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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 6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访谈，对他们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存在的流动惰距问题进行了

探讨，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惰距表现为身份认同的困境、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不一致、市民化

进程缓慢和部分公民权利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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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定义，即：1980

年以后出生的拥有农村户籍的在城市务工的青年。目前，
我国这个群体的人数已经超过一亿人，已经逐渐成为农民
工群体的主体。

与父辈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在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工作
的过程中，亦面临着职业流动与社会身份转变的不一致，
即社会流动惰距（Lag of Social Mobility）问题。无论是在结
构上还是流动机制上，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都与常规
社会流动有很大的差别和距离。已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
民工较第一代农民工在职业选择、价值观念上已经发生了
重大改变，市民化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种条件下，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惰距现状如何，其原因又有哪些，本文通
过今年 8月对 6名厦门市在职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访谈，
考察其在城市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初步明确了这一问题。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惰距现状
美国社会学家 W.F.奥格本最早提出的“文化惰距”概

念，用于描述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变迁滞后于
物质文化变迁的现象。对传统的农民工研究认为，农民工
在流动的过程中，受农民工体制的管理和制约，职业流动
与社会身份转变呈现不一致的现象，即农民工的社会流动
惰距。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从农民工群体中分化出来的，
继承了第一代农民工的流动惰距特征，但受其群体特征的
影响，其社会流动惰距呈现如下特征：

1.身份认同面临困境。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从事着非农
产业的生产工作，但由于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其在制度身

份上还是农民。受访的 6名新生代农民工都表示，自己虽
然都或多或少做过农活，但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农民。相较
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愿
望，渴望拥有城市身份。访谈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对
自我身份的认同上正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尽管自己已不
再从事农业生产了，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
第三产业就业，职业结构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然而，他们
的制度身份并没有转变，他们依然不能被视为正式的城市
工作者，对自己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的问题犹豫不定。

2.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不一致。在接受访谈的 6名
农民工中，月收入最低的约为 1500元，最高的越为 2000
元，与厦门市 2009年人均月收入水平相当。可以说，他们
经济收入已经与城市市民持平，相对于普通农民的收入水
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伴随这种经济地位的提高的，社
会地位并未同步提高。一般来说在职业流动的过程中，经
济地位的改变会引起社会地位的改变。在经济地位不断提
高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
变，甚至还不如其在家乡的地位高。因为他们在城市所从
事的职业一般是较为低级的，有些职业的职业声望甚至还
不如农业劳动者。

3.社会融入程度低。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流入城市，是
城市化的过程，目前这个过程已无障碍。但在从城市工人
向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的转变过程却面临困境，
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程度不够，始终处在
“农村”、“城市”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不能很好地融入其
中的一种社会，被动地陷入边缘化的境地。具体表现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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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3页）角度出发，继续完善《卫星广播电视安全播
出应急预案》，采用计算机、网络、通讯等领域技术手段，搭
建能够覆盖全国重点播出单位的内部数据专网，构建融合
应急指挥、预警发布、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监测及安全播出
等日常管理功能为一体的安全播出保障体系，全面提升安
全播出保障水平。

3.加强协调监督，确保广播电视设施和场地安全。各级
广播电视系统的管理部门应加强与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
的联系沟通，加大宣传和落实《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的
力度，不断强化社会公众对广播电视设施的保护意识；加
大对发射台环境保护工作的资金投入力度，尽可能减小因
发射台运行对周边环境产生的电磁影响。

4.应用网络安全技术，构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加大对
未来广播电视网的投入力度，提出构建适应广播电视网发
展的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方案；全面落实网络安全措施，充
分利用防病毒软件、防火墙、隔离网等实时进行网络系统
入侵检测、漏洞扫描、流量监测，建立必要的虚拟专用网络
（VPN）、安全隔离区（DMZ），定期升级防病毒软件、及时修
复系统漏洞；强化保密意识，设定严格的系统权限访问机
制，严禁计算机、移动存储设备在网络之间混用。

总之，广播电视网络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应积极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不断加强技术监管，
通过组织机构建设、制度建设和技术设施建设，建立和完
善广播电视信息安全保障体系。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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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个方面：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受雇于不太正规的部
门，从事非技术型的劳动，被以后留城还是回乡问题所困
惑；他们的居住环境和条件相对比较恶劣，与城市人口的
心理融合存在问题，以及他们在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子女教育、政治参与等方面与城市劳动力也有很大差距。

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惰距的社会学分析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方面是从计划性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另一方面
是由传统型农业社会向现代型工业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不
仅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转变，也使得社会流动越来
越频繁，农民工的出现就是城乡流动机制放宽的结果。新
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惰距，主要体现在其职业身份与制度
身份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形成于
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制度，主要包括户籍制度、
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与就业制度等。户籍制度造成的
社会壁垒，人为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且在城市内部也划
分为“本地人”与“外地人”两大群体，由此形成了二元体制
之外的城市内的二元社会结构，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
流动与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成果的共享。

2.农民工体制。农民工体制是城乡二元体制在非农领
域的体现和继续。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
城市从事非农劳动，但却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

福利和保障待遇，原先计划经济时代出台的社会政策和制度
并没有被打破，而是在城市内部得到了复制，即：农民工体
制。农民工体制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
认同的模糊，不能享有一些基本的权利，被城市边缘化。

3.职业流动频繁。有学者研究指出，农民工要想真正适
应、融入城市的生活，首先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就是拥有一
份稳定的职业。市场化条件下，他们在职业流动时呈现这
样的倾向：一是，向第三产业流动，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二是，对职业的各方面要求较高，职业流动频繁。

四、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逐渐兴起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

问题是农民工问题在新时期的体现。社会流动惰距问题是
农民工问题的传统问题，也是导致其他农民工问题的重要
原因。笔者认为，要想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惰距
问题，必须从制度建设和政策引导等方面着手：一是，加快
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完善农民工的福利
保障制度；二是，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为其
在城市生活和就业提供政策保障，对有融入城市意愿的新
生代农民工提供政策支持，使其在经济地位提高的同时社
会地位也能同步提高。葺

注：本文是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赞助的“新生代农
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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