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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
满意度实证研究

赵　驹,甘　宇,宋 海 雨
(重庆工商大学 国际商学院,重庆 南岸４０００６７)

摘　要: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１０３４个样本数据进行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估计,

我们发现体育活动场所、公园或广场等文化活动场所的供给以及棋牌活动、免费网络服务的开展显著影响着

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评价.政府应充分满足农民工现有的、健康合理的文化产品需求,

保障农民工的闲暇休息时间的文化需求,从而提高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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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随着西方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D．Osborne[１]等大批西方学者重点探索公共服务职能的市场化

和社会化,关注文化公共服务单一提供方式的改革问题,主张构建更具有弹性和效率的公共服务供

给民间化机制.王浦劬[２]、王列生[３]等针对政府文化建设责任、文化服务形式等进行研究;孔进[４]

对省级政府公共文化供给能力、水平、绩效、服务满意度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公共部门主导的公共

文化资金分配方式难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需求,政府公共文化的支出仅仅是定向于某

些公共文化部门,导致公共文化资金供给的不均衡.在制约农民工参与文化活动的因素研究方面,

北京市文化局与社会调查机构调研北京市农民工文化需求时指出,由于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工作强

度大,收入少,个人素质低等因素导致他们难以参加公共文化活动[５].而马纯红[６]则提出,制约农

民工闲暇生活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难以享受闲暇生活的正当权益,占有公共服务设施资源不足,休
闲活动内容单一层次较低,享受闲暇带来的愉悦感较少.

杨玉珍[７]运用第三空间理论分析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发现由于行政操作上的偏差,政府意识不

到农民工身份的独特性,使得针对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服务出现偏差,忽视了农民工的差异性文化需

求.陈曦、刘伊生[８]则针对农民工物质和文化需求两方面构建了博弈矩阵,并进行了博弈均衡分

析,认为农民工物质和文化需求均满足的情况下为最优.他们将农民工文化建设不如人意的原因

归结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有力的监督.但是他们仅限于理论分析,没有使用实证佐证其观点,也
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层次上,李景源、陈威[９]认为,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表现出对文化服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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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增长的需求,但需求增加的同时文化供给并没有跟上,农民工们在文化方面享受的福利保障不

足,这两方面显著对农民工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负面影响,直接导致了农民工文化生活相对

贫乏;与此同时,从文化设施保障方面的调查来看,大部分农民工所在的企业、社区及街道还没有对

此问题引起重视,并没有为农民工的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匹配足够的文化设施及配套相应的文化

服务[１０].即使有所供给也倾向于简单供给,缺乏高层次文化供给.
在公共文化中的供给主体方面,何继良[１１]和张筱强、陈宇飞[１２]从人的权利角度分析政府供给

文化产品的必要性,指出公民文化权是公民权的构成部分,属于人权中的一项基本要素,政府有义

务向公众提供一定的文化产品.而这份权利的主张同“文化民主”的内涵相互契合,也体现出政府

责任同公共文化发展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政府作为公共主导部门,提供基础文化产品和服务,引
导社会的文化创意发展是其基本责任,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使得公民能够参与到各类文化活动当中,
并使得大众受益.

虽然很多同行从诸多视角展开了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和需求等相关研究,也取得很多成果.
但到目前为止,鲜有文献从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和需求出发,研究这个群体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的供

给的满意度.虽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农民工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农

民工逐步像城市居民一样使用社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参与公共部门提供的文化服务,但农民工虽然

在城市工作,其收入、工作时长、工作性质、工作环境等却与绝大部分市民不同,加上其存在自身受

教育水平总体较低等差异性的群体特征[１０],他们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有着自己的诉求[１３].
本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并提出相应的政

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及解释

(一)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源于项目组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寒假期间对北京、上海、重庆、西安、武汉、济南、广州、
深圳、东莞以及江苏昆山等十地的农民工进行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调研.选择上述地

区作为样本调研地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上述城市是国家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同时也是全国

文化发展先导区,包括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在内的文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另一方面,广东的三个

城市以及江苏昆山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对其进行调查取样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此外,上述地区

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对上述样本区域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

的满意度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保障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文化权益.该调研以上述地区常住农民工

人口(即２０１４年在流入地居住至少超过８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为调研对象,不包括已经完成户籍迁

移的进城务工人员.调查采用入户调查方式抽样进行,共发放问卷２０００份,回收问卷１６９６份,剔
除掉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实际有效份数１０３４份.

(二)关键变量解释及赋值

在建模中为避免各因素的交互作用相互影响,我们对因变量与自变量进行了必要的处理.在

我们的调查中,为了更加有利于农民工更好地表达自己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评价意愿,我们

在问卷中对满意度评价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很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
基于分析上的简便,为了更准确地测算影响因素对因变量y的变化效应,我们对样本数据的满意度

评价结果进行了处理,使之满足因变量y为二元变量的条件.本研究将评价结果为“很满意”、“满
意”综合为“满意”,将其赋值为“１”;相对应地,我们将“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合并为“不满

意”选项,对其赋值为“０”.



表１　变量解释及赋值

变量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名称解释

及赋值
变量
代码

平均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
变量

满意度 满意＝１,不满意＝０ y ２．７６３ ０．８７８ ０ ５

公共
文化
设施

社区或单位有图书报刊阅览室 有＝１,无＝０ x１ ０．０３９ ０．１９３ ０ １
社区或单位有文化活动室 有＝１,无＝０ x２ ０．４４５ ０．４９７ ０ １
社区或单位有体育活动室/场所 有＝１,无＝０ x３ ０．４１７ ０．４９３ ０ １
社区有公园/广场等文化活动场所 有＝１,无＝０ x４ ０．２６１ ０．４３９ ０ １
社区或单位有学习培训室 有＝１,无＝０ x５ ０．２７９ ０．４４８ ０ １
社区或单位有电子阅览室 有＝１,无＝０ x６ ０．０７５ ０．２６４ ０ １
社区或单位有报栏或宣传栏 有＝１,无＝０ x７ ０．５９３ ０．４９２ ０ １
社区或单位有棋牌室或休闲活
动室

有＝１,无＝０ x８ ０．３９１ ０．４８８ ０ １

社区或单位提供无线网络 有＝１,无＝０ x９ ０．３７５ ０．４８４ ０ １
社区或单位有电视或电影放映室 有＝１,无＝０ x１０ ０．１３５ ０．３４２ ０ １

公共
文化
服务

社区或单位开展图书报刊阅读
服务

有＝１,无＝０ x１１ ０．３９５ ０．４８９ ０ １

社区或单位开展看电影电视或
听广播服务

有＝１,无＝０ x１２ ０．３７４ ０．４８４ ０ １

社区或单位开展棋牌活动 有＝１,无＝０ x１３ ０．４６４ ０．４９９ ０ １

社区或单位开展免费网络服务

包 括 为 受 访 者 的
电 脑 或 手 机 提 供
的免费网络;有＝
１,无＝０

x１４ ０．３３０ ０．４７０ ０ １

社区或单位开展文艺活动
包括歌咏朗诵、书
画摄影、民俗等活
动;有＝１,无＝０

x１５ ０．３７１ ０．４８３ ０ １

社区或单位开展体育健身活动 有＝１,无＝０ x１６ ０．４５１ ０．４９８ ０ １
社区或单位为群众自发文化活
动提供服务

有＝１,无＝０ x１７ ０．３７２ ０．４８４ ０ １

社区或单位开展文化教育服务

包括 开 展 文 化 教
育、技术培训以及
相关资格证培训等
服务;有＝１,无＝０

x１８ ０．２０７ ０．４０５ ０ １

社区或单位开展流动公共文化
服务

包 括 送 电 影、图
书、演 出 等 服 务;
有＝１,无＝０

x１９ ０．２２７ ０．４１９ ０ １

社区或单位支持成立及建设文
化社团

有＝１,无＝０ x２０ ０．１１９ ０．３２４ ０ １

社区或单位开展文化补贴活动
包括送购书卡、电
影票等文化服务券
活动;有＝１,无＝０

x２１ ０．１３２ ０．３３９ ０ １

社区或单位提供免费手机报 有＝１,无＝０ x２２ ０．１６６ ０．３７３ ０ １

　　本研究将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评价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两类,包括城市公共文

化设施供给和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如表１所示.在城市中,少部分企业为了更好地提高农民工的

生产效率,集中为本企业的员工提供公共文化设施与公共文化服务,在客观上弥补了政府部门的供给

不足.基于城市公共文化产品的可得性的考虑,我们将社区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与单位提供的公共



文化产品进行了合并,这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公共文化设施及服务的实际获得.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变量包括:社区或者单位中是否有图书报刊阅览室、文化活动室、体育活

动场所、公园或广场等文化活动场所、学习培训室、电子阅览室、报栏或宣传栏、棋牌室或休闲活动

室、无线网络设施、电视或电影放映室等１０个变量,对肯定回答赋值为“１”,否定回答赋值为“０”.
公共文化服务变量包括:社区或单位是否开展图书报刊阅读服务、是否开展看电影电视或听广播服

务、是否开展棋牌活动、是否开展免费网络服务、是否开展文艺活动、是否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社区

或单位是否为群众自发文化活动提供服务、是否开展文化教育服务、是否开展流动公共文化服务、
是否支持成立及建设文化社团、是否开展文化补贴活动、是否提供免费手机报等１２个变量,同样对

肯定回答赋值为“１”,否定回答赋值为“０”.

三、实证分析

本研究将影响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满意度的２２个因素分为两类,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可

能存在相关性.因此我们做以下假设: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的２２个变量间存在

相关性.
(一)主成分分析的恰当性评估

对影响农民工满意度的两类变量使用主成分分析的恰当性进行估计,如果上述假设不成立,则
使用原始数据进行估计,否则则提取各影响因素的主成分,获得新的变量进行估计.

使用stata１２．０对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一般认为,相关系数在０．３~０．８之前则可以判定变量

之间存在相关的关系,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由表２可以获知,变量间存在较强的线性相关,上述假

设成立.同时,我们采用KaiserＧMeyerＧOlkin(KMO)对数据进行抽样适应性检验,KMO值为０．７０５８,
表明变量间的偏相关系数很低,通过了KMO检验,主成分分析可以起到很好的数据约化效果.

表２　公共文化产品的相关系数及KaiserＧMeyerＧOlkin检验

变量名称 Variable smc kmo

社区或单位有图书报刊阅览室 x１ ０．６８１４ ０．７６２５
社区或单位有文化活动室 x２ ０．７０２５ ０．８７０２
社区或单位有体育活动室/场所 x３ ０．６１７５ ０．６１７３
社区有公园/广场等文化活动场所 x４ ０．５８４ ０．６７３５
社区或单位有学习培训室 x５ ０．５９７ ０．８３９９
社区或单位有电子阅览室 x６ ０．５５２２ ０．６６５５
社区或单位有报栏或宣传栏 x７ ０．３１５３ ０．６０４６
社区或单位有棋牌室或休闲活动室 x８ ０．５０４２ ０．５７３３
社区或单位提供无线网络 x９ ０．５６３ ０．５１１１
社区或单位有电视或电影放映室 x１０ ０．５６４４ ０．７７７３
社区或单位开展图书报刊阅读服务 x１１ ０．６７０８ ０．７０１２
社区或单位开展看电影电视或听广播服务 x１２ ０．６０３６ ０．７４５８
社区或单位开展棋牌活动 x１３ ０．５０５ ０．７８３９
社区或单位开展免费网络服务 x１４ ０．４３３４ ０．６６６６
社区或单位开展文艺活动 x１５ ０．４９５ ０．８０２６
社区或单位开展体育健身活动 x１６ ０．４３７６ ０．８０２
社区或单位为群众自发文化活动提供服务 x１７ ０．４４５ ０．３８８４
社区或单位开展文化教育服务 x１８ ０．４７０４ ０．７９３９
社区或单位开展流动公共文化服务 x１９ ０．６６０３ ０．６６４３
社区或单位支持成立及建设文化社团 x２０ ０．４１９６ ０．７０４８
社区或单位开展文化补贴活动 x２１ ０．３４３７ ０．４１５８
社区或单位提供免费手机报 x２２ ０．４６８３ ０．３２６６
Overall ０．７０５８



　　(二)主成分因子提取

通过主成分分析发现,特征根超过１的有７个主成分因素,表３列出了７个主成分的主成分载

荷.它显示了由主成分分析得到的每个因素,这些特征向量与每一个变量相关.解释比例则为由

每个因素能够解释全部变量的程度.根据表１,前两个主成分的特征值累计占到总方差的６８．２４％,
可见它对原始的２２个变量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表３　各变量在主成分上的载荷矩阵

Variable F１ F２ F３ F４ F５ F６ F７

x１ ０．２７３２ ０．２０６２ －０．１８９５ －０．１５５０ －０．２２０８ －０．１５６３ ０．２１１２
x２ ０．３４０４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７４０ ０．００８６ －０．１８７８ －０．０９９０ ０．０７０２
x３ ０．２３０２ ０．０９３９ －０．０４１５ ０．３４９３ ０．０２０３ ０．２７９９ －０．１６３２
x４ ０．２３６９ ０．０９１１ ０．１９３３ ０．２８６６ －０．２３４９ ０．１７０２ －０．０８３２
x５ ０．３０４４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１３１ －０．１１８２ ０．１４５９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４
x６ ０．１９３１ －０．３５０１ －０．１８２０ ０．０７７２ ０．１９８４ －０．１２４１ －０．０８８９
x７ ０．０４８１ ０．３５９１ ０．０３１６ ０．３１５８ ０．００４０ ０．３４２２ －０．２０３４
x８ ０．０９４６ ０．４２０４ －０．０８９０ ０．１３０３ ０．３８３４ －０．０４６２ ０．２９１８
x９ ０．１３７３ －０．０５０９ ０．５８９２ ０．０７９３ ０．１８４８ －０．０８５０ ０．１３５６
x１０ ０．２５２７ －０．２１２８ －０．０７８２ ０．０４５２ －０．１４７９ －０．３０８８ ０．１３３７
x１１ ０．２６２４ ０．２７１２ －０．０７０４ －０．０７８８ －０．０５７７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２８４
x１２ ０．２５５７ －０．１０５６ －０．０９６４ ０．１８２３ ０．０３１０ ０．４３１４ －０．２２３４
x１３ ０．２３９８ ０．０９４８ ０．１０７２ ０．３３００ －０．１５６０ －０．１１１１ －０．０２４７
x１４ ０．１５５８ －０．０１１５ ０．３６０４ ０．３７９６ ０．１３７５ －０．１９２４ －０．２９６３
x１５ ０．２４２８ －０．２１０８ －０．０７０１ ０．２１３９ ０．０８９５ ０．１４０８ ０．２２１８
x１６ ０．２３８６ －０．０６４２ －０．０９４１ －０．０９４４ －０．２８５２ ０．０４１５ －０．１７４３
x１７ ０．０１９６ ０．３７３８ －０．１６２０ ０．３１４３ －０．１１４３ ０．１１００ ０．２３７０
x１８ ０．２４７６ －０．１４２５ －０．０７４０ ０．１５７２ －０．１４３９ －０．０９３４ ０．２３９３
x１９ ０．２３８６ －０．１１５７ －０．１３４６ －０．０９１０ ０．５０９２ ０．１４００ －０．２０３７
x２０ ０．１５２０ ０．２００５ ０．１８１９ －０．３６３０ ０．３４６４ －０．１１１３ ０．２６８７
x２１ ０．０４６８ ０．２９７３ ０．１６５４ －０．１０４２ －０．０９０１ －０．３８６６ －０．４７５９
x２２ －０．０２７８ －０．１３３６ ０．４９４３ －０．０７２１ －０．１９６６ ０．４００７ ０．２７２０

　　根据各变量在主成分上的载荷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F１ 综合了x１、x２、x５、x１５和x１８的信息,
即反映了图书报刊阅览室、文化活动室、学习培训室、开展文艺活动和文化教育服务的供给情况;第
二主成分F２ 综合了x６、x７、x８、x１１和x１７的信息,即反映了电子阅览室、报栏或宣传栏、棋牌室或

休闲活动室、开展图书报刊阅读服务、为群众自发文化活动提供服务的供给情况;第三主成分F３ 综

合了x９和x２２的信息,反映了无线网络和免费手机报的供给情况;第四主成分F４ 综合了x３、x４、

x１３和x１４的信息,反映了体育活动场所、公园或广场等文化活动场所、开展棋牌活动、开展免费网

络服务的供给情况;第五主成分F５ 综合了x１６、x１９和x２０的信息,反映了开展体育健身活动、开展

流动公共文化服务、支持成立及建设文化社团服务的供给情况;第六主成分F６ 综合了x１０、x１２的

信息,反映了电视或电影放映室、开展看电影电视或听广播服务的供给情况;第七主成分F７ 综合了

变量x２１的信息,即反映了开展文化补贴活动的供给情况.表３中得到了７个新的变量充分综合

了原始变量的全部信息,有效地消除了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性.
(三)logit回归

建立回归模型分析新的７个变量与农民工满意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参考朱玉春(２０１０)[１４]的

分析框架,构建logit回归模型如下:

logit(p)＝ln
p(Y)

１－p(Y)＝β０＋∑
７

i＝１
βi×F＝β０＋β１×F１＋L＋β７×F７

　　使用stata１２．０对数据进行logit回归,估计结果见表４.可以看出,主成分F４ 在５％的显著性



水平上对农民工的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其他变量的影响力较小.根据表４的回归结果,Logit回

归模型的回归方程为:
表４　logit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Coef． z P＞|z|

F１ ０．０４２ ０．３４ ０．７３１
F２ －０．１３４ －０．６４ ０．５２３
F３ ０．１４６ ０．６６ ０．５１１
F４ ０．５８３ ２．２ ０．０２８
F５ －０．３０８ －１．２２ ０．２２１
F６ ０．１０４ ０．３８ ０．７０１
F７ ０．３０６ １．０８ ０．２７９

_cons １．２１５ ３．９１ ０．０００
Prob＞chi２ ０．０１３

Loglikelihood －３４．７３５

　　(四)logit回归估计结果分析

第一,从表４的估计结果中看,第四主成分F４ 回归的系数最高,且其达到５％的显著水平.该

主成分综合了农民工对体育活动场所、公园等文化活动场所、开展棋牌活动、开展免费网络服务等

公共产品供给的评价信息.这表明,体育活动场所、公园或广场等文化活动场所的供给和棋牌活

动、免费网络服务的供给是城市公共文化产品满意度的最重要因素.我们看到,系数的符号为正,
这意味着上述因素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有着正效应.我们认为,体育活动场所、公
园、广场等文化活动场所的使用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准入门槛低,对个人禀赋要求不高,每一个人均

可以适当参与这些场所的使用,因此农民工对其评价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同样,棋牌活动也是一项

普适性较强的活动,兼具竞技性、趣味性和益智性的特征,老少咸宜,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民工进行社

会交往的一个载体和方式.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的持有率在农民工群体当中越来越高,他们对手

机功能的要求也从基本的通话、发信息功能进阶到多用途的智能化功能.同时,农民工群体的整体

素质也在不断提升,他们对获取外界信息并进行交流的需求不断增加.手机在扮演着他们了解外

界信息,与外界进行网络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的角色.但是由于通讯运营商在价格上的垄断,在很

大程度上约束了他们对新兴科技的使用.而免费网络服务的供给可以极大地缓解他们受到的约

束,提高其获取资讯的效率.因此,其能够代表这个群体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评价.

第二,其他主成分影响均不显著.其他主成分在公共文化设施上,主要综合了图书报刊阅览

室、文化活动室、学习培训室、电子阅览室、报栏或宣传栏、棋牌室或休闲活动室、无线网络的提供、
电视或电影放映室等设施或者场所的供给情况;在公共文化服务上,主要综合了图书报刊阅读服

务、看电影电视或听广播服务、文艺活动的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的开展、为群众自发文化活动提供服

务、文化教育服务、流动公共文化服务、成立及建设文化社团的支持、文化补贴活动、免费手机报等

具有服务属性的公共产品供给情况.我们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工自身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

度都比较低,对于一些具有一定门槛的文化场所和服务的使用不足;另一方面,农民工从事的工作

环境较差,闲暇时间较少,比较倾向于使用具有娱乐功能的公共文化设施,从而放松自己的身心,恢
复体能.因此对于具有学习性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不高,参与率较低.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１０３４个样本数据进行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

估计,主要结论有:体育活动场所、公园或广场等文化活动场所的供给以及棋牌活动、免费网络服务

的开展显著影响着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的满意度评价.虽然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但由于农民工身份属性和工作所在地的错位,城市极少考虑到农民工的公共文化产品的需

求,从而导致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严重缺失.
为了提高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的满意度,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充分满足农民工现有的、

比较强烈的、健康合理的文化产品需求.一方面在农民工聚居地或者比较集中使用农民工的单位

建设适合农民工群体使用的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开展适合农民工参加的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在税收

政策上鼓励社会单位和用工企业为农民工提供合适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
其次,合理开发适合农民工群体的文化需求,采取补贴或者奖励等多种方式鼓励农民工群体更多地

参与具有学习性质的文化活动,促进其提高自身技能和素质,适应城市的发展.最后,鼓励使用农

民工的企业在制度上保障农民工的闲暇时间,保障其有合理、适当的时间使用公共文化设施和参与

公共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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