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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阶层认同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3CGSS的数据实证①

张卫国, 杨雨蓉, 谢 鹏, 高 静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农民工思想意识融入城市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该文以农民

工阶层认同为视角,运用阶层认同理论,研究了农民工阶层认同的现状及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人力资本、职位价

值、经济实力、生活感知、父辈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6个主要因素及对应的16个子因素,通过对2013年度中国综

合社会调查资料(CGSS2013)的数据分析,发现人力资本、职位价值、经济实力、生活感知和家庭背景对农民工阶

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父辈社会地位与农民工阶层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其中家庭经济实力、社会态度、政治

意识、收入水平和工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其阶层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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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2015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较2014年增加了3352万,达到27747万,
农民工数量增加的同时,201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也由2014年的54.8%增加到56.1%.这些数据昭示着中

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结构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加快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等措施以实现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充分体现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以人为本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

内涵.农民工市民化不是简单的空间移动,而是从思想意识到行为方式的转变都不可缺少,需要逐步实现

农民工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及价值观念等方面融入城市,避免心理隔离、地域隔离及劳动力市场隔离所导

致的农民工阶层的内卷化[2]或固化[3].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准便是其阶层认同的变化,农民工阶

层认同的提升往往伴随着其不公平感的降低,较高的阶层认同意味着其更容易对城市产生认同感,相应地

也表现出主动融入城市的积极性.本文从农民工阶层认同感角度出发,应用2013年度中国综合调查的数据

(CGSS2013)[4],探索农民工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为政府了解农民工的诉求所在,从而制定科学社会合理

的决策提供思路借鉴.

1 民工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假设构建

学术界对于阶层认同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李培林[5]的研究显示中国公众有“向下”偏移的阶层认知,

并突出父辈社会地位在个体主观认同中的重要性.赵晔琴等[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的住房消费与

阶层认同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已有文献发现[5-6],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较多,但大体可以分为宏观环境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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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状况.国家的政策背景、制度设计等因素属于宏观环境;而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生活状态、自

身社会地位及父辈社会地位等因素属于自身状况.
1.1 人力资本和职位价值假设

市场竞争机制的进入,使人们的社会地位发生日益深刻的变化,社会各阶层职业地位(权力、收入、声

望)的升降与个人努力和能力的相关度更加密切,新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和壮大[7].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力

资本(受教育程度、正规培训和技术)对农民工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具有重要影响,且是他们成为管

理、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的基本条件[8-9].农民工自身的职业技能、知识文化水平和感知能力越强,其

在市场中就越具有竞争力.对于职业技能,本文通过工龄来衡量.工龄作为农民工从事工作时间长短的依

据,在劳动力市场中工龄越长的农民工其工作的娴熟度越高,本文认为农民工工龄越高意味着其掌握的技

术越娴熟.而在具体工作中,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其他员工,拥有自主权及决策权对提高其工作满意度具有

重要意义[10].对于农民工而言,在提高其工作满意度的同时,将淡化其社会不公平感、被排斥感等不良感

知.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人力资本存量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a.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b.农民工感知能力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c.农民工工龄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假设2:农民工职位价值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a.职位管理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b.职位自主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c.职位便利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1.2 经济实力假设

工资收入是农民工的主要收入来源,而房产则是农民工的主要财富,二者决定了农民工的经济实力.
工资收入的提高意味着农民工生活质量的提升,同时也为农民工在精神文化方面消费支出的增加提供了保

障.精神文化生活对农民工了解和融入城市,在文化、思想和意识上接受城市具有重要作用.房子作为农民

工的重要财富之一,对于已在城市买房的农民工而言,城市中的房子是其在城市奋斗的物质结晶,更是其

通向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平台;对于城中无房,但老家有房的农民工,房子就成为其在城市奋斗的物质保

障和精神家园,所以房子产权对农民工的意义重大.不少研究强调了农民工的经济实力与其社会地位的相

关关系[11].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农民工经济实力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a.农民工房子产权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b.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1.3 生活感知假设

本研究的生活感知主要包括了健康程度、社交频率、社会态度及政治意识.目前,农民工所从事的

工作均需要大量体力支撑,健康的身体是农民工从事劳动并获得劳动报酬的基础.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健

康的身体有利于形成积极健康的心态,而且积极向上的心态有利于巩固身体健康.身心健康的农民对待

周围环境具有较高的适应性,面对较大的工作压力也能接受.社交频率的高低反映出农民工与城市环境

的融合程度,和朋友、邻居的社交有利于农民工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拓展自己的人脉资源,形成自己

的竞争力;和同事来往密切,增加与同事交流和沟通的同时,更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社交活动为农

民工排解不良情绪,且通过社交活动为城市增添了人情味,在留住农民工“人”的同时,更留住农民工的

“心”.本研究所指的社会态度即农民工在长期实践中持有的稳定心理准备和行为倾向,主要表现在对社

会其他成员可信任程度的感知及戒备心理强弱,对教育制度、户口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公平度

感知.农民工积极的社会态度意味着对现有社会的积极评价,表现出对社会整体较高的接纳程度.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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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政治意识是农民工获得个人尊严,形成独立人格,真正获得公民资格和精神的重要途径.农民工政治

意识的强化将提高农民工维权意识,增强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和维护,提升其政治正当性判断[12].基于

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农民工生活感知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a.农民工健康程度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b.农民工社交频率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c.农民工社会态度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d.农民工政治意识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1.4 父辈社会地位假设

李培林[5]认为父辈社会地位是个体阶层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父辈社会地位作为农民工个体的先赋因

素,对农民工的阶层认同具有重要影响.具体说来,父辈社会地位主要是父亲的文化水平和职业声望,父亲

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文化水平,文化水平高的父辈往往能为子女提供更多的平台,子女受教

育程度也相对较高.所谓父辈职业声望即社会对父辈所从事职业的意义和价值的主观评价.父辈职业声望

在很长时间内决定父亲甚至整个家庭的社会评价,这对子女自身的社会定位和身份定位具有深远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农民工父辈社会地位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a.农民工父辈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b.农民工父辈职业声望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1.5 家庭背景假设

家庭是农民工法律上和血缘上的牵挂与联系,整个家庭的状况,特别是经济状况对农民工自身及家庭

的社会阶层定位产生影响.本研究主要从家庭经济实力和人均居住面积2个方面来衡量农民工家庭背景.
住房的地位获得观从居住空间的大小来反应社会定位的高低,人居匹配学说支持人居匹配可以获得阶层认

同,居住差异与阶层差异及制度安排之间存在重要联系,也对农民工群体的阶层认同产生影响[7].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6:农民工家庭背景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a.农民工家庭经济实力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b.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2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度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调查数据来源于201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CGSS)[4].在数据选择上,本研究

对数据进行了必要的甄别,需满足以下3个条件.① 选择受访者居住地区在城镇;② 保证目前户口登记状

况为农业户口;③ 满足目前的工作为非农工作.在剔除数据无效问卷4份的基础上,最终符合本研究要求

的问卷数为1464份.
2.2 变量测量

2.2.1 因变量.
因变量“农民工阶层认同”是一个定距变量,可以划分为“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

层”.为方便研究与数据处理,本研究将题A43a的得分进行相应划分,得分为1和2分的定义为“下层”,3
和4分的定义为“中下层”,5和6分的定义为“中层”,7和8分的定义为“中上层”,9和10分的定义为“上
层”,并分别记1至5分.得分越高,代表农民工对自己目前所处的社会等级认知就越高.
2.2.2 自变量

1)人力资本.本文通过受教育程度(题A7a)、感知能力(题A49、题A50)和工龄(题A8a)共3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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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衡量.对于受教育程度,“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小学”和“私塾”赋值为1,“初中”赋值为2,“技校”、
“职业高中”、“高中”和“中专”赋值为3,“专科”赋值为4,“大学本科”和“研究生”赋值为5;对于感知能力,
“完全听不懂/不能说”到“很好”,依次赋值1~5分;对于工龄在5年以内(含)的,赋值为1,6至10年的赋

值为2,11至15年的赋值为3,16至20年的赋值为4,20年以上的赋值为5.
2)职位状况.本文职位状况通过职位管理(A59f)、职位自主(A59g)及职位便利(A60h)3个方面来衡

量.按管理权限从小到大、管理职位自主程度从低到高,依次赋值1~5.职位便利中,从“从没有”到“总是”
依次赋值1~5.
3)经济实力.本文通过房子产权(题A11)和收入水平(A8a)2个方面来衡量.对于房子产权,问卷中涉

及“自己所有”、“配偶所有”、“子女所有”等9种情况,本研究根据产权主体与农民工关系的亲疏远近及主

体数量对所有答案从1~5赋值.分值越高表明农民工对产权越具有控制权.对于收入水平,年收入小于等

于9000元的赋值为1,在9001元至15000元的赋值为2,在15001元至21000元的赋值为3,在21001
元至27000元的赋值为4,大于27000元的赋值为5.
4)生活感知.本文通过健康程度、社交频率、社会态度和整治态度4个方面进行衡量.健康状况主要从

身体状况(题A15)和情绪状况(题A16,A17)等方面来反应,按健康状况从低到高依次记1~5分;社交频

率通过与邻居(题A31a)和朋友(题A31b)的社交娱乐活动频率进行反应,并按频率从低到高依次记1~5
分;社会态度主要包括可信度(题A33)、正义感(A34)和公平感(题A35),并按感觉从差到好依次记1~5
分;政治态度通过个人对政府形象维护(题A46)、生育政策(题A47)及户口政策(题A48)的理解程度,从

低到高分别记1~5分,分值越高表明农民工对政府政策及行为越乐观和支持.
5)父辈社会地位.本文从父辈受教育程度(题A89b)及父辈职业声望(题A89d)2个方面进行衡量.对

父辈受教育程度仍按照从低到高赋值同于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划分;对于父辈职业声望的衡量按照对调查者

职业发展的有利程度从1~5进行赋值.
6)家庭背景.主要从家庭经济实力(题A64)和人均住房面积(题A11、题A63)2个方面衡量家庭背景.

经济状况由低到高依次记1~5分.人均住房面积用总住房面积(题A11)除以目前共同居住人数(题A63)得
出,按人均住房面积大小依次记1~5分,人均住房面积越大得分越高.
2.2.3 控制变量

选择性别(题A2)、生日(题A3)、婚姻(题A69)和政治面貌(题A10)、职业状况(A60a)作为控制变量.

3 实证研究及结论

3.1 样本分布

在本次调查中,农民工男女比例相当,男性较多,占54.6%;年龄分布以25岁~4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

为主,占总比例的58.4%;已婚农民工占81.0%,这与年龄段25岁以上为主相呼应;农民工中非党派人士

为绝大部分,为94.0%,加入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对文化素质及政治觉悟都有一定要求,绝大部分

农民工难以满足;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占65.9%;农民工收入水

平偏低,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下的农民工占到59.4%;接近一半(48.4%)的农民工受雇于他人,有28.4%
的农民工为个体工商户,自己是老板的农民工仅为2.8%;在居住状况上,过半(53.3%)的农民工人均居

住面积在30m2 内;从打工年龄来看,工龄在10年以内的农民工较多,占到56.6%(表1).
3.2 阶层认同

农民的样本数为2405,即户口(题A18)为“农业户口”,且目前工作状况及经历(题A58)为“目前务农,
没有过非农工作”和“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农业户口职业为务农的人口;城市工样本数为2550,
户口(题A18)为“非农业户口”、“居民户口”、“军籍”和“其他”非农业户口,居住(题S5a)在“市/县城区以外

的镇”、“市/县城的边缘地”和“市/县城的中心地区”,目前“从事非农工作”(题A58);在农民工的有效样本

中,将题A43a中填写“不知道”的4个样本删去,最终得到1464个有效样本.农民工群体中认为自己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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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的比例最大(42.5%),其次是中下层(37.3%)和下层(13.3%).与农民群体和城市工群体比较可以

发现,在各个层级上农民工的比例均位于二者之间.城市工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和上层的比例均大于农民

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三者在中层的比例较其他层级均为最大,且城市工认为自己处于中层的比例(52.4%)
大于农民工(42.5%)和农民(37.4%).与CGSS2010年调查数据对比发现,2013年农民工认为自己处于

“下层”的比例由18.2%下降到13.3%,降幅近4个百分点,“中下层”和“中上层”的比例均上升了2个百分

点,而“中层”和“上层”的比例没有明显变化(图1).
表1 农民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

变 量 人数(n) 比例/% 变 量 人数(n) 比例/%

性别 个人年收入/元

 男 664 45.4  <=9000 500 34.2

 女 800 54.6  9001~15000 369 25.2

年龄/岁  15001~21000 152 10.4

 <=25 154 10.5  21001~27000 117 8.0

 26~35 415 28.3  27000+ 164 11.2

 36~45 441 30.1 工作状况

 46~55 260 17.8  自己是老板 32 2.8

 55+ 194 13.3  个体工商户 330 28.4

婚姻  受雇于他人 561 48.4

 未婚或丧偶 278 19.0  零工、散工 136 11.7

 已婚 1186 81.0  其他 101 8.7

受教育程度 政治面貌

 小学及以下 345 23.6  非党派人士 1376 94.0

 初中 620 42.3  党派人士 88 6.0

 高中技校 351 24.0 人居居住面积/(m2·人-1)

 专科 94 6.4  <=20 416 28.8
 本科及以上 54 3.7  21~30 357 24.7

打工年龄(年)  31~40 389 15.7
 <=5 349 30.6  41~50 143 9.9
 6~10 296 25.9  50+ 303 21.0
 11~15 167 14.6
 16~20 148 13.0
 20+ 182 15.9

图1 各群体阶层认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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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影响因素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采用SPSS23.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表2).首先分别考察6个大类影响

因素对农民工阶层认同的影响,之后将所有子类影响因素逐步带入以找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最后考察综

合的6类影响对农民工阶层认同的影响程度.
表2 回归模型

变 量
回  归  系  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控制变量

性别 -0.06 -0.095* -0.092* -0.196*** -0.073 -0.074 -0.087* -0.195*** -0.169***

24岁以下 0.119 0.033 0.114 0.163 0.052 0.115 0.031 0.121 0.16

25岁~34岁 0.063 -0.056 0.047 -0.079 0.046 0.078 0.027 -0.032 0.052

35岁~44岁 0.058 -0.029 0.048 -0.099 0.06 0.061 0.043 -0.047 -0.001

45岁~54岁 -0.006 -0.075 -0.014 -0.12 0.004 0.031 -0.002 -0.083 -0.039

婚姻 0.201*** 0.235*** 0.203*** 0.228*** 0.156** 0.224*** 0.187** 0.187** 0.208***

政治面貌 -0.006 -0.125 -0.028 -0.083 -0.042 -0.015 -0.159 -0.154 -0.198*

自己是老板 0.371** 0.263 0.215 0.363 0.347** 0.420** 0.238 0.228 0.171

个体工商户 -0.083 -0.109 -0.155 -0.111 -0.107 -0.072 -0.177* -0.237** -0.095

受雇于他人 -0.152 -0.201** -0.034 -0.18 -0.177* -0.143 -0.162* -0.213** -0.058

零工、散工 -0.273** -0.221* -0.172 -0.185 -0.263 -0.279** -0.202* -0.162 -0.091

自变量

人力资本 0.146***

受教育程度 0.117*** 0.025

感知能力 0.073** 0.051

工龄 0.043** 0.037*

职位价值 0.082**

职位管理 0.079** -0.005

职位自主 0.014 0.021

职位便利 0.062** 0.042

经济实力 0.104***

房子产权 0.055*** 0.022

收入水平 0.154*** 0.087***

生活感知 0.100**

健康程度 0.110*** 0.041

社交频率 0.004 -0.003

社会态度 0.117*** 0.078**

政治意识 0.059* 0.065*

父辈社会地位 -0.012

父辈受教育程度 0.006 -0.033

父辈职业声望 0.046 -0.006

家庭背景 0.163***

家庭经济实力 0.468*** 0.350***

人均住房面积 0.009 0

  注:模型1.控制变量与因变量单独回归;模型2-7.控制变量和6个主要因素的各子因素分别与因变量的单独回归;模型8.控制变量

和16个子因素与因变量的回归;模型9.6个主要因素与因变量的回归”.***p<0.01,**p<0.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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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力资本方面(模型2)看,受教育程度(β=0.117,p<0.01)、感知能力(β=0.117,p<0.05)和工

龄(β=0.043,p<0.05)与农民工阶层感知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所以假设1a、假设1b和假设1c
均得到证实.

从职位价值方面(模型3)看,职位管理(β=0.079,p<0.05)和职位便利(β=0.062,p>0.1)与农民工

阶层感知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所以假设2a和假设2c均得到证实,而职位自主(β=0.014,p>
0.1)与农民工阶层感知之间相关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拒绝假设2b.

从经济实力方面(模型4)看,房子产权(β=0.055,p<0.01)和收入水平(β=0.154,p<0.01)与农民

工阶层感知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所以假设3a和假设3b均得到证实.
从生活感知方面(模型5)看,健康程度(β=0.110,p<0.01)、社会态度(β=0.117,p<0.037)和政治

意识(β=0.059,p<0.1)与农民工阶层感知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社交频率(β=0.004,p>0.1)
与农民工阶层感知之间的相关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假设4a、假设4c和假设4d得到证实,而假设

4b未获得支持.
从父辈社会地位方面(模型6)看,父辈教育(β=0.006,p>0.1)和父辈职业声望(β=0.046,p>0.1)

与农民工阶层感知之间均未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所以假设5a和假设5b均未能获得支持.
从家庭背景方面(模型7)看,家庭收入(β=0.468,p<0.01)与农民工阶层感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

系,而人均住房面积(β=0.009,p>0.1)与农民工阶层感知之间的相关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假设

6a得到证实,假设6b未获得支持.
在以上16个独立的研究假设中,有10个得以证实,但模型1至模型7调整后的R2 在0.370~0.936

之间,其中经济实力方面的变量对模型的解释力度最大,为9.36%.由此,可以知道经济实力在农民工社

会阶层感知影响因素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主要体现在房子产权归属及个人的收入水平.进一步将所有子类

影响因素带入回归模型(模型8),可以看出家庭经济实力(β=0.350,p<0.01)和个人收入水平(β=0.087,

p<0.01)对农民工阶层认同的影响程度最大,且相关关系最明显.工龄(β=0.037,p<0.1)、政治意识

(β=0.065,p<0.1)和社会态度(β=0.078,p<0.05)对农民工阶层认同的相关关系仍然显著.
将所有大类影响因素带入回归模型(模型9)中,可以发现人力资本(β=0.146,p<0.01)、经济实

力(β=0.104,p<0.01)、生活感知(β=0.100,p<0.05)、职位价值(β=0.082,p<0.05)和家庭背景

(β=0.163,p<0.01)与农民工阶层认同均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而父辈社会地位(β=-0.012,p>
0.1)与农民工阶层认同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所以支持假设1、假设2、假设3、假设4和假设6,拒

绝假设5.
在人口统计特征方面,已婚农民工对自身阶层认同相对较高,且其显著性在加入其他影响因素后仍然

显著;性别在模型4、模型7、模型8和模型9中均显著,表明这这些模型中女性农民工相对于男性农民工

对自己的阶层认同更高;政治面貌和各年龄段对农民工阶层认同的影响均不显著;在就业状况方面,模型

1中自己是老板和非零工、散工的农民工与自身阶层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4 结果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CGSS2013数据的分析,发现农民工在自身社会阶层的认同方面较农民群体来说更为积

极,而较城市工则相对较为消极,且农民工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
人力资本方面.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基本条件,对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农民工而言,

其融入城市的能力较强、途径更多,更容易跨越融入时遇到的屏障.这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感知能

力即工龄有很大关系.一定的受教育程度现在成为了许多单位招聘简章中的基本条款,农民工从事的工

作对其综合素质的要求也逐渐提升.语言相通能让农民工自己与同事、邻居沟通顺畅,了解彼此,无论

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清晰的沟通交流都是不可或缺的,这就对农民工的交流沟通能力提出了要求.普通话

作为各民族、各地区沟通交流的通用语言,能听能说是农民工感知能力的重要体现,更是农民工个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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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衡量农民工打工时间长短的工龄无疑也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体现,工

龄的大小一方面体现出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时间的长短,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农民工对于城市工作与生活

的接纳程度.工龄越长的农民工,由于时间和经验的积累对城市的接触和认识也相对较广,对城市形成

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为其在城市阶层认同方面产生着积极的影响,这也是一些常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平

时回到老家感觉生活不适应的原因.
职位价值方面.以往的研究结果证实,在目前的工作岗位上,随着身边人对农民工利用其工作便利为

他们办事频率的增高,农民工对自身及所从事工作的评价亦越高,对自身的阶层认同也较为积极.但是,职

位自主对农民工阶层认同却没有显著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工作方式的自主来衡量职位自主,一方面工作过

程中诸如建筑业、制衣制鞋业及住宿餐饮业等行业,自主的工作方式在繁重的工作面前没有好转,进而工

作方式的自主程度对农民工职位价值及自身阶层认同产生不了影响.另一方面,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大

量的程序化及标准化操作使得农民工对工作没有多少自主选择,其他的城市工人所面临的状况与其相同,
进而导致农民工群体对工作方式不敏感.

经济实力方面.经济实力方面对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房子产权和收入水平对农民

工阶层认同的正向影响作用显著.经济实力对农民工在城市立足具有关键作用,本文从农民工的房子产权

及收入水平2个方面入手.房子作为农民工主要的不动产,与工资共同构成农民工的财富.无论是城市的还

是农村的房子产权,为农民工融入并扎根城市都起到促进作用,而工资则直接影响着农民工当前的消费能

力和生活水平,二者对农民工阶层认同的影响也显而易见.
生活感知方面.生活感知方面对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健康程度、社会态度和政治

意识对农民工阶层认同的正向影响作用显著,但社交频率与农民工阶层认同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本文从健

康程度、社会态度、政治意识和社交频率4个方面对农民工的生活感知进行衡量.其中健康程度作为农民

工开展工作、享受生活的基本“硬件”,社会态度和政治意识作为农民工认识社会、理解社会的基本“软件”,
三者对农民工的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而社交频率对农民工阶层认同的影响却不显著.

父辈社会地位方面.父辈社会地位方面与农民工阶层认同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其中父辈受教育程度和

父辈职业声望对农民工阶层认同的相关关系仍不显著.大部分学者认为父辈社会地位是影响农民工阶层认

同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本文的结论与之前的学者研究结果不一致[5].本文中68.9%的被调查农民工年纪小

于46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第一次民工潮,当时其中年纪最大的一批人也不过20出头.进城

的农民工均怀揣着增加经济收入、改变生活现状的目标,在城市的工作中大多依靠自己去改变命运,进城

务工后的阶层感知还是更多地依赖奋斗的结果.父辈受教育程度及父辈的就业状况对农民工日常生活及价

值观的形成无疑会产生影响,但当农民工进入到城市务工,其所处的环境由原来的农村环境转移到城市之

中.无论父辈方面的差距如何,其面对环境的转变均会产生心理落差与不适应,所以父辈的地位差距对农

民工进入城市后阶层认同的影响并不显著.
家庭背景方面.家庭背景方面对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家庭经济实力对农民工阶层

认同的正向影响作用显著,但人均住房面积与农民工阶层认同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家庭经济实力是农民工

强力后盾及综合经济实力的体现,对自身家庭经济状况感知越高及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越大,农民工对自身

所处的阶层认同就越高.农民工护家、爱家,这与其入城打工的初衷一致,整个家庭经济实力的上升、生活

水平的改善对其阶层认同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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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igrantworkercitizenizationisthecoreproblemofurbanization,andtheintegrationoftheideas
andconsciousnessofthemigrantworkersintourbanlifeisanimportantindicatoroftheiracquiringcitizen-
ship.Basedonthetheoryofclassidentityandstartingfromtheperspectiveofmigrantworkersclass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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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positionvalue,economicstrengthandlifeperceptionofmigrantworkershaveasignificantpositive
impactontheirclassidentification,but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parentsstatusandtheclassidentity
ofmigrantworkersisnotsignificant.Atamoreconcretelevel,thisresearchsuggeststhatthetwofactors
ofsocialattitudeandincomelevelcontributemuchtotheclassidentityofmigrantworkers,andmigrant
workersdemographicfeaturessuchasgenderalsoinfluencetheirclass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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