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２ 卷第 １ 期

Ｖｏｌ ３２　 ＮＯ．１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Ｊ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Ｕｎｉｖ （Ｎａｔ Ｓｃｉ Ｅｄ）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Ｊａｎ．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６０５５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０５８Ｘ．２０１５．０００１．０２３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体育文化需求研究∗

谭　 磊， 刘　 玉
（阜阳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安徽 阜阳，２３６０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０１；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１０．

　 ∗基金项目：２０１４ 年度安徽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资助（ ＪＧ１４１３２）；阜阳师范学院 ２０１４ 年校级科研课题阶段性成果

（２０１４ＦＳＳＫ１６）．

　 　 作者简介：谭磊（１９８２－），男，安徽太和人，硕士，讲师，从事休闲体育学研究．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其各类需求状况对推动社会进步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而体育文化需求被视为其真正融入城市的重要指标之一；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

中体育文化需求现状及当前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原因，并通过“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三位一体

的方式构建一个完整的公共体育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优势互补，缩减社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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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集中在对农民工的物质提高方面、政策实施情况等方面开

展研究，但在具体的体育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根据相关的研究成

果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对体育文化需求较为渴望，而在现实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体育文化需求往往得不

到满足，供给服务体系相对滞后，在此方面，值得借鉴的相应研究成果十分有限。 对此，以新生代农民工的

体育文化建设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寻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体育文化需求的服务措施，为新生代农民工充

分融入城市，推进城市化进程提供相应的政策依据和理论参考。

１　 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需求现状

安徽省作为农民工输出大省，特别是皖北地区的阜阳、蚌埠、宿州、淮北 ４ 个地市。 在 ２０１４ 年春节农民

工返乡期间，针对以上 ４ 个地市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发放问卷、收集资料进行调查，内容主要是涉及新生代

农民工群体的结构性、区域性、经济收入水平、居住环境、生活满意度和体育文化状况等方面，着重调查其体

育文化生活方面的状况和公共体育文化资源状况。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生活的总体特点：整
体匮乏，消费水平低，需求满意度低、意识淡薄。
１．１　 对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产品供给不能满足需求

在企业或社区对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供给方面的调查显示，体育文化服务项目主要为电子游戏

（２５．５％）、电影电视 （２０． ６％）、Ｋ 歌或听音乐 （１５． ５）、扑克象棋 （ １０． ４％）、体育锻炼 （ ９． ８％）、报刊图书

（８．６％）、其它社交休闲娱乐活动（９． ６％）；而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需求中，公园、广场体育文化活动

（４０．１％）、电影电视（３５．４％）、图书报纸（２６．５％）、电脑（２４．３％）的要求相对较多。 在企业给予新生代农民工

体育文化生活满足上，其供给的主要体育文化产品和服务是一种最基本的大众体育文化消费品，显得过于

单一、贫乏，对企业来说相对低廉的，但仍不能满足需求。 在供需矛盾上，体育休闲项目这类利于新生代农

民工身体素质和精神状态提升的体育文化资本供需矛盾最大，其次是文艺活动。



１．２　 新生代农民工不满足现状向往城市生活

在调查“您觉得自己的体育文化娱乐生活方面与城里人相比怎么样”，９８．２％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差的

很多”或“差一些”，在调查“您认为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定位是什么，９２．３％的被调查者回答“很
时尚科学的享受”或“符合自己想象的生活”，在调查“您对目前自己的体育文化娱乐生活是否满意”时，
９３．６％的回答不太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

新生代农民工在接触城市生活，对城市人生活有很高的认同感。 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能像城市人一样享

有同等的体育文化权利，能够享有基本的公共体育文化服务。 目前的体育文化娱乐生活不能满足他们最基

本的需求。 政府、企业、社会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体育文化服务保障的关注，将其放置在城镇基本体育

文化服务保障的对象之外，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从体育文化、心理、意识上，更加被城市边缘化、地缘化。
１．３　 政府、企业、社区等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活动需求

从闲暇时间和工作强度情况反映，新生代农民工休闲时间少，导致体育文化生活缺乏，同时，易产生孤

寂感、自我封闭以及对城市产生对立情绪和报复心理，进而可能容易引发心理问题。 从访谈中了解到，新生

代农民工渴望休闲，而且希望企业能经常性地组织体育文化活动，这样他们对企业更有归属感，生活更充实。
在调查“当地政府部门、公益事业单位（如学校）或企业举办过一些体育文化活动吗”，有 ８８．４％被调查

者认为“从未举办过”。 新生代农民工享受不到应有的人文关怀，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和谐相处。
在调查“生活的社区中，您参加过由该社区组织的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吗”，有 ９４．５％的人回答“知道社区组织

活动，但没有被邀请参加”或者“根本不知道”，“没参加过”和“每年 １—２ 次”占 ８９．７％。 企业或社区提供的

体育文化活动内容单一、贫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甚至有些根本没提供过任何体育文化活动。 因农民工

的文化素质水平相当较低，在组织体育文化娱乐活动时项目往往比较单一，仅仅通过播放专场电影、唱唱跳

跳之类的活动， 与之新生代农民工多样化休闲文化生活需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２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需求缺位的原因

２．１　 政府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设施建设的力度

政府往往只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物质”权利，然而忽略“精神”层面的需求。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生

代农民工不再仅仅满足物质权益的保障，更多的是要求精神生活最基本的满足。 由于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

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不够，往往呈现重“经济提升”轻“文化建设”、重“物质权益”轻“精神满足”、
重“现实效益”轻“潜在受益”的现象较为常见。 尽管各级政府对体育文化事业大力宣传，但不少政府部门对

体育文化建设仍缺乏必要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

上讲，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认识不够具体和全面，对体育文化建设对经济的发展发挥的重要作

用理解不够深刻，因而出现对体育文化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时间安排不够、工作落实不到位、活动安排不积

极等问题［１］。
２．２　 企业偏重企业利润，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企业总是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新生代农民工业余体育文化生活则是关注不够，不能认真履行

自身的应当的义务与责任。 尽量降低自身的投资成本，企业体育文化严重缺乏。 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像机

器一样对待，新生代农民工就会以工资来决定去与留，为什么有些企业出现“用工荒”，企业缺乏对新生代农

民工的人文关怀缺失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是企业的“链条”，是企业的“发动机”。 让

员工与企业产生感情，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是与企业连接在一起的。 只有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产生认同

感、归属感，企业才有生机［２］。 企业只有让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归属感，才能在经济困难时期度过难关。 企业

只有多增加体育文化投入，多组织一些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员工才能在活动中体验到企业的温暖，企业的体

育文化魅力，感受到企业的人文关怀，企业的团结等。
２．３　 新生代农民工对体育文化娱乐生活需求自身意识的缺失

体育文化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态的反映指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物质满足已经不再是他

们唯一的需求，作为精神满足的体育文化需求也是其健康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３］。 但是，由于经济原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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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机，农民工的体育文化需求意识相对较弱，消费层次大多居于较低水平；体育文化娱乐生活极其单

调，而相对单调的体育文化生活致使他们在价值观上也产生消极、保守的特点，进而形成不良的循环趋势，
在当前城镇化进程大潮中，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转变。

３　 推进城市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的举措

要推进城市公共体育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步伐，需要“政府主导、企业

共建、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方式构建一个完整的公共体育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优势互补，缩减社会距离［４］。
（１）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作为体育文化的主导者，政府是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公共服务范畴要充分容

纳体育文化的相关内容，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职能，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制机制［５］。 通过加强公共体育文

化设施建设、创新体育文化服务方式、开展体育文化知识普及与培训，完善公共体育文化服务体系。 政府要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业余时间少、生活工作较偏僻，消费能力低的情况，有选择，有目的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公共体育文化设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满足自身需求的公共体育文化设施。 各体育文化、职能部门要

根据实际情况将体育文化服务送到企业、送到新生代农民工身边。 多开展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活

动，如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节、送温暖等活动。 政府要整合政府部门资源，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

训，体育文化知识讲授等，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得到政府的科学技能培训。
（２） 突显企业的主体地位。 企业要树立新生代农民工也是企业的一员，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理念。

一是通过举行体育文化活动，增进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的感情。 如多开展休闲趣味运动会，举办文艺晚会，
组织休闲茶话会等；二是企业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增加建设体育文化设施，提供体育文化产品，倡导

体育文化活动，丰富新生代农民工业余生活，营造积极、团结的氛围。
（３） 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和社会共同参与积极性。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社会的最关注的问题。 对于文化

服务主体的农民工，要积极参与到体育文化建设中，提高自身的体育文化水平，增强休闲体育技能，不断融

入城市的文化生活中，进而为社会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６］。 全社会共同参与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建设，
推进体育文化体制改革，将是一个重大任务。 事业单位积极主动的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些体育文化服务

或者体育文化服务产品。 比如大中院校体育体育文化设施有条件的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定期去到新生代

农民工所在的生活、工作社区举办联谊会等，发挥社区服务的优势。 另外，允许一部分私人或个人去建设、
经营体育文化产品和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文化服务和产品。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

要自立自强，自觉地融入到城市当中去。

４　 结　 语

彻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和制度机制壁垒，让新生代农民

工与市民享受同等待遇，然而，体育文化的参与度高低是准确反映这一指标的重要因子。 这个过程是要双

方共同努力的：一方面，政府和社会要提供制度、政策等保障措施，提供公共体育文化服务和设施，帮助新生

代农民工顺利地融入城市；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要懂得去奋斗，创造条件地融入城市社会。 这个过程中

的体育文化因素十分关键。 体育文化能够使得社会达到和谐、稳定，促进体育文化融入，对城市发展、农村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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