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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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慧玲  范叶超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0）

【摘要】本文通过对厦门市99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对其职业选择和职业流动进行了考察和分析。研究结果

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更加灵活，开始从制造业和建筑业逐步向服务业转移；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并不高，

职业流动频率相对较高，职业期望逐渐从“生存理性”向“发展理性”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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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农民

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变化：改革开放

后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返乡，新

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

力。有数据显示，当前中国有超过1亿

的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即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仍持有

农村户口的青年打工者[1]。新生代农

民工问题，是新时期农民工问题的重

要表现，也是关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

重要问题。

从农村流入城市，农民工的生

产、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都发生了

重大的改变，农民工在城市能否拥有

一份好工作以及一份稳定的工作，直

接关系到其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和市民

化进程。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

职业选择与职业流动是十分必要的。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新生代农

民工职业选择的情况进行考察，并简

要分析了与其职业流动相关的因素。

问卷调查于2010年8月在福建省

厦门市进行，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共发放问卷1050份，回收1022份，回

收率为97.3%；其中，有效问卷为997

份，有效率95.0%。样本的基本情况：

一是男性与女性之比大约为6:4；二

是年龄集中在25岁以下，其中20岁以

下占样本的37.6%，21-25岁占的比例

最大，高达47.6%，而仅有14.8%的人

年龄在26-30岁之间；三是新生代农

民工的文化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上一代

农民工，基本上都接受了小学以上教

育，接受初高中教育的人数最多，占

样本的82.1%，而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

较少，占有15.3%；四是有务农经验的

调查样本与没有经验的大致相当，其

中，超过一半的人有过务农经验。

1.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
1.1 工作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分布状况

较第一代农民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事的职业呈现多样化，具体分布

情况参见（表1）。已有的研究无不

表明，第一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

业和制造业[2]。然而调查的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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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随着经济资本和社会

资本的积累，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创业

的比例将会有所升高。另外，被调查

者中仍有7.7%的人现处于无业状态，

占相当一部分比例，如何解决好他们

的就业问题关系到城市社会的发展与

稳定。

传统的农民工研究认为，农民工

以自发性外出务工为主，职业获得主

要依靠亲友或同乡的社会关系网络，

且亲友或同乡之间几乎从事同一种职

业，有的甚至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行

业垄断。相较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

职业获得渠道更加灵活。在被问及职

业获得的渠道时，通过亲友或同乡介

绍的仅有28.3%，较多的是自己联系工

作单位，占38.4%。而凭借机构或者组

织获得工作的也较少，仅占4.6%。因

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获得渠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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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表1）从工作时数反映出新生

代农民工的工作条件。我国 《劳动

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国家实

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

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

的工时制度。”但是在新生代农民

工中真正能实现8小时工作制的仅占

20.5%，将近一半（47.9%）的人每天

需要工作8-10个小时，有23.1%的人

每天工作时间为10-12小时，甚至一

部分人工作时数为12小时以上。北京

易普斯公司调查表明，工作时间过

长容易造成职业枯竭。“职业枯竭”

(job burnout)，又称“工作倦怠症”，

是指工作个体身心疲惫、厌倦工作，

情绪低落、创造力衰竭，价值感降

低、潜能无法释放的生理和心理状态

[3]。据此，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成为职

业枯竭早发群体，而职业枯竭则是工

作变动频率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收入一直都是农民工在城

市能够长久立足的主要依靠。从调查

中，笔者发现厦门市新生代农民工

的平均工资达到2011.76元。与其它

地区相比，厦门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工

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这与厦门市

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总体来

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集中在

1001-2000元之间，这部分占60.8%，

1000元及以下的占16.0%，有16.5%新

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为2001-3000元，

而高工资的比例相对较低。分析结

果显示，不同性别的新生代农民工月

收入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平均工资为

2148.86元，而女性仅有1813.58元，男

性要比女性高出近300元工资。

1.2 职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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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代民工的外出动机是

“生存理性”，那么新生代民工的外

出动机则可概括为“发展理性”。[4]

那么他们的职业期望较第一代农民工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表2）中，新

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看重的工作条件有

较丰富的想法，个体之间差异很大。

总体上来看，比较看重的还是工作环

境、工资、兴趣爱好，三者所占比重

分别为22.7%、21.3%、16.3%。与第一

代农民工单纯看重工资相比（即“生

存理性”），他们对于工资的重视程

度有所降低，逐渐重视工作环境和和

优先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对于安全

保障的要求也占很大比重（11.9%），

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觉

醒。

在被问及对当前工作的满意度

时，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工

作没有给予太高的评价，持中立态度

（占56.1%），感觉非常不满意和比较

不满意的相对较少，两者总占13.9%，

比较满意的相对较多（占25.3%），而

非常满意的仅为4.8%。可见，目前的

工作条件并不能十分满足新生代农民

工的职业期望，与之相关的城市用工

制度还有待提高。

2.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
前面提到，工作时间太长会造成

职业枯竭，职业枯竭可能会导致频繁

的职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数

明显超过了职业枯竭的上限，那么与

之相关的职业流动情况是怎样的呢？

表3 显示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变

动频率：有22.6%的人未换过工作，

27.2%的人表示换过一次工作，22.8%

的人现在所从事的是第3份工作。总的

来看，换过2次工作及以上的比例为

50.2%。以上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

职业变动的频率比较大。

问及职业流动的原因，可以发

现，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最主要原

因是想要换个工作环境，占43.0%，这

也从侧面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枯

竭的趋势。有20.1%的人因为工资太低

而变换工作，10.1%的人改行自主创业

（见表3）。

以上的分析说明，新生代农民

工逐步实现职业转型，即从制造业和

建筑业向服务业转移。他们拥有的社

会资源逐渐从亲缘、地缘群体向外扩

散，职业获得渠道更加灵活自主。新

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动机从“生存理

性”向“发展理性”转移，更加重视

工作环境和自身发展。目前，新生代

农民工的工作条件一般差于城市工

人，工作满意度并不高，形成职业枯

竭的隐患，职业变动频率相对较高。

有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群

体特征归结为“三高一低”，即受教

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

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这些

特征并不能全面且客观地反映新生代

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别。即使

单从求职的维度来看，三高一低也不

能全面地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

择与职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

代农民工接受的教育更多，从小生活

的环境更为发达，因此他们对职业的

期望值也更高。他们不再片面的追求

高工资，而更加重视工作环境和自身

的发展。职业变动的频率高并不能代

表他们工作耐受能力低。随着时代的

发展，经济环境的改善，每个人对于

工作条件的要求更高。新生代农民工

与城市人相比一直处于较恶劣的工作

环境下，易形成职业枯竭，换工作的

频率相对较高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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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