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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极为重要，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会产生很大影响。文章重

点探索了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身份认同感的现状，以及影响身份认同的几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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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界定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 

农民工，是在城乡二元化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特

殊社会群体，是指进入城市务工的农业户口的工人。

由于他们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城市工作，所以称其

为工人，从户口角度看，由于是农村户口，而且拥

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因此属于农民。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由 80 后、90 后组成的特殊

进城务工群体，他们在农村上完学后便进城打工。

事实上，这批人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一

方面，他们对农村、土地、农业等不太熟悉；另一

方面，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中，但城市并没有做好接

受他们的准备，他们应该归类于两代农民工中的过

渡性流动人口。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

具有“三高一低”的特点，即：对职业要求高、受

教育水平高、对物质满足和精神满足要求高、工作

能力低。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人们传统概念里的农民工应该是大包小包、吃

苦耐劳，几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务工人员。但新

生代的农民工却截然不同，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观、

消费观、就业观等，具体包括： 

1.外出务工的原因不同 

老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目标是赚钱谋

生，养家糊口。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多数甚至没有

上过学，建筑工地成为他们务工的主要选择。相比

之下，新生代农民工学历相对较高，素质相对也高，

他们期望留在城市开阔眼界，追求高质量的城市生

活，闯出一片天地。 

2.消费观念的不同 

老一代农民工为养家糊口省下每一分钱，寄给

家中妻儿老母。新生代农民工与之截然不同，他们

不仅迷恋上城市的生活方式，还染上了一些不好的

风气和陋习。新生代农民工中，许多是从学校刚刚

毕业的学生，他们渴望留在城市，融入其中，既没

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也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空有

一颗留在城市追求高质量生活的心。他们崇尚享乐，

喜欢攀比，工作收入很少寄回家中。 

3.自身心态的不同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很清楚自己来到城市

的目的，他们来自于农村，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

然而，对于新生代民工，他们常常无法规划自己的

未来。城市生活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是改变命运 、告别农村的关键。然而，高昂的城市

生活费用、人们的冷漠态度以及户籍制度的存在都

将他们紧紧关在城市大门之外。他们渴望留在城市

却得不到接纳，出生在农村却排斥农村，逐渐被边

缘化。 

（三）身份认同的概念 

身份认同大致分为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

同两方面。自我身份认同是指主体对自身的理解和

把握，当主体熟悉周围环境、与身边的人相处融洽、

各方面满足自身的习惯时，主体才能很好的适应环

境，产生满足感，也就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认同。如

果主体没有得到满足，并且周围的环境、身边的人

都与自己的生活产生冲突，那么，就会陷入身份认

同的困境。社会身份认同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属性，

在这里是指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接受程度。

新生代农民工迫切地想要融入城市生活，但由于自

身“三高一低”的特点、城市尚未做好准备、以及

城乡差别的存在使得他们没有归属感，失去生活目

标，过一天算一天，甚至会滋生不满，危害社会稳

定、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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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身份认同感的现状 

（一）严格的户籍制度粉碎了城市梦 

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关键问题是明确自己的

身份,即自己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然而，现实状况

是农民工存在着身份错位的问题和自我认同感的问

题，这些都使其身份认同陷入困境。传统的严格的

户籍制度认为国民应分为市民、农民两种，通过户

籍制度的制定并实施，国家不仅可以进行有效的人

口管理，还能对公民应该享有的服务进行划分、区

别对待，户籍制度成为区别居民身份的标志。从现

阶段众多地区出台的新政策上来看，国家正在努力

打破传统的户籍壁垒，努力消除对外地人的户籍歧

视，然而，这种歧视和待遇的不公平并没有得到很

大的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在编织城市梦的过程中遇

到了许多障碍，这些障碍严重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

工的身份认同。新生代农民工努力想要融入到城市

生活中，加入到城市工作的庞大队伍中，但户籍制

度的存在，使他们得不到社会的认同，仍然以农民

的身份生活在城市中。 

（二）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矛盾 

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之前，已经对城市的生活有

了一个基本的印象和对未来的期望。这种期望和基

本印象对农民工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产生不容忽视

的影响。在进入城市前，对城市期望值越高，就越

不认同其自身的农民身份。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转

型时期的产物，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其精神

需求层次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他们不再把进城务

工仅仅当做谋生的手段，更是谋求自身发展的有效

途径。他们既看中工作待遇，也看中技能、素质的

提高；既重视赚钱养家，又重视开阔眼界，有一番

作为。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进城欲望似乎非

常强烈。然而，城市的打工生活远没有他们想象中

美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首先，城市居民并

没有做好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的准备，对他们的突然

闯入，城市居民会表现出厌恶的情绪，也就是说，

农民工在干着枯燥无味的工作的同时，还要忍受市

民冷漠的态度和歧视的目光。其次，相比城市居民，

农民工素质偏低，使其进城就业存在很大的风险。

虽然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有着无限憧憬，渴望赚钱养

家，渴望在城市安家落户，融入城市生活，实现从

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转变。但现实比较残酷，新生代

农民工不仅要经受城市居民的冷漠和排斥，还要从

事高负荷的工作，使他们身心疲惫。然而，多年的

打工经历，使他们更加难以忍受农村生活。他们对

城市生活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他们陷入一

种进退两难、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致使他们的

身份认同陷入困境。 

（三）乡村的记忆根深蒂固 

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就会有不一样的社

会经历，也会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记忆。封存的记

忆一旦被激活，就会被迅速地提取出来，对人们的

行为、观念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一

般都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可以说农村生活对他

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老一代农民工不会把

自己认同为城市人。新一代农民工虽然没有丰富的

农村生活经历，但他们出生在农村，这是不能改变

的。由于城市生活在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等方面与

农村有着很大的区别，新生代农民工渴望体验新鲜

的城市生活。但在这个新奇的城市中，不仅只有新

鲜、享受、欢乐，还存在着困惑、不满、痛苦。随

着城市经历的不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负面情绪

越来越多，也逐步认同了其农民身份。由于乡村记

忆和城市生活的共同存在、相互交错，新生代农民

工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变得非常模糊。他们是农民向

工人转变的必经阶段，是一个中间角色，很难做好

自身的角色定位。 

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一）制度方面的因素 

由于城乡二元化的存在，我国一直实行户籍制

度，以方便对人口的管理。也就是说农民工虽然身

在城市，但其仍然拥有农村户口，这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地位，也限制了其在城市

中的发展。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的农民工文

化水平较高，对城市生活怀有美好的憧憬，渴望融

入城市并取得好的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会产生矛盾，

使得他们无法实现身份的认同。 

（二）自身特征的因素 

1.年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集中在 18 到 25 岁，正值

学习能力强、接受能力强、对美好事物心怀憧憬的

年龄。然而，正是由于其所处的年龄阶段，使他们

遇事难以沉着应对，容易冲动，对挫折的忍耐能力

差，缺乏吃苦精神，所以当他们在城市生活中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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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时，他们容易意志消沉，对自己产生质疑，甚

至对社会滋生不满情绪，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其身份

认同。 

2.心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在城市生活，渴望融入其中，

但由于长时间在农村生活，他们容易将自己定位为

农民。尤其面对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他们容易产

生自卑感，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却又胆怯，甚至会产

生抵触，总是担心自己不被接受，担心无法适应城

市生活。然而，即使他们不断地去努力适应，生活

中的挫折、不顺也会使他们渐渐失去信心。 

3.文化程度 

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受过一定

的教育，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他们渴望从事层次高

一些的工作，以满足其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正是

这种眼高手低的心态，使他们找不到满意的工作，

只能从事社会低层的体力劳动。 

（三）社会关系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必然会结交朋友，随

着城市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交友越来越流行，

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网络可以结识城市朋友。这些城

市朋友的友好程度，会直接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

身份认同。如果这些朋友表现友好、不排斥、不冷

漠，在其需要帮助的时候会主动伸出帮助之手，使

其感受到城市的温暖，有助于形成归属感。相反，

如果这些朋友对其表现出鄙夷的态度，心理上排斥

他们的存在，必然会使农民工产生孤单的感觉，影

响其身份认同。 

四、结语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已成为一

个引起广泛关注、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政府应尽

快采取相应的措施，从改善户籍制度入手，对就业、

教育、医疗卫生等进行改革，以消除城乡差别，实

现工农平等。同时，还要努力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

一个公平开放的工作环境，使他们通过自身的劳动

实现人生的理想。只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

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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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nt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very important，which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ack of the sense of identity and sever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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