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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群体生活状态与态度研究∗ 　 
——基于重庆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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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对重庆市的抽样调查，较低的收入和消费、较少的社会资源、相对封闭的人际交往，是

目前大多数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贫富差距大、社会存在诸多不公平”是农民工较为一致的对社会公平

的评价；提高经济收入、希望家庭和睦是农民工最迫切的需求；“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对

未来的预期。农民工因职业分化而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分化进一步导致社会意识多样化；大多数农

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应加快“稳定就业和稳定居住基础上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民工融

入城市；通过制度创新保障社会阶层边界的开放性，加快各阶层流动，进而缓解阶层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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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to Group Living Status and Attitude of Migrant Workers 
—Survey and Analysis Based on Chongqing 

ZHONG Yao-qi　 
(Soci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sampling survey based on Chongqing, the living status of the majority of current migrant 
workers is lower income and consumption, smaller social resources and relatively closed interpersonal contact. 
Relatively consistent opinions on the society from the migrant workers are big income gap between the poor and 
the rich and a lot of unfairness existing in the society, as a result, raising the economic income and hoping their 
family harmony are the urgent demand of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that tomorrow is better than today is the 
expectation of the majority of the migrant workers.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of the migrant workers emanating 
from division of labor are further diversified in social consciousness because of different incomes,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migrant workers have not really integrated into urban life. Chongqing shoul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based on stabilizing employment and stabilizing settlement,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nto the cities, use institutionalized reform to guarantee the openness of social 
hierarchy boundary and accelerate the flowing of different hierarchies to mitigate the conflict of different 
hierarchi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 group; social hierarchy; income gap; social fairness; interest group;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o city 
　 

 
                                                        
∗ 收稿日期：2010-06-02；修回日期：2010-06-22 

基金项目:2008 年度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课题（2008WT06）“重庆市社会各阶层状况调查分析”  

作者简介：钟瑶奇（1963—  ），女，江西萍乡人；研究员，在重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学、

人口社会学、社会问题研究；Tel：023-86856511，E-mail：zhongyaoqi@sohu.com。 



重庆市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直辖市，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任务重，农民外出

打工的多，农民工数量大。目前重庆市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去市外的占一半，其余的主要分布在重

庆主城，其次是涪陵、万州等中小城市以及一些县城和小城镇。进城农民工主要分布在批发零售业、制造

业、建筑业、居民服务业和餐饮业五大行业中；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所占比重达

80%以上；进城农民工以中青年为主，45 岁以下的占 80%以上，也有部分年龄偏大的农民工。 
农民工虽然数量很多，但分布在各个职业阶层中，流动性大，职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他们还不

是一个阶层，只是一个群体。因此，我们将这个特殊的群体单独拿出来分析。 
我们根据重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于 2009年在重庆市所做的 2 500份抽样

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虽然目前城市里大部分职业群体中都有农民工，但从抽样调查获得的农民工的分

布情况看，他们绝大多数分布在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和个体工商户中。因此，我们主要对这三种职

业中的农民工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反映农民工目前的基本状况和他们的诉求。 
一、重庆农民工生活现状与社会态度 
1．农民工的收入和消费 

（1）农民工收入较低（表 1~2） 
从抽样问卷统计来看，无论那种职业，农民工的收入都低于从事相同职业的城里人，无论是个人收入

还是家庭收入都一样。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产业工人中的农民工的收入基本相当，都明显低于从事个体工商

户的农民工。 
（2）农民工消费支出少(表 2~3) 
与收入相关，尽管农民工的家庭人口比城市家庭人口多，但他们家庭每月消费支出明显少于相同职业

的城市家庭。从事个体工商户的农民工家庭消费高于其他两种职业的农民工家庭；除从事个体工商户的农

民工外，其他两种职业的农民工家庭消费最大的两项开支都是吃和穿；个体工商户家庭消费最大的两项是

吃和子女学费，这一点农民工与相同职业的城市人没什么差别。 
（3）住房情况（表 4） 
无论是哪种职业，农民工家庭住房自购的比例都远远低于相同职业的城市人，基本上相差 1 倍；其中，

从事个体工商户的农民工自购住房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两种职业的农民工。农民工租住住房的比例大大高

于城市人，比城市人多 3 倍以上，比例最高的个体工商户农民工比相同职业的城市人高 8 倍。靠单位提供

住房比例最高的是商业服务业的农民工。 
2．农民工拥有的资源和人际交往 
（1）农民工拥有的资源（表 5~8） 
农民工主要分布在职业地位不高的阶层，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有限。问及拥有什么资源，大部分选择技

能，其次是知识。其实，与相同职业的城市人相比，他们的文化水平明显较低，只是与留在农村的人相比

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高一些。作为外来人口，在城市里缺乏社会关系的根基，再加上进城后大多从事的又

是收入少、社会地位低的工作，农民工交往的人中自然少有拥有的资源多的人。当问到是否认识有权的人、

有钱的人以及有关系的人时，农民工回答“认识”的比例均低于相同职业的城市人。 
（2）农民工的人际交往（表 9~10） 
农民工虽然进了城，但因为经济社会地位低、流动性较大，很难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他们日常交往的

人主要是同在一起打工的人以及自己的亲友和老乡；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主要求助的对象也是这些人。 
3．农民工的自我评价（表 11~12） 
相对于大多数城市人对农民工的看法而言，农民工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并不低。对于“您对您在社

会中所处的地位评价”的问题，农民工选择“中下层”的比例最高，超过了 4 成，但低于相同职业的 
城市人；选择“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不到 4 成，选择“中层”的农民工也有相当比例。对于自己目前社会

地位的感觉，认为无所谓的农民工比例最高，但低于相同职业的城市人，总体来看，不满意的人大大多于

满意的。 
农民工对自身的评价总体而言是积极的、正面的，也是比较客观的。认为农民工是城市发展的积极因

素的人超过了 6 成，相对于同一职业的城市人，对自身持积极肯定态度的农民工比例明显高得多。 
当问到“生活水平在过去 5 年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时，三种职业的农民工回答“变好了”和“有些变好”的



比例加在一起均超过了 80%，选择“有些变好” 的比例最高，在 6 成左右。当问到“当前的金融危机对你家

庭生活有无影响”时，回答“有一定的影响”的比例最高，均在 5 成左右；其次是选择“基本没什么影响”的，

有 2 成多；选择“影响很大”的比例最高的是从事个体工商户的农民工，有 23.8%。 
对于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农民工感觉“一般”的比例最高，均超过了 50%，高于相同职业的城市人；

感觉比较幸福的比例超过不幸福的，认为幸福的比例高于很不幸福的。整体来看，还比较乐观。 
4．农民工对社会公平的评价（表 13~14） 
对于“当前阶层之间的差异的评价”，整体上农民工的负面评价超过了正面评价。选择“现在的差异不正

常、已经难以接受”和选择“现在的差异不正常、但可以接受”的比例，都在 3 成左右；但选择“现在差异过

大、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安全”的人数大大多于选择“现在的差异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人。 
对“贫富差距的看法”， 整体上农民工的负面评价也超过了正面评价。选择“现在的差距过大，已经严

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安全”的比例达到 2~3 成，大大超过了选择“现在差距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比例（1
成左右）。尤其是从事产业工人的农民工，有 35.1%的人选择“现在的差距过大，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

定与安全”，28.6%的人选择“现在的差距不正常，已经难以接受”；这两个答案选择比例最低的是从事个体

工商户的农民工，选择“现在的差距是正常的，可以接受”比例最高的也是从事个体工商户的农民工，为

14.3%。 
对于社会是否公平，农民工大多认为“不太公平”。认为“基本公平”比例最高的是从事产业工人的农民

工，有 31.6%，最低的是从事个体工商户的农民工，有 27.3%；认为“很不公平”比例最高的也是从事产业

工人的农民工，最低的是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农民工。对于与农民工关系较大的出身公平与地域公平的看法，

农民工的消极评价也大于积极评价；尤其是对于是否存在出身不公平的问题，农民工与相同职业的城市人

相比，更多的人持消极的看法。 
5．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表 15~16） 
从调查统计来看，农民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收入”，选择的比例均超过了 50%，最高的是

从事产业工人的农民工，达到了 71.1%。第二是工作创业问题（13%~14%），排在第三位的是住房问题。

而选择“地位升迁问题”的比例最低，基本为零，其次是“户口问题”，比例均不超过 2%。农民工最关心经济

收入，其次是家庭和睦，第三是子女教育，最不关心的是社会声望和国家大事。与城市人相比，农民工更

重职业收入而不是职业的社会地位。 
6．农民工的未来预期 
统计数据显示，农民工对未来总体比较乐观，无论是对国家的预期还是对个人生活的预期。 
（1）农民工对国家发展的预期（表 17） 
对于未来十年我国社会的变化，预期会越来越好的农民工比例最高，均超过 50%，其中最高的是从事

个体工商户的农民工，达 71.4%；也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变化不大或说不清。对中国 2020 年建成和谐社会

的预期，农民工也普遍比较乐观，无论那种职业，认为可能的人都大大超过认为不可能的人，尽管也有 1~2
成的人认为“说不清”。但农民工对于未来十年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变化的预期不乐观，有 5~6 成的人认为

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将“逐渐扩大”。 
（2）农民工对重庆发展的预期（表 18） 
对重庆未来十年的发展，绝大多数人都看好，认为重庆经济未来十年会越来越好的人达 7~8 成。 
（3）农民工对个人和子女发展的预期（表 19） 
认为未来十年自己收入可能提高的农民工比例都超过了 6 成，最高的商业服务业农民工达 77.7%；认

为收入会下降的比例最低，均不超过 5%；有 1~2 成的人认为“说不清”。认为未来自己的社会地位会提高

的农民工比例也比较高，均超过 4 成，最高的是商业服务业农民工，为 62.7% ,　 　 但整体比例低于认为“收
入会提高”，反映农民工对自己社会地位提升的信心不太足；选择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变”的比例均接近 2
成；相对于收入的升降，在社会地位这个问题上选择“说不清”的比例更高一些。 

农民工对自己子女未来生活的预期更加乐观，认为子女会比自己生活得更好的比例相当高，甚至超过

了相同职业的城市人，这也体现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很足。 
 
 



 

表1  个人年收入／元 

职业 户籍 年收入 

农 14 894.97 

非农 17 306.79 商业服务业人员 

合计 16 227.50 

农 14 819.59 

非农 16 691.09 产业工人 

合计 16 237.25 

农 22 616.39 

非农 28 199.28 个体工商户 

合计 26 496.50 

农 15 690.53 

非农 18 235.87 总计  

合计 17 405.27 

 
表 2  家庭人口、年收入、每月消费支出均值 

职业 户籍 家庭人口／人 家庭年收入／元 家庭每月消费支出／元 

农 3.50 33 744.13 1 692.12 

非农 3.24 42 623.53 2 051.90 商业服务业人员 

合计 3.35 38 650.00 1 890.90 

农 3.73 31 606.19 1 621.13 

非农 3.18 38 428.39 1 934.32 产业工人 

合计 3.31 36 774.00 1 858.37 

农 3.54 42 245.90 1 890.16 

非农 3.18 54 487.77 2 493.74 个体工商户 

合计 3.29 50 754.00 2 309.65 

农 3.59 33 838.61 1 686.27 

非农 3.20 41 607.45 2 036.30 总计 

合计 3.33 39 072.33 1 922.08 

 
表 3  家庭消费最大的两项／% 

职业 户籍 吃 
买 

衣服 

休闲 

娱乐 
旅游 

还房屋 

贷款 

子女 

学费 

医药

费 

交通

费 

商业 

保险 

私家车 

消费 
其他 合计 

农 90.5 33.5 16.2 2.8 11.2 29.1 3.4 6.1 1.1 0.0 6.1 44.7 

非农 89.1 33.5 24.9 1.4 12.7 21.3 7.2 5.0 1.8 1.4 1.8 55.2 

商业服

务业人

员 合计 89.7 33.5 21.0 2.0 12.0 24.7 5.5 5.5 1.5 0.7 3.7 100 

农 92.8 35.1 21.6 3.1 6.2 32.0 8.2 1.0 0.0 0.0 0.0 24.3 

非农 95.4 34.0 11.2 1.0 15.2 27.7 13.5 1.7 0.0 0.3 0.0 75.8 
产业工

人 
合计 94.8 34.3 13.8 1.5 13.0 28.8 12.3 1.5 0.0 0.3 0.0 100 

农 98.4 21.3 9.8 0.0 11.5 47.5 3.3 1.6 0.0 0.0 6.6 30.5 

非农 75.5 24.5 26.6 4.3 18.0 36.0 6.5 2.2 2.2 3.6 0.7 69.5 
个体工

商户 
合计 82.5 23.5 21.5 3.0 16.0 39.5 5.5 2.0 1.5 2.5 2.5 100 

 
 



表 4  家庭住房状况／% 

职业 户籍 自购 继承 租住 单位提供 借住父母及亲友住房 其他 合计 

农 28.2 8.7 43.7 6.8 12.6 0.0 100.0

非农 57.5 3.1 13.4 4.7 20.5 0.8 100.0商业服务业人员  

合计 44.3 5.7 27.0 5.7 17.0 0.4 100.0

农 26.7 6.7 36.0 6.7 22.7 1.3 100.0

非农 52.3 5.5 8.4 21.9 11.8 0.0 100.0产业工人 

合计 46.2 5.8 15.1 18.3 14.4 0.3 100.0

农 38.1 4.8 52.4 0.0 4.8 0.0 100.0

非农 77.1 4.2 6.3 4.2 8.3 0.0 100.0个体工商户  

合计 65.2 4.3 20.3 2.9 7.2 0.0 100.0

 
表 5  拥有的资源（一）／% 

职业 户籍 知识 技能 物质财富
行政权

力 

生产资料

产权 

社会关系

网 
社会声望 其他 合计 

农 44.1 60.9 6.7 2.2 7.3 30.2 3.9 8.9 44.7 

非农 57.9 57.9 6.8 .5 1.4 35.7 2.7 5.0 55.2 
商业服务业

人员 
合计 51.7 59.2 6.7 1.2 4.0 33.2 3.2 6.7 100.0 

农 30.9 84.5 5.2 1.0 3.1 15.5 0.0 6.2 24.3 

非农 23.8 81.2 7.3 1.3 1.7 15.2 3.3 4.3 75.8 产业工人 

合计 25.5 82.0 6.8 1.3 2.0 15.3 2.5 4.8 100.0 

农 21.3 62.3 16.4 1.6 13.1 21.3 4.9 9.8 30.5 

非农 39.6 51.8 26.6 .7 10.1 40.3 1.4 2.2 69.5 个体工商户 

合计 34.0 55.0 23.5 1.0 11.0 34.5 2.5 4.5 100.0 

 
表 6  拥有的资源（二）／% 

你认识的人当中有有权的人吗 有权的人和你亲密的程度 
职业 户籍 

没有 有 比较疏远 一般 比较亲密 

农 78.6 21.4 21.7 56.5 21.7 

非农 72.4 27.6 5.7 77.1 17.1 
商业服务业 

人员  
合计 75.2 24.8 12.1 69.0 19.0 

农 90.8 9.2 25.0 62.5 12.5 

非农 84.0 16.0 5.3 63.2 31.6 产业工人 

合计 85.6 14.4 8.7 63.0 28.3 

农 81.0 19.0 25.0 75.0 0.0 

非农 75.5 24.5 18.2 54.5 27.3 个体工商户 

合计 77.1 22.9 20.0 60.0 20.0 

 



表 7  拥有的资源（三）／% 

你认识的人当中有有钱的人吗 有钱的人和你亲密的程度 
职业 户籍 

没有 有 比较疏远 一般 比较亲密 

农 59.2 40.8 17.1 65.9 17.1 

非农 51.6 48.4 8.1 58.1 33.9 
商业服务业 

人员  
合计 55.0 45.0 11.7 61.2 27.2 

农 73.7 26.3 20.0 70.0 10.0 

非农 71.7 28.3 16.2 55.9 27.9 产业工人 

合计 72.2 27.8 17.0 59.1 23.9 

农 68.2 31.8 14.3 71.4 14.3 

非农 47.9 52.1 8.0 44.0 48.0 个体工商户 

合计 54.3 45.7 9.4 50.0 40.6 

 

表8  拥有的资源（四）／% 

你认识的人当中有有关系的人吗 有关系的人和你亲密的程度 
职业 户籍 

没有 有 比较疏远 一般 比较亲密 

农 63.7 36.3 24.3 48.6 27.0 

非农 60.3 39.7 13.7 56.9 29.4 
商业服务业 

人员  
合计 61.8 38.2 18.2 53.4 28.4 

农 78.9 21.1 18.8 56.3 25.0 

非农 76.4 23.6 7.0 59.6 33.3 产业工人 

合计 77.0 23.0 9.6 58.9 31.5 

农 66.7 33.3 12.5 62.5 25.0 

非农 50.0 50.0 4.2 50.0 45.8 个体工商户 

合计 55.1 44.9 6.3 53.1 40.6 

 
表9  平时交往的主要人群／% 

职业 户籍 

国家机关、

党群组织、

事业单位负

责人 

规模以

上企业

负责人 

专业

技术

人员 

普通

公务

员 

办事人

员和有

关人 

商业

服务

业人

员 

农业

劳动

者 

产业

工人

私营

企业

主 

个体

工商

户 

无职

业人

员 

合计

农 1.7 .6 8.9 2.8 15.6 72.6 38.5 18.4 6.1 11.2 23.5 44.7

非农 1.4 2.3 10.4 4.1 20.8 81.0 8.6 26.2 6.3 19.5 19.5 55.2

商业 

服务业

人员 
合计 1.5 1.5 9.7 3.5 18.5 77.2 22.0 22.7 6.2 15.7 21.2 100.0

农 2.1 .0 12.4 .0 4.1 15.5 50.5 87.6 2.1 11.3 14.4 24.3

非农 1.0 2.0 17.5 5.9 16.5 18.5 12.9 80.5 3.6 9.6 32.0 75.8

产业 

工人 

合计 1.3 1.5 16.3 4.5 13.5 17.8 22.0 82.3 3.3 10.0 27.8 100.0

农 0 1.6 4.9 1.6 6.6 24.6 27.9 26.2 19.7 57.4 29.5 30.5

非农 0 1.4 6.5 9.4 18.0 32.4 5.0 24.5 13.7 66.9 22.3 69.5

个体 

工商户 

合计 0 1.5 6.0 7.0 14.5 30.0 12.0 25.0 15.5 64.0 24.5 100.0



 

表10  碰到较大困难时最可能依靠谁来解决／% 

 职业 户籍 只能靠自己 靠家人亲戚 靠朋友帮忙 主要靠政府 多方帮忙 合计 

农 41.2 26.5 10.8 1.0 20.6 100.0

非农 33.1 29.9 11.0 4.7 21.3 100.0商业服务业人员 

合计 36.7 28.4 10.9 3.1 21.0 100.0

农 44.7 26.3 7.9 6.6 14.5 100.0

非农 34.2 24.9 9.3 6.8 24.9 100.0产业工人 

合计 36.7 25.2 8.9 6.7 22.4 100.0

农 61.9 14.3 9.5 4.8 9.5 100.0

非农 31.3 22.9 18.8 2.1 25.0 100.0个体工商户 

合计 40.6 20.3 15.9 2.9 20.3 100.0

 
表 11  自我评价（一）／% 

您对您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评价是 您对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感觉 
职业 户籍 

社会底层 中下层 中层 中上层 上层 很满意 满意 无所谓 不满意 很不满意

农 32.4 46.1 18.6 2.0 1.0 1.0 16.7 38.2 37.3 6.9 

非农 19.7 50.4 27.6 1.6 0.8 0.8 17.3 44.1 33.9 3.9 
商业服务业 

人员  
合计 25.3 48.5 23.6 1.7 0.9 0.9 17.0 41.5 35.4 5.2 

农 31.6 51.3 15.8 1.3 0.0 2.6 14.3 36.4 35.1 11.7 

非农 36.3 44.7 18.1 .8 0.0 2.1 25.3 41.8 28.3 2.5 产业工人 

合计 35.1 46.3 17.6 1.0 0.0 2.2 22.6 40.4 29.9 4.8 

农 31.8 40.9 27.3 .0 0.0 0.0 28.6 38.1 33.3 0.0 

非农 10.4 43.8 43.8 2.1 0.0 0.0 35.4 47.9 14.6 2.1 个体工商户 

合计 17.1 42.9 38.6 1.4 0.0 0.0 33.3 44.9 20.3 1.4 

 
表 12  自我评价（二）／% 

您怎样看待农民工 您会选择以下哪些词来形容农民工 

职业 户籍 

是城市

发展的

阻碍因

素，带来

许多社

会问题 

不是城

市发展

的阻碍

因素，但

带来许

多社会

问题 

是城市发

展的积极

因素，虽然

也带来一

些问题 

城市发展积

极因素，所

谓的问题和

他们的素质

无关，是社

会发展导致

说不

清楚

淳

朴、

厚道

诚实

善良

吃苦

耐劳

没

文

化 

素质

低下 

邋

遢 

其

他

合计

农 3.9 13.7 29.4 37.3 15.7 61.5 59.2 89.4 26.8 10.1 2.2 1.1 44.7

非农 7.1 23.6 37.8 17.3 14.2 43.4 39.8 78.3 48.0 36.2 11.3 .9 55.2

商业服

务业 

人员  合计 5.7 19.2 34.1 26.2 14.8 51.5 48.5 83.2 38.5 24.5 7.2 1.0 100.0

农 6.6 21.1 39.5 28.9 3.9 54.6 58.8 86.6 33.0 9.3 3.1 0 24.3

非农 9.7 23.6 42.6 18.1 5.9 30.0 32.7 76.6 39.9 27.1 8.3 0 75.8
产业工

人 
合计 8.9 23.0 41.9 20.8 5.4 36.0 39.0 79.0 38.3 22.8 7.0 0 100.0

农 .0 9.5 47.6 42.9 0.0 60.7 65.6 93.4 23.0 6.6 1.6 0 30.5

非农 8.3 18.8 41.7 20.8 10.4 37.4 44.6 75.5 37.4 28.1 9.4 0 69.5
个体工

商户 
合计 5.8 15.9 43.5 27.5 7.2 44.5 51.0 81.0 33.0 21.5 7.0 0 100.0

 



表 13  社会差异和贫富差距的评价／% 

您对于当前阶层之间的差异的评价是 您对贫富差距的看法是 

职业 户籍 差异过大、已经

严重影响到社

会稳定与安全 

差 异 不 正

常、已经难

以接受 

差 异 不 正

常 但 可 以

接受 

差异是正

常的、可

以接受 

差距过大，已经严

重影响到社会稳

定与安全 

差 距 不 正

常，已经难

以接受 

差 距 不 正

常，但可以

接受 

差 距 是 正

常的，可以

接受 

农 26.5 30.4 33.3 9.8 28.7 25.7 34.7 10.9 

非农 19.0 33.3 39.7 7.9 23.6 30.7 37.8 7.9 

商业服

务业人

员  合计 22.4 32.0 36.8 8.8 25.9 28.5 36.4 9.2 

农 31.6 30.3 26.3 11.8 35.1 28.6 24.7 11.7 

非农 24.4 35.7 35.3 4.6 25.3 33.8 35.0 5.9 
产业工

人 
合计 26.1 34.4 33.1 6.4 27.7 32.5 32.5 7.3 

农 22.7 31.8 31.8 13.6 28.6 23.8 33.3 14.3 

非农 18.4 30.6 40.8 10.2 24.0 28.0 40.0 8.0 
个体工

商户 
合计 19.7 31.0 38.0 11.3 25.4 26.8 38.0 9.9 

 
表 14  对社会公平的评价／% 

您认为现在社会的公平程度如何 您认为存在出身的不公平吗 您认为存在地域的不公平吗

职业 户籍 很公

平 

基 本

公平 

不 太

公平 

很 不

公平 

说 不

清楚 

有很

多 

有一

点 

没

有

不知

道 

有很

多 

有一

点 

没

有

不知

道 

农 1.0 29.4 51.0 15.7 2.9 27.5 33.3 32.4 6.9 20.4 32.0 28.2 19.4

非农 .8 26.0 48.8 20.5 3.9 33.1 24.4 33.1 9.4 21.4 32.5 32.5 13.5

商业服

务业 

人员  合计 .9 27.5 49.8 18.3 3.5 30.6 28.4 32.8 8.3 21.0 32.3 30.6 16.2

农 1.3 31.6 36.8 27.6 2.6 28.9 23.7 35.5 11.8 25.0 27.6 27.6 19.7

非农 1.3 26.6 51.1 18.1 3.0 24.1 35.9 28.3 11.8 25.3 36.7 19.0 19.0
产业工

人 
合计 1.3 27.8 47.6 20.4 2.9 25.2 32.9 30.0 11.8 25.2 34.5 21.1 19.2

农 4.5 27.3 40.9 22.7 4.5 28.6 38.1 28.6 4.8 23.8 33.3 28.6 14.3

非农 2.0 28.6 55.1 12.2 2.0 31.3 31.3 29.2 8.3 20.8 31.3 29.2 18.8
个体工

商户 
合计 2.8 28.2 50.7 15.5 2.8 30.4 33.3 29.0 7.2 21.7 31.9 29.0 17.4

 
表 15  利益诉求（一）／% 

您现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在生活中你最关心的是 

职业 户籍 
医

疗

费

用 

提

高

收

入 

子 

女 

教 

育 

住 

房 

问 

题 

户

口

问

题

工

作

创

业

地

位

升

迁

其

他

子

女

教

育 

家

庭

和

睦 

个

人

才

能 

社

会

声

望

经

济

收

入 

事

业

成

功 

国

家

大

事 

其他 合计

农 4.8 58.7 7.7 13.5 1.9 13.5 0.0  22.9 53.6 24.6 .6 72.6 20.7 2.2 2.8 44.7

非农 5.5 65.6 7.0 10.2 .8 10.2 0.0 0.8 27.1 49.8 16.7 3.6 75.6 24.0 2.3 .9 55.2

商业服

务业 

人员  合计 5.2 62.5 7.3 11.6 1.3 11.6 0.0 0.4 25.2 51.5 20.2 2.2 74.2 22.5 2.2 1.7 100.0

农  71.1 11.8 2.6 1.3 13.2 0.0 0.0 26.8 59.8 16.5 1.0 78.4 17.5 .0 0.0 24.3

非农 10.5 66.9 6.7 8.4 .8 5.9 0.4 0.4 28.1 63.4 16.2 2.3 73.6 11.6 5.0 0.0 75.8
产业工

人 
合计 7.9 67.9 7.9 7.0 1.0 7.6 0.3 0.3 27.8 62.5 16.3 2.0 74.8 13.0 3.8 0.0 100.0

农 9.5 52.4 14.3 9.5 0.0 14.3 0.0 0.0 47.5 45.9 6.6 1.6 77.0 18.0 3.3 0.0 30.5

非农 6.4 59.6 19.1 4.3 0.0 10.6 0.0 0.0 30.9 50.4 18.0 3.6 74.8 21.6 0.7 0.0 69.5
个体工

商户 
合计 7.4 57.4 17.6 5.9 0.0 11.8 0.0 0.0 36.0 49.0 14.5 3.0 75.5 20.5 1.5 0.0 100.0

 



表 16  利益诉求（二）／% 
您会选择 您是否关心时政新闻和社会热点问题 

职业 户籍 月收入2500

元的工人工

作 

月收入1500

的白领工作 

经常关心新闻，并对

热点问题有自己的看

法 

经常关心新闻，主要

作为知识和话题的积

累 

不是很关心，道听

途说一点就可以

了 

没什么

兴趣 

农 68.6 31.4 17.6 32.4 34.3 15.7 

非农 62.7 37.3 21.3 32.3 38.6 7.9 

商业服

务业 

人员  合计 65.4 34.6 19.7 32.3 36.7 11.4 

农 76.3 23.7 10.4 16.9 51.9 20.8 

非农 71.3 28.7 19.4 33.8 35.9 11.0 
产业工

人 
合计 72.5 27.5 17.2 29.6 39.8 13.4 

农 72.7 27.3 22.7 36.4 31.8 9.1 

非农 66.7 33.3 16.3 40.8 36.7 6.1 
个体工

商户 
合计 68.6 31.4 18.3 39.4 35.2 7.0 

 
表 17  对国家发展的预期／% 

您认为未来十年我国社会 您认为到2020年中国建成和谐社会

的可能性 

您认为未来十年各阶层之间收入

差距如何变化 

职业 户籍 越 来

越好 

变 化

不大 

越 来

越坏 

说 不

清 

一定

能行

可

能

不太

可能

不

可

能

说不

清 

逐渐

扩大 

基本没

什么变

化 

逐渐

缩小

说不

清 

农 62.7 19.6 2.0 15.7 19.4 43.7 17.5 6.8 12.6 48.5 29.1 5.8 16.5

非农 70.6 8.7 2.4 18.3 15.9 54.0 14.3 2.4 13.5 51.2 17.3 14.2 17.3

商业服

务业 

人员  合计 67.1 13.6 2.2 17.1 17.5 49.3 15.7 4.4 13.1 50.0 22.6 10.4 17.0

农 55.8 24.7 2.6 16.9 26.0 44.2 11.7 6.5 11.7 65.8 19.7 3.9 10.5

非农 57.0 20.7 3.4 19.0 19.4 48.5 11.8 4.2 16.0 51.5 22.8 8.4 17.3
产业工

人 
合计 56.7 21.7 3.2 18.5 21.0 47.5 11.8 4.8 15.0 55.0 22.0 7.3 15.7

农 71.4 4.8 4.8 19.0 15.0 50.0 5.0 5.0 25.0 57.1 14.3 4.8 23.8

非农 66.7 16.7 0.0 16.7 22.4 51.0 12.2 2.0 12.2 57.1 16.3 12.2 14.3
个体工

商户 
合计 68.1 13.0 1.4 17.4 20.3 50.7 10.1 2.9 15.9 57.1 15.7 10.0 17.1

 
表18  对重庆发展的预期／% 

您认为未来十年重庆的经济发展 
职业 户籍

会越来越好 变化不大 会越来越坏 说不清 

农 76.5 14.7 2.0 6.9 

非农 82.7 6.3 0.8 10.2 商业服务业人员 

合计 79.9 10.0 1.3 8.7 

农 71.1 10.5 6.6 11.8 

非农 74.4 13.0 0.8 11.8 产业工人 

合计 73.6 12.4 2.2 11.8 

农 76.2 9.5 0.0 14.3 

非农 81.3 6.3 0.0 12.5 个体工商户 

合计 79.7 7.2 0.0 13.0 

 
 



表 19  对个人和子女发展的预期／% 

未来十年您的收入可能 未来十年您的社会地位可能 您的子女会不会比你人生活得更好

职业 户籍 
提高 不变 下降 说不清 提高 不变 下降 说不清 更好 一样 更差 说不清 

农 77.7 2.9 4.9 14.6 62.7 18.6 2.0 16.7 80.4 8.8 1.0 9.8 

非农 73.8 1.6 6.3 18.3 54.8 15.1 4.8 25.4 76.4 2.4 1.6 19.7 

商业服

务业 

人员  合计 75.5 2.2 5.7 16.6 58.3 16.7 3.5 21.5 78.2 5.2 1.3 15.3 

农 68.4 7.9 3.9 19.7 45.3 17.3 4.0 33.3 76.3 11.8 0.0 11.8 

非农 55.3 17.3 2.1 25.3 29.5 37.6 4.6 28.3 67.5 9.7 1.7 21.1 
产业工

人 
合计 58.5 15.0 2.6 24.0 33.3 32.7 4.5 29.5 69.6 10.2 1.3 18.8 

农 66.7 9.5 0.0 23.8 47.6 19.0 0.0 33.3 81.0 0.0 0.0 19.0 

非农 66.7 6.3 2.1 25.0 40.8 28.6 0.0 30.6 79.2 2.1 2.1 16.7 
个体工

商户 
合计 66.7 7.2 1.4 24.6 42.9 25.7 0.0 31.4 79.7 1.4 1.4 17.4 

 
二、调查结论 
1．城市的农民工职业分化并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 
从本次调查可以看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带动下，传统农民阶级出现了大规模的职业分化，农民向

产业工人和其他非农产业的职业转移速度不断加快；大批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在城市从事各种各样的

工作，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此外，农民中还有不少人从事个体经营，农民的职业变化和跨地

域流动，加速了农民阶级自身的转变和分化。而在城市的农民工因职业不同、收入不同，也分化为不同的

利益群体。 
2．利益分化导致社会意识多样化 
各项指标统计显示，相同职业的农民工与城市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不同职业的农民工之间也存在差

别；身份不同、职业不同导致收入不同、社会评介不同。从收入消费就可以看到，在相同职业的人中，城

市人收入均高于农民工；同是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的收入消费明显高于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对一

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城市人和农民工，不同职业的农民工也有差异。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

结构呈现出单一性、封闭性的特征，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同质性强，分化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所

有制结构的改变和市场化改革目标的确立，打破了既往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出现了多种利益主体，社

会阶层利益的分化日益明显。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乃至不同人群，其利益目标越来越独立，利益边界越来

越明晰，形成了社会的多元利益格局。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迅速扩大，造成社会群体不同职业之

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导致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差距的扩大化，加剧城乡之间、行业

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分化不但体现在农民工与城市人之间，也同样体现在农民工

群体之间。 
3．大多数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调查显示，农民工虽然进了城，工作生活在城市里，但平常交往的人大多是与自己干相同职业的农民

工以及农村人，遇到困难也主要求助自己的亲戚、老乡。他们与城里人打交道主要是在工作上，生活交往

的圈子仍然是亲戚老乡、农民工。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里既是外来移民，又处于社会底层，且流动性太大，

因此虽然进城打工多年，仍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4．经济收入问题是困扰农民工的最大问题 
当前什么是困扰农民工的最大问题？显然是收入问题。从农村到城市，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很多：住房

问题、夫妻分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户籍问题等，但归根到底是一个经济收入问题。我们看到，无论是

问到“您现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还是关于“在生活中你最关心的是”，回答大多是“经济收入”。相

比之下，社会地位高低就显得无所谓，户籍问题也无足轻重。 
5．农民工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生活状态较为乐观 
调查显示，重庆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不断提高，其生活状态也比较乐观。在过去 5 年中，三种

职业的农民工的生活水平都有提升，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变好了”或“有些变好”的农民工比例达 80%。对

于自己目前的生活，感觉比较幸福的比例超过不幸福的，感觉“一般”的比例最高，超过 50%。虽然农民工



与城市人相比收入低、社会地位不高，但由于他们比较的对象是自己的过去或者是仍然留在农村的乡亲，

所以主观感觉比较乐观。同时，近几年重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农民工的收入不断提高，生活得到改善。 
6．农民工对社会公平评价不高，但对未来预期普遍乐观 
由于对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平的现象感受较深，农民工对社会不公平的评价比城市人更消极。对

阶层差距、地域身份歧视有着更多的切身感受，因此，农民工对各种不公平的消极评价大于积极评价。与

此同时，农民工对未来的预期却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大多数人认为无论是国家还是重庆，自己还是自己的

孩子，未来都会比现在好。 
7．农民工向上流动机会少 
调查显示，由于大量农民工的出现，重庆社会阶层结构变化趋势是：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

进，大量的农民逐渐向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工商户三个阶层流动，从而使得农业劳动者阶层

逐渐收缩，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工商户三个阶层逐渐扩大。但当他们流动到个体工商户阶层

以后，由于其自身素质以及制度的限制，再继续向上流动十分困难，向中上阶层流动非常少，甚至趋于停

止。 
三、对策建议 
1．加快“稳定就业和稳定居住基础上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 
尽管目前重庆的城镇化率已接近 50%，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但这种动态城镇化率的统计结果远大于

“人口城镇化”的实际情况。大量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不过是城市的过客或暂住者，农村还是他们

的根和真正的家，他们离“稳定就业和稳定居住”的深度城镇化或市民化仍有很长的距离，还存在许多难以

逾越的障碍。因此，要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加快“稳定

就业和稳定居住基础上的人口城镇化”，通过市场机制打开和拓宽“农业劳动者”阶层的上升流动通道，通过

制度保障使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市民。为此，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实现工业化和城

镇化的均衡发展，大规模扩大非农就业空间，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向上流动机会。同时应

通过统筹城乡的配套制度改革，尤其是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土地流转等关键领域的配套改革，

形成“引导农民进城—稳定农民工就业—帮助就业者安居—提供社会保障—享受平等市民权益—彻底融入

城市”这样一条畅通的人口城镇化通道。 
2．建立利益调节机制，让社会各阶层、群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在现代生活中，每个社会阶层都有相对独立的群体利益，在快速的社会发展变化过程中，各阶层之间

必然会发生各种利益的摩擦、矛盾和冲突。一个社会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应当建立系统的阶层利益协

调机制以及矛盾和冲突的化解机制。在现阶段，尤其在物质生活水平还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阶层、群体

矛盾主要是利益性矛盾，物质利益的差别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是造成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本原

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利益调节机制，是改善阶层关系、减少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的有效办法，

改革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要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从财政收入中拿出更

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为社会中下层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

障，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3．以制度改革保障阶层边界的开放性，加快阶层流动以缓解阶层冲突 
农民工目前在城市里大多处于社会底层或中下层，他们都想通过各种努力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

地位。这就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社会流动和上升的机会。如果社会阶层的边界是封闭的，而且是制

度性封闭，就像户籍制度树立的城乡身份藩篱一样，社会底层和中下阶层的人看不到希望，就会日渐积累

对社会的不满。因此必须保障社会阶层边界的开放性，依靠改革开放消除任何限定某些人参与竞争的制度

性障碍。 
首先，要从制度上尽量消除身份对阶层流动的限制。其次，要高度重视教育的公平性，均衡配置教育

资源，尽量为各阶层人员提供同等受教育的机会，让中下阶层的人有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最后，

要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为社会阶层流动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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