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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流动人1：7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澄清了当前社会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愿景。结果表明，新生代 

农民工问题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但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未来。文章最后给出了解决新生代 

农民工问题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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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fudy on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Farmer-turned M igrant W orke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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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ticle uses the survey data about dynamic monitoring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analys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generation farmer-turned migrant workers．Next some incorrect 

general ideas on this subject are clarified．And then future vis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farmer- 

turned migrant workers i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asic situation of different 

generation farm er-turned migrant workers has no essential change and there are no substantial 

breakthroughs in many important issues．At the end，we attempt to give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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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景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官员、研究学者和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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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段成荣 (1956一 )，重庆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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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始于2000年，之后随着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不断升温。在这期间， 

对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2010年中央 1号文件 

《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文件首次正式使用 “新生 

代农民工”这一提法，该文件明确要求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传递 

出中央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高度关切。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要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状况，就必须要从农民工的代际关系出发。从根本上理解，新生代农 

民工作为一个 “特殊”群体出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舞台上，主要是由于农民工的内部已经发生 

了变化。当前的农民工队伍已经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性的群体，在其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有些特征 

在不同代际的农民工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因此，代际差异的比较不仅是全面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 

基本状况，系统把握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必要途径，而且对于政府出台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也有重大 

的政策参考价值。 

已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研究的数量已经粗具规模，各种调查也为数不少，对于我们深入认 

识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差异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但多数研究在如下三个方面留有遗憾：①研究对 

象的界定模糊且各不相同。②污名化和标签化。新生代农民工动辄被贴上 “高消费、贪图享受、 

不能吃苦”等标签，甚至冠以他们 “犯罪率高”的污名，这种简单武断的结论无助于把握真实状 

况。③未考虑生命周期。年轻农民工逐渐取代年老农民工是代际更替的必然，并不是 “新”事件， 

而且由于所处生命周期不同，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经历的社会背景和发生的生命事件也不同，由此 

所产生的代际差异也是必然的。因此，这就要求我们非常慎重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发展状况 

进行价值判断。 

二、农民工的代际划分 

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新”在何处，首先要了解 “代”的内涵。不同学者对于农民工代际内 

涵的界定差别较大，具有代表性的有王春光和刘传江 J。本文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以2010年的中 

央1号文件为契机，试图提出能够被广泛使用的农民工代际划分标准。 

农民工的代际可依据 “出生年代”划分为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在2010年这个时点上，可 

以将 1980—1994年出生的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 (他们的年龄为 16～30岁)；将 1980之前出生的农民 

工细分为：1965～1979年出生的为中生代农民工 (他们的年龄为 31～45岁)和 1965年之前出生的 

为老一代农民工 (他们的年龄为46岁及以上)。这种划分代际的 “出生年代”标准是动态的，比如 

在 2020年分析农民工代际差异的时候就需要重新设定 “出生年代”的标准，但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年 

龄段依然可以保持这种间隔不变。 

另外，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0年5月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用该数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状况具有两点优势；首先是数据较新，之前的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尤其是大 

样本的数据相对较旧，不利于了解快速分化的农民工群体的最新状况；其次样本量达到1O万左右， 

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好的代表性。该项调查获得的是时点数据，反映的是 2010年我国农民工的代际差 

异，不能简单地推及到其他年份。另外，在使用时点数据进行比较的这三代农民工，指的是当前留在 

城里的 “存量”农民工，不涉及已经 “返乡务农”或者 “落户留城”的那些曾经的农民工。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 “新”特征 

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有哪些新特征呢?下文阐述该问题的视角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和中生代、 

老一代农民工的代际比较。 

1．规模不断增加，已占农民工整体的半壁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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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0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样本量共有 102598 

人①，其中 16～30岁的新生代占47．0％。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新生代农民 

工占34．6％。虽然不同的调查对于农民工的口径界定稍有出人，但是结论很明显：新生代农民工的 

规模增长很快，他们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这是我们认识和看待整个农民工 

群体以及新生代农民工时需要首先关注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2．受教育年限明显提高 

新生代农 民工的受教育年限有显著 

提高。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②达到 9．8年，而同期中生代和 

老一代分别只有 8．4年和 7．6年。仅观 

察教育年限的两端就可以看出，新生代 

的受教育年限提高幅度很大。他们基本 

消除 了文盲，未上学 的比例为 0．6％， 

表 1 不同代 际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构成 ％ 

而老一代则高达10％，中生代也有3．4％。就大学以上学历而言，中生代和老一代极少，但新生代农 

民工中大学生所占比例超过了5％ (见表 1)。 

需要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是纵向相对于中生代和老一代而言；若是横向和 

城市户籍人口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导致没有优势可言，他们的受教育年限低 

于城市户籍人口平均水平，更是远低于同龄的城市户籍人口。 

3．面临婚育的双重压力 

新生代农民工未婚 比例为 44．1％， 

而没 有结 婚 的中生代 和 老一 代 只有 

1．6％和0．8％。可见，近半新生代农民 

工面临着结婚这一重大的生命事件。 

已婚新生代农民工有 85％的人要抚 

养 l5周岁及以下的子女，其中抚养一个 

的占70．1％，抚养两个的占14．3％ (见 

表 2 按 15周岁及以下子女数量划分的 

不同代际已婚农民工构成 ％ 

子女数量 0 1 2 3 

14．9 70．1 14．3 0．7 

23．0 45．9 27．8 2．9 

86．4 11．1 2．2 0．3 

26．7 49．9 21．2 2．0 

4+ 合计 

0．0 100．O 

0．4 10o．O 

0．0 lo0．0 

0．2 1O0．0 

新生代 

中生代 

老一代 

合计 

表 2)。也就是说，已婚者占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半数以上，这部分群体大多面临着抚养后代的重任。 

已婚中生代农民工有77％的人要抚养 15周岁及以下子女，其中抚养一个的占45．9％，抚养两个 

及以上的占31．1％。有一部分已婚中生代的子女年龄已经超过 l5周岁，导致他们抚养 15周岁及以 

下子女的比例没有已婚新生代高，但他们抚养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比例明显高出已婚新生代，这说明没 

有结婚压力的中生代所面临的抚养后代的负担更重一些。老一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是几乎都已经结 

婚；不同的是，近九成的老一代农民工没有 15周岁及以下子女，这个群体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养老。 

新生代农民工和中生代、老一代不同的是他们正面临着婚姻和生育的双重压力。这种差异的产生 

主要是由于年龄的不同。不同代际的农民工处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生命周期，因此，所面对的生 

命事件也不同。 

4．就业期望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向制造业集中，从批发零售、建筑和农林牧渔这三个行业退出。表3显示， 

虽然不同代际的农民工大都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 (制造、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社会服务这 

① 利用该调查数据将农民工可以界定为：户口为农业，且 “就业状况”项目选择 “就业”、“操持家务”、“无业／失业”的流动人 
口，特此说明。 

② 平均受教育年限以本科以上为 16年，大学专科为15年，高中、中专为12年，初中为9年，小学为6年，未上学为 1年作为权重 
进行加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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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行业集中了老一代农民工的70．5％，中生代的77．8％，新生代的86．6％)，较之中生代和老一 

代，新生代一半以上集中在制造业，而他们在批发零售业的比重却相对下降了近 8个百分点。另外， 

值得关注的行业还有建筑和农林牧渔，农民工从这两个行业的退出趋势也非常明显，尤其是建筑业。 

老一代在建筑业的比例高达 13．8％，但是新生代却大量从这个行业退出，留下的比例仅为 3．3％。10 

多个百分点的下降背后隐藏着农民工对于就业期望的改变。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 

大量选择产业工人和商业 

服务业员工为职业，他们 

从事个体工商户、农业劳 

动者或无固定职业的比例 

却在大幅减少。近半的新 

生代农民工都是产业工人， 

比中生代的 35．9％和老一 

代的 32．4％要高出 1O多 

个百分点。新生代从个体 

工商户这类职业中退出的 

幅度最大，该职业所 占比 

例为 16．O％，而中生代和 

老一代则都 高达 31．2％； 

表 3 不同代际农民工的行业分布 ％ 

癸簧 责 §享 箍 
新生代 0．1 

中生代 0．1 

老一代 0．0 

合计 0．1 

O．7 0．9 8．0 

1．1 1．9 8．1 

0．5 1．1 5．8 

0．9 1．4 7．9 

5．4 16．O 19．9 

3．1 31．2 l2．1 

2．8 31．2 14．0 

4．2 24．O 15．9 

46．3 0．7 2．0 

35．9 1．6 4．9 

32．4 4．2 8．0 

40．6 1．4 3．7 

农业劳动者在新生代中的比例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从老一代的4．2％降至0．7％ (见表4)。 

再次，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的工作环境相对较好。以住房为例，新生代在单位雇主提供免费房居住 

的比例较之中生代和老一代高出 1倍，三者分别为 23．6％、11．0％和 13．9％。而且新生代的住房环 

境较之中生代和老一代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现住房用作经商或生产的比例低于 10％， 

而中生代和老一代为 15％左右；新生代住房中没有厕所的比例为 19．4％，也明显低于中生代 

(25．3％)和老一代 (30．8％)。 

四、新生代农民工的 “新”问题 

社会上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认识是 “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 

享受要求高和工作耐受力低。前两个方面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在上文已有论述，而享受要求高 

和工作耐力低是他们有别于中生代和老一代的 “新”问题吗?下文将从工资水平、消费观念、工作 

耐力和保障程度四个方面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到底存在哪些 “新”问题。 

1．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总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低于中生代，高于老一代。新生代平均月收入为 1660元， 

中生代与之相比要高 140元，老一代则要低 1 10元。这和中生代兼具年龄、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的优 

势有很大关系。虽然新生代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但由于工作经验的限制，他们的工资水平并不高。 

从农民工集中的四大行业分别看，制造业和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月收人水平和总体趋势基本一 

致，中生代高于老一代和新生代；在批发零售业则是老一代的收入高于中生代和新一代；而在社会服 

务业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水平优势明显。 

2．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 

节俭依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从表 5中可见，中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月生活消费支出最高，为 

1777元；其次是老一代，为 1590元；新生代最少，为 1441元。这和他们的收入差异类似，收入较 

高的群体消费较高。 

· 】9· 

万方数据



 

从消费结构上看，新生代在衣 

着及 日用品上的花费稍微高出中生 

代和老一代；而在食品方面明显偏 

低。由于收入不多，新生代并不太 

注重吃得如何，将食品费用压缩后 

用来提高在衣着及El用品上的花费。 

表 5 不同代际农民工家庭月生活消费支出 元 

注：调查中由于缺乏农民工个人的生活消费支出数据，此处用在现居住地的户 

计算恩格尔系数可知，新生代更趋 数据中“与被访者关系”为“本人”的数据代替个人数据，通过比较二者其他特 
向于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而老一 征，差别不大。 

代则与农村居民的消费类似。这种消费结构的代际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代际农民工所处年龄阶 

段的反映。新生代相对年轻，对于衣着及 日用品的消费偏重也在情理之中。 

新生代并不奢侈，他们绝不是高消费群体。就休闲娱乐费用看，新生代差不多是中生代、老一代 

的2倍。但若看总量，新生代每月用于休闲娱乐的费用平均只有 116．5元，中位数仅为 78元。和同 

龄城市户籍人VI比较，新生代即使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发生了稍微的变化，但他们仍然继承了中生代 

和老一代省吃俭用的传统，消费水平处于较低水平。 

3．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耐力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有事可做。调查中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分为三类：就业、操持家务、无业 

失业。新生代与另外两个代际的农民工差别不大，无业失业所占的比例都非常低。新生代男性的在业 

比例高达98％以上；女性的在业比例虽然低一些 (81％)，那只是因为还有 16．5％的女性在操持 

家务 

其次，吃苦耐劳仍然是新生代 

农民工的本色，尽管未必完全自愿。—————— l_ 曼 生 
从工作时间看，农民工的劳动强度 

超高的状况没有得到缓解。当前， 
一 些媒体舆论认为他们抛弃了中生 

代和老一代能吃苦的传统，工作耐 

力在下降。表 6显示，新生代与中 

生代、老一代比较，工作时间发生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他们每周工作的时间超过6天，而且每天工 

作的时间平均为l0个小时。由此可知，新生代农民工并不 “娇气”，他们照样能吃苦耐劳。 

4．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障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的合同签订情况有所改善，但仍然不理想。《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 

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明确要求，要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所有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都 

必须依法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而新生代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仍有 31．1％，比老一代 (45．7％) 

和中生代 (39．5％)有一定幅度下降，但是距离 《意见》的要求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个体户、 

工商户未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畸高，新生代和中生代分别为61％和65％。如何在这一类型 

的单位群体中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值得深思。 

其次，就工伤、失业、生育三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保障程度而言，新生代较之中生代和老一代有一 

定的提高，但是绝对水平仍然很低。以农民工没有制度和政策障碍的工伤保险①为例，新生代还有 

70％不能享有；至于另外的两险一金，新生代不能享有的比例也都高达90％以上。 

表7显示，对于城镇提供的社会保障而言，新生代在享有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当地政府为农民工 

建立的医疗保险方面要稍好于中生代和老一代，就城镇职工居民医疗保险来说，整个农民工群体都未 

① 根据我国 《工伤保险条例》第 2条和第61条规定 ，我国境内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都有权利享有工伤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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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享有。而对于农村提供的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生代享有的 

保障程度还不如中生代和老一代，尤其是 

享有农村养老保险的比例还不到 10％。 

新生代农民工在流人地城市能获得保 

障的程度很低，但又脱离了农村的社会保 

障体系，这样使得他们处于城乡的夹缝之 

表7 不同代际农民工享有不同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比例 ％ 

中。《意见》明确要求，要积极稳妥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的解 

决需要更加积极，更加稳妥。 

五、新生代农民的 “新”未来 

规模巨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到底是融入城市还是退回农村，抑或是在城乡边缘生存，相比于中 

生代和老一代，他们会有一个 “新”的未来吗? 

首先，他们大多不想回乡。那些想回 

“乡”的新生代不是 回 “乡下”而是 回 

“家乡”，他们不想回去 “务农”而是想 

“务工”，他们的未来不是 “农”，也不是 

“农民工”，而是 “工”。八成左右的农民 

工没有打算返回户籍所在县市区就业，但 

是较之 中生 代和 老一代 (19．4％ 和 

18．6％)，新生代打算返乡就业的比例 

(23．7％)稍高。但是新生代回去的 目的 

地并不是农村。 

打算返乡就业的农民工中，六成多新 

生代希望在户籍所在县市区就业，还有二 

成多希望回乡镇街道，而希望回到农村的 

只有一成多 (见表 8)。老一代与之存在 

表 8 不同代际农民工返乡就业的居留地比例 ％ 

表9 不同代际农民工的返 乡就业的工作形式构成 ％ 

巨大差异，他们一半以上希望回农村，1／4希望回户籍所在县市区，还有不到 1／4希望回户籍地乡镇 

街道。打算返乡就业的农民工在从事何种工作方面也存在较大的代际差异。新生代中有近六成希望去 

经商做买卖，还有二成希望去企业做工，而想去务农的只有 7％；与之对比强烈的是返乡的老一代， 

他们只有二成希望去经商做买卖，一成多希望去企业做工，近半则希望回去务农 (见表9)。 

表 10显示，75％的农民工不想 “农转非”，这么高比例的农民工不想获得非农业户口，这和我们 

的惯常看法并不一致。考察不愿 “农转非”的原因，新生代认为 “城市户 口没有太大作用”的比例 

最高，认为 “城市房价太高”所占的比例也相对较高；中生代和老一代则是想 “保留土地”占绝对 

优势，高出新生代 10多个百分点，这也反映出新生代的困境：不想回农村，而城市并没有接纳他们。 

而对于那些希望 “农转非”的农民工而言，近半的农民工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子女教育升学。对于 

新生代和中生代来说，他们的生命周期处在抚育后代的阶段，他们都将子女教育升学作为希望 “农 

转非”的首要原因，其所占比例远超其他原因。而在农民工选择落户的目的地方面，新生代更多地 

希望把户口转移到大城市，“户籍地省会直辖市”、“户籍所在省其他大城市”、“其他大城市”这三 

者的比例加起来近70％，稍高于中生代和老一代的66％和61％。现实的情况是，虽然 《意见》要求 

“大城市要积极稳妥地解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户籍问题”，但是，许多大城市面向农民工放开落户条 

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新生代是否能有 “新”的未来和这个过程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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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不同代际农民工不愿 “农转非”的主要原因构成 ％ 

原因 磊 萼 原 保 其他 
新生代 28．0 

中生代 38．0 

老一代 44．2 

合计 33．8 

2．0 

1．2 

1．4 

1．6 

29．9 

27．7 

22．9 

28．4 

六、结论和建议 

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内部的代际转换和更替不会停止。年老的农民工逐渐退出这一行列，或返 

乡或留城；年轻的后备力量源源不断地离开农村，进城务工。这一 “吐故纳新”的过程会伴随我国 

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如何看待新生代农民工的 “新”状况 ，我们有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确实存在一些新特征。他们已经占到农民工群体的半壁河山；教育水平提高 

非常明显；同时面临着结婚和抚养后代的双重压力；他们选择的行业、职业都体现了这个群体的就业 

期望有所提高。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这些新特征的出现存在很大的必然性。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源于社会发 

展导致他们所处环境的变化；二是源于不同代际农民工自身生命周期及所面临的生命事件的不同。 

第i，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强调，并不是由于他们出现了 “新”问题或者问题更为严重。 

从根本上讲，新生代农民工终归也是农民工，相比于其他农民工，他们的基本状况没有发生本质性的 

变化：工资水平并不高；消费观念也不强；社会保障程度仍然较低；他们仍然是吃苦耐劳的一代。 

第四，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需要一个 “新”的未来。和中生代及老一代不同，他 

们大多不想回乡；那些想回 “乡”的也不是回 “乡下”而是回到 “家乡”；他们不想回去 “务农” 

而是想 “务工”。而现实中七成多的农民工却又不想 “农转非”，新生代多是因为城市户口没有用处； 

而愿意 “农转非”的新生代则多数希望进入大城市，而且子女教育升学是主要原因。 

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切实贯彻 《意见》精神，积极稳妥地推动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进程，正确看 

待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着重考虑以下问题。 

(1)加强有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的调查和研究，为解决农民工相关问题提供基础信息。 

(2)在更准确的调研结果形成之前，不要过早给新生代农民工下结论，不宜随意给新生代农民工 

冠以 “娇气”、“奢侈”等头衔，这样做不利于真正解决相关问题。 

(3)新生代也好，老一代也好，《意见》里所定位的农民工面临的诸多方面问题，依然存在，并 

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要继续确立 《意见》强调的农民工问题的长期性，不要因为强调 “新生代”问 

题而冲淡了农民工问题本身的实质。 

(4)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关键是要进行实质性的改革，给人们带来实惠，否则，70％以 

上的农民工并不希望农转非，其中很大的比例是因为城市户口 “没有用处”。而这不利于国家的整体 

城市化战略。 

(5)尽管我们希望农民工能够到中小城市落户，但是，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的选择却是大城市。 

二者之间的矛盾需要得到重视。加快建设一批大城市 (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应该作为城市体系发 

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6)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一直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其中，教育尤其 

突出。要尽快加快教育体制的改革，否则 ，它不仅仅妨碍教育公平的实现，还成为妨碍城市化、现代 

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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