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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栗洪伟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工商管理系，河南 郑州 ４５１４６４）

［摘　要］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２１～３０岁，文化水平与１９８０年代进城的农民工相比明
显提高，但整体收入水平并不高，其生存现状面临诸多问题，其中住房保障是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和户籍制度、社会政策对农民工的歧视、农民工素质不高和技能不强

所导致的低收入、城镇畸高的房价等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主要因素。推进户籍改革、消除

对农民工的歧视、加强农民工培训、完善住房制度，是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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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特有的城乡二元经
济结构体制下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长期游走

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年龄在

１８～２５岁之间，以“三高一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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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主要特征的一个群体。［１］他们有着农民身份，但

生活方式城市化，有强烈的定居城市的生活诉求。

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现状、存在的问题

等进行了不少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但这些研究

多局限于理论探讨，缺少数据支撑。本文拟以河南

省相关调查数据为分析样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

化的制约因素进行剖析，并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现状分析

河南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课题组于２０１１年
就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问题，对郑州、洛阳、南阳等

市的４５７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文以
该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状况进行

分析。

１．性别、年龄、婚姻状况
调查队对４５７位受访者的调查结果显示：从性

别比例看，河南省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多于女性，男

性占６１．３％，女性占３８．７％；从年龄分布上看，主要
集中在２１～３０岁，占７９．５％，其中１６～２０岁有４５

人，２１～２５岁有２１０人，２６～３０岁有１５３人，３１～３５
岁有４９人，分别占受访总数的９．８％、４６．０％、３３．
５％和１０．７％；从婚姻状况看，未婚的有２３０人，已
婚的有２２７人，分别占５０．３％和４９．７％。
２．受教育状况
与１９８０年代进城的农民工多为小学文化水平

或文盲的状况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明显

提高，基本上都接受过９年义务教育，有１／２以上接
受过高中教育。据调查，４５７位受访者中受过初中
以下教育的有６９人，受过初中教育的有１４８人，受
过高中教育的有１６８人，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有
７２人，分别占受访总数的１５％、３２％、３７％和１６％。
同时受访者中有２５６人在参加工作前受过专门的技
能培训，占调查总数的５６％。［２］（Ｐ３７６）

３．收入状况
收入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赖以生存和立足的

根本。调查结果显示，河南省农民工整体收入水平

不高。４５７位受访者中收入在１０００元以下的有８３
人，１００１～１５００元的有１３０人，１５０１～２０００元的
有１１８人，２００１～２５００元的有７０人，２５００元以上
的有 ５６人，分别占调查总数的 １８．２％、２８．４％、
２５８％、１５．３％和１２．３％。［２］（Ｐ２４９）其中收入水平达到
２０００元以上的１２６人中有５６人分布在经济较为发
达的郑州市，而收入水平低于１０００元的８３人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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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人分布在经济不很发达的南阳市。调查发现，新
生代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主要分布在建筑业、加工制

造业和第三产业。有７４人从事建筑业，１６５人从事
加工制造业，２１８人从事第三产业，分别占调查总数
的１６．２％、３６．１％和４７．７％。
４．住房状况
住房保障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以及在城

市长期稳定发展的基本要求，是新生代农民工城镇

化的首要条件。据调查，４５７位受访者中有１２７人
在城市购买有住房，１３６人居住的是单位提供的住
房，１９４人是自己租房，分别占受访对象的２７７％、
２９．８％和４２．５％。［２］（Ｐ２８６）人均住房面积在５ｍ２以下
的有１００人，５～１０ｍ２的有１１８人，１０～１５ｍ２的有
６３人，１５～２０ｍ２的有 ５８人，２０ｍ２以上的有 １１８
人，分别占受访对象的 ２１．９％、２５．８％、１３．８％、
１２７％和２５．８％。在“您认为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城
镇化应从何处着手”一题中，有７５．１％的人认为应
从建立覆盖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着手，有３８．９％的
人认为应从增强小城镇吸纳能力、鼓励农民工就近

城镇化着手。可见，住房保障是新生代农民工比较

重视且急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５．子女受教育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比较重视孩子受教育问题，

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子女提供比较好的就学环境。

４５７位受访者中７８位婚后已有孩子，他们的答卷显
示：有５８个孩子就读于公立学校，有１４个孩子就读
于农民工子女学校，有６个孩子就读于私立学校，占
比分别为７４．４％、１７．９％和７．７％。
６．成为城市居民的信心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在农村长大，但长大后

都没有务农或务农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是在城市

务工。他们虽然在户籍上保持着农民的身份，但是

有６７．４％的人“非常愿意”成为城市居民，同时也有
３２．６％的人因为城市房价高、物价高、工资低等因素
不愿意成为城市居民。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未

来生活比较乐观，有６９．６％的人认为未来会越来越
好，对农民工城镇化充满信心，有３０４％的受访对象
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信心不足。

　　二、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因

素分析

　　在城镇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除了与老一代
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制约因素外，还有其新特

征和新诉求。他们主要面临４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１．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和户籍制度是

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制度因素

我国实行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和户

籍制度造成了“农业户口”与“城镇户口”之分，新生

代农民工即使从事的是“工人”职业，也难以摆脱农

民身份，制度上的属地管理原则将农民工排斥在城

镇生活的制度范围之外［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无法

与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社会保障、工资收入、住房补

贴等待遇，严重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进程。

２．社会政策对农民工的歧视是制约新生代农民
工城镇化的社会因素

农民工歧视是指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在制定和

执行法律政策上，对农民工群体利益的忽视以及对

农民工其他方面不公开、不公正的认识与对待；在现

实生活中表现为农民工的身份受到歧视，待遇受到

歧视，职业受到歧视，甚至恋爱婚姻都受到歧视。

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所规定的农村居民与城

镇居民的身份区别，很自然地就把人分为“城里人”

和“乡下人”，进而造成城市居民把农民工当作外来

务工人员，尽管这些农民工也在工厂从事现代化生

产、作业，同样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由于无

法摆脱农民身份，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待遇。这种身

份歧视不仅伤害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尊严，侵害了他

们的利益，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甚至阻碍

了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３．素质不高、技能不强所导致的低收入是制约
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经济因素

受户籍、文化程度与职业技能的限制，新生代农

民工大多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业，加之流动性较

强，比较容易失业，有时工资被拖欠且得不到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普遍偏低。调查表明，郑州市新

生代农民工月平均收入 １８５０元，洛阳市为 １６７９
元，南阳市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之间。由于农民工需
要额外支付房租和往返家乡的费用、子女入学“赞

助费”等费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生活成本，

使得农民工生活水平明显低于流入地居民。对比被

调查地市农民工收入与流入地房价，可以推断，如果

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

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虽然这一假定基本上

不成立），按照市场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

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

过２０％。［２］（Ｐ４０２）

个人素质和技能也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

入的一个因素，新生代农民工能否由农村居民转变

成为城镇居民还取决于其自身素质和技能。自身素

质和技能是其在城镇生存、立足的重要条件，同时也

是融入城镇社会并最终取得城镇居民身份不可缺少

的因素。一般来说，自身素质高、拥有一定技能的农

民工，较易在城市能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所面临的

问题会得到解决。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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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住房问题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物质
因素

难以落户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市民”的重

要束缚。新生代农民工要融入城镇，长期居住、生活

在城镇，就必须拥有固定的住房，而城镇畸高的房价

成为制约他们城镇化的物质因素。就目前来看，郑

州市房价平均在６０００元／ｍ２左右，洛阳市房价平
均在５０００元／ｍ２左右，即便是城市边缘的小城镇
房价也都在３０００元／ｍ２左右。高昂的房价使不少
城镇居民望而却步，更不用说平均收入只有１０００
多元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了。随着城镇房价的不断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越来越突出，已成为

制约他们城镇化的关键物质因素。

　　三、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进程

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１．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制度保障
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和户籍问题是新

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因此，解决新生

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关键是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消除新生代农民

工的身份限制，保障和落实宪法赋予他们作为一名

公民的正当权益。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要

求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

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为从根本上解决

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这里的“符合条件”是指

符合以下３个条件：一是农民工进城有一定的就业
年限；二是有比较稳定的就业岗位；三是有比较稳定

的住处。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取消城乡分割的

二元体制并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大力发展县域

经济，增强中小城镇的吸引力，合理引导农民工有序

聚集流向中小城镇；积极改善中小城镇的就业、创业

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住环境，提高中小

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引导农民工及其家属由大城

市向中小城镇迁徙。

２．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是观念保障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说：“农民工这个称

呼是对进城务工人员一个很大的歧视，呼吁取消这

个称呼。”［４］可以说我们在消除农民工歧视方面已

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称呼的取消仅仅是第一步。

城市居民应当转变观念，纠正对于农民工的认识误

区，消除歧视，客观看待并从内心真正尊重新生代农

民工，同新生代农民工建立正常的交往关系，从而为

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

３．加强培训以提高工资收入是经济保障
在目前的职业培训体系中，政府主要为国有企

业职工及在正规部门就业的人群制定培训政策并提

供财政支持，针对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政府

的职业培训政策显得滞后。企业不愿意或难以独立

承担企业内农民工培训的任务，即使有培训也大多

采用成本较低的学徒式，且培训内容多是关于企业

内部纪律和规范的教育，专业技能培训较少。为了

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在职场上充分发挥就业自主

性，保障其合法权益，提高其收入水平，应从以下两

方面做起：一是建立公平的就业培训制度。建立由

政府主导的免费或低收费的培训机构，并对参与培

训的农民工给予一定补贴；企业也要根据自身发展

需求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各种培训机会，新生

代农民工可根据自身条件和爱好自主选择由政府、

企业或市场提供的培训机会，以提升自身的技能和

素质。二是完善相关的就业法律保障。所有用人单

位的法人代表或者责任人应依照劳动法与农民工签

订劳动合同并认真履行相关义务，遏制就业歧视、同

工不同酬、恶意欠薪等违法行为，使新生代农民工在

就业机会、薪酬待遇等方面享有应有的权利。

４．完善住房制度是物质保障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居民住房已由

单位福利分房走向市场化、商品化，但这并不意味着

政府从此可以从住房市场退出。“安居”才能“乐

业”。要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进程，在住房制

度方面，就要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国家住房保障政

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城镇住房市场体系。政

府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可以尝试通过以下两种途径

完善我国的住房制度：一是加大对经济适用房、公共

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力度，为新生代农民工

创造有利生活条件。不过此项制度的完善需要通过

剥离户口与国家保障性住房的联系，使有条件的新

生代农民工有资格享受到国家保障性住房。二是建

立新生代农民工住房补贴制度，把新生代农民工住

房纳入政府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等国家

住房保障政策体系中统筹考虑和安排，根据农民工

收入和住房状况提供住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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