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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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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350002)

摘暋要暋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

工作期望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市化的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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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
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重点推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特征的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教育

培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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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20世纪80后、90后

进城务工或经商的农村青年。据国家统计局2011
年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其中

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61.6%,由此可推出

全国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为 14921 万人,接近

1.5亿。显然,当今农民工群体的人口特征发生了

深刻变化,他们中间绝大多数并没有农村土地,也没

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对于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来

说,一方面不能转化为城市居民,另一方面又不能适

应农村生活,这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与

融入城市社会的困境,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的急迫性。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居民

相同的身份和权利,从而实现价值观以及生活方

式、行为方式等各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过程。
显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简单的空

间位置的移动过程,更多的是指职业、社会身份、
自身素质以及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

变化。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显

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

市化的重 点、难 点 与 突 破 点。从 目 前 的 情 况 来

看,制度政策壁垒已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

生严重的阻碍。因此,本文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

民化的现状、制约因素以及政策出路进行分析研

究。

暋暋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现状

暋暋1.从意识和行为方式看

美国社会学家 Louis认为,城市化不仅是一种

地理空间的位移,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

城市性,代表的是一种比农村生活方式更现代的因

素,意味着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性暠生活方式发

展、质变[1]。这种转变体现在通过生活观和就业观

的转变以达到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他们希望通过

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暠的
生活。这种现象符合蔡昉的调研结论,“农业不再是

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城市对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愈

益成为一种刚性需求,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不再具

有回到土地上的可能性。暠[2]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

的城市偏向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有比较强烈的融

城意识,越来越想体现、证明自己的价值,更多是为

了“发展求变暠。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农民工行为方

式、生活方式正朝市民化方向转变。
初中毕业后,由于父亲在外面打工,我也出来了,

在鞋厂做,工资不高,才1000多元,有时还不够自己

花。我们厂里有专门负责做鞋面设计的,工资比我们

高很多,所以觉得做技术含量低的没有出息,有了技

能才能挣更多钱。然后我又回到家乡读了1个职业

中专,学习模型设计方面的,现在我在泉州一家鞋厂

做技术设计,工资待遇都比原来提高了。很想留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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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一直做,觉得比在老家强,因为我现在交往的朋友

很多是当地人,与当地人的距离也越来越小。我也经

常买衣服,做头发,这样使自己看起来更像城里人,同
时我也会通过学习掌握技术,等以后有了管理经验、
掌握了销售流程,我也想自己出来创业(来自笔者

2010年10月在福州市鼓山下院的访谈记录资料)。
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融入城市的强烈愿

望,并通过实际的行动来改变处境,要在城市站稳脚

跟,努力学习生存技能,甚至为在城市生活做好了充

分的个人发展规划,真正能够成为“城里人暠是大多

数新生代农民工的期望。

2.从职业的分化看

由于职业技能和文化水平的限制,第一代农民

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分化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不管职业

的好坏和辛苦的程度如何,建筑业成为他们的“垄
断暠行业。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

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

更好的行业,更加重视的是工作环境、兴趣爱好和今

后的发展。《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04年农

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

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2009年数

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

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3]。可以发

现:2004—2009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
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
杨慧玲等对厦门市1022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

择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从事建筑业的新生代

农民工仅剩下5.1%,从事服务业的比重占绝大多

数,占42.9%,有7.7%实现了自主创业[4]。新生代

农民工的职业获得渠道比较灵活,在职业获得的渠

道上表现得更加主动、灵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

了职业分布的多样性。在职业选择上,新生代农民

工职业选择动机从生存理性向发展理性转变,“有自

己的事业暠是他们中不少人的目标。

3.从制度保障看

农民工市民化并不仅仅是职业的流动,更重要

的是通过制度的实施摆脱边缘状态,逐渐走向和融

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有

利的外部政策条件和社会环境,国家在支持、帮助农

民工实现市民化过程中,建立了相应的保障体系(包
括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在
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新生代农民工“对等享有权利暠。

只有保证他们能够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的市

民化目标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温家宝2011年2月

27日在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中国应该根

据城市的承载能力,逐步地先解决那些长期在城市

工作、有固定职业、有固定住处、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和社会保障的农民工的户口问题。最近,中央和国

务院经过研究以后,对于落户问题基本确定:“进入

到县城、中心城镇的,一律放开,就地落户;进入到地

级市、有3年的稳定职业、有3年的劳动合同和能够

缴纳社会保险的,可以落户;进入到省会城市(包括

副省级城市和大城市)的,合理控制,创造条件逐步

落户。暠[5]广东省政府在2010年推出户籍破冰之举,
引导和鼓励农民工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融入城镇。
为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农民工的住房条件也有了一定的改观,根据国

家统计局的调查报告,新生代农民工住在租赁房和

自买房中的比例已上升到37.7%,比2006年高出

17.6个百分点[6]。地方政府也在这一方面有一些

好的举措。例如福州市外来工可申请公租房,福建

省泉州市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市民待遇暠:持一

本“暂住证暠即可享受廉租房,居住满3年,即可申购

经济适用房,在职工医疗互助、子女教育方面也与当

地市民享受同等待遇。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新生

代农民工城市化提供了必要的发展空间。

暋暋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
素分析

暋暋虽然近年来农民工市民化速度在加快,但是这

一速度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

差距,造成这些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阻隔、社
会管理的滞后和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障碍。

1.制度性因素使新生代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体制

之外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不能离开对国

家制度的分析。正如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所言,“中国

社会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政府主导型社会。暠[7]制度

性因素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
育制度等使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由制度带

来的不公平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境遇极为尴尬。从根

本上说,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存在源于严格

的户籍管理制度。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经济

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对农民工

的身份、就业、教育、生活等有种种限制。对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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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而言,无城市户籍则意味着他们在就业、养
老、医疗保障、子女教育、文化设施和享受社会公共

服务等方面难以获得完全平等的待遇。全国总工会

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

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

8.5%[8]。当然,这与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农民工对

现行制度缺乏信任、现行制度不适合农民工(如门槛

高、难转移等)有着直接的联系。尽管国家近几年陆

续推出了一些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政策,农
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还是非常突出。

2.社会管理的滞后使新生代农民工“入而未融暠

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还带有计划经济年代

的烙印和明显的城市偏向,更多的具有服务城市的

工具性导向。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使得农民工

政策目标偏离服务于农民工群体的本质,长期脱离

农村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没有被纳入城市社区管

理与服务的范畴。现有的农民工管理,对农民工有

管理、无服务,有诉求、无回应。由于城市社会的排

斥,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低,他们更倾向于

通过挖掘内部的传统资源实现交往的“内卷化暠建
构,他们平常交往的或是老乡、亲戚,因此在不少城

市,已经形成同一个县或省来的人生活在一起、集中

在同一个行业的现象。这一特殊的居住场所与社交

圈子形成了“城市里的村庄暠。城市居民对他们产生

一种拒斥意识,这些歧视、情感疏离等非制度性因素

使得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陌生感增加,

心理距离拉大使他们对所生活的城市没有归属感,

增加了对城市社区的疏离感,这种相对封闭的圈子

游离于城市的边沿,为城市社区管理带来了极大的

挑战,针对这一情况,应该提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

会管理与后续服务水平。

3.人力资本障碍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

竞争中处于劣势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第一代农民

有很大的提高,但他们进入城市后,与城市的要求还

有较大距离,加大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需要提升自身素

质,在“摸着石头过河暠中增长技能、才干、经验。另

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

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素养与能力,才能真正避免新生

代农民工“市民化暠后再“贫民化暠。

暋暋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政
策取向

暋暋如何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与社会经济

发展相协调,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强化农民工问题的相关政策,着力完善

城市社会管理、提升人力资本的相关政策环节。

1.推动制度改革,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从长远来看,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

上,加快现有户籍制度的改革。当前要逐步剥离现行

的城市户籍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关系,消除依附于户

籍制度之上的制度性歧视,可以采取一些过渡措施改

革不合理的二元化户籍制度,一是放开中小城市、小
城镇尤其是县域和中心镇户籍,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

力;二是对于大城市户籍制度,实行渐进式改革,让有

稳定职业、居住地和技术等级的农民工转为市民。
统筹城乡就业制度,培育与完善劳动力市场体

系和就业社会服务体系。加强与《劳动法》相配套的

立法工作,制定促进就业、社会保障、劳动保护、最低

工资标准等法律法规,使农民工就业市场的运行真

正有法可依。根据职业、收入状况以及工作稳定性,
依次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养
老保险制度、失业和生育保险制度,积极有效地逐步

维护和实现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权益。建议保险

制度的设计考虑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承受能力,
让他们充分体会到保险制度的便利性。建立健全就

业信息传播体系,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信息咨询、职
业介绍、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服务。在公共政策层面,
开拓新的政策空间,包括制定和实施专门针对新生

代农民工的特殊保护政策。

2.创新社会管理,提升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水平

以往以户籍为基础,城乡分治的社会管理体制

使得农民工脱离社会管理,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

管理与服务,这亟待做出重大的政策调整。改革公

共服务的方式,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管理与服

务的模式,以社区为基础建立起有效的新生代农民

工管理和服务平台,致力于建构和完善帮助新生代

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区的机制制度,消除城市

社区排斥,推动社区融合。结合户籍改革、居证管

理、出租房屋管理,进一步形成市、区、镇街、居委会

4级服务管理网络,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为新生代农

民工提供公共服务,形成不同社会主体参与社会管

理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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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教育培训制度,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

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增强

培训的针对性,突出技能、注重实效。发展订单式培

训,逐步形成政府、用工企业和劳动者都受益的长效

机制,并使之常态化。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

况安排培训内容。对有求职意向的新生代农民工,
要开展实用技能培训,使之掌握适应工作岗位必要

的专业技能;对有创业愿望并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

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创业培训。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

教育还应该帮助他们改变原有的观念和生活习惯、
行为方式,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制定农民工子女

教育政策,城市政府要放开城市公办学校的就学门

槛,让进城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取消一切不合理教

育收费;要降低民办学校的办学门槛,鼓励和支持民

办学校及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政府应加大对民办

学校尤其是民工子弟学校财政投入、师资投入,帮助

这些学校办学正规化。

暋暋四、结暋语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目标是让农民工走

向城镇,融入城市。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

城市化的挑战,也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所在。当前,
农民工政策手段已不能适应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
树立起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政策服务意识是

一项紧迫的任务。对于农民工政策的制定,必然要

从“控制、管理暠向“治理、服务暠转型。而对现行的农

民工相关政策存在的广度不够宽、层次不够高,以及

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和规范管理的考核机制等问

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参暋考暋文暋献

[1]暋LOUISW.Urbanismasawayoflife[J].AmericanJournalof

Sociology,1938(1):1灢5.
[2]暋蔡昉.关于中国人口及相关问题的若干认识误区[J].国际经济

评论,2010(6):81灢94.
[3]暋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0灢

03灢19)[2011灢09灢01].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

t20100319_402628281.htm.
[4]暋杨慧玲,范叶超.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与职业流动———以

福建省厦门市为例[J].南方论坛,2011(1):49灢50.
[5]暋杨志明.农民工落户问题基本确定:地级市工作三年可落户

[EB/OL].(2011灢03灢08)[2011灢9灢01].http://www.hkwb.

net/zhuanti/content/2011灢03/08/content_235517.htm? node

=3624.
[6]暋黄陵东.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的培训模式

与机制[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89灢94.
[7]暋李强.社会分层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28.
[8]暋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EB/OL].

(2010灢06灢24)[2011灢08灢03].http://www.douban.com/group/

topic/12209606/.

CitizenizationofNew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PresentSituation,
ConstraintsandPolicyOrientation

HUANGJian灢xin
(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FujianAgricultureandForestryUniversity,

Fuzhou,Fujian,350002)

Abstract暋Therea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education,workpurposes,urbanidentity,lifestyle
andjobexpectationsbetweenthenewgenerationandthefirst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However,

currentpolicyblocksthecitizenizationprocessofnewgenerationofmigrantinthepractice.Therefore,

importanceshouldbeattachedtothepolicyofintegratingthecitiesbythenewgenerationofmigrant
workers.Inparticular,itisquiteessentialtopromoteinstitutionalreformscharacterizedwiththenew
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innovatesocialmanagementsystemandimproveeducationalandtrain灢
ingsystem.

Keywords暋new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citizenization;presentsituation;constraints;policy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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