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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 “珠三角”农民工的问卷数据，分析 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及 

其影响因素，发现其精神健康欠佳。影响因素中仅有迁移感受和工厂体制有显著影响，社会 

支持的影响消失，这与国家、地方政府、资本共同编织的 “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有关。推 

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驱除其流动性，促进城市融入、工作权益的保护和社会支持网 

络的完善，是有效提升其精神健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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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 orkers’M ental Health and Influenc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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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Sociolog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2．School of 

Humanities，Law and Art，Changzhou University，Changzhou 2 1 3 1 64，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Pearl River Delta，the article 

has analyzed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mental health and its impact factor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y have poor mental health．Th ere are different points from previous studies，only the 

migration experience and the factory regime has significant effect， the social suppor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The reason is that the state，local government，capital constructs the“migran t 

labor regime”，which results in their poor mental health． From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o promote 

migrant workers’citizenship and get rid of their fluidity，is effective to enhan ce their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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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景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深化，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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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人数总额大约为2亿人，其中16—30岁的 

人数占农民工总人数的6l％ 。流动给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带来了新的风险和问题。学术界对农民工 

的精神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农民工精神健康 

方面的报道却越来越多，特别是2010年富士康工人的连续跳楼事件引起了社会和政府对农民工精神 

健康问题的关注。 

现有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值得注意。潘毅关于深圳外来女工的尖叫和梦魇的研究， 

是我国农民工精神痛苦躯体化表现的较早的有影响力的描述 。何雪松等通过对上海城乡迁移群体 

的研究，发现25％的男性和6％的女性精神健康状态不好 。刘东、李露 (Lu Li)等的实证研究也 

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影响因素方面，学者认为主要与性别、年龄、婚姻和教育水平等个人人口特 

质与打工时问、生活事件和社会网络等社会特质有关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仅有刘传江、 

徐道稳等少数学者从心理压力、需求满足角度做了一定的尝试。 

由此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已日渐凸显，但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 

健康的研究却较少，我们难以全面认识这一群体。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研究需要在两个方 

面加强。 

(1)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内涵方面。考察现有的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研究，对精神健康和农 

民工两个关键概念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一方面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推广和相互比较，另一方面也造成 

了研究结论相互矛盾的现象。已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研究，则主要从其心理压力出发，与新 

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直接相关的研究较少，所以理清其精神健康的内涵和表现至关重要。 

(2)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因素方面。考察现有的探讨农民工精神健康影响因素的一些 

研究，有探讨社会支持的，有探讨个人特质的，但是缺乏从系统的角度来探讨农民工所生活的社会环 

境对其精神健康的影响，这使得现有研究对于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解释 

力不够。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迁移压力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 

有学者认为迁移伴随着生理、社会和文化的三种转变，其中生理转变，包括气候、饮食习惯等生 

活方式的转变；社会转变，包括社会身份、经济身份、地位、角色和社会关系的转变；文化转变，包 

括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的转变。这些转变会对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人是否能够适应这些变化，与 

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有紧密的联系。国内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认为迁移压力对移民精神健康有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移民压力越大，其精神健康状况越差。 

关于移民的迁移压力，不同学者的考察范围有所不同。何雪松等认为移民压力包括：经济与就业压 

力、文化差异、缺乏社交生活和人际冲突四个方面 。刘东认为移民面临的是生活压力、生活方式压 

力、情感压力、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五个方面 。黄富强 (Wong，F．IL D．)等认为移民面临四个方面 

的压力：生存议题、失落、文化差异和期望 。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压力主要是集中在迁移和 

工作两个方面，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压力主要表现在迁移感受、工厂体验、经济和就业压力 

三个方面。 

(1)迁移感受与精神健康。迁移感受主要是指个体迁移后在城市中对于公平与否、排斥与否、 

日常生活环境和城市整体适应情况的主观判断，其与移民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 

实，比如：移民所体验到的歧视或者社会污名，均会给移民造成很大的压力，从而造成一些消极的心 

理状态，导致情绪低落、紧张和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失调。标签理论就直接展示了污名和消极社会态 

度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感受与其精神健康有关，由此形成假设 1．1。 

假设 1．1：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与迁移感受有关，也就是说迁移感受越积极，其精神健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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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越好 。 

(2)工厂体验与精神健康。工厂体验是指个体关于工厂劳动权益保护和工厂管理体制的主观感 

受。工作场所的权益保护情况会影响个体的精神健康，比如：工作场所暴力、虐待和强迫与精神健康 

之间有紧密关系，工作场所暴力往往会导致个体抑郁、自杀等意念的产生 ⋯。郑广怀补充说明了其 

他的微观劳动权益，如工资、工时和劳动保护等与精神健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工厂体制也会影 

响员工的精神健康 。现实情况是，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状况普遍受到侵害，月平均收入不到 

900元 ，劳动保障水平极低 ，且面临的长时间工作、强制性加班等非人性化的工厂管理体制。由 

此形成假设 1．2。 

假设 1．2：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与工厂体验有关，也就是说迁移体验越积极 ，其精神健康状 

况越好。 

(3)经济和就业压力与精神健康。经济和就业压力是指个体由于经济和就业状况而感受到的压 

力。有研究指出，就业能够提供给个人：时间结构、社会联系、参加集体行动、地位和认同、规律的 

行为，而当一个人失业，那么这五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到其精神健康 。失业所造成的 

生活变化与精神健康有紧密联系，下岗职工中大约有61．32％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 。失业 

本身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失业使人们缺少了实现自己生活目标的能力，从而降低了对生活 

情形的控制感，这最终影响其精神健康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外出的动机主要是个人发展和经 

济取向的，所以经济和就业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至关重要。由此形成假设 1．3。 

假设 1．3：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与经济和就业压力有关，也就是说经济和就业压力越小，其 

精神健康状况越好。 

2．社会支持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 

社会支持主要是指亲属和新建网络关系的情感性和工具性支持。2O世纪 70年代，一些研究者注 

意到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对健康的作用，便开始了社会支持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者认为人们 

的社会关系无论对身体健康还是精神健康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 

接的，诸如提供食品、住房、工作、信息和精神慰藉等 。有学者强调了社会支持可以使得个人产 

生主观归属感、被接受感和被需要感 ，从而有利于个人建立健康的感觉和释放紧张症状 。农民工 

在流动过程中，无论是就业信息的传递，结伴寻找工作，还是职业流动，其关系网络的支持作用突 

出。由此形成假设 2．1。 

假设 2．1：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与其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有关，也就是说社会支持越多，其精 

神健康状况越好。 

三、研究设计 

1．精神健康概念操作化和指标体系 

本文共有三个主要概念：精神健康、迁移压力和社会支持。如表 1所示，三个概念是一级变量， 

它们形成了8个二级变量。本文中的变量关系是：表示精神健康的价值因子、生理和心理因子、精神 

健康总变量是因变量；表示迁移压力的迁移感受、工厂体验、经济和就业压力是 自变项；表示社会支 

持的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是 自变项；基本人口特征变量：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性别、工 

种是控制变量。 

2．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项研究的资料来源于中山大学蔡禾教授主持的 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 “城市 

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的调查数据 (05&ZD034)所做的调查。本文将年龄小于等于 26岁 ，职业 

为生产线工人、其他普工和技工和班组长作为筛选条件，选出新生代农民工个案 1116个，基本情况 

是 ：男性占45．6％，女性占54．4％；平均年龄为21岁；教育水平大多数为初中，占60．1％；未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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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与影响因素变量解释列表 

占88．7％；主要工种为生产线工人、其他普工、技工，分别占42．6％、28．6％和25．7％。 

四、结果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基本情况 

由表2可知，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 

康欠佳，有时会发生和经常发生的比率为79．5％和 

13．7％。新生代农民工经常面对的精神健康问题中， 

身心疲惫、前途茫然、觉得生活很艰难、感到很孤 

独和烦躁易怒分列前五位。具体看，生理和心理因 

子方面，精神健康症状有时发生和经常发生的比率 

分别为71．2％和 17．3％，主要体现为身心疲惫、烦 

躁易怒 和失眠三个方面，三者经常发生 比率为 

16．2％，11．1％和9．1％，这说明10％左右的新生代 

农民工精神健康的躯体化现象明显，应该引起我们 

的关注。价值因子方面，精神健康症状有时发生和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基本情况 ％ 

经常发生的比率分别为69．9％和11．6％，主要体现为觉得生活很艰难、感觉前途渺茫、感到很孤独和觉 

得自己很没用四个方面，经常发生比率为 13．7％、12．9％、11．6％和8．1％，这说明10％左右的新生代 

农民工价值感缺乏。 

2．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 

本文将迁移压力、社会支持和人口类型变量纳入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回归模型中 (见 

表3)。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主要受到其迁移压力的影 

响，具体是指迁移感受中的日常生活条件感受因子、公平因子、身份包容因子和工厂体验中的被扣工 

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有影响。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中的价值因子主要受到迁移感 

受、工厂体验、就业和经济状况的影响；生理和心理因子主要受迁移感受、工厂体验和政府支持的 

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结论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一定的精神健康问题，其中价值感缺失和躯体化表现最为明 

显，经常发生的比率均在 10％左右。影响因素方面，迁移感受和工厂体验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 

有显著的影响，社会支持的影响不显著。 

1．迁移压力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 

表 3的三个模型显示，迁移压力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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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迁移压力、社会支持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 

指标 变量 模型 1：价值模型 模型2：身体和心理模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模型3： 

系数 

综合模型 

标准误 

常数项 一0．663 0．213 —1．717 0．439 13．730 0．204 

控制变量 年龄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性别 (男 =1) 一 一 0．549 0．178 一 一 

婚姻状况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教育水平 一 一 0．117 0．042 一 一 

生产线工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迁移压力 迁移感受 日常生活条件感受 一0．269⋯ 0．076 一 一 一1．274⋯ 0。310 
城市适应感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公平因子 一0．274⋯ 0．076 —0．319” 0．089 一1．663⋯ 0．311 

身份包容因子 一0．268⋯ 0．069 —0．339⋯ 0．080 —1．620⋯ 0．283 

工厂体验 被扣工资 (是 =1) 0．446” 0．187 0．450” 0．213 2．201⋯ 0．471 

就业和经济状况 找工作容易度 0．129” 0．039 一 一 一 一 

工资水平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社会支持 政府支持 (有 =1) 一 一 一0．613” 0．243 一 一 

R 0．552 0．553 0．662 

注：”sis<0．05，⋯ Sig<O．01 

(1)迁移感受与精神健康。从模型3可以得出，迁移感受占了方程整体解释力的92％，也就是 

说迁移感受越积极，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迁移感受中日常生活条件因子、公平因子和 

身份包容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有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Et常生活条件感受越 

满意、公平感越强、身份包容度越高，其精神健康状况越好。由此，假设 1．1得到证实。 

(2)工厂体验与精神健康。表3显示，工厂体验中仅有被扣工资一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 

康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被扣工资的新生代农民工比没有扣工资的精神健康状况差，这主要与新生代 

农民工外出务工动机有关。虽然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为了实现自我才外出，但是新生代农 

民工向上的职业流动很少，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性动机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的主要动机，所以是否 

被扣工资对其精神健康有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工厂的管理体制和工厂的福利状况对新生代农 

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没有显著的影响。本文认为，这主要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环境有关。由于珠三 

角地区的工厂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厂，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造成新生代农 

民工对恶劣的工作环境的常态化处理，并没有意识到管理体制和低福利的不合理。由此假设 1．2得到 

证实。 

(3)经济和就业压力与精神健康。从模型3得出，经济和就业压力对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精神健 

康的影响不显著，但是找工作容易度对价值感因子有显著的影响。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 ，新生代农 

民工找工作感觉越容易，其精神健康状况越差。二者之所以成反比的关系，这可能与农民工的工作类 

型有关，杨全河和郭菲 (Yang，Q．H．and Guo，F．)认为农民工往往只能进入城市的边缘劳动力市 

场，大多数工作都是项目型的或者是季节型的。在低收人和低职业地位的工作中，职业的频繁流动是 

很普遍的 。工人的频繁流动并不会带来太大的再次就业的风险。但是这种持续的长期流动的后果 

往往会增强工人的弱势地位。也就是说，越觉得找工作容易的新生代农民工，其职业流动有可能越频 

繁，越会缺失归属感和位置感，而频繁的流动使其职业地位越来越低，从而对其精神健康造成不良的 

影响。由此，假设 1．3得到证实。 

2．社会支持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 

模型 3显示，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点与何雪松、赵延东的研 

究结论，即社会网络对身心健康具有积极作用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模型2中显示，政府支持与新 

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生理和心理因子之间有显著的影响，获得过政府支持的精神健康状况比没有获 

得的更差，这可能是因为获得政府支持的新生代农民工所经历的事情的严重程度比没有获得过的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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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假设 2．1得到否证。 

(二)讨论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迁移压力中仅有迁移体验和是否被 

扣工资有显著的影响，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并没有显著影响。之所以表现出与以往的 

移民研究的巨大差异，本文认为主要是与 “流动的劳动力体制”(migrant labor regime)有关。 

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是范芝芬 (C。Cindy Fan)在分析中国劳动力的制度和性别建构而提出 

的 J，是指国家继承了原来社会主义时期的制度遗产以强化其能力，强化了基于户口、籍贯、阶级 

和性别的差异，从而有利于获取农村劳动力的最大价值，这一体制通过户口建构机会，从而进一步的 

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区隔；国家在流动的劳动力体制的行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一方面形成了 

低工资、手工工作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另一方面吸引了工业和服务业的雇主和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渗透进相似的新兴经济体。流动性往往会造成农民工缺乏归属感和位置感，劳动的不确定性也是精 

神健康很重要的预测因子。本文认为中国是一个威权制的国家，政府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扮演着关 

键的作用，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是在户口体制的基础上，地方政府、社会和资本共同参与建构的产物，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就是这一体制下的结果。户籍制度不仅是涉及社会福利、城乡区隔、身份标 

识，更多的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陛和不确定性，而这种流动感和不确定感 ，使得城市将新生代 

农民工 “陌生人化”，工厂也因为流动性而不愿意将其纳入社会保险或者提供更好的职业福利，这些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由图 1可知，国家的户籍制度使得新生代 

农民工处于流动的状态，这造成了三种结果： 

城市社会排斥、社会支持被打破 (一方面打破 

原有支持系统，另一方面城市社会排斥和工厂 

用工环境阻碍了新关系的建立)、工厂恶劣的 

用工环境，最终使新生代农民工归属感缺乏， 

精神健康状况受到极大影响。同时，城市社会 

流 
，

，  城市社会排斥L 动 
．／ 』 ＼ 归 的 属 

感 -．4薯 疑 缺 I国家或政府卜__+ 劳 破 
／ 乏 动 力 

体 ＼ 工厂用工环境恶劣r， 
制 

图1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成因图 

排斥、社会支持被打破和恶劣用工环境又进一步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感。 

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欠佳，其中价值感缺乏和精神健康躯体化比较突出，这主 

要受迁移感受和工厂体验的影响，但是社会支持和人口特质对其精神健康状况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主 

要与国家、地方政府和资本共同编织的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有关，其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承受社会 

排斥、恶劣的用工条件、社会支持被打破的三种不利现状，进而建构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欠佳的 

社会事实。本文认为要想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需要在制度层面上推动其市民化进程， 

从而驱除其流动性，唯有如此才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工作权益的保护和社会支持网络的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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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户籍改革应以承 

认和尊重人的自由为理性基础，还原户籍管理的本来意义，变管理为服务，坚持 “人户实际结合” 

的服务原则，防止户籍制度成为权力部门 “搭车”的平台，最终实现户籍制度的单一性、服务性和 

信息化 目标。改革的核心是打破城乡界限、地区界限和城市界限，把户籍制度中的人口流动信息登记 

职能与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经济福利等权利分开，完善身份证电子信息系统，建立可移动的社 

会保障制度。从技术层面看，为防止出现政府短期内为所有流动人口提供服务而财力不足的局面，可 

为流动人口加入城市户籍设置梯度 “准人标准”，引导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实现城乡协调、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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