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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构成研究
———来自湖南调研的发现

叶玲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 基于长沙市 487 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全面分析社会资本建构的工作联系、生活联系、闲暇

联系三维度，以及社会资本的表现方式、现实表状、利用价值、提升途径、扩充意识、活动形式等方面的表

状。研究发现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新生代农民工业务和个人社会资本占据了半壁江山，日常联系人群更

多为业务对象、朋友等，越来越倾向于城市工作和生活立足，他们已经意识到个体社会资本存量的严重

不足，并且认识到了法律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也缺乏对组织型和制度型社会资本的认识和利用。政

府、社区、企业和市民都应该认清自己的作用和定位，发挥自我效能，帮助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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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Discovery of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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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questionnaires of 500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angsha City，

it analysis three degrees of social capital from work contacts，live links，spare contact，and the
expression、the reality tabular、use value、the way of enhancing、the expansion of consciousness、
activities of social capital． The study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f personal initiative
has large business social capital and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and they only contact business ob-
jects，friends，they have a serious shortage of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and recognized the impor-
tant status and role of the law，but lack of organization to organization social capital and institu-
tional social capital，Governments，communities，businesses and citizens should recognize their
own tasks and to help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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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作为首要任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农民工市民化是指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同时，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生活习惯转变为市民的过程。获取社会资本是

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重要条件。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是指以社会关系为基础，以一定的价值标准为纽

带，通过人际关系的互动所形成的能摄取一定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开展湖

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建构研究将为加快湖南省实现四化两型、“小康梦”、“中国梦”做出一定

的贡献。
1 研究基础及样本描述

1． 1 研究基础

以往研究资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积累薄弱、扩展空间狭窄，实现能力有限，不利于实现市民

化。为了加快湖南省四化两型社会的建设，加速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本课题组于 2014 年 9 月开展

了湖南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建构的现状调查及分析。数据来源于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湖南新生

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建构研究”，以调查问卷为基础，课题组抽样调查了湖南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

建构的现状，走访了长沙市天心区周边的建筑工地、菜市场、工厂、人才市场等农民工密度较大的区域，共发

放调查问卷 500 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487 份，有效率为 97． 4%。其中，男性占 50． 2%，女性占 49． 8%。调

查对象中男女比例基本均等，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占到 87． 4%，新生代农民工中

已婚的比例为 75． 4%。本次调查涉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从所从事的职业上看，排前三位的是

建筑业、服务业及企业职员。
1． 2 维度框架描述

Nzhapiet ＆ Ghosal(1998)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组织的网络关系之中，可以通过网络获取的，以及源

于网络的显在的和潜在的资源总和。”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性、关系性和认知性三个维度。本文根据三个维

度观点，对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建构给出框架性描述。具体见表 1。

表 1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

建构三维度框架描述

结构性维度 关系性维度 认知性维度

工作联系

生活联系

闲暇联系

互惠

信任

交融

生存价值

文化共享

共建和谐

资料来源:王永龙，2012．

工作联系。指新生代农民工之间或者新生代农民工和市

民之间因为工作关系形成的某种多样性及紧密性的联系。工

作联系是新生代农民工和市民之间互惠的基础，也是强化新生

代农民工生存价值认知的前提，长期的工作联系反过来也能促

进市民和新生代农民工间的彼此吸引力和凝聚力。
生活联系。指新生代农民工之间或者新生代农民工和市

民之间因为生活关系形成的某种多样性及紧密性的联系。生

活联系是新生代农民工和市民之间信任的基础，有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和市民的文化共享，让新生代农民

工能掌握更多的城市生活技能，了解更多的城市生活规则。
闲暇联系。指新生代农民工之间或者新生代农民工和市民之间因为闲暇娱乐而形成的某种多样性及紧

密性的联系。闲暇联系是新生代农民工和市民之间交融的基础，有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和市民共建和谐

社会，融入市民的闲暇生活，加快市民化进程。
1． 3 现状指标表状

本文在参考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长沙市天心区农民工的调研发现，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

在社会资本的表现方式、现实表状、利用价值、提升途径、扩充意识、活动形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影

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的建构，其指标及表现形式如表 2 所示。
2 湖南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建构现状分析

调查点选择在长沙市天心区，是因为长沙市天心区的进城务工新生代农民工较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结合对长沙市天心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建构的现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由于 18 岁之前的生活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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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化意愿的不同，形成了城市生长自愿融城型、城市生长被动融城型、半途自愿融城型及半途被动融城型

等四种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类型(见表 3)。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构成现状指标表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表现形式

社会资本表现方式 宏观、中观、微观 宏观:政府社会资本;政治社会资本;文化社会资本;法律社会资本;政策社会资

本;市场社会资本;

中观:社区社会资本;工厂社会资本;业务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社团社会资

本;中介社会资本;科技社会资本;行业协会资本;制度社会资本;规范社会资本;

习俗惯例资本;

微观:市民社会资本;关系社会资本;个体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现实表状 充 足、欠 充 足、
薄弱

充足;

欠充足:基础薄弱拓展空间狭窄;实现能力有限;社会信任流失;社会规范不足;社

会声望不高;社会参与网络脆弱;

薄弱:关系型社会资本狭窄;组织型社会资本不足;制度型社会资本欠公正;关系

型社会资本作用明显;制度型及组织型社会资本微弱。

社会资本利用价值 社 会 作 用; 个 人

作用;无作用

社会作用:加快融城进程;缩小贫富差距;培育公民社会;加强组织功能;了解规范

制度;消除歧视;增强社区交往;

个人作用:提高个人修养;搭建社会关系;培养专业知识;增加市场经验;掌握行业

信息;提升职场能力;强化自我权益;

无作用:没有帮助。

社会资本提升途径 政府、单位 和 社

区、个人

政府:打破二元户籍制;调整财政支出;健全社保体系;创新政府服务模式;关注政

府社区引导;鼓励组织交流合作;

单位和社区:社区氛围;关注组织力量;技术培训;培育服务维权载体;

个人:扩大个人关系网;强化文化素质;遵守制度规范;提高法律权利意识。

社会资本扩充意识 强烈;一般;无 强烈:会把握每个机会积累;

一般:很少会有意识去做;有时候会有意识去做;

无:从没想过。

社会资本活动形式 政 府 及 行 业; 社

区及单位;个人

政府及行业:业务活动;科技活动;政府活动;行业活动;

社区及单位:社区活动;单位活动; 社团活动;中介活动;

个人:亲朋聚会;市民活动。

注:表 2 中指标及表现形式的内容均来自本课题组研究成果。

表 3 新生代农民工四种类型描述

18 岁之前的生活地 市民化社会资本建构意愿

城市生长自愿融城型

城市生长被动融城型

半途自愿融城型

半途被动融城型

城市

城市

农村

农村

强烈

一般

强烈

一般

资料来源:叶玲，2014．

性别、年龄、婚姻、子女、学历、专

业、月收入、专业、职务、18 岁 前 生 活

地、更换工作次数等作为新生代农民工

市民化进程中的自变量，其对四种不同

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所表现出来

的社会资本建构这个因变量的意愿程

度也不一致。具体见表 4。
而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的表现方式、现实表状、利用价值、

提升途径、扩充意识、活动形式等都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具体见表 5。
如前所述，新生代农民工可分为城市生长自愿融城型、城市生长被动融城型、半途自愿融城型及半途被

动融城型等四种类型，因此，在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时主要关注是否生长在城市、是否自愿融城两个选项。
上表中也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作为自变量的性别、年龄、婚姻、子女、学历、专业、月收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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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18 岁前生活地、更换工作次数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本建构这个因变量的表现形式。这也是

四种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社会资本建构中表现出不同的根本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

程中，既会受到城市文明的吸引，也受到城市制度和社会文化上的种种排斥，这正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选

择时所面临的困境。调查结果显示，城市生长主动融城型和半途自愿融城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建

构及扩充意识、市民化愿意更加强烈，而城市生长被动融城型及半途被动融城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建构及扩充意识、市民化意愿明显较弱。市民化对于具有主动融城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较强。

表 4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模型变量 变量定义及赋值

城市生长

自愿融城型

城市生长

被动融城型

半途自愿

融城型

半途被动

融城型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社会资本建构意愿 强烈 = 0;一般 = 1;无 = 2 0． 251 0． 462 1． 022 0． 507 0． 830 0． 237 1． 799 0． 581
自变量

性别 男 = 0，女 = 1 0． 314 0． 521 0． 743 0． 433 0． 416 0． 547 0． 730 0． 541
年龄(岁) 40 ～ 30 = 0;30 ～ 20 = 1;20 以下 = 2 1． 352 0． 541 0． 983 0． 586 1． 248 0． 514 0． 362 0． 498
婚姻状况 已婚 = 0;未婚 = 1 0． 982 0． 588 0． 326 0． 515 0． 556 0． 502 0． 340 0． 537
子女状况 有 = 0;无 = 1 0． 907 0． 468 0． 267 0． 512 0． 887 0． 601 0． 216 0． 552
学历 初高中 = 0; 大专 /高职 = 1;本科 =

2;研究生及以上 = 3
1． 861 0． 499 1． 013 0． 506 1． 975 0． 472 1． 421 0． 478

专业 文科 = 0;理科 = 1;工科 = 2;其他

= 3
1． 645 0． 620 1． 332 0． 473 1． 844 0． 537 1． 489 0． 605

月收入(元) 1000 以 下 = 0; 1000 ～ 2000 = 1;

2000 ～ 3000 = 2;3000 ～ 4000 = 3;

5000 以上 = 4

2． 705 0． 549 2． 052 0． 510 2． 530 0． 499 2． 033 0． 566

专业 采矿 = 1;制造 = 2;建筑 = 3;运输、
仓储、邮政 = 4;批发零售 = 5;住宿

餐饮 = 6;其他服务业 = 7

4． 339 0． 511 2． 098 0． 623 5． 022 0． 475 1． 884 0． 557

职务 普通 = 0;基层管理 = 1;中层管理

= 2;高层管理 = 3
2． 399 0． 551 1． 632 0． 483 2． 179 0． 614 1． 058 0． 489

18 岁前生活地 农村 = 0;乡镇 = 1;中小城市 = 2;

大城市 = 3
2． 661 0． 582 1． 247 0． 448 2． 137 0． 517 0． 994 0． 609

更换工作次数 无 = 0;1 = 1;1 － 3 = 2;3 － 5 = 3;5
以上 = 4

2． 791 0． 612 1． 306 0． 487 2． 922 0． 408 1． 441 0． 576

注:表 4 中的数据来源于本课题组对长沙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建构的现状调研统计分析。

3 湖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构成现状及问题分析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 － 布迪厄首先提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后来经过卢里． 詹姆斯 － 科尔曼和罗伯特 －
普特南、澳大利亚学者 Paul Bullen ＆ Jenny Onyx、Kurt Annen、Nzhapiet ＆ Ghosal 等学者的发展，已经成为学术

界广泛讨论和应用的概念(郑萍，2014)。常用的概念是认为社会资本是蕴含于社会网络关系、社会组织和

社会制度中，能够为人们所利用的各类社会资源。包括微观上的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亲缘关系、朋友关系、
同事关系、同学关系等;中观上的关系网络的模式和特征，主要指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组织惯例、习俗、规则

等;宏观上的社会资本运作网络，以及组织的嵌入方式，主要指社会、制度、文化、政策、政治、法律等。在实际

的调查过程中，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性格、关系网、市民化意愿等变量因素的影响，社会资本也可以从主体因

素出发划分为外联型社会资本、综合型社会资本以及内转型社会资本。从社会资本的构成因素来看，涉及到

关系网络因素、构成网络因素及运作网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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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种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构成现状比较

社区教育现状 表现形式

城市生长

自愿融城型

城市生长

被动融城型

半途自愿

融城型

半途被动

融城型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社会资本表现方式 宏观 = 0;中观 = 1;微观 = 2 1． 034 0． 251 1． 472 0． 516 1． 311 0． 412 1． 897 0． 552
社会资本现实表状 充足 = 0;欠充足 = 1;薄弱 = 2 0． 531 0． 468 1． 325 0． 612 1． 434 0． 594 1． 913 0． 764

社会资本利用价值
社会作用 = 0;个人作用 = 1;无作

用 = 0
0． 392 0． 318 0． 827 0． 551 0． 645 0． 402 0． 971 0． 573

社会资本提升途径 政府 = 0;单位和社区 = 1;个人 = 2 0． 908 0． 386 0． 734 0． 478 0． 816 0． 502 1． 547 0． 495
社会资本扩充意识 强烈 = 0;一般 = 1;无 = 2 0． 251 0． 462 1． 022 0． 507 0． 830 0． 237 1． 799 0． 581

社会资本活动形式
政府及行业 = 0;社区及单位 = 1;

个人 = 2
0． 506 0． 594 1． 134 0． 601 0． 993 0． 428 1． 708 0． 577

注:表 5 中的数据来源于本课题组对长沙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建构的现状调研统计分析。

3． 1 关系网络因素

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表现方式、现实表状方面，城市生长主动融城型和半途自愿融

城型使用电话、面谈联系方式的人数分别占同类型新生代农民工人数的 82． 4%和 62． 3% ;日常与业务对象、
朋友、市民、社区人员等的联系次数中每周几次的高频率出现的比率分别占同类型新生代农民工人数的

65. 8% 和 50． 1% ;联系人数中业务对象和朋友为数量最多的占 41． 7%，亲属和同乡同学为最多的占 30． 5% ;

认为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提供最大帮助的人为同事和朋友关系的占 59． 6%，地缘、血缘、亲缘、同学关系

提供帮助的占 41． 4% ;交往对象的工作单位性质为企业、事业、机关的占 81． 8%，个体和其他类型的占

18. 2% ;交往对象职业排名前三的是经济业务人员、行政办事人员、企业员工，最少接触的人群为海员、法律

工作人员及民警。
根据数据分析，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具有融城主动性的类型更多采取较为直接且容易沟通的

表达方式;日常联系人群逐渐由地缘、血缘、亲缘、同学为主转变为更多跟有助于自己城市立足的业务对象、
朋友等联系;并且在事业和生活中在业务对象和朋友处获得更多的帮助;其交往对象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城

市工作和生活立足，基于工作联系的基础来达成互惠的目的，树立自我的生存价值认知。但是同时也表现出

维权意识、法律意识的淡薄和交往视野的局限，需要进一步拓宽长远发展的理念，掌握更多法律知识，强化维

权意识，为市民化提供坚实的保障。
3． 2 构成网络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为了更好地建构社会资本，必须形成自己的构成网络。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

资本的利用价值、活动形式方面，城市生长主动融城型和半途自愿融城型主动联系他人的状况明显高于城市

生长被动融城型及半途被动融城型，分别占 33． 4%和 25． 8% ;在新生代农民工经常参与的活动当中，业务活

动、亲朋聚会、社区活动分别占 44． 1%、25． 7%、10． 8%，稳居前三位。政府活动和社团活动参与的比例最

少;城市生长主动融城型新生代农民工的业务社会资本占资本拥有比例的 51． 2%，半途自愿融城型新生代

农民工的个体社会资本拥有量也达到了 44． 3% ;51． 8% 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社会资本能够搭建社会关系、
提升职场能力;认为自身的社会资本存量基础薄弱、关系型社会资本狭窄、社会声望不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占

据了 57． 9%。
根据数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建构社会资本的主观能动性有待进一步加强;经常参与的活动形式不应只

局限于业务活动和亲朋聚会，而应该在工作和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扩充社区活动、科技活动和政府活动等的

参与范围，基于生活联系的基础来达成信任的目的，树立文化共享认知。融城意愿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业

务社会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占据了半壁江山，有必要加强其对制度、习俗惯例等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以及政

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社会资本的拥有量;能够较为正确的认识到自身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的问题是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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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贴近市民化的有利动力之一，但需要认识到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社会资本的积

累才更好的有利于培植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
3． 3 运作网络因素

在建构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很好的运作社会资本网络才能达到顺利市民化的良好效果。调查数据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提升途径、扩充意识等方面，个体社会资本被新生代农民工列为目前紧缺应该补足

的社会资本首位，占 23． 5%，法律社会资本对很多人而言也是盲区，占 14． 5%，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团

社会资本和规范社会资本的关注度极低，选择比率仅占 0． 4% 和 0． 6% ;扩大个人关系网被新生代农民工认

为是对社会资本提升效果最明显的途径，占 33． 1%，技术培训排名第二，占 20． 4%，健全社保体系位居第三

位，占 11． 7%。
根据数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自我意识到个体社会资本存量的严重不足，并且认识到了法律的重要地位

和作用，这是自我维权意识强化的基础，但是对于社团、规范等层面的社会资本的作用认识不足，大部分新生

代农民工还只相信和依赖个体、亲朋、同乡等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的解决问题能力，缺乏对中观层面和宏观

层面社会资本作用的认识和利用;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还处在靠个人技术、能力、关系建构社会资本的阶段，不

足以基于闲暇联系的基础来达成交融的目的，树立共建和谐认知。政府、社区、企业和市民都应该认清自己在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建构社会资本过程中的作用和定位，充分发挥自我效能，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4 结论及其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可以分为微观层面的关系型社会资本，也包括中观层面的组织

型社会资本和宏观层面的制度型社会资本;也可以分为由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因素决定的极具自我能动性的

外联型社会资本，主动出击与利用关系相结合的综合型社会资本以及完全靠关系运作的内转型社会资本。
不同个体对于市民化社会资本建构的理念多样化，折射出丰富性和层次性的社会资本构成和运作形式。其

中，最具自我能动性的是微观层面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社会资本建构，而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社会资本才最具

权威性和约束力，综合型社会资本建构最具实际意义。这样的结论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建

构的趋向，在个体关系社会资本的现实基础上，坚持以综合型社会资本的发展方法向制度型社会资本和政经

文等社会资本靠拢。这也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建构要以个体主动为基础，政府、社区、企业和

市民必须参与其中，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各司其职。
据此得出相关启示:

第一，应关注四种类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差异。
政府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建构问题时，应重点关注四种不同类型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和利益诉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政策上未雨绸缪。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所存在的心理归属矛盾性以及

社会资本基础薄弱等问题，政府、社区、企业和市民需要给予一定的帮助，同时也需要强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

化的自身动力。学会选择符合自身能力的城市生活方式，良好的居住环境，确保较为完备的社保福利，扩宽

城市社交网络，掌握城市生存规则，提升个人职业技能，学习自我维权必备知识，有效利用政府保护和扶持政

策等都是有效可行的方法。
第二，要以外联型为基础转化内转型社会资本为综合型社会资本。
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能动性一直是建构社会资本的积极自变量，外联型社会资本就是充分利用新

生代农民工的自主能动性的社会资本形式，但是因为社会资本拓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因素，

导致外联型社会资本有时候起不到很好的效果。内转型社会资本建构模式主要靠关系运作，较为稳定可靠

但是缺乏一定的主动性。这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建构模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适合新生代农民工采用的

即为综合型社会资本建构模式，这种既需要体现自主能动性又需要维持关系型社会资本的运作模式，很适用

于想在城市立足的城市关系基础薄弱、保护意识有限、交往视野狭窄、政策知识缺乏、文化习俗偏差的新生代

农民工。 ( 下转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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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须强化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建构过程中，对于微观层面的关系型社会资本需求最强烈、把握性最好、

自主能动性最强。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基本建立于个体的基础之上，靠的是个人的微薄力量，可持续发展前

景有限。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是建立在集体和国家基础之上的，具有权威性和凝聚力，对于在

城市中单打独斗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寻求困难时的庇护、了解行业发展前景、提高个人修养、培育公民社

会、融入市民生活圈、提高个人社会和政治地位、强化自我权益、正确解读政策规范等都需要建立在建构组织

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的基础之上。因此，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

将是加快其市民化的发展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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