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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综合素质

现状及提升分析 ①

乐华彬
（桃源县委党校，湖南 桃源４１５７００）

摘　要：农民市民化是人口城市化的结果和目的，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综合素质
的提升关系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顺利推进与成效。我国农民工目前的综合素质现状还很堪忧，综合素质的提升还需要

国家、政府、社会与农民工自身等多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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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概念，目前，在我国公共语
境中，“市民”概念大多被指称为城市居民，即拥有城市户

籍的居民。农民工市民化，就是让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一

个过程，实质在于其思想意识、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本质的

转变。人口素质是衡量民众群体质量的集中体现，它包括

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三个方面。在

“农民”与“市民”两个群体属性差异上，科学文化素质的差

异表现最为强烈，也是农民工市民化首先面临的挑战。只

有当农民工的综合素质提高以后，才会逐步带来思想观念

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并不断适应市民化的内在要求。

一　目前农民工综合素质现状
１．思想道德素质现状
我国８８％的农民工的年龄在１８～４０岁之间，约５０％

以上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农民工在城市经济建设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人力资源，但由于对

他们极少的关注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失，致使农民工问题

突出，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农民工也曾试图通

过自助、互助等手段寻求生存和发展的路径，但收效甚微。

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获得成功，大部分只能艰难地生存于

城市生活、城市文明的边缘范围。这些地区治安往往很

差，甚至成为各种帮派团伙犯罪、黑社会势力的温床。农

民工的违法犯罪率较高，据有关资料显示，农民工犯罪主

要表现为盗窃、抢劫、斗殴、伤害、强奸、杀人等。故而，在农

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关注农民工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加

强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是重中之重。

２．科学文化素质现状
我国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的程度很不乐观，农

民工的整体素质偏低。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４年的调查数据显
示：在农民工流动的就业人群中，文盲占２％，小学文化程
度的占５％，初中文化程度的占６５％，高中文化程度的占
１２％，中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占５％，这说明农民工的总
体文化程度偏低，文化程度低下。国务院研究课题组在探

索农民工文化素质时认为，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有不断提高

的趋势，但提高的速度很缓慢。目前有学者经调查研究认

为：（１）我国农民工的文化知识狭窄，２６％的农民工缺乏基
本的法律常识，４８％的农民工对自然科学常识了解不多。
（２）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单一，６５％的农民工不上网或极少
上网，上网人数中也只有１８％是为了获取信息。（３）农民
工的闲暇生活方式单调无聊，选择看电视的占６７％，选择
继续工作挣钱的占２９％，还有部分农民工选择喝酒、赌钱
等。科学文化素质是人全面发展的核心，提升农民工科学

文化素质水平不仅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求，更是农民工市

民化的内本质在需求［１］。

３．身体素质现状
身体素质是劳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身体素

质会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些生活环境的变化，

对农民工的身体素质有很大的影响。工作性质、医疗、精

神压力等是影响农民工身体素质的重要因素。（１）农民工
从农村来到城市，面临着工作性质、劳动强度、居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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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氛围、家庭矛盾、子女教育、身体疾病等问题的改变，

导致了精神压力的加大，这些精神压力会影响到农民工的

身体素质，影响到农民工的劳动素质。吴晓刚、郭保生经

调查研究认为，有９４．６７％从事技术工作的农民工认为工
作压力对身体素质造成了影响，有７６．６７％两地分居农民
个认为家庭压力对身体素质造成了影响，有８１％的农民工
认为本人就医难，有９５．２５％的农民工认为医疗压力对身
体素质造成了大的影响［２］。（２）为了能够多赚钱养家糊
口，很多农民工不得不加班加点，延长工作时间；亦有很多

选择劳动强度大的工作，长期超负荷。长期的延长工作时

间和超强度的劳动，使他们的身体素质受到了一定的影

响。（３）农民工的劳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
是在一些矿山、纺织厂、煤场等企业的工作环境很不好，有

些企业的工作环境根本达不到国家安全环保工作的要求，

致使一部分农民工得了职业病，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体素

质。有些地方的农民工素质在不断下降，有些还在不断恶

化。我国要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就要大力提高全民

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提高全民的劳动生产力。提高农民工

的身体素质不仅是科技发展的需求，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

一个重要步骤。

二　农民工综合素质提升分析
作为城市暂住人口的农民工构成了一个数目庞大的

新市民群体，其生活环境从农村转到城市，但环境的改变

并不能代表该群体综合素质的转变，因此，为了使新市民

与城市文明之间达成和谐和平衡，顺利推进农民工的市民

化进程，需要新市民群体、政府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１．激发农民工道德素质的积极化
农民工道德素质是指农民工在处理自己与他人、自

然、社会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道德特征和道

德倾向，它是在一定社会生活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教育与

管理，在农民工积极能动地从事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它的

构成要素包括农民工道德认知、农民工道德情感、农民工

道德意志和农民工道德行为四个要素。在我国农民工中，

积极的道德认知与消极的道德认知并存，丰富的道德情感

与薄弱的道德意志并存，规范的道德行为与失范的道德行

为并存。农民工道德素质偏低的情况决非一朝一夕形成

的，而是农村长期落后状况的深刻反映。因此，解决农民

工道德素质偏低的问题需要从国家、农村以及城市各个角

度，加强对农民工的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促使他们的道

德认知积极化、道德情感丰富化、道德意志坚强化和道德

行为规范化。

２．重建和增强农民工的认同感
农民工从农村暂时迁移到各类城市，他们在城市居住

与工作，大多有明确的定居倾向，但无法获得正式的城市

户口，被称为“外来人口”、“外来人员”，但用得最多的则

是“农民工”。在目前中国，农民工人口规模相当大。随着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占农村土地的力度越来越大，

城郊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数量极大的失地农民，生活在城

市的边缘，在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又享受不到

有关政策，因而，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经历着一个

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角色转换，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农民工的

认同危机：（１）自我身份的认同。作为农民，他们失去了赖
以生存的土地；作为市民，他们又没有与市民竞争的技艺，

从而导致压力倍生，精神生活空虚。（２）思想观念的迷惘。
城市文明对农村文明的浸润导致农民工的思想信仰、道德

标准和生活方式发生诸多改变的同时，也使其产生了很多

的困惑迷惘。（３）行为选择的非理性、过激化。当切身利
益得不到很好解决时，农民工容易产生对政府的信任危

机，会以非理性的集体的方式如围堵政府、集体上访、罢工

等表达他们的诉求，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国家与各

级政府应端正工作态度，尽量规避农民工认同危机的出

现，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民工思想观念的重塑与

整合，为其市民化创造良好的思想条件［３］。

３．重视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问题
中国农民工的数量一直在稳定增长，农民工的主体由

农村青壮劳动力构成，并且他们越来越显示出留居城市的

倾向。农民工夫妇携子女在流入地居住、生活已成为当前

流动人口的主要特点。且农民工随迁子女继父母第一代

农民工后亦成为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大多成长甚至出生在

流入地，长大后一般都不再愿意回到父母的祖籍而选择继

续居住在城市。因此，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不仅是构

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也关乎着农民工随迁子女在

城市社会融入的最终成效，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不可忽

视的一个重要课题。迁入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兼顾

不同年龄段农民工子女的不同需求，抓住不同年龄段农民

工子女的需求重点。舆论媒体应当进行积极的引导，形成

良好的风气，迁入地学校应该积极吸纳他们入学，社会组

织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农民工自身也要自立

自强，努力工作，为子女的学习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农民工子女更要积极融入城市生活，乐观向上，积极进取，

摒弃自卑心理，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拉近与城市同

学的距离，与同学友好相处，共同进步［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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