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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云南和贵州在外务工的 868 名少数民族农民的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表明：超过三分之二的少数民族

农民工不愿意融入城市；其融城意愿受个人因素、经济因素、主观感受因素等多重影响。愿意和不愿意融入城市

的群体在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宗教信仰、是否失地、本地经济状况、人年均收入、收入满意度和就业压力

等变量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愿意融入城市的群体，年龄较小，受教育水平和个人年均收入均较高，以男性、

无宗教信仰和失地者居多，多来自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对自身收入不满意且就业压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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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data of 868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from Yunnan and Guizhou showed 

that: 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e population didn’t want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The willingness was influenced by such 

factors as individuality, economic statue and subjective sensat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gender, age, the 

education level, religious belief, land possession, the loc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nual per capita income, income 

satisfaction and employment stress, etc. The migrant workers who were male, younger, richer, well-educated and 

nullifidian were more willing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They came from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and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ir income and had employment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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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5

年规划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城镇化率达 53.68%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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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部地区，这无疑是个契机和挑战。一方面，

西部地区可以借助政策的支持加快城镇化建设，发

展当地经济；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城镇

化建设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意味着将有更

多的人口流向或迁居城市，城市如何包容和接纳流

动人口，让他们完全市民化，这是一个难题。 

围绕少数民族农村流动人口及农民迁移与城

市融入的问题，国内学者从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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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系统探讨。理论层面，胡令明将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分为四类：普通务工型、特色经营型、盲目流

动型、迁徙城郊异地开发型；[1]柏贵喜发现，半开

放的政策环境、流动人口的边缘化生存、低下的人

口素质、贫穷和封闭等阻断了西南农民的外出之

路；[2]阿布都外力·依米提认为，影响维吾尔族流动

人口融入城市的因素主要有文化素质、对少数民族

的一些偏见、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3]李

伟梁、曹菁轶和高向东发现，户籍身份、民族因素

和自身素质是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城市的

三大主要因素。[4-6]汤夺先、迟松剑和侯海坤认为，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来自距离大城市较近的民族

地区，受城市、民族、宗教等因素影响较大。[7-9]实

证方面，余泳提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收入及耕

地面积有很高的相关；[10]吕红平和李梦凡指出，经

济和资源压力大是基本原因，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

是直接原因，国家政策的支持是诱导因素；[11-12]刘

晓梅和王宏波认为，年轻、受教育程度高、家庭人

均耕地面积少、男性、家庭劳动力数量多、会汉语

的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更容易选择进入城市；[13-14]

王振卯、刘毅和李林凤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居

住的时间较长、经济状况稳定、与配偶一起流入城

市等能够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15-17]上

述研究从各个角度出发论述了影响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主要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因素，为进一步

研究提供了借鉴，但是研究大多从单一的因素出发

(个人因素或经济因素或社会因素)，而较少将几种

因素综合来考量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因素。因

此，本研究认为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因

素包括个人因素、经济因素和主观感受因素等，这

些因素互相作用，共同对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入城市

产生影响。 

贵州少数民族占全省人口的 36.11%，云南少数

民族占全省人口的 33.37%②，且少数民族聚居区大

多属于省内贫困地区，深受本民族文化的影响，流

动性不强。因此，少数民族流动的影响因素有自身

的特殊性，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特征是什么？影响

他们流动及定居城市的因素有哪些？这些都有必

要进行探讨，研究通过实证调查和访谈，愿意进入

城市与否的比较分析，利用多层次Logistic模型分析

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城意愿的影响因素，为加快城市

化进程提供基础性资料。 

二、调查设计与样本特征 

1．研究对象的界定与特征 

根据《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流动人

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以工

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为了便

于与迁居人口相区别，依据上述定义，将农民工限

定为外出务工在三个月至一年之间，每逢重大节日

回乡的农民③。 

根据研究需要，抽取云南和贵州境内少数民族

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以两省几个世居的人口较多、

文化影响力较大的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按照

国家界定的国家级贫困县和民族县标准，采取整群

随机抽样原则，抽取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和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地

农民工。为了便于抽取，本次调研主要在 2010、2011

年春节前后进行，共发放问卷 1 000 份，回收问卷

912 份，回收率 91.2%，有效问卷 868 份，有效率

95.2%。 

2．样本特征 

有效样本中，傣族 214 人(24.7%)，彝族 202 人

(23.2%)，苗族 175 人(20.2%)，白族 90 人(10.4%)，

布依族 89 人(10.3%)，侗族 77 人(8.9%)，其他少数

民族 21 人(2.3%)；男性 436(50.2%)；女性 432 人

(49.8%)；未婚 130 人(占 15%)，已婚 738 人(占 85%)；

最小 16 岁，最大 78 岁。详见表 1。 

http://www.cqvip.com/Main/Search.aspx?w=%e6%9b%b9%e8%8f%81%e8%bd%b6
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8%BF%9F%E6%9D%BE%E5%89%91
http://www.cqvip.com/Main/Search.aspx?w=%e6%9d%8e%e6%a2%a6%e5%87%a1
http://www.cqvip.com/Main/Search.aspx?w=%e7%8e%8b%e5%ae%8f%e6%b3%a2


 
 

50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年 4 月 

表 1 少数民族农民基本人口学特征(n=868) 
变量 人数/% 变量 人数/% 

性别 男 436(49.8) 婚姻状况 未婚 130(15.0) 

 女 432(50.2)  已婚 738(85.0) 

有无子女 无 144(16.6) 宗教信仰 无 460(53.0) 

 有 724(83.4)  有 408(47.0) 

是否愿意融入城市 不愿意 592(68.2) 是否失地农民 是 149(17.2) 

 愿意 276(31.8)  否 719(82.8) 

受教育水平 文盲 103(11.9) 本地经济发展状况 非贫困非民族县 184(21.2) 

 小学 308(35.5)  非贫困民族县 25(2.9) 

 初中 316(36.4)  贫困非民族县 259(29.8) 

 高中或中专及以上 141(16.2)  贫困民族县 400(46.1) 

民族 傣族 214(24.7) 年龄 20岁及以下 48(5.5) 

 彝族 202(23.2)  21～30岁 225(25.9) 

 苗族 175(20.2)  31～40岁 304(35.0) 

 白族 90(10.4)  41～50岁 213(24.5) 

 布依族 89(10.3)  51岁及以上 78(9.0) 

 侗族 77(8.9)    

 其他民族 21(2.3)    
 

3．变量及其测量 

通过文献分析与质化访谈，确定对少数民族农

民工城市融入可能造成影响的变量，编制《少数民

族农民工基本情况调查表》。自变量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信息：个人因素(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受教

育水平、婚姻状况、有无子女、是否失地农民等)、

经济因素(本地经济发展状况、个人年均收入等)、

主观感受因素(收入满意度、生活状况满意度、子女

教育压力、就业压力、生活质量评价等)，共 14 个

变量。通过对个人因素、经济因素、主观感受等因

素的考察，探讨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城的影响因素。

因变量采用“你是否愿意在城市定居和生活”，0=

否，1=是，选择“是”意味着融入。 

4．研究方法与设计 

测试人员主要是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

生和本科生。考虑到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在云南

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和安顺学院招募部分民族

大学生。首先，必须是来自调研点当地的农村大学

生；其次，选择对农村相对比较了解的大一学生；

最后，有一定语言表达能力和交流技能的大学生。

调研在春节前后，以村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要求

被试仔细阅读指导语，然后按要求填答问卷，作答

时间40分钟。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由调研人员统

一读题目，然后由他们自主选择作答，时间为90

分钟。 

所有回收来的问卷首先判别甄选，建立数据

库，最后所有数据使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分析。

统计分析方法：描述性统计和 Logistic 回归等。 

三、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城意愿两类群体

特征比较 

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农民工愿意融入城市的为

276 人，占 31.8%，不愿意融入城市的有 592 人，

占 68.2%（表 2）。 

在不愿意在城市定居和生活的群体中，女性较

多，且已婚人数比例占 90%，其中，87.5%的有子

女；失地农民 13.9%；31～40 岁和 21～30 岁人分

别占 36.3%和 21.8%， 51 岁及以上的为 12.2%；小

学学历最多，为 38.5%，其次是初中，占 37.5%，

文盲最少，仅占 11.7%。愿意在城市定居和生活的

群体中，男性较多(56.2%)，已婚人数占 85%，有子

女人数 74.6%；63.4%的人无宗教信仰；21～30 岁

最多，占 34.8%，其次是 31～40 岁，占 32.2%，51

岁及以上人数最少；初中学历最多，占 34.4%，其

次是小学，占 29%，文盲最少，占 12.3%。比较发

现，愿意群体中，男性、无宗教信仰人数较多。不

愿意群体中，女性、有宗教信仰人数较多；愿意群

体已婚和有子女人数比例有所下降；75.7%在 40 岁

以下，比不愿意群体多 12.6%；高中或中专及以上

人数是不愿意群体人数的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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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特征方面，不愿意群体中，个人年均收

入 1500 元及以下人数比例最多(44.6%)，其次是

1501～5 000 元(39.0%)，15 001 元及以上人数比例

最少(2.7%)；样本中贫困民族县比例为 51.2%，贫

困非民族县占 24.8%，非贫困非民族县占 21.6%，

非贫困民族县最少，为 2.4%，国家级贫困县占 76%，

非贫困县占 24%。愿意群体中，个人年均收入

1501～5 000 元之间人数最多(36.2%)，其次是 1 500

元及以下(30.8%)，15 001 元及以上人数比例最少

(9.4%)；贫困非民族县占 40.6%，贫困民族县比例

为 35.1%，非贫困非民族县占 20.3%，非贫困民族

县最少，为 4.0%，国家级贫困县占 75.7%，非贫困

县占 24.3%。比较发现，两类群体个人年均收入 1500

元及以下的最多，但不愿意群体比愿意群体多

13.8%，而愿意群体中超过 5 000 元的占 33%，是不

愿意群体的一倍多。 

主观感受上，不愿意群体在生活水平满意度方

面，“基本满意”的最高，占 57.7%，“基本满意”

及以上人数比例为 76.8%；对个人收入感到基本满

意占 52.5%，“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分别

为 28.9%和 5.2%；生活质量不好也不差人数最多，

占 58.1%；有子女教育压力和就业压力人数比例分

别为 43.9%和 26.4%。愿意群体在生活水平满意度

方面，“基本满意”的最高，占 63%，“不满意”

和“非常不满意”的分别为 18.1%和 4.3%，“基本

满意”及以上人数比例为 77.4%；对个人收入感到

基本满意占 46.7%，“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的分别为 32.2%和 7.6%；生活质量不好也不差人数

最多，占 59.1%；有子女教育压力和就业压力人数

分别为 60.5%和 46%。比较发现，收入水平满意度

方面，愿意群体“非常满意”和“基本满意”人数

比例低于不愿意群体，而“不满意”和“非常不满

意”人数比例高于不愿意群体；生活质量的评价方

面，愿意群体，“差”和“很差”比例高于不愿意

群体，而“好”和“很好”人数比例低于不愿意群

体；在子女教育方面和就业压力方面，愿意群体均

有较大的压力。 

进一步分析发现，愿意群体总体特征，男性比

例较大，且以 40 岁以下年轻人为主，年均个人收

入相对较高，但是压力较大，满意度较低(表 2)。 

表 2 愿意和不愿意融入城市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群体特征(n=868) 
变量 不愿意/% 愿意/% 变量 不愿意/% 愿意/%

性别 男 47.5 56.2 婚姻状况 未婚 11.0 15.0 

 女 52.5 43.8  已婚 89.0 85.0 

有无子女 无 12.5 25.4 宗教信仰 无 48.1 63.4 

 有 87.5 74.6  有 51.9 36.6 

是否失地农民 是 13.9 17.2 年龄 20岁及以下  4.1  8.7 

 否 86.1 82.8  21～30岁 21.8 34.8 

子女教育压力 有 43.9 60.5  31～40岁 36.3 32.2 

 无 56.1 39.5  41～50岁 25.7 22.1 

就业压力 有 26.4 46.0  51岁及以上 12.2  2.2 

 无 73.6 54.0     

受教育水平 文盲 11.7 12.3 本地经济发展状况 非贫困非民族县 21.6 20.3 

 小学 38.5 29.0  非贫困民族县  2.4  4.0 

 初中 37.3 34.4  贫困非民族县 24.8 40.6 

 高中或中专及以上 12.5 24.3  贫困民族县 51.2 35.1 

生活水平满意度 非常满意  2.5 1.4 收入水平满意度 非常满意  1.7  0.4 

 满意 16.6 13.0  满意 11.7 13.0 

 基本满意 57.8 63.0  基本满意 52.5 46.7 

 不满意 20.3 18.1  不满意 28.9 32.2 

 非常不满意  2.9  4.3  非常不满意  5.2  7.6 

个人年均收入 1500元及以下 44.6 30.8 您怎样评价您的 很差  3.9  2.9 

 1501～5000元 39.0 36.2 生活质量 差  9.0 11.2 

 5001～10000元  9.5 13.8  不好也不差 58.1 59.1 

 10000～15000元  4.2  9.8  好 25.5 22.1 

 15001元及以上  2.7  9.4  很好  3.5  4.7 

总计  592人 276人   592人 27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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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城意愿的影响因素 

尽管可以确定愿意或者不愿意在城市定居和

生活的群体在很多方面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

是究竟哪些是有效的预测因素，能够显著影响少数

民族农村农民工的选择。为对影响因素进行更好地

预测和判断，以下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各方

面变量的作用效果及其相对重要性。 

首先将参与分析的变量转化为虚拟变量，然

后做 Logistic 回归，方法使用向前逐步筛选策略，

多层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见表 3。模型 1 是个人因

素对融城意愿的影响，模型 2 是个人因素和经济

因素对融城意愿的影响，模型 3 是个人因素、经

济因素、主观感受因素对融城意愿的的影响。从

模型的拟合程度来看，在个人因素的基础上逐渐

加入经济因素、主观感受因素，使模型的解释能

力有了显著提高。 

表 3 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城意愿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n=868)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B 发生比 P值 B 发生比 P值 B 发生比 P值 

个人因素          

性别(男) 0.413 1.512 0.012 0.376 1.457 0.031 0.405 1.499 0.062 

宗教信仰(无) 0.603 1.827 0.000 0.638 1.892 0.000 0.649 1.915 0.000 

是否失地(是) 0.569 1.766 0.005 0.622 1.862 0.003 0.667 1.948 0.002 

年龄          

20岁及以下 2.579 13.180 0.000 2.784 16.181 0.000 2.601 13.476 0.000 

21～30岁 2.317 10.143 0.000 2.501 12.196 0.000 2.344 10.422 0.000 

31～40岁 1.882 6.567 0.000 2.017 7.519 0.000 1.847 6.344 0.000 

41～50岁 1.769 5.867 0.000 1.908 6.741 0.000 1.831 6.240 0.000 

受教育水平          

小学 -0.475 0.622 0.084 -0.557 0.573 0.050 -0.584 0.558 0.006 

初中 -0.441 0.643 0.162 -0.715 0.489 0.014 -0.826 0.438 0.008 

高中或中专及以上 0.086 1.090 0.847 -0.283 0.283 0.388 -0.394 0.674 0.234 

经济因素          

本地经济发展状况          

非贫困非民族    0.434 1.543 0.049 0.363 1.437 0.327 

非贫困民族    0.924 2.519 0.003 0.860 2.364 0.092 

贫困非民族    0.927 2.526 0.000 0.865 2.375 0.000 

个人年均收入          

1501～5000元    0.451 1.570 0.018 0.527 1.694 0.008 

5001～10000元    1.092 2.979 0.000 1.108 3.030 0.000 

10000～15000元    1.573 4.821 0.000 1.575 4.833 0.000 

15001元及以上    1.840 6.296 0.000 1.871 6.496 0.000 

主观感受因素          

就业压力(有)       0.741 2.097 0.007 

收入满意度(满意)       -0.448 0.639 0.029 

Nagelkerke R2 0.144 0.234 0.255 

正确判断率 73.7% 76.4% 81.4% 

注：年龄参照类为51岁及以上，受教育水平参照类文盲，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参照类贫困民族县，个人年均收入参照类为1 500元及以下

1.个人因素对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城意愿的影响 

模型 1 结果显示，性别、宗教信仰、是否失地、

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对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城意愿有

显著影响。男性更倾向于选择融入城市，发生比是

女性的 1.512 倍。有宗教信仰的人群多偏重于回农

村。少数民族很多都信仰宗教，如傣族多信仰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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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宗教信仰的群体会在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举行

宗教聚会。进入城市后宗教聚会场所缺乏，再加上

城市生活的艰辛，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宗教活

动，因而有宗教信仰的人群更多的选择回农村。失

地农民也倾向于选择融入，城镇化建设导致一批农

民失去土地，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流动打工和

在本地自主经营就成为常态的生活方式。 

年龄与融城意愿成反比例关系，即年龄越大，

越倾向于回农村，年轻人更喜欢选择融入，老人多

喜欢留守农村。年龄群体中，20 岁及以下、21～30

岁、31～40 岁、41～50 岁与 51 岁及以上群体均有

显著差异。20 岁及以下融城意愿最强，选择融入的

发生比是 51 岁及以上群体的 13.180 倍；其次是 21～

30 岁群体，为 10.143 倍。可以看出少数民族愿意

融入者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其主要原因有：首先，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从事的工作以体力劳动为主，年

轻人体力旺盛和精力充沛，劳动潜力大，企业更倾

向于雇用他们；其次，未婚青年，缺少婚姻和孩子

的羁绊，自由空间较多，愿意选择去城市发展。即

使是已婚的，家里父母年龄大多在 50～60 岁之间，

有余力照顾留守家里的孩子，也使他们更多地选择

外出务工；最后，年轻人接受能力较强，在接受新

事物时比老年人有优势，他们较易接受汉文化和专

业技术培训，较快融入城市。更为重要的是，年轻

人对于相对较发达的城市生活有较强的向往意愿。 

受教育水平也是显著影响因素。由模型1可看

出，文盲与其他三类群体没有显著差异，高中或中

专及以上学历与小学、初中群体有显著差异，高中

或中专及以上学历群体较倾向于融入城市。因为学

历较高，就有较多的机会学习汉语和先进文化，对

汉族文化的了解也就越多，对城市生活习惯与生活

方式较容易接受并适应，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也较深，

更渴望接触外部世界和文化。 

总之，少数民族愿意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中，男

性、年轻人、无宗教信仰者较多，文化素质越高，

越倾向于融入。大量研究也证实了我国大规模的农

村人口外流主体是一种农村“精英流失”，即具有较

高文化素质的人口大量外流。[18]文化素质不高已成

为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因素。婚姻

状况和有无子女两个变量没有进入方程，说明在没

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与参照类相比，他们对少数

民族农民工融城意愿的选择影响不大。 

2.经济因素对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城意愿的影响 

经济因素进入回归方程后，模型的解释率有了

明显提高。模型 2 的回归结果显示，本地经济发展

状况和个人年均收入显著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融

城意愿的选择。本地经济发展状况方面，非贫困非

民族县、非贫困民族县、贫困非民族县与贫困民族

县有显著差异，贫困非民族县少数民族农民工更倾

向于选择融入城市，发生比是贫困民族县的 2.526

倍，其次是非贫困民族县，为 2.519 倍，非贫困非

民族县为 1.543 倍。调查发现，非民族县少数民族

很多是和汉族聚居在一起，大多会使用汉族语言，

熟悉汉族文化，出去打工或自主经营也能比较适

应，因而较多选择融入城市。同样，贫困也是少数

民族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个原因。为了增加收入，

提高生活水平，会汉语并熟悉汉族文化的少数民族

农民会选择进入城市打工。 

个人年均收入方面，收入越高，越倾向于融入。

由发生比分析可发现，1 501～5 000 元收入的人群，

选择融入的人数是 1 500 元及以下人群的 1.570 倍，

以后逐渐增大，15 001 元及以上群体更达到 6.296

倍。这说明，对目前生活状况不满意，试图改变困

境而进入城市打工是大多数少数民族农民工的选

择。事实上，进入城市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增加

个人收入。这又会吸引更多的少数民族农民进入城

市打工或自主经营。[19] 

3.主观感受因素对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城意愿的

影响 

模型3引入了主观感受因素后，模型的解释率

得到显著提高，Nagelkerke R2为0.255，正确判断率

为81.4。分析发现，就业压力和收入满意度显著影

响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城意愿。就业方面，有就业压

力的人群更倾向于选择融入城市，选择融入发生比

为2.097。首先，有就业压力就表明准备进入或者已

经进入城市工作；其次，进入城市工作就必须面对

就业问题，压力不可避免。因此，有就业压力的少

数民族农民工较多选择融入城市。 

收入满意度方面，满意与不满意群体间存在显

著差异，对收入不满意群体倾向于选择进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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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民，为了增加收入，进入城市打工或自主经

营应该是主要的选择。 

由以上因素分析可以发现，愿意融入城市人

群，就业压力较大，大多对个人目前的收入不满意。

生活状况满意度、子女教育压力和生活质量评价三

个变量没有进入方程，说明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

下，与参照类相比，它们对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城意

愿的选择影响不大。 

综上所述，年龄、性别、宗教信仰、受教育水

平、是否失地、本地经济发展状况、个人年均收入、

就业压力和收入满意度等9个因素对少数民族农民

工融城意愿都有显著影响，并且，作用都比较稳定，

没有因其他变量的加入而发生方向性改变。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上，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城意愿不高，超过三

分之二的不愿意融入城市。性别、受教育水平、年

龄、宗教信仰和是否失地等因素对少数民族农民工

融城意愿有显著影响。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多地选

择融入城市。学历越高，越倾向于融入。年龄越小，

越倾向于融入，尤其是 40 岁以下的群体是融入城

市的主力军。无宗教信仰和失地农民倾向于选择融

入城市。本地经济发展状况、个人年均收入、就业

压力、收入满意度等因素对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城意

愿也有显著影响。个人年均收入越高，越倾向于融

入；地方经济相对较发达及汉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农

民工，较多地选择融入。有就业压力、对收入不满

意群体倾向于选择融入城市。 

基于此，政府应实行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就业的

保护政策。首先，要加强少数民族农民工自身知识

和就业技能的培训，为他们就业提供技术和信息支

持；尤其是应该加强对少数民族农村女性的培训，

为她们就业提供技术和信息支持。其次，在少数民

族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前，应对其积极开展双语教

育，既要重视本民族文化教育，更要学习汉族文化，

将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融合，增强其民族认同

感和文化认同感，为他们融入城市打下基础。第三，

鼓励用工单位接纳少数民族员工。提高少数民族农

民工的工资收入，维护并保障他们的权益，使其拥

有融入城市的物质保障。第四，尊重少数民族习俗，

建立农民工宗教聚会场所，和他们一起举办民族特

色庆祝活动，使其尽早融入当地社会。第五，加强

其文化认同，从理念上引导他们在民族文化和汉族

文化间找到平衡点，融会贯通，积极认同。第六，

加强社会认同教育。少数民族农民工进入城市难免

会有不适应，尤其是就业困难和收入相对较低方

面，应使他们意识到这种不适应(就业困难和收入较

低)不仅仅针对他们，而是所有外来群体必须面对的

一个问题，引导他们用理性平和的心态看待类似的

现象，积极进取，主动融入城市并改善他们目前的

境况。 

注释： 

①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 1 号)指出

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4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把城镇

化率提高 4 个百分点，以此算出 2015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

53.68%。 

②数据来源：根据 《贵州省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

据公报》和《 贵州省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

报》计算得出。 

③1958 年 1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91 次会议讨论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

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2种户籍。本研究将农民定义为“具

有农业户口的公民”，因此农民工也归属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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