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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社会调查  序

我们都很熟悉毛泽东于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

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31年4月2日

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做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

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

同样没有发言权。”a

用客观的态度来观察、描述社会事实是社会研究者的基本

职责。作为学者要想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人类社会，要想科学地

分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基础结构、内在矛盾和演变规律，

他的研究工作中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需要对社会的实际

情况进行调查。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一般注重读书，而不重视社

会调查。他们主要是通过读《经》(指以儒家为代表的经典)和

《史》(指各朝各代的史籍和史论)来学习有关社会的知识。读

《经》是为了学习社会规范和如何认识社会，读《史》是为了

a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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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而对于通过实地社会调查来了解、分

析、认识社会，古人一般是比较忽视的。无论哪朝哪代，博引

圣贤书是证明自己学识和为官资本的基础，也正因为有这样一

个基本思路，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带有浓厚的思辨

的人文色彩，而缺乏今天我们所说的带有实证性的社会科学的

精神。

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问题，重视经验研究，注重实地调查研

究，这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学术传统之一。

中国的历史多半是朝代兴亡的记载，很少注重民间生活

的事实。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和现实生活中聚集着大量有生

命力的成分，这些才是真实存在着的活生生的中国社会，中国

人的社会。因此在要研究中国社会，第一步，也是不能绕过的

一步就是对现时社会的调查和分析。社会调查不仅仅可以被

我们用来检验西方的理论、方法、观点是否适用于中国，也是

中国学者鉴别本国文献、认识本国国情的必由之路。晏阳初先

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主持定县调查时就说过“社会科学和自然

科学不同，不能依样画葫芦般的抄袭应用。必须先知道中国社

会是什么样，然后始能着手于科学的系统之建设。因此我们希

望本会的社会调查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之研究有其贡献，以中

国的社会事实一般的学理原则，促立中国化的社会科学”。尤

其要“随时研究如何先建设起来中国的社会调查之整套的学

术”a。

1979年社会学研究恢复以后，社会学研究者立刻就把目

光集中在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调查和对社会转型与变迁的研究

上。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恢复之初曾多次要求社会学的研究人

员和学生，要将中国由传统的乡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的过程

a 《晏阳初全集(1)》，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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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下来、分析清楚”。中国老一辈的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学

与当代中国社会实际的密切联系，认为中国的社会学是“密切

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

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有决定性的作

用。社会的实际问题要求我们运用各种调查方法了解社会，比

如对人口、资源情况的统计技术早在两千年前就开始使用了，

而对社会现象的实地观察则更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如影相

随。然而，只有在自然科学诞生之后，社会调查方法和技术才

真正具有了“科学”属性。

自然科学中关于研究者应持客观立场的原则，关于建立

变量间因果关系模型的思想等等，都对以社会调查为基本手段

的社会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正是一系列来源于自然科学的思

想和原则使得社会调查方法和技术超脱于一切实用目的之上，

成为研究社会的科学方法，使社会研究摆脱了仅仅依靠文献考

据、哲学思辨和个人体验的前科学状态，进而使得对社会的研

究也成为科学的一个类别。

社会学所运用的各种调查研究手段有许多是来自数学，或

更精确地说是来自统计学。在计算机和网络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必

需品的今天，统计方法在社会调查研究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

人类学一向就是社会学的近邻，人类学中的参与观察和访

谈恐怕是社会研究中最古老、最通用、最易实施的调查手段。

这些被人类学家用于考察原始民族文化的研究手段也常常被社

会学家用来考察文明社会。社会学中许多著名成果都源自参与

观察和访谈的深度调查。

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者正在亲身经历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和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关键历史时期，经济社会改

革、发展和快速的社会变迁把很多亟待认识和解决的问题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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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前，如三农问题、城镇化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老龄社

会问题、社会治理问题等，都需要我们进行大量扎实、深入的

调查研究，都需要我们在运用科学规范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供

有价值的信息，都需要我们为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社

会研究的进步贡献出一砖一瓦。

我们的口号是：

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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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调查报告

段岩娜

2012年年末，云南省总人口达4659万人，其中，城镇人

口1831.5万人，全省城镇化率达39.3%a，同期全国城镇化率

52.5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27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

云南城镇化率力争年均提高两个百分点左右b，力争“十二五”

期间每年实现120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c。截至2012年年

底，云南省农业转移人口总数达718万人d，这些农业转移人口

成为云南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在城市的适

应及融入情况怎样？影响其城市融入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促进其

融入城市？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帮助这些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社

会，将该群体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使其能够在城市安居乐

业，既是公民权的要求，也有利于从宏观上刺激居民消费和拉动

内需，为云南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看，农

a 云南省统计局，2012年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yn.gov.cn/TJJMH_Model/newsview.aspx?id=2204492

b 云南省十二五发展规划。

c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大城乡统筹力度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城镇

居民的意见，云政发[2011]188号。

d http://finance.yunnan.cn/html/2013-02/25/content_26293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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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转移人口无法融入城市社会，缺乏归属感，一旦遇到经济周

期波动无业或失业，又无法获得相应的保障和救济，很容易出

现“自我救济式犯罪”，有可能演化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a

从社会学视角看，社会融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动地

与特定社区中的个体与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

动过程。本文以在昆明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b为研究对象，通

过对影响其城市融入的三大难题进行深度分析，探析新生代农

民工的融城之策。

一、 新生代农民工概况与基本特征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

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新生

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

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

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

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了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

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

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c。总之，这个群

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一）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

a 转引自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载于《社

会》，2012年5月。

b 本文所用概念为“新生代农民工”，意指出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户籍在农村而在城镇就业的人群的统称。行文中在引用相关文献中，

会遵照原文概念用“新生代农民工”或者“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

说法。

c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2010年6月21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21/c_12240721.ht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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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013年4月1日，一份来自昆明市总工会为期两个月的抽样

调查报告显示：昆明近150万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有近90

万，三十而立的80后、二十出头的90后正在成为主力军a。

（二）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

中刚毕业年龄。

共青团云南省委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

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

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

只有16岁。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

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

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

经历。

（三）超过80%的人未婚。

根据2010年共青团云南省委对在昆明就业的新生代农民

工的调查显示：从婚姻状况看，已婚的占16.4%，未婚的占

81.5%，这意味着，这一群体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恋爱、结婚、

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以上已成

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

民工问题不可忽视的方面。

（四）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

高。

从文化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程

度的比例为24.6%，比老一代农民工的15.8%高出8.8个百分点。

a 《昆明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载于《昆明日报》2013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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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为61.6%，比老一代农民工

的57.9%高出3.7个百分点。

（五）在社会服务业、餐饮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

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中58.2%从事社会服务业，21.2%从

事餐饮业，2.1%从事建筑业，而老一代农民工中，社会服务业

占28.9%，餐饮业占21.1%，建筑业占10.5%。这说明，相对于传

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

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六）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或者自小就跟随父母移

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

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

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

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77.4%

的被访者在老家没有承包责任田，21.2%的被访者没有从事过农

业劳动，在外打工时间1年以下的被访者占30.1%，1年至3年的

占51.5%，3年至5年的占14.4%，5年以上的占3.4%a。

（七）外出不只是为了打工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改变生

活，向往城市生活。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原因中，需求个人发

展占44.5%，老一代农民工占23.7%。这说明，外出务工更倾向

于自我发展。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面临的三大难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

a 共青团云南省关于云南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调查报告，2010年

11月。豆丁网：http://www.docin.com/p-111960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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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偏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

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

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

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较低、务工地房价高

2010年共青团云南省委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从事

服务业的占58.2%，餐饮业占21.2%，其他零星分布于制造业、

建筑业、批发零售业等。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职业还是以低技

能、低学历要求的服务行业为主。

昆明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1500元以上的仅占29.7%，1000

元至1500元的占43.4%，500元至1000元的占26.4%，还有0.5%

的每月收入为500元以下。41.7%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收入不够

用，44%的能基本维持生活，仅有6.4%的有富余能寄钱回家或储

蓄，还有7.9%的需要家里补贴才能生活a。

根据共青团云南省委的调查，从居住状况看，63.1%的

被访者是自己租房和与人合租，由雇主或单位提供住宿的占

32.2%，自己购房的占3.4%。从近几年农民工居住情况的变化

看，在宿舍和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而与他人

合租住房的比例呈上升态势。

和老一辈农民工比起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经济融入能力

在逐步提高，但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

依然较低，两者在就业、收入、住房水平上仍然有明显差距。

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就业方面，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多

为临时工、短期合同工和个体私营行业，多为务工型非正规就

业。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从事的多为城市居民不愿意从事的

脏、累、险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多为低收入、高强度、时间

a 《昆明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载于《昆明日报》，2013年4月1日。

http://www.docin.com/p-111960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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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高风险的行业。在经济收入水平上，根据统计资料显示，

2012年昆明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5094元，月平均

工资为3758元a。大部分农民工的收入仅占城市职工平均工资

的30%左右，如果把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社会福利一起计算，

那样差距会更大。同期昆明的住房均价是7300元/㎡。在居住

方面，租房、住工棚或集体宿舍成为绝大部分打工者的无奈选

择。“居无定所”成为这部分群体生活的真实写照。住房问题

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发展面临的第一大难题。

（二）受户籍制度制约，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突出

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

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

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调查显示，子女教

育成为已婚新生代农民工最关心和最希望解决的第二位问题，

超过半数人为此忧心。“打工，说到底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将

来”，是大多数农民工的心声。子女教育问题突出表现在入学

难和上学成本高。截至2009年年末，义务教育阶段在昆明市就学

的农民工子女已达17.78万名，其中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有9.88万

名，占55.6%；在民办学校的有7.9万名，占44.4%b。公办学校毕

竟吸纳能力有限，新生代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后上学的大多进

入农民工学校，不仅收费较低，而且不设身份、考试成绩等门

槛，可随时插班、转学，但是这些学校普遍存在教学硬件和软件

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比。一位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表示，学校经费

主要依赖学生学费，国家和地方财政又很难顾及到，可低廉的学

费也导致了学校没有资金投入硬件更新、聘请和留住优秀教师，

而且农民工子女大都学习成绩和学习习惯差，又缺乏家长的辅

a http://cn0874.com/article/dewtails/1065

b 《昆明市农民工子女就业有保障》，载于《云南网》2010年9月10日。 

http://yn.yunnan.cn/html/2010-09/06/content_13337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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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需要老师补课和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他们的考试成绩依然和

城市孩子有差距，而主管部门对老师的教学评估却和其他公办学

校一样，导致学校对老师的评估激励很难。

只有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入学机会上的均等，在接受教

育过程中受到与本地学生相同的对待，才能促进农民工子女的

教育融入，进而促进其在城市的融入，因为农民工融入城镇可

能需要两代甚至三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三）婚恋问题

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离乡土更远，却未必距城市更

近。城市经历使他们的婚恋观更加现代，但缺乏相应的社会环

境支持。调查显示，他们在恋爱问题上面临诸多障碍，如：收

入低、工作时间长、居无定所、交际面窄等。在婚姻生活中也

面临诸多问题，如：没有合适住房、子女入学难、费用高，家

庭收入低、缺乏社会保障等。

“在老家跟我一样大的，孩子都满地跑了。”30岁的段

杨明至今形单影只，没有房，让段杨明的心始终定不下来，更

谈不上交朋友。“今天在这里干，明天在那里干，谁跟啊”，

“现在的社会没有房，没愿意跟你啊？”段杨明说得很直白。

在昆明一家连锁美容院打工的李富静24岁了，中专毕业后，她

选择留在省城发展，一晃几年过去了，却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

对象。“关键是圈子太窄。”李富静说，为了多挣点钱，经常

加班，累得没时间、精力去谈恋爱。

三、新生代农民工融城意愿与身份认同

从主体性视角看，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城意愿也对其城市融

入有重要影响。认为自己难以融入城市的原因中，59.6%的被

访者认为是机会不平等，44.5%的被访者认为是得不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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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的被访者认为是自身条件不足。有56.2%的被访者表示以

后愿意定居昆明。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强的融城意愿，同时

也面临难以融入城市的障碍。

表1  新老农民工社会融入态度对比表a

项目

老一代 新生代

频率
有效百分比

（%）
频率

有效百
分比

（%）

对自己所
在城市的

看法

十分喜欢 11 28.9 26 17.8

喜欢 25 65.8 115 78.8

不喜欢 2 5.3 5 3.4

对自己现
在的生活

状况

很满意 4 10.5 26 17.8

基本满意 30 78.9 86 58.9

不满意 4 10.5 27 18.5

很不满意 0 0 5 3.4

感觉自己
与城市里
的其他工
作者有区

别吗

区别很大 22 57.9 51 34.9

区别不大 12 31.6 88 60.3

没有区别 4 10.5 7 4.8

您认为城
市人对外
来务工青
年的看法

是

大部分较客观、
平等对待

10 26.3 41 28.1

少部分较客观、
平等对待

8 21.1 61 41.8

少部分看不起、
排斥

11 28.9 26 17.8

大部分看不起、
排斥

9 23.7 18 12.3

您认为外
来务工青
年融入城
市的主要
困难是

没有归属感 13 34.2 41 28.1

机会不平等 21 55.3 87 59.6

得不到承认 16 42.1 65 44.5

自身条件不足 10 26.3 61 41.8

a 共青团云南省委：《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调查报告》，2010年
11月。豆丁网：http：//www.docin.com/p-111960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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