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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内外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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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内在角色 、外在视角 , 内在公民 、外在权利 , 内在风险 、外在制约来论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

城市中面临的困境。社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偏见 , 大多是持外在视角使然。公民身份的同一性

与公民权利的差异性 , 揭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内在公民与权利外在属性之间的矛盾。制度外在制约 ,导致

了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内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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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今年初 ,政府发布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 ,首次提出要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 。这是

“新生代农民工”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出现 ,传递出中央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高度关切 ,对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高度关注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唐仁健在国新办 2010年 2月 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其内涵作出了阐释:新生代农民工

主要是指的 “80后” 、“90后”这批人。目前其在外出打工的 1.5亿农民工里面占到 60%,大约 1个

亿 。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 ,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 ,相对来讲 ,对农业 、农村 、土地 、农民等等不是

那么熟悉。另一方面 ,他们又渴望融入城市社会 ,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
[ 1]

。唐仁健的阐释 ,可以算

是官方第一次对新生代农民工概念较为正式的一个界定 。

理解 “新生代农民工”的内涵 ,需要把握三个关键词:“新 ” 、 “农 ” 、“工 ” 。 “新 ” :是指其与第一

代第二代农民工相比有 “三高一低 ”的特征:受教育程度高 ,职业期望值高 ,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

高 ,工作耐受力低 。 “农 ” :是指其因为在现行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下 ,他们仍然具有农村居民

身份 ,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 ,同工不同权 ,同工不同福利保障 ,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

市的公共服务。 “工” :是指他们大多数正在从事现代工商业活动 ,有一定的现代产业技能 ,能够接

受现代社会理念并且按照现代产业规律从事生产和生活
[ 2]

。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

工的主体。由于成长环境 、教育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他们不论从价

值追求 、行为方式 、消费观念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 3]

。从新生代农民工现象到新生代农民工

问题 ,反映了我国制度在社会转型中所处的困境和亟需破解的难题 。当下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引起

了我国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但从文献资料来看 ,这些观点大多持外在视角而非内在角色来论述



这个问题 ,此其一;其二是对新生代农民工 ,大多是建构性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而非描述性叙述问

题 。本文尝试以内在和外在的角度 ,从内在角色 、外在视角 ,内在公民 、外在权利 ,内在风险 、外在

制约来论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中面临的困境 。

二 、内在角色和外在视角

(一)“贴标签 ”理论

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即污名化过

程: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
[ 4] 155

。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

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的权力关系 ,它体现为群体特性与另一群体加诸于该群体之上的刻板印象之

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这种特殊关系即具污名的一方和不具污名的一方之间的互动 ,而污名化就是

这一互动关系不断发展以致最后成为凝固现实的过程
[ 5]

。污名化呈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是将

群体的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 ,并由此掩盖其他特征 ,在这个过程中 ,处于强势且不具污名的

一方最常采用的一种策略 ,即 “贴标签 ” 。标签理论是一种视角 ,它不把异端行为看作特定社会行

为的某种固有性质 ,而是将它视为社会解释的结果 ,通过这种解释 ,那些行为才被贴上异端的 “标

签 ”
[ 6]

。污名化过程 ,当然还包含了 “贴标签 ”之外的策略 ,但从 “贴标签”这一种操作中 ,我们当可

窥见污名化的实践过程。一个标签 ,最初可能只与某群体中的个体相连 ,随后 ,这一标签可能被更

多人接受用来指称某一特殊的群体 ,标签的指称物件被泛化 ,标签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凝固僵

化 ,标签反映的特质成为该群体的固有本性 ,最终完成污名化的过程 。从过程的角度 ,我们可以将

污名化与标签理论结合起来 ,用以考察城市社会中的各种话语建构 ,尤其是 “贴标签”这种策略对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所进行的 “污名化 ”实践
[ 4] 155

。

(二)反思 “污名化 ”

德沃金曾提出两种偏好的分析架构 ,一种是内在偏好 ,主要是为个人的选择 ,笔者在此称之为

“角色” ;另一种是外在偏好 ,主要是为他人的选择 ,笔者在此称之为 “视角” 。内在偏好说明个人自

己的利益和机会 ,但外在偏好则会忽视和不尊重别人受到平等关怀与尊重的权利
[ 7]

。如果用外在

偏好这种视角来观察问题 ,就会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 ,就会造成不合理地牺牲他人的权利。

社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歧见的根源 ,也就在于极大地依赖了那些基于外在偏好的选择
[ 8] 314

。

比如有文章谈到对二代农民工犯罪原理的分析 , “多数二代农民工自幼跟随父母离开农村进入城

市 ,形成了既不同于城市居民 ,又不同于农村居民的特有生活 、行为和就业方式 ,他们的生活处于

多元化价值观的无序混合状态 ,其结果是 ,文化冲突导致他们的行为失去了原有规范的束缚 ,评价

善恶的标准也失去了统一尺度 ,并在内心不断受到冲击乃至弱化 。二代农民工强烈希望通过努力

改变自身经济困境 ,城市丰裕的物质和生活方式 ,又无形中拔高了他们对物质的期望目标。然而 ,

由于城市政策 、自身文化素质以及择业不稳定造成的生活窘迫 ,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挫败感和失

落感 ,导致其极易偏离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 ,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 9]

。郭巍青认为 ,这

一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描述 , “明显就是警察的眼光 、警察的视角。所有的描述当中 ,我认为社会

描述中含有冷酷的因果关系颠倒与个人心理归咎 ,留守儿童或者跟随父母在不同的城市里流动 ,

不能接受很好的教育 ,这本来是我们的政策 、制度 、城乡二元分割的一个巨大的制度缺陷 ,现在将

这个缺陷作为一个背景隐藏到后面去了 ,突出显示出个人的心理扭曲和行为错位 ,于是留守儿童

的问题就转化为家庭没有正确的教育 ,无根漂泊与读书难问题转化为内心失去善恶标准 ”
[ 10]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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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一个颠倒因果关系的外在视角 ,我们习惯了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去描述一个问题。这的确值

得我们制定政策者和研究者反思 ,仅持外在偏好或外在视角 ,非他者角色去判断 ,其结果是远离事

实的本真。在观察者(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互动关系中 ,正如有学者认为 ,采纳他者的视

角应扩展到采用他者的角色 ,这样自我也就接受了他者的规范期待 ,而不是他者的认识期待。它

意味着 ,当我把自己理解为他者的社会对象时 ,就出现了一种反思机制 ,使得自我能够把他者的行

为期待变成自己的行为期待
[ 11]

。当然 ,要对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做到真正了解和真正认识 ,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作为研究者 ,至少应持 “了解之同情”的心态 ,深入基层走进他们 ,成为沟通

观察者和内在者之中介 ,把他者视角转换为他者角色 ,在互动关系中真正省思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和机制 。

三 、内在公民与外在权利

(一)公民同一性与权利差异性

公民身份是公民权利的基础 ,但公民身份并不等于公民权利 。公民身份是由国家的法律规定

的国民资格 ,它包括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在通常情况下 ,公民身份是公民权利的

前提。只有拥有公民身份的国民 ,才能享有国家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但拥有公民身份并不意味

着拥有公民权利 。公民身份的同一性与公民权利的差异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 12]

。就新生代

农民工而言 ,与城市居民相比 ,其劳动权 、休息权 、社会保障权 、受教育权和选举权的实现程度要低

得多。新生代农民工虽有公民身份但却很难转化为各地城市市民和社区成员身份 ,原因在于成员

身份是成员权利的前提 ,每一个公民除了是国家的成员即国民外 ,还有其他的成员身份 ,如社区的

成员 、阶层的成员 、社团的成员 、俱乐部的成员等。不同的成员身份 ,通常享有不同的成员权利 ,最

终会导致公民权利的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虽在法律上拥有同等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权

利 ,但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村的成员 ,市民是城市社区的成员 ,他们的成员身份各不相同。城市社区

的成员身份所享有的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 ,要远远多于农村的成员身份。值得我们反思的是 ,即

使每个公民有不同的成员身份 ,但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 ,每个人的成员身份及成员权利 ,即公民权

利 ,应当是平等的 。不能因为公民甲是新生代农民工 ,公民乙是市民 ,甲和乙的劳动权 、休息权 、受

教育权等基本公民权利就各不相同
[ 12]

。努力消除公民的成员身份差异 ,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平

等 ,是我国政治进步的应然要求 。

(二)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觉醒

内在的公民带有不同身份 ,而不同的身份可以享受不同的权利和待遇 ,外在属性的权利把内

在公民消解无形 。当年梅因提出 “从身份到契约 ”
[ 13]
来表明现代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认为现代社

会人与人之间是由契约联结的 ,因而排除了身份的特权 。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作为人的主体 ,还

是作为中国公民 ,本应享有人权和公民权利 ,但由于制度制约的障碍 ,实际中却变成了的客体 ,没

有享受到应该享有的权利 。近年来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在比较和对照城市居民

中 ,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公民身份和权利。具体地说 ,第一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就是农民 ,而新生代农

民工则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工人和城市人。身份定位的不同 ,导致他们的行为方式 、消费观念

也不一样。与老一代农民工 “白天机器人 ,晚上木头人 ”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要寻

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 ,泡网吧 、下迪厅 、染头发 、穿时髦服装 ,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与老一代农

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受过更好的教育 ,具备了更高的素质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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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 70.1%,高中文化程度占 8.7%,比以前高出 8.54个百分点和 2个百分点。

更好的教育唤醒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权

利诉求 ,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 、权利意识 、法律意识 、维权意识。有学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工

作价值与生活价值上的观念变化与行为方式变化 ,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 ,即农民工在整个经济结

构中的谈判主体地位逐渐上升 。它要求政策制定与相关研究从结构观点转向主体观点”
[ 10]

。随着

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市场化 、工业化 、城市化和全球化要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公民的自由迁徙 ,

但在中国现实中并不自发导致公民身份的平等和公民权利的实现。实现公民身份的平等 、维护公

民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 ,关键是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没有这些制度的改革 ,就可能会造成公民

身份和公民权利新的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全球化背景下 ,必然要求政府及时推行民主治

理变革 ,努力消除身份的差异 ,确保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公民身份 ,维护全体人民的人权和公民

权
[ 12]

。

四 、外在制约与内在风险

(一)外在制约的瓶颈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公民 ,是内在的主体 ,而其难以享受权利 ,又表现出权利的外在属性 。问题

的症结在于制度外在的制约 ,我们把制度障碍称之为外在制约 ,又由于外在的制约 ,导致了新生代

农民工给社会带来的诸多风险和内在压力 ,我们称之为内在风险。

新生代农民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需求 ,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想法特别强烈 ,

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 、平等享受公共服务 ,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 。然而 ,新生代农民工

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十分现实的困境 。由于外在的户籍制度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成为城里

人的强烈愿望 ,但却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以及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他们的下一代甚至没

有资格同城镇居民一样获得最基本的教育;由于经济上的原因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没有

能力购买城镇的住房 ,甚至不能租居一个可以进行简单家庭生活的空间;由于文化上的原因 ,这些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对现代城市文明充满了渴望 ,却很难真正进入到城市主流的文化生活 ,甚至不

能获得基本的信任而遭受到各种歧视 。

可喜的是 ,外在制约出现了松动迹象 。广东省政府 2010年 6月 7日第一次出台的《关于开展

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下称《意见》 ),开始实施一项给农民工入户城镇

的制度 。农民工入户当地城镇的条件被细化为学历 、技能 、参保情况等多项指标 ,并赋予相应分

值 。达到一定分值的农民工可申请入户。我国正处于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时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逐步转化为城镇居

民 。在此背景下 , 《意见》出台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不但有利于扩大内需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 ,有利于改善农民工工作生活环境 ,促进成果共享和社会和谐 ,有利于优化城乡人口结构 ,加快

城镇化进程 ,而且有利于消除多年积累的 “户籍差别 ” ,让农民工有了更明亮的落户希望
[ 18]

。但积

分制入户城市看似是一种进步 ,其实只是治标不治本的麻醉药 ,是一场农民 “入城考试” ,离真正意

义上的户籍改革还有不少距离。户籍改革的关键是彻底 “去福利化 ” ,把与户籍挂钩的各种权利与

福利 “一笔勾销” ,让国民真正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 14]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 ,享受城市文

明 ,和城市人一样 “体面地活着 ” ,然而与他们的渴望相比 ,从制度到心理再到具体措施 ,城市显然

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制度建设 。制度的改变首先需要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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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观念的转变。希望制度制定者可以发自内心地认为 ,没有让农民工享受到 “市民待遇 ” ,就是对

农民工基本权益的侵害
[ 15]

。

(二)内在风险的警示

外在制约与内在风险有着极大的关联 ,外在制约阻碍了内在的需求 ,而内在需求不能满足时 ,

必然反弹 ,滋生内在风险。当今中国的社会矛盾非常尖锐 ,政府与老百姓之间处于互不信任 、互相

拆台的状态 ,有的地方官民之间几乎势同水火 ,主要就是没有处理好内在需求与外在制约之间的

关系。不幸的是 ,正如于建嵘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的知识阶层对底层政治的无视到了理直气壮的

地步 ,真正来自底层的眼光是微乎其微 ,就是那些对边缘弱势群体问题的呼吁 ,也是一种自上而下

的对危险警示的精英思维的反应 。显而易见 ,基于 “危险 ”反应的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尚未离开统

治的立场 、精英的立场或者说是上层利益阶层的立场 。弱势群体所获得的关注眼光是自上而下

的 ,是作为治理对象和防范对象而存在的 。要改变这种状况 ,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走进他们的生活 ,

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 。也就是说 ,我们对政治的研究也就不能只停留

在政治精英活动的层面上 ,我们需要深入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

因
[ 16]

。精英思维与底层政治无疑是外在视角和内在角色的博弈反映 。

(三)人权保障的底线

社会进步的指标不仅仅是财富 ,还应包括道德 、正义和公平 ,而那种认为司法应将权利给予能

够最有效率地运用权利 、创造更多财富的一方的理论 ,严重损害了人所享有的 “作为平等的人被看

待 ”的权利 ,而把人视为经济效率的附属品。德沃金强调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 ,强调个人权利比强

调效率更重要
[ 17]

。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是承认人人都有生存的价值 ,人人都有得到法律保护的权

利 。具体到国家经济政策来讲 ,保护弱势群体 ,其中就涉及到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公共投入问题
[ 18]

。

对弱势群体人权的基本保护 ,要求公共投入应当以满足公众最基本的需要为基本着眼点 ,以基本

民生问题为优先 。这些基本民生包括社会保障 、义务教育 、公共卫生等 。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本应

享有的内在权利和权益 ,总是被外在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借口和手段无情地剥夺 ,民众诉求和维权

通道就会越来越逼仄 ,生活就会越来越艰难。规则再三退守 ,法律底线屡被突破 ,只能逼迫民众内

心的法律信仰丧失 ,当一些权势群体公然践踏法律不受惩处 ,太多侵权和伤害事件得不到公正处

理 ,公平和正义就会在重重障碍前偏离正确轨道
[ 19]

。和谐社会关键是要处理好内在需求与外在制

约之间的关系 ,其最低要求就是基本人权能得到保障 ,就是优胜而劣不汰 ,适者能生存 ,不适者也

能保证其基本生存的社会 。

五 、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内在公民主体 ,本应享受外在权利或市民待遇 ,但在现实中他们并没有共

享改革开放成果 ,却沦为外在的客体和弱势群体。所谓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 ,其实并不是

其内在自身问题 ,除社会上用外在视角存在偏见外 ,主要是国家还没有从外在制度上尽到尊重和

保障他们的义务 。国家作为人权保障义务主体 ,是国家存在的价值所在和合法性基础 ,是国家制

定各项立法和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 20]

。

当下中国要真正破解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难题 ,除消除外在偏见外 ,还需要实实在在全

面落实和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在宪法上被确认的公民权利 ,消除内外差距 ,特别是乡村居民和城镇

居民之间的差别 ,这一切还有待于政府尽到国家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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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TensionoftheNew 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inCity

LIUZhi-qiang
(HumanRightsResearchCenter, Guangzhoullniversity, Guangzhou510006, China)

Abstract:Thearticlediscussedthedifficultsituationthatthenew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facedin

cityfromtheperspectiveoftheinternalandexternalroles, internalcivil, rightexternalandinternalrisks,

externalconstraints.Theprejudiceagainstthenew 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aremostprobably

causedbyextrinsicperspective.Thesamenessofcitizenshipidentityandthedifferencesofcivilrights, re-

vealthecontradictionbetweenintrinsicrightsofcitizensattributesandextrinsicrightsattributesofthe

new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Theexternalconstraintsofsystemscausestheintrinsicrisksamongthe

new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

KeyWords:new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externalperspective;civilrights;system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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