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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困惑、文化认同与心理重构
———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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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师范学院 教育系，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引导农民工转变为城市人口并融入城市，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城市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农民工面临的生存、心理、职业、社会、政治等发展困惑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城
市融入本身是破解困惑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最终诉求。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规律和方向进行探讨后明确农民工
城市融入的本质是城市亚文化认同，实现的关键是进行适应城市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亚文化
的心理重构，才能促进农民工走出城市融入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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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劳动力进

入城市。据权威机构统计，全国农民工总数约 2． 3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

1． 5 亿人［1］。引导农民工在城市集聚并转变为城市人口，以发挥城市经济的规模

效应，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事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的大局，是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

民工进入城市，开始了城市融入的过程。但“农民工”称谓本身反应了生活在城市

又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乃至成为市民和农民之间的“边缘人”状态，决定了农民工

的城市融入过程必然是一个艰辛、漫长的过程。面对相对陌生复杂的城市环境，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必然要经历一系列的发展困惑，努力认知、悦纳并最终认同城

市亚文化背景中的各种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还要和城市原住民一起经受全

球化时代五光十色的多元文化观与价值相对主义的诱惑，进行符合城市居民角色

行为的心理重构，才能真正融入城市，对促进城市化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作出贡献。
一、发展困惑: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

总体上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更多停留在经济融入的层

面，即追求基本的生存适应状态，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无法真正融入现代

城市文明，有沦为城市“边缘人”和二等公民地位的危险。在户籍制度、就业歧视、
社会认可度、教育程度、社会保障等多重压力下，特别是在生存、职业、社会、政治等

发展领域面临困惑的情况下，再也无法感受在农村生活时的那种公平、淳朴、自尊

以及由此带来的自豪、荣耀和幸福，容易产生自卑、焦虑、抑郁、偏执等心理问题，严

重阻碍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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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存发展的困惑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基本生

存条件不断转换升级，从温饱型全面过渡到小康型，

并逐渐向富裕型过渡，在饮食安全、住房条件、健康疗

养、教育程度等基本生存条件方面都得到全面改善和

发展升级，为城市居民带来安全、舒适、营养、自尊和

幸福。农民工怀着对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强烈渴望，

怀着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告别

故土踏上到城市的谋生路程。但生存发展的现状令

农民工感到困惑: ( 1) 农民工收入增长缓慢，基本生活

条件改善艰难。由于受本身素质、就业观念、就业政

策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从事的多为城里人不愿意干

的劳动密集型的蓝领工作，如制造、建筑、零售、物管、

保安等，工资待遇偏低且增长缓慢［2］。另一方面，城

市生活的吃穿用行、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成本快速

提高，很多新型消费诉求在收入较低的农民工身上很

难实现，使绝大多数农民工成为城市的过客或到处漂

泊的群体。( 2)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条件没有得到根本

改善。农民工多为自谋职业，从事的工作往往为非正

规部门或非正规性岗位，可替代性强、稳定性差、职业

地位低。农民工的工作性质决定了社会保障极差，甚

至连基本的劳动标准都达不到，如最低工资、带薪休

假、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 3) 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平

等的子女受教育机会。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具

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工子女不能享受城市学校的免费

教育，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插班费、赞助费、借读费才

能入学。农民工子女虽可上打工子弟学校，收费较

低，但管理松散、设备差、师资弱。虽然个别地方出台

了一些临时性的就近就地入学管理办法，农民工子女

就学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农民工子女受教育

机会不平等现象并没有根本转变。

( 二)心理发展的困惑
随着城市生活的延续，农民工喜欢城市，不愿再

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迫切想融入城市，成

为真正的城市成员。但由于社会以及个人自身等多

方面原因，农民工想过自尊而体面生活的心理发展需

要难以得到满足。( 1) 精神生活单调乏味致空虚无

聊、孤独和无助。农民工从事的工作较为繁重，闲暇

时间少，多数人的生活模式就是车间 － 食堂 － 宿舍三

点一线，基本没什么文化娱乐，精神生活单一枯燥。

由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等与城市居民存

在明显差异，交往范围多限于老乡和同事之间。精神

生活的缺乏使农民工空虚无聊、孤独和无助，而与城

市居民惬意的家庭生活和居家团圆的幸福相去甚远。
( 2) 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致心理失衡、自卑、抑郁和行为

偏差。农民工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但当他们向

“上”的通道被堵塞时，这些渴望可能会异化为心理失

衡。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的现实差距以及在就业、

社会保障和子女受教育机会等方面的差别对待，加上

城市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越感，使农民工在城市生

活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3］。( 3) 传统与现实观念的冲

突导致不解、鄙视和迷茫。农民工对故土有强烈的认

同和归属，千百年来的生产方式传承了诚实守信、见
利思义、小富即安、封建迷信等价值观念，也传承了风

俗习惯、世故人伦、家族情感等行为规范。伴随城市

化进程，城市生活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欲横流、

金钱至上等观念严重冲击了农民工人生观、世界观和

价值观，导致不解、鄙视和迷茫。( 4) 挫折的城市生活

易致冷漠和反社会倾向。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但由

于自身和社会的原因，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权

利，反而遭遇歧视、冷眼和不顺，在一次又一次遭受挫

折以后，容易把自己视为城市的边缘人，对城市、城市

居民甚至对所有人都较为冷漠，不服从管理甚至逃避

管理。
( 三)职业发展的困惑
在现代社会中，通过职业通道实现社会地位的上

升是个人寻求发展的主渠道。农民工希望从事高品

质的工作，但无论是文化程度还是综合素质，与城市

居民都存在明显差距，就业竞争的弱势地位使他们难

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如重

庆进城务工农民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到 83%［4］，

找工作前很少接受系统的技能技术培训，只能一边工

作一边学习，但由于他们工作稳定差，学会的技术对

新岗位没有价值，只能重新学习，导致农民工就业能

力弱。目前的就业政策是为城市居民设计的，为农民

工进入城市就业人为地设置了很多限制。农民工继

续学习的愿望强烈，但由于上班时间长、闲暇时间少、

培训机构远等因素，能满足农民工需要的简便、有效、

实用的培训机会严重缺乏。同时面对复杂多变的信

息社会环境，工作岗位的不稳定性常常使农民工学会

的职业技能不适应市场需求，工作单位的各种提薪、

晋升机会似乎与他们没有关系。
( 四)社会发展的困惑
农民工群体和城市居民群体相互交往、相互融

合，是农民工实现生活方式转变迁及尽快融入城市，

寻求社会发展和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途径。由于城

市管理、社会偏见以及农民工自身等原因，使农民工

社会发展的通道并不顺畅。这些因素包括: ( 1) 城市

居民的偏见和歧视。长期受益于城市体制的城市居

民具有在资源、信息、竞争方面的优势，形成相较于农

民乃至农民工的优越意识，将农民工视为外来人，以

一种偏见或歧视的方式判断和对待农民工，甚至给他

们贴上“愚昧、狭隘、粗俗”等社会标签。这些不平等

又使农民工产生受歧视感和卑劣感，成为他们上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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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的无形屏障。( 2) 社会管理对农民工的排

斥。社会管理者的逻辑是以城市居民为主的管理，忽

略农民工群体在社区的利益需求，使城市社区成为排

斥性的社区。另一方面，为防止农民工闹事、出乱子，

对外来人口实行集中的“封闭式管理”，人为地设置了

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发展方面的障碍。( 3) 农民工本身

的不良生活习惯。农民工身上保留的很多农村生活

方式和生活习惯被转移到了城市，一些不文明、不卫

生的陈规陋习与现代城市的先进生活方式和行为方

式格格不入。( 4) 城乡二元社会造成的群体隔阂与冲

突。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城市居民的优越感

与农民工的社会发展渴望发生冲突，农民工在与城市

居民的竞争中并不处于平等地位，农民工难以迅速融

入城市社交圈。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遇到困

难常常能从亲友、同乡得到帮助，强化了他们对以血

缘、地缘、宗缘关系结成社交网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成为他们寻求社会发展的障碍。
(五) 政治发展的困惑
城市居民由于存在信息、资源、观念、个人素质等

方面优势，对各种不平等现象、各种政治诉求积极发

言，通过合理方式与合法途径参与政治活动。农民工

也渴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由于参政意识、能力

以及传统政治文化积淀的听天由命思想等原因，他们

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不高，也没有条件通过政治渠

道改变个人乃至整个群体的社会政治地位。

这些发展困惑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造

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和阵痛，然而城市融入本

身也同样是破解困惑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最终诉求。

只有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践

探讨，找到融入的规律和方向，才能真正促进农民工

融入城市，成为和谐城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文化认同: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本质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际内涵是在思想观念上对

城市价值体系、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历史

地理等文化要素的融合和接纳过程，因此农民工城市

融入的本质是能否悦纳并适应城市亚文化，实现自我

意识与城市亚文化的价值认同。没有对城市文化的

认同，城市融入便失去了实际内涵和精神动力，城市

融入就是名副其实的“伪融入”。农民工长期生活在

相对单纯的乡村文化体系内，悦纳并高度认同该文

化，成为乡村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承者。在乡村文化认

同基础上，农民工接触城市伊始，面对城市生产方式、

风俗习惯、交往方式等压力，从鄙视、不解到迷茫和彷

徨，面临诸多困难。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文化压力主要

有: ( 1) 群体关系的差异。在相对闭塞的农村生活中，

农村居民形成了以血缘亲疏层次为基础带有浓厚宗

族、家族、家庭印记的差序化的群体人际关系。而在

城市社会中，在大工业生产的协作关系、商品交换关

系影响下，城市人际关系趋于复杂化、多元化，传统人

际关系被减弱，以业缘、地缘为基础的新型群体关系、

团队关系成为城市人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农民工在

保留传统群体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对城市人际关系充

满向往和好奇，在彷徨和惶恐中面对城市群体文化的

压力。( 2) 社会规范文化的冲突。对城市居民来说，

遵守法律、法规和其他城市管理规范天经地义，但农

民工并不认为这些为城市“量身定做”的规则，他们宁

愿相信从农村带来的那套“乡村规则”如死缠烂打、家
族会议等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城市规范文化缺乏信任

感和安全感，这可能让农民工承受“污名化”标签的压

力。( 3) 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传统的一家一户、男
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带来的是自给自足、小富即安、小
农心理等生活方式，具有个体本位特点。而受现代大

工业生产方式影响的城市居民形成了自身的工作重

心，注重学习和培训，讲究有节奏和效率的生活方式，

具有群体本位特点。( 4) 价值观念的冲突。在传统乡

村文化熏陶下，农村居民形成诚实守信、热情好客、重
义轻利、安分守己等价值特征。伴随着城市化进程，

进城后的农民工不断接受城市文化的洗礼。面对城

市文化中的重利轻义、个人主义、人情淡漠等价值取

向，农民工大都迷茫、彷徨和惶恐，城市文化中的价值

观念不断冲击着农民工的传统观念，虽然部分人逐渐

接受和认可，但这种冲突会不时在农民工身上表现出

来。农民工对城市群体关系、社会规范、生活方式、价
值观念等城市文化不理解、不接纳，城市融入自然就

无法实现。农民工在生存、心理、职业、社会、政治等

方面的发展困惑无疑阻碍了对城市文化归属感和认

同感的形成，不利于他们的城市融入。

作为城市融入的本质，农民工认同城市文化并不

在于法律、法规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领域，也不在文

化科学知识领域，因为这些符号系统可以超越地域、

民族、宗教界限，为所有人遵循或认可。城市文化认

同是在城乡文化差异基础上，将城市的生活方式、风
俗习惯、价值观念等内化为自身的人格结构、思维方

式和行为习惯。对城市文化的认知、扮演城市居民的

角色行为，是他们试图融入城市的最初尝试。农民工

融入城市要经过对城市文化的了解、辨别、比较、选

择，经历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

工首先会选择容易接触、学习理解的文化特质，对于

具有“符号性”、“标志性”的文化意义，以主动的态度

甚至夸张的努力积极实践，以使自己更快地被纳入城

市文化体系。同时，农民工并未完全抛弃传统乡村文

化，在一些场合、一定时候还保留着原有的文化生活

习惯，如节日习惯、婚丧嫁娶风俗、风水迷信等。可以

将农民工城市文化认同过程分为尝试、冲突和融合三

个阶段: 在尝试阶段，农民工通过城市生产过程、交往

过程，接触学习城市风格和城市习惯，并在实践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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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城市文化的好处，形成对城市文化的情感向往和归

属倾向; 在冲突阶段，由于城乡文化差异，旧有经验的

熟悉和新观念的陌生，不可避免地产生观念、价值和

情感的冲突。保守意识和保守行为的一次又一次受

挫产生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巨大动力; 在融合阶段，

农民工在艰难的城市文化实践中不断看到希望，不断

尝到利益和幸福的甜头时，特别是城市管理改革让他

们体验到参与建设城市文化的价值时，农民工就会觉

得有责任和有信心推动城市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农民工城市文化认同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建设现

代化城市文化的基础。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困惑的

客观存在，使得他们迫于环境的压力采取以不变应万

变的适应方式，囿于固有的观念和文化难以自拔，甚

至发展出自身的一套“病态”价值信仰体系不能自

拔［5］。这即需要进行社会管理改革，破除城市管理制

度的藩篱，也需要农民工本身对城市文化进行心理重

构，才能真正融入城市。

三、心理重构: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

对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而言，融入城市生活的关键

是能否摆脱“城市边缘人”的心理困境，打破固有的心

理模式，在原有农民心理结构基础上重新建构适应城

市环境、生活方式、居住方式、思维方式、宗教信仰、风
俗习惯的城市居民心理，使自我成为城乡心理沟通和

融合的桥梁。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首先由于国家长

期的户籍政策和城乡分割政策导致他们不能享受城

市居民平等的行政、经济、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等权

利，陷入机会不足、权利缺乏和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

外的境地，形成阻碍城市融入的底层心态，在自我认

知、情感和自我控制水平上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和竞争

环境，在思想、行为和动机方面很难适应城市社会发

展要求。其次，原有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的保守心态可

能阻碍农民工形成非农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开拓进取

精神和效率意识。在农耕文化影响下，农民工思维方

式相对单纯，更愿意固守已经到手的利益，害怕改变

和吃苦，生产劳动效率低下，形成温饱即安、节奏缓慢

的退缩和保守心态，这与现代非农业生产方式所要求

的开拓进取、效率至上的精神背道而驰。第三，城市

社会对农民工的排斥导致过客心态，使农民工难于产

生对城市的归属感。城市社会包括城市居民的偏见

和歧视、社会管理、城乡群体隔阂与冲突等使农民工

很难对所生活的城市社会产生“家”的感觉，即使在所

生活的社区也很少考虑他们的需求，城市社会甚至把

他们视为“流动人口”，使其产生“寄人篱下”的过客心

理，很难在心理上对城市产生依附的归属和认同。第

四，农民工交往范围多局限于血缘、地缘关系结成的

社交网络内部，没有社会地位的累积和信息快速流动

的偏好，市场配置有效性缺失，与城市居民交往的频

度、广度、深度不足，结果使农民工内部社交网络的心

理凝聚力单向增强，与城市主流社会文化融合困难甚

至相背离，反过来加强了农民工内部文化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形成对城市主流社会的边缘心态。第五，自

身局限性造成的自卑心态，使农民工容易形成与和谐

城市格格不入的偏见眼光和过激心理行为反应。农

民工受教育程度低、技能单一、就业竞争能力弱，导致

他们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收入偏低的非正规工作。

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势导致对政策的影响力弱和生活

质量低，使农民工成为容易遭受挫折和伤害的弱势群

体，负面经验的累积使个体形成自卑心理。最后，社

会变迁的剧烈性和突然性也可能阻碍农民工城市心

理特点的形成和融入城市的进程。现代社会变迁速

度明显加快，带有剧烈性和突然性特征，旧的心理结

构尚未解体，新的心理结构还未形成，使生活在城市

的农民工被迫把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
维方式、风俗习惯移植到城市中，造成其行为表现与

城市社会现实需要不相匹配甚至断裂现象，甚至造成

行为失范和社会矛盾，使农民工陷入城市融入的恶性

循环。因此，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在心理上主要表现

为对城市认知混乱、人际沟通的不顺畅以及对城市居

民的不信任等方面，解决的关键是找到一条可行的途

径，促进农民工根据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风俗习惯等文化形态进行心理重构，建立以开拓进取

精神、效率意识以及城市行为规范、生活观念等为主

要内容的城市心理结构。

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生产生活环境的转

换造成了原有乡村文化环境和物质基础的丧失，固有

观念、行为方式的合理性不断遭受质疑，狭小人际交

往范围带来的信息闭塞，原有心理模式与现实相分

离，更新生活观念、行为方式的心理需要逐渐产生。

在这一更新过程中，部分年龄较小、文化程度较高、熟
练掌握一项以上非农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可能因为他

们较高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及较稳定的收入来源，

成为构建适应城市亚文化和城市生活心理模式的先

行者。其他成员要形成开拓精神、生活意识、思维方

式等城市心理特点，则可能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

程。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居住、思考，附属于其中的城

市文化自然成为农民工人体机能的外部延伸，并不断

趋向于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念领域。当然农民工对城

市生活的心理重构，并不是对农村亚文化的全盘否

定，这些亚文化中蕴含了在城市生活仍然有生命力的

内容，如农业生产方式下形成的朴素节约、吃苦耐劳、

热情友好等心理特点是现代城市生活所迫切需要的。

要实现农民工重构起全新的心理模式，尽快融入城市

生活和文化环境，一方面需要农民工主动推进自我心

理更新，包括通过教育增强自身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

力，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制定职业计划等培养积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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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高质量的城市生活意识，通过不断自我调适、学习

情感表达、摒弃各种不良心态和排解精神压力，培养

乐观、自信、豁达的人生态度; 另一方面，也需要发挥

城市社会各阶层的辅助更新措施的重要作用。这些

措施包括: ( 1) 增加对农民工群体的投入，以加速农民

工心理转变过程。主要包括对农民工集中居住区域

的公共设施、覆盖所有人的公共服务支出、农民工培

训等方面投入。( 2) 改善社会管理，体现城市宽容精

神。农民工有这样那样的行为习惯问题在所难免，社

会管理者作为成熟亚文化的重要载体，更要抱着宽容

和真诚的心，体验农民工生活的疾苦，禁止鲁莽粗暴

的工作方式，让他们不断体验到城市的接纳和幸福

感。( 3) 建立专门机构，培养积极进取的健康心态。

建立心理咨询服务机构，通过讲座、咨询，化解困惑和

障碍，勇敢面对挫折，形成积极进取的健康心态。( 4)

适时举办各种活动，包括政府的、社区的、单位的活

动，创造参与社会服务和社区管理的机会，培养城市

民主意识和社会服务意识。

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

青春、汗水和热血，已经成为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

体和社会经济建设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推进城

市化的重要抓手就是将已经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市

民化，这对推动改革进程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

有重要意义。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由于在生存、心

理、职业、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困惑而产生的消极

心理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造成了农民工城市

融入的困境和阵痛，然而城市融入本身也同样是破解

困惑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最终诉求。所以，对农民工城

市融入的规律和方向进行深入探讨，发掘其理论和现

实突破的最大可能性，从而明确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本

质是城市亚文化认同，实现的关键是进行适应城市生

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亚文化的心理重

构，唯有如此，农民工才能走出城市融入的持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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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on the Problem of City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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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mooth integration of urban migrant workers is important in transform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n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and in constructing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Migrant workers have such devel-
oping troubles as survival， mental， occup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fusion， but city integration self is important
value orientation and ultimate goal of solve the integration dilemma． After discussing the rule and direction， we defin-
itude that the essence of city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ould be city sub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at the key would
be psychological reconstruction which would be adapt the way of city life and production， thinking and social customs
and habits and so on in order to help migrant workers walk out the dilemma of cit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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