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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调查与研究
———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数据

康绍霞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包括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客观生活质量具体表现为
居住状况、工作状况和权益保护、消费状况、婚姻家庭生活、社会交往、闲暇生活、健康状况７个方
面，主观生活质量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居住环境较差、收入偏

低且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婚姻家庭生活质量不高、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闲暇生

活单调、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以生活内容诸项排列，从高到底依次

为：婚姻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闲暇生活满意度、就医状况满意度、居住满意度、收入满意

度。尽管城市农民工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度有一定差别，但总体上感到比较满意。导致城市农

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的原因有很多，社会排斥是其中之一。城市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后，遭遇了城

市对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排斥。要提高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须改革户籍制

度，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

度；积极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提高城市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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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农民工的作用不容
忽视，他们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如何使他们很

好地融入城市，如何使城里人不戴有色眼镜去审视

农民工，对于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尤为重要。

此外，关注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提

高他们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真正促进城市

化进程。

本文拟以在河南省郑州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为

调查对象，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运用文献

法和问卷法收集资料，对城市农民工的客观生活质

量和主观生活质量进行调查研究，以揭示其质量的

现状和特点，并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导致其生活

质量较低的原因，最后提出提高城市农民工生活质

量的对策建议。

　　一、调查方法

１．文献法
本研究通过查阅大量关于农民工生活质量方面

的文献资料，对文献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研究结

论等进行系统的研读，并借鉴其中一些研究成果，以

便为本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２．问卷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资料。共发放问卷３００

份，回收问卷３００份，有效问卷２９３份；问卷内容分
为２部分，一是被访人的基本资料，二是城市农民工
的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状况；问卷共设５０
个问题。在问卷调查的实施过程中，选择的访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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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受过专业、系统的学习与训练，以确保调查的

质量。

３．抽样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抽样方法是配额抽样，即根据农

民工总体的内在结构与比例，按照性别和年龄这２
个变量进行了配额。共发放问卷３００份，其中向男
性农民工发放问卷１８０份，向女性农民工发放问卷
１２０份；向“８０后”和“９０后”农民工发放问卷 １８０
份，向其他年龄段农民工发放问卷１２０份。回收问
卷 ３００份，有效问卷 ２９３份，有效问卷率达到
９７７％。（见表１）。

表１　性别与年龄的交互控制配额抽样

年龄
性别

男 女
总计

１６～２０岁 ５２ ３０ ８２
２１～３０岁 ６０ ３８ ９８
３１～４０岁 １９ ２３ ４２
４１～５０岁 ２８ １５ ４３
５１～５９岁 １１ ７ １８
６０岁及以上 ７ ３ １０
总计 １７７ １１６ ２９３

由表 １可知，样本中男性农民工居多，占
６０４％，女性农民工较少，占 ３９．６％。这与农民工
性别总体结构中的男性与女性比例接近。样本中

２１～３０岁之间的农民工占３３．４％，１６～２０岁农民
工占２８％，“８０后”和“９０后”的农民工占６１．４％，
其他年龄段的农民工占３８．６％，这与样本总体结构
中的年龄比例也接近。样本中的农民工的文化程度

以初中和高中居多，占 ８１．９％。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样本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６人，他们
到郑州市打工后，通过自学考试或成人高考而获得

相应的文凭，这也反映了这部分农民工积极乐观、勤

奋好学的精神风貌。

　　二、调查结果

１９５０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
布雷斯首次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之后西方学者

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生活质量的主观方

面，这与其经济的发达程度有关。当一国经济发展

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更多地去关注生活质量的主观

方面，也就是生活满意度。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国内学
者也开始了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关于这

方面的研究主要有３种观点，即客观派、主观派、主
客观派。客观派认为，生活质量是影响人们物质与

精神生活的各种客观条件；主观派认为，生活质量是

人们关于生活各个方面的评价与感受；主客观派则

认为，生活质量是影响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客观

条件与主观评价的综合。本文较倾向于主客观派的

观点，认为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包括客观生活质

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客观生活质量包括居住状况、工

作状况和权益保护、消费状况、婚姻家庭生活、社会

交往、闲暇生活、健康状况７个方面，主观生活质量
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

１．城市农民工的客观生活质量
（１）居住环境较差
调查中发现，６６．９％的城市农民工所居住的是

租来的房子，约１９．８％的城市农民工居住在单位宿
舍。这两部分农民工居住的条件一般都很简陋，面

积不大。仅有４．４％的城市农民工是居住自己在城
市中购买的房屋，这部分城市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

时间比较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于是就转变成了新

的城市居民。

（２）收入水平较低且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关于“你打算换工作吗”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

如下：２４．７％的被调查对象打算换工作，４１．４％的被
调查对象不打算换工作，３３．９％的被调查对象暂时
未考虑这个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寻求稳定是城市

农民工的首要目标。

在被调查的城市农民工中，月收入８０１～１５００
元的占５８％。这样的月收入，扣除生活费和房租，
所剩不多。关于“单位是否克扣过工资”的问题，

１８．１％的认为克扣过，６３１％认为没有克扣过。关
于“法定的节假日能否享有”这一问题，３２．１％的认
为能够享有，６７．６％的认为不能享有。关于“你与
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一问题，

１４．４％的回答“签了”，６７．８％的回答“没签”，其他
１７．８％的被调查农民工是个体户，所以不存在是否
签订合同的问题。

在技能培训方面，被调查对象中６２．３％的农民
工说自己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只有３７．７％的确认
自己参加过技能培训。城市农民工有技能培训的需

求，他们希望通过参加相关的技能培训，提升自己的

能力，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以便能在激烈的劳动力

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另外，城市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不高，无法与城市

居民相比。当然，在调查的过程中也发现，部分新生

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超过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差额

部分一般由家庭贴补。这也凸显了新生代农民工与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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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方式方面有着较大的

差异。

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２９３名城市农民工
中，有２５８名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占８８．１％，参加养
老保险的农民工仅占１１．９％。由此可见，城市农民
工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更不用说享受

工伤保险了。城市农民工这种“边缘人”的身份使

得他们在城市中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旦生活中

出现一些意外事故，他们的合法权益便无法得到

保障。

（３）婚姻家庭生活质量不高
在被调查的 ２９３名城市农民工中，已婚者占

３９．６％，未婚者占５７％，离婚者占２．０％，丧偶者占
１．４％。

调查数据显示，６５．２％的是和配偶一起来城市
务工，５８．８％的是丈夫的月收入高于妻子的，３７．７％
的是夫妻双方的收入不相上下，只有３．５％的是妻
子的月收入高于丈夫的。这与中国传统的“男主

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相一致。然而从随后的两

个问题即“在家庭重大事情上，夫妻俩谁做决定”和

“在做家务这件事情上，你赞同哪种观点”的回答

中，我们又看到了区别于农村传统观念的现代观念。

在家庭重大事情（如购买家电、孩子上学等）的决定

权上，６０％的认为应该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３４．８％
的认为应该由丈夫决定，５．２％的认为应该由妻子决
定。这反映了大部分城市农民工家庭夫妻双方的地

位是平等的，家庭的重大事情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

但在家庭重大事情的决定权上，丈夫比妻子更有话

语权。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男女平等”和“男主

女从”的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对“在做家务这件

事上，你赞同哪种观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同样体

现了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文化观念的交织。６６．９％
的认为家务应该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２７．６％的认
为“男主外、女主内”，家务应该主要由妻子承担，只

有２．４％的认为家务应该由丈夫承担。由这２组数
据可以看出，现代家庭文化观念处于主导地位，这说

明农民工进城后，由于受到城市文化潜移默化的影

响，他们已逐渐地被市民化了。

在择偶条件方面，５４％的认为人品好是其择偶
的首要条件，２２．１％的认为志趣相投是其择偶的首
要条件，只有５．９％的认为经济条件和家庭背景好
为其择偶的首要条件。显然，城市农民工在择偶观

念方面还是比较理性的。虽然农民工生活在城市，

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的生活状况较差，但是，绝大

多数城市农民工在择偶方面并未追求经济的富裕和

家庭背景的优越，而是更多地注重人品、感情。

（４）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
城市农民工平时的交往对象涉及到家人、亲戚、

老乡、同事、同学和其他朋友。当问到“你平时主要

和下列哪些人交往”这一问题时，５０．９％的选择了
“家人”，３０％的选择了“亲戚”，４３．７％的选择了“老
乡”，５２．６％的选择了“同事”，３１．４％的选择了“同
学”，１７．４％的选择了“其他朋友”。由此可见，城市
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既有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也有次

级社会关系网络。初级社会关系网络是基于血缘关

系和地缘关系而建构起来的，这一社会关系网络在

城市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城市农民工初次进城务工时寻找工作的过

程中。同时，家人和老乡也为城市农民工提供了经

济帮助和情感支持。而基于业缘关系而建构起来的

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中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调查中，６９．８％的城市农民工认为与城里人交
往不多，３０．２％的城市农民工认为与城里人交往较
多。关于“城里人会主动与你交往吗”这一问题，

７６％的认为“有的会，有的不会”，１０８％的认为“都
不会”，只有１３．２％的认为“接触到的城里人都会”。
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的不多，

也不深。城市农民工在城市居民的眼里是“他们”，

是“陌生人”。可见，城市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

但是，“陌生人”的身份使他们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

间，落地未生根。更有甚者，３５．５％的城市农民工在
与城市居民打交道时，感觉到城市居民对他们存在

着一定程度上的歧视。

（５）业余生活单调
调查数据表明，城市农民工在闲暇时间，５７．７％

的看电视，３４．８％的读书或看报，１３．７％的参加体育
锻炼，３９．６％的睡觉休息，９．９％的唱歌，１４％的打麻
将，６．１％的旅游，２５．９％的逛街购物，６．１％的谈恋
爱，２３９％的无所事事，２３．２％的进行其他活动。同
时，调查显示，４９．８％的在闲暇时间里有一种空虚无
聊的感觉。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的业余生活

比较单调乏味。

（６）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
调查显示，城市农民工８９．７％的感觉自己的身

体状况良好，７４．９％的甚至在一个月内没有生过病，
只有１．７％的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较差。从总体上
看，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的身体状况还是较好的。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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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农民工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如何呢？１２．６％的
表示经常会参加体育锻炼，６１．４％的表示偶尔会参
加体育锻炼，２５．９％的表示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由
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并

不强。

２．城市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
城市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可以用生活满意度

来测量。城市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主要包括居住

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婚姻生活满

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闲暇生活满意度、就医状况

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在问卷中，关于各个方面满

意度的备选答案设定为５级，分别为非常满意、比较
满意、一般满意、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在进行

数据输入的时候，分别赋值为５、４、３、２、１。下面结
合调查数据，分别对这些满意度进行说明和讨论。

城市农民工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最高，均值为

３７０；其次为人际关系满意度，均值为３．１６；再次为
闲暇生活满意度，均值为２．８０。居住满意度、收入
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就医状况满意度均值依次

为２．６８、２．３７、２．７８、２．７９。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
民工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度最低。这反映出城市农民

工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尽管城市农民工对生活各

个方面的满意度有一定差别，但是总体满意度为

３０９。与城市居民相比，城市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中
的生活条件较差，工作环境不好，但是他们的心态较

好，对自己的生活总体上比较满意（见表２）。

　　三、基于社会排斥视角的原因分析

与城里人相比，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不高，导

致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的原因有很多，社会排

斥是其中之一。城市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后，遭

遇的社会排斥主要有政治排斥、经济排斥、文化排斥

和社会交往排斥。

表２　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

主观生活质量 频次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居住满意度 ２９３ １ ５ ２．６８ ０．９８９

收入满意度 ２９１ １ ５ ２．３７ ０．９３９

工作环境满意度 ２９０ １ ５ ２．７８ ０．９２１

婚姻生活满意度 １１６ １ ５ ３．７０ ０．７８３

人际关系满意度 ２９３ １ ５ ３．１６ ０．８８９

闲暇生活满意度 ２９２ １ ５ ２．８０ ０．８８６

就医状况满意度 ２９３ １ ５ ２．７９ ０．９３３

总体满意度 ２９３ １ ５ ３．０９ ０．９４８

　　１．政治排斥
城市农民工走出农村进城务工后，无法参加家

乡的选举活动，很少有农民工专门为参加选举活动

而返乡的。因此，城市农民工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无法实现。城市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关乎他们切身

利益的问题很多，社会却不能为他们提供表达其诉

求的有效渠道，因此，即使他们在城市遭遇了不公正

的待遇，也只能忍气吞声。

２．经济排斥
城市农民工被排斥在第一劳动力市场之外，都

在第二劳动力市场就业，多从事苦、脏、累、险等工

作。他们的收入较低，工作环境较差。城市农民工

刚进城找工作的时候，为了能在城市立足，不太计较

工资的高低，只要能生存下去就行了，待积累一定工

作经验后一般会寻找工资稍高的工作。城市农民工

的工资除了用于日常生活开支之外，基本上是寄给

家里，用于盖房、结婚等大事。城市农民工虽然在城

市生活，但是他们的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观念有一些变化，其消费

水平比第一代农民工要高，有的甚至是“月光族”，

每月还需要父母贴补，但是，总体而言，与城市居民

相比，较低的收入水平也决定了他们较低的消费

水平。［１］

３．文化排斥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下，城市与农村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城市

文化与农村文化在生活习惯、风俗、语言、思想观念

与价值观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城市农民工由于长

期在农村生活、在农村长大，因此，他们所接受或认

同的农村文化、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与城市居民的有

所不同。城市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里，然而他们

满身的农村文化气息使得他们会不同程度地遭到城

市居民的异样目光，从而成为城里人眼中的“异

类”。尽管城市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逐步

适应城市生活时，也会尽量学说当地话，穿着打扮也

会考虑流行、时尚，但是他们毕竟在农村文化氛围中

长大，农村文化已经在他们身上深深地扎下了根，当

城市农民工身上的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发生碰撞

时，城市农民工会感到很不适应，成为“边缘人”。

４．社会交往排斥
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子不大，主要局限在

家人、亲戚及老乡所构成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在逐步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城市农民工的次级

社会关系网络会逐渐拓展，与同事、城市居民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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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逐渐增加。然而，由于城市农民工过去长期生

长在农村，他们已经习惯了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即

交往比较深、投入真情实感、注重礼尚往来，因此，当

面对比较理性、交往比较浅、功利性较强的城市社会

交往时，他们很难适应。不仅如此，他们还会遭受到

城市居民的歧视，认为他们是乡下人，看不起他们，

这使得城市农民工无法正常地与城市居民交往，有

些城市居民甚至不愿意与城市农民工交往，认为会

降低自己的身份，这样，城市农民工就会被排斥在城

市居民的圈子之外。

　　四、提高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

建议

　　鉴于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结合对导致这
一状况的原因之一的社会排斥问题分析，笔者提出

提高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如下对策建议。

１．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
门槛

要提高城市农民工的居住、工作和权益保护等

方面的生活质量，政府应该在户籍制度方面进行改

革，例如，可以让一部分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有稳

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符合一定条件的城市农民工逐

步转变为城市居民。鉴于新生代农民工年轻、富有

活力，现代意识较父辈强，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政

府可考虑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有选择地

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入市问题。

２．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在城市里都没有参加相应

的社会保险，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缺少社会保障。政

府应逐步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使

得城市农民工在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生

育保险方面都能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按照“低

门槛、便参保、广覆盖、易流动”的原则，逐步做好城

市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扩面工作；坚持“低费率、保大

病、保当期、用人单位缴费为主”的原则，推行农民

工大病医疗保险。［２］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尤其要

注意城市与农村、省与省之间的对接。

３．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
鉴于城市农民工被排斥在第一劳动力市场之

外，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机会和就业

待遇，影响其经济收入，因此应打破城乡用工制度上

的壁垒，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保障城市农民工

的合法权益，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城

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可以凭学历、技能在劳动

力市场公平竞争、平等就业。

４．积极进行城市农民工进城安居扶持
城市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基本生活

问题。调查显示，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租房或居住在

单位宿舍或工棚中，居住条件较差。要改善其居住

状况，有必要进行城市农民工安居扶持，可以考虑从

以下方面着手。首先，积极建设单位宿舍，改善单位

居住条件；其次，大力推进廉租房建设，使城市农民

工也能享受到这方面的优惠政策；再次，把符合一定

条件、收入稳定的城市农民工纳入到经济适用房的

目标范围内。［３］

５．积极组织城市农民工进行就业和转岗技能
培训

城市农民工由于缺乏劳动技能，在劳动力市场

中没有竞争力，在就业和转岗中会遭遇很多困境。

因此，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城市农民工进行就业和

转岗技能培训，不仅在农民工的输入地，也要在农民

工的输出地即在城市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前进行相应

的技能培训，以提高其进入城市后的城市生存能力。

当然，政府部门也要积极鼓励第三部门和用工单位

组织城市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改变城市农民工技能

缺乏的现状，以提高其在城市中的竞争力。

６．用工单位或社区应积极为农民工组织文化娱
乐活动

调查显示，城市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较低，提

高其闲暇生活质量势在必行。首先，用工单位或社

区组织应积极组织文化娱乐活动，以提高城市农民

工工作的积极性，丰富社区居民和农民工的文化生

活。其次，城市农民工应积极参与文化活动，提高自

己的文化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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