

论，提出如下建议： 

6.1. 培养农民工数字意识和能力 

农民工自身作为就业市场的主力军，也理应成为数字时代的参与者和建设者[16]，他们应该不断更新

自己的思想观念，主动适应数字时代的各种新变化、新要求，提高对数字产品和数字技术的使用意愿，

积极参加各种数字技能培训，农民工还需要提升自身创新创业意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化平台，

打破创业壁垒，实现“自雇”，提高就业稳定性和工资收入。另外，也要培养数字安全意识，防范网络上

虚假的就业信息，加强隐私保护，规避数字化风险。 
用人单位要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各种数字专题讲座，创新培训形式、丰富培训内容让

农民工充分理解数字化对于个人工作和发展的重要价值，帮助低技能农民工提高胜任数字化岗位的能力

[17]，为他们提供在线协作平台、数字办公软件等数字化工具，为提升农民工数字素养提供便利条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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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营造良好的数字文化氛围，激发农民工学习热情和创新意识。 
地方政府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形成针对农民工数字素养培养方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设置差

异化的培养体系，如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聚焦高阶技能，衔接直播电商、智慧物流等新兴职业，针对

中年农民工可以聚焦一些生存型数字技能，如移动支付等，针对高龄农民工可以开发一些 APP 的一键直

达功能。 

6.2. 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农民工数字素养的培育离不开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迫切需要加

强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宽带网络在农村地区的全面覆盖，此举旨在提高农民工获取数字

设施的可及性和便利度，从而有效解决“数字鸿沟”问题，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红利[18]，
在推进过程中，我们应特别关注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努力推动这些

区域的数字经济水平同步提高。这不仅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还能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

会和创业空间，进一步促进他们的就业质量提升和全面发展。具体来说，首先政府部门应当投资建设完

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包括广域网络、宽带网络、移动通信网络等，确保农村地区和农民工集中地区的网

络覆盖和连接稳定性，加强农村电力、通信和互联网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地区的网络接入速度和质量，

确保农民工能够方便地获取数字信息和服务。 
另外还要开展数字技术普及教育和培训，向农民工群体提供基础的电脑操作、互联网使用、数字技

能和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其对数字基础设施的认知和运用能力，在农村和城市地区设立数字学

习中心或数字培训基地，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数字素养培训服务，同时还要进行数字适老化改造，弥合

高龄农民工的数字鸿沟。 

6.3. 规范数字就业平台，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首先要加强立法和监督，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数字就业平台的运营规范和农民工权益保障措施，

并加强监管力度，确保平台运营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或部门，负责监督和管理数

字就业平台的运营，及时处理平台违规行为和投诉，为农民工就业权利建立一套保护机制。 
其次，数字就业平台应提供充分的岗位信息和合理的工资待遇，确保信息透明度，让农民工清楚了

解到岗位的具体情况和权益保障，建立公平竞争机制，防止平台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确保农民工能

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劳动保障。 
再次，规定数字就业平台必须与农民工签订明确的劳动合同，明确工作内容、工资待遇、工作时间

等关键信息，并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强对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确保数字就业平台和

用工企业履行合同义务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最后，建立便捷的投诉和维权渠道，让农民工能够及时反映问题并寻求帮助，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

侵害，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和咨询服务，帮助农民工了解自己的权益和维权途径，提高其维权能力和

意识。 

6.4. 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优化农民工就业结构 

促进农村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农村产业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培育数字经济相关产业，

如农村电商、数字农业等，吸引更多农民工返乡创业或就近就业，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参与农村产业发展

中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提升其就业技能和竞争力。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促进城市产业向乡村延伸，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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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打破户籍壁垒，建立更加灵活的城乡人才流动机制，让农民工能够更自由地选择就业地点和岗位。 
发展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加大对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包括人才培训、技术

创新、政策扶持等，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和提供数字化服务，为农村地区

的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支持，吸引农民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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