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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工城市融合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借助雇员离职分析中工作嵌入概念,从组织、社区两

个方面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的匹配、联系、牺牲等嵌入情况。把工作嵌入作为因变量、主动性人格作为自变量,对
江苏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5个城市402位农业转移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对研究假设进

行检验。结果表明:主动性人格与农业转移人口工作嵌入的组织和社区的匹配、牺牲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而与组织

联系显著负相关、与社区联系不相关;农业转移人口留城创业意愿在主动性人格与工作嵌入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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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镇化的

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但由于受当前的制度、政策、社
会管理等因素的制约,市民化的进程较为缓慢[1]。
农业转移人口首先必须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然后

才能更好地权衡创业问题。但是,农业转移人口进

城后的“工作嵌入”与城市融合存在什么关系? 农业

转移人口的留城创业又如何促进市民化进程? 更进

一步,农业转移人口本身的人格是否会影响其在转

移城市的就业和创业? 事实上,不同个性的农业转

移对象在“嵌入”城市方面有不同的考虑,而且其内

在的“创业意愿”也会影响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工作和

生活。本文尝试通过主动性人格、留城创业意愿两

个维度,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以
期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主动性人格是否会影响

到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即是否影响

到其“城市嵌入”问题;二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动性

人格是否会影响到创业意愿,即究竟什么样个性特

征的农业转移人口适合创业?

  一、相关理论与研究假设

  1.农业转移人口创业

农业转移人口俗称农民工,其概念界定经历了

临时工、轮换工、劳务工、进城务工人员、外来工等演

变,最终成为一个正式概念:其基本法律特征是身份

上是农民、职业上是工人,呈现从农民到市民、从农

民到工人的过渡性特征[2]。如果按农业转移人口的

原户籍地与其创业地点的选择进行划分,可以将农

业转移人口创业划分为返乡创业和留城创业:返乡

创业指农业转移人口在打工城市主动或被动失业

后,返回原户籍地进行创业活动;留城创业则指农业

转移人口选择在打工城市进行自主创业。James研

究了目标对创业、创新的过程影响,认为创业创新是

个体对目标的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而意愿则是衡

量其通过实际行为促进内心需求的程度[3]。农业转

移人口进城后为了生计一般会首先选择就业,但部

分农业转移人口具有潜在的创业意愿,当外部条件

成熟的时候,则有可能激发其内在意愿选择自主创

业。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返乡创业,典型的如魏

凤利用西部五省14县998个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

调查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模型对西部返乡农民

工创业模式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

析[4]。但是,如果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在转入城市成

功创业,则正如庄晋财提出的“自主创业则是农业转

移人口转移就业的内生化,自主创业是农业转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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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传统转移就业的重要补充”[5]。容易理解,农业转

移人口的留城创业较返乡创业对于“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更具有现实意义。

2.主动性人格与留城创业

Major等认为主动性人格的个体更加倾向于主

动适应和改变环境,即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主动性

人格的个体善于辨析机会、采取行动,能够积极主动

地影响他人并改变外部环境[6]。Arnold等从工作

技能和工作努力的视角,发现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善

于调整其工作环境,验证了主动性人格能够提升工

作绩效的假设[7]。关于主动性人格与创业创新的关

系,KIM等通过对146名香港职员的纵向研究,发
现主动性人格与职员的创新能力和职业满意度显著

相关[8];此后,作者又通过对157名韩国员工与主管

的配对样本研究,再次证实了主动性人格能显著影

响创新能力,并认为对工作创新的要求和上司支持

创新行为共同影响着前瞻性人格与员工创造力之间

的关系[9]。国内关于主动性人格与创业的关系的研

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于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其中

有代表性的是解蕴慧等从主动性人格、社会资本视

角研究影响创业意愿的因素,通过对324个样本的

问卷调查,表明了个体的主动性人格对创业意愿有

显著正 向 影 响,回 答 了“谁 会 成 为 创 业 者”的 问

题[10]。农业转移人口群体中同样可能具有主动性

人格的个体,这些个体为了生存和发展可能会放弃

稳定的就业机会而选择留城创业。基于主动性人格

对创新、创业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假设:

H1:主动性人格对农业转移人口留城创业意愿

有正向影响。

3.主动性人格与工作嵌入

工作嵌入的概念最早是Mitchell提出并用于研

究雇员的主动离职行为,发现工作嵌入较工作满意

度、组织承诺等更能解释离职行为[11]。此后,工作

嵌入与离职行为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关于工作嵌入

的内涵也得到不断的发展:代表性的是Thomas等

将工作嵌入划分为工作内嵌入和工作外嵌入(一些

文献称之为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对839名财务职

员的实证研究表明工作外嵌入与离职行为负相关、
而工作内嵌入与员工关系与工作业绩正相关[12];类
似地,Reitz等在研究卫生保健组织员工的离职和

保留问题时,将工作嵌入划分为工作内嵌入和工作

外嵌入,并且将测量条目划分为工作内(外)联系、匹
配和牺牲3个方面,其中联系反映了个体在组织和

社区中与他人或其他部门关系的紧密程度;匹配反

映了个体对组织和环境的相容或适应程度;牺牲则

指由于员工离职造成了的工作和社区所造成的所有

物质和心理损失[13]。农业转移人口转移到城市后,
必须面临“城市融入”的问题,结合本文“工作嵌入”
的含义,农业转移人口不仅需要“嵌入”到城市的工

作,而且需要“嵌入”到城市的生活。根据上文主动

性人格的概念阐述,不难理解不同个性的农业转移

人口在面对陌生城市时的“嵌入”能力是不同的,于
是提出如下假设:

H2:主动性人格对农民工的组织联系程度有正

向的关系。

H3:主动性人格对农民工的社区联系程度有正

向的关系。

H4:主动性人格对农民工的组织匹配程度有正

向的关系。

H5:主动性人格对农民工的社区匹配程度有正

向的关系。

H6:主动性人格对农民工的组织牺牲避免程度

有正向的关系。

H7:主动性人格对农民工的社区牺牲避免程度

有正向的关系。

4.工作嵌入与城市融合

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合实质是农村转移人口通

过“农民到市民职业转变”这个平台,带动政治权利、
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文化素质等各个方面的转变,
实现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根本转变。正如前文“工
作嵌入”的内涵,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工作嵌入不

仅包括工作本身的嵌入,还包括社区活动的嵌入;而
且就具体维度而言,这种嵌入包括农业转移人口与

工作和社区的联系程度、匹配程度以及如果离开城

市工作后可能带来的损失3个方面。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讲,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工作嵌入”程度,能
代表其城市融入的程度。

5.留城创业与工作嵌入

国内学者买忆媛等运用工作嵌入理论对科技型

员工的离职创业活动进行了研究,较早地把工作嵌

入理论运用于创业研究,并通过典型案例进行了验

证[14];此后,买忆媛等基于工作内嵌入探讨了工作

经验与创业过程的关系,发现创业者的先前经验可

能导致创业活动的分散和创业活动周期延长,据此

提出了“工作经验一定有助于创业过程吗”的质

疑[15]。综合上述研究,工作嵌入在雇员离职和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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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具有比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等传统态度变量

更强的解释力,并且买忆媛等一些学者将此理论运

用于雇员创业研究,提出“创业个体需要合理地利用

以往的工作经验”。不难理解,一旦农业转移人口产

生了留城创业意愿,必然会寻求合适的创业机会,并
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决定是“继续打工还是选择自主

创业”,于是农业转移人口的留城创业意愿与其在城

市的工作嵌入相关。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主动

性人格对农业转移人口留城创业意愿产生重要影

响,而留城创业意愿又会进一步影响其“嵌入城市”
的能力。于是提出假设:

H8:留城创业意愿与农业转移人口工作嵌入相

关,且在主动性人格与工作嵌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至此,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1.概念测量

本文量表尽可能引用或修改相关研究使用过的

成熟量表,对于国外文献的量表采用了双盲翻译,并
与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商讨后完成问卷的初步设

计。主动性人格采用了Serbert等设计的测量主动

性人格的10个题项[16];创业意愿采用了Thompson
的创业意愿量表,共包括6个条目[17];工作嵌入采

用了LEE等修订后的量表,其中社区联系4个条

目、组织联系7个条目、社区牺牲3个条目、组织牺

牲9个条目、社区匹配5个条目、组织匹配6个条

目[12]。量表多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1为非常不

符合,5为非常符合(组织联系和社区联系类似地设

计了5个程度依次递增的选项)。此外,还设计了性

别、年龄、学历3个控制变量的调查项目。由于调查

的对象是农业转移人口,为了保证其对内容的准确

理解,又与5位农业转移人口亲友进行了深度访谈,
根据反馈意见对少部分措词进行了修改,完成了调

查问卷的最终设计。

2.数据收集

在预调查分析阶段,发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均

不理想,针对量表措词、问卷设计、取样方法、调查对

象、调查时间、调查地点、资料整理等方面综合研讨,
并且考虑到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分化现象,本文将

研究对象集中于“制造企业基层操作性岗位的异地

打工者”,以尽可能缩小由于样本差异带来的测量误

差。由于问卷中包括“留城创业意愿”的调查项目,
使得调查问卷不便到企业进行大规模发放。正式调

查时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和留置调查相结合的办

法:面对面调查主要利用人脉关系和各种等候机会,
对制造企业基层岗位的外来打工者进行调查,每次

调查结束后均发放小礼品以示感谢;留置调查主要

与“沙县小吃”店主合作,采用每份有效问卷补贴6
元的方式,由店主对用餐的备选客户进行调查,作为

回报,参与调查的用餐客户也获得店主的免费饮料

等奖励,这样达到调查组织者、店主、被调查者的三

方满意。调查集中于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

5个城市,由课题组研究人员和硕士生共6位成员

实施,历时2个月,共收到问卷443份,剔除少量不

合格问卷后共计收到402份有效问卷。

3.数据分析

(1)样本人口统计信息。表1给出了被调查农

业转移人口的人口统计特征(极少数样本对相关项

有缺填现象),从交叉列联表可以看出,样本的年龄

多集中于21~30岁,占样本总数的59.5%;其次为

31~40岁,占样本总数的34.6%。参照相关文献对

农业转移人口的年龄划分,调查样本大部分是“80
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大部

分样本均达到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水平,能够理解

问卷的调查项目,符合本次研究的需要。
(2)问卷信效度分析。问卷信度分析包括3个

部分,具体如下。
首先 是 留 城 创 业 意 愿 信 效 度 分 析。采 用

SPSS16.0对创业意愿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显

示创业意愿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α系数)
为0.941。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6个条目的 KMO
检验的MSA 值为0.897,Bartlett’s球形检验卡方

值为2113(df=15,p=0.000)。抽取特征根大于1
的因素1个,单因素问卷的解释度为77.41%,符合

统计要求。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χ2/df =1.834、

RMSEA=0.075、NFI=0.944、RFI=0.909、

IFI=0.948、CFI=0.913,除RMSEA 值超出理想

评价指标外,其余指标值均达到要求,整体说明构念

的效度在统计范围内还是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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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样本人口统计列联表

受教育程度

小学或小学以下 初中 高中或职中 大专 本科或本科以上
合计

年龄

20岁及以下 0 6 6 0 0 12
21~30岁 3 10 132 48 41 234
31~40岁 0 9 81 20 26 136
41岁及以上 0 2 9 5 4 20

性别
男性 2 16 95 46 37 196
女性 1 7 102 36 60 206

  其次是主动性人格信效度分析。主动性人格为

单因素测量问卷,共有10个测量条目,在探索性因

子分析中,10个测量条目 的 内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为

0.925,KMO检验的 MSA 值为0.931,Bartlett’s
球形检验卡方值为2556(df=45,p=0.000)。抽

取特征值大于1、正交方差最大化旋转后得出主动

性人格为单一因子构成,方差解释度为60.38%,符
合统计要求。用AMOS17.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适配度评价指标显示拟合较好,10个条目中除

了第6个条目“我喜欢我的想法占上风,尽管可能会

与他人不一致”的标准化因子载荷0.379较低外,其
余数值均大于0.5,说明构念的测量具有合适的聚

合效度。
然后是工作嵌入信效度分析。工作嵌入的概念

最早由Mitchsll提出并运用于雇员自动离职行为研

究,目前是国外组织行为学的研究热点。对于其测

量方式,国内学者袁庆宏等进行过专题研究,主要有

合成测量和总体测量两种,但是不同学者不同研究

场合的测量信度和效度也不同[18]。鉴于本文的研

究需要,将工作嵌入的6个维度分别进行信效度分

析,以详细剖析主动性人格和留城创业意愿对农业

转移人口“嵌入城市”的影响。探索性因子和验证性

因子分析显示将工作嵌入整体概念划分为社区联

系、组织联系、社区牺牲、组织牺牲、社区匹配、组织

匹配单因素量表时信度和效度均符合统计学要求。
此处以社区匹配5个条目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94,KMO检验的 MSA 值为0.884,Bartlett’s
球形检验卡方值为109.5(df=10,p=0.000),抽取

特征值大于1、正交方差最大化旋转后得出社区匹

配的单一因子方差解释度为70.35%,符合统计要

求。验 证 性 因 子 分 析 显 示 χ2/df = 1.509、

RMSEA=0.037、NFI=0.939、RFI=0.979、

IFI=0.998、CFI=0.998,测量模型适配度较好;从
标准化因子载荷看,“我的确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地

方、我很欣赏现在我所居住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社区

环境、我和我居住的生活社区很融洽、我感到在生活

社区就如同在家里、当前的生活社区提供了我喜欢的

休闲活动便利”5个条目的载荷分别为0.824、0.843、

0.827、0.738和0.758,说明具有合适的聚合效度。
(3)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表2列出的是各

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从表2可以看

出,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都在0.7以上,说明

测量的信度较好。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发现主动

性人格与社区匹配、社区牺牲、组织匹配、组织牺牲、
组织联系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支

持了H2、H4、H5、H6、H7,但已经明确不支持H3;主
表2 各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信度系数和相关系数

平均数 标准差 性别 年龄 学历
创业
意愿

主动性
人格

社区
匹配

社区
牺牲

社区
联系

组织
匹配

组织
牺牲

组织
联系

性别 1.52 0.5
年龄 1.47 0.63 -0.199**

学历 4.05 0.93 0.149** -0.094
创业意愿 2.36 1.10 -0.156** -0.044 -0.266** 0.941
主动性人格 2.54 0.87 -0.151** -0.059 -0.250** 0.831** 0.925
社区匹配 2.49 0.93 -0.119* 0.010 -0.261** 0.707** 0.778** 0.894
社区牺牲 2.58 0.98 -0.150** 0.007 -0.253** 0.660** 0.712** 0.818** 0.849
社区联系 2.64 0.69 0.081 0.309** 0.079 0.040 0.034 0.026 0.011 0.711
组织匹配 2.47 0.84 -0.121* -0.094 -0.185** 0.728** 0.810** 0.802** 0.741** 0.020 0.896
组织牺牲 2.54 0.82 -0.131** -0.017 -0.201** 0.683** 0.751** 0.769** 0.760** 0.009 0.833** 0.906
组织联系 2.82 0.52 0.030 0.264** 0.259** -0.362**-0.321**-0.326**-0.301** 0.386** -0.297**-0.261** 0.702
 注:**、*分别表示在5%、10%的水平上显著;对角线上的粗体数据是各量表在正式调查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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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人格与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β=0.831,显著

水平为5%),初步支持了H1;创业意愿与主动性人

格、社区匹配、社区牺牲、组织匹配、组织牺牲、组织

联系显著正相关(显著水平为5%),初步支持了

H8。但是否具有回归关系,还需要结合Baron等的

中介模型回归分析法来验证[19]。事实上,创业意愿

与主动性人格及工作嵌入的主要维度都显著相关,
也为中间变量的选择提供了启示。

(4)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按照Baron等

的三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首先考虑因变量

(工作嵌入的6个维度:社区匹配、社区牺牲、社区联

系、组织匹配、组织牺牲、组织联系)与自变量(主动

性人格)的回归模型;其次考虑中介变量(留城创业

意愿)对自变量(主动性人格)的影响;再次将中介变

量(留城创业意愿)和自变量(主动性人格)同时纳入

对因变量(工作嵌入的6个维度)进行回归分析。为

了避免多重共线性,使用方差膨胀因子指数进行判

断,发现VIF 值均小于5,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

问题。由于因变量较为复杂,这里分两个部分进行

检验:
一是主动性人格通过中介变量(留城创业意愿)

对社区嵌入影响分析。由于表2相关系数分析中自

变量与中介变量对社区嵌入的社区联系不存在显著

相关,故不支持假设 H3,只需要对社区嵌入的另外

两个维度进行回归和中介效应分析。通过表3中介

变量(留城创业意愿)对社区嵌入两个维度的影响分

析,模型1说明因变量(社区匹配、社区牺牲)与自变

量(自动性人格)呈显著正向关系(β=0.783、β=
0.762;显著水平为5%,支持H5和H6)。模型2做

中介变量(创业意愿)与自变量(自动性人格)的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自动性人格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意愿

(β=0.842;显著水平为1%),H1得到验证。模型3
说明引入创业意愿这个中介变量后,自变量主动性

人格对因变量社区匹配和社区牺牲的正向作用显著

下降,但回归系数(β=0.642、β=0.577;显著水平为

1%)说明主动性人格对社区匹配和社区牺牲的影响

仍旧存在,只是影响程度被部分中介变量抵消了,因
此H8得到部分支持。

表3 中介变量(留城创业意愿)对社区嵌入两个维度的效应验证

变量

因变量

社区匹配 创业意愿 社区匹配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因变量

社区牺牲 创业意愿 社区牺牲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常数项 0.652** 0.207 0.623** 0.861*** 0.207 0.923**

自变量:主动性人格 0.783*** 0.842*** 0.642*** 0.762*** 0.842*** 0.577***

中介变量:创业意愿 0.140** 0.183***

调整后R2 0.595 0.680 0.623 0.501 0.680 0.514
ΔR2 0.028*** 0.013**

F 143.744*** 207.3*** 119.123*** 98.73*** 207.3*** 83.186***

 注:***、**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上显著。

  二是主动性人格通过中介变量(留城创业意愿)
对组织嵌入影响分析。表4是留城创业意愿在主动

性人格和组织嵌入两个维度间的中介效应验证,模
型1把组织嵌入3个维度(组织匹配、组织牺牲、组
织联系)作为因变量,把主动性人格作为自变量进行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组织匹配的回归系数β=0.771
(显著水平为1%),H4得到验证;同理,H6得到验证。

但是,组 织 联 系 与 自 动 性 人 格 的 回 归 系 数β=
-0.152(显著水平为1%,说明自动性人格负向影

响组织联系,H2没有得到支持。将中介变量创业意

愿和自变量主动性人格纳入对因变量的回归分析,发
现组织匹配的回归系数由β=0.771下降至β=0.643
,组织牺牲的回归系数由β=0.685下降至β=0.554,
且显著性水平均为1%,H8再次得到部分支持。

表4 中介变量(留城创业意愿)对组织嵌入3个维度的效应验证

变量

因变量

组织匹配 创业意愿 组织匹配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因变量

组织牺牲 创业意愿 组织牺牲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因变量

组织联系 创业意愿 组织联系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常数项 0.578** 0.207 0.550** 0.848*** 0.207 0.821*** 2.350*** 0.207 2.377***
主动性人格 0.771*** 0.842*** 0.643*** 0.685*** 0.842*** 0.554*** -0.152*** 0.842*** -0.16
创业意愿 0.135*** 0.130** -0.135**
调整后R2 0.642 0.680 0.661 0.545 0.680 0.566 0.209 0.680 0.221
ΔR2 0.019*** 0.021*** 0.012**

F 175.6*** 207.3*** 146.4*** 117.7*** 207.3*** 97.7*** 25.1*** 207.3*** 23.1***

 注:***、**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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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论与启示

  1.结 论

通过对主动性人格、工作嵌入与农业转移人口

留城创业的理论研究,结合南京等5个城市新生代

农业转移人口的实证研究结论,现将研究结果汇总

于表5。如表5所示,农业转移人口的主动性人格

促使其主动适应城市生活带来的压力,特别是当前

的高房价等外来因素,使许多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

意识到纯粹做一个打工仔难以在城市真正立足,主
动性人格促使其产生留城创业的意愿。与此同时,

主动性人格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工作嵌入相关,具体

包括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两个方面,由于每个方面

又包括联系、匹配和牺牲3个维度,本文原假设主动

性人格均正向影响这些维度,但实证研究却不支持

社区联系和组织联系两个维度,甚至在组织联系维

度上得到相反的结论;但整体而言,农业转移人口的

主动性人格还是与其“工作嵌入”相关的,这也是不

同农业转移人口“嵌入城市”工作和生活能力不同的

原因所在。最后,农业转移人口的留城创业意愿在

主动性人格正向影响工作嵌入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从表3、表4可以详细得到部分中介效应的结论。

表5 主动性人格、工作嵌入与农业转移人口留城创业的回归结果

影响 预期方向 实际效应 检验结果

H1:主动性人格 → 留城创业意愿 + +(β=0.842***) 支持

H2:主动性人格 → 组织联系 + -(β=0.152***) 不支持

H3:主动性人格 → 社区联系 + +(β=0.034) 不支持

H4:主动性人格 → 组织匹配 + +(β=0.771***) 支持

H5:主动性人格 → 社区匹配 + +(β=0.783***) 支持

H6:主动性人格 → 组织牺牲 + +(β=0.685***) 支持

H7:主动性人格 → 社区牺牲 + +(β=0.762***) 支持

H8:留城创业意愿具有中介效应 + +(如表3、表4所示) 支持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2.启 示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是工作嵌入,其原本是用以

解释雇员离职,现在已经应用于组织行为学和心理

学等其他领域。由于工作嵌入包括工作内嵌入和工

作外嵌入的匹配、联系、牺牲等主要维度,对于农业

转移人口而言,进城后面临如何“嵌入”城市大环境

的工作和生活。本文把“主动性人格”作为“工作嵌

入”的前因变量,揭示了主动性人格与工作嵌入各维

度的内在关系,从“主动性人格特质”视角解释了其

与创业意愿、组织与社区匹配、组织与社区牺牲的内

在规律,丰富了创业理论和工作嵌入理论。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2013年全国农业转移

人口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已经有26894万农业

转移人口,其中外出农业转移人口16610万人、本
地农业转移人口10284万人。基于工作内嵌入和

工作外嵌入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嵌入”对于城镇

化建设至关重要。根据研究结果,可以根据农业转

移人口主动性人格的差异制定“授之以渔的扶持型

政策”,还是提供“授之以鱼的福利型政策”。即对主

动性人格高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相对侧重于创造良

好的“城市嵌入扶持政策”,而对主动性人格低的农

业转移人口群体相对侧重于提供“福利型的民生政

策”。此外,由于主动性人格与创业意愿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也从“人格特质”的视角回答了“怎样的农业

转移人口更适合自主创业的问题”。最后,由于农业

转移人口的创业意愿在主动性人格与工作嵌入之间

起部分中介效应,说明创业意愿间接地影响了农业

转移人口的“城市嵌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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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ProactivePersonality,CityVentureandJobEmbeddedness
ofMigrantWorkers

CAIRui-lin1,2,CHENWan-ming1,LIJian1

(1.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Nanjing,Jiangsu,211106;

2.DepartmentofManagement,ChangzhouInstituteofLightIndustry,Changzhou,Jiangsu,213164)

Abstract Urbanintegrationofmigrantworkersistheimportantsubjectinurbanizationconstruc-
tion.Withthehelpofjobembeddednessconceptinemployee’sleavingtheirpost,thispaperanalyzesthe
matching,connectionandsacrificeofmigrantworkers’jobembeddednessfromtwoaspectsoforganiza-
tionandcommunity.Thispaper,regardingjobembeddednessasthedependentvariable,proactiveper-
sonalityasindependentvariable,surveys402migrantworkersinsuch5citiesasNanjing,Zhenjiang,

Changzhou,WuxiandSuzhoubyusingmultivariateregressionmethodstotesttheresearchhypothesis.
Theresultshowsthatproactivepersonality,organizationandcommunityofmigrantworkers’embedded
matching,sacrificedimensionsshowsignificantlypositivecorrelation,whichshowssignificantlynegative
correlationwithorganizations,andcommunityconnectionsarenotrelated.Thecityventurewillingof
migrantworkersplaysanintermediaryrolebetweenproactivepersonalityandjobembeddedness.

Keywords migrantworkers;proactivepersonality;jobembeddedness;cityventure;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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