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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特点及改善对策 

——基于山东省的调查 

刘启营 

(青岛农业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9) 

摘  要：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事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调查表明，受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

的影响，目前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受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影增加但仍然呈现整体贫乏的特点；农民工文化消费观念呈现代

际转型的特点，同时仍存落后的一面；积极乐观、自足的心态与心理矛盾冲突并存，精神压力较大。因此，应树立以人

为本的理念；增加农民工收入，使其享有市民待遇；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保持精神领域

中的“生态文明”，夯实与改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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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ing Measures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Peas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LIU Qi-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Qingdao 266109，China） 

Abstract: The situation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about peasant workers relate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steady of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The research starts with empirical method，focusing on the real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and has investigated into the situation of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rural workers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rural workers in Shandong 

province has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being unproductive and affected by the urban cultural life，having difference 

between gener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consumption concept transferring. Some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in the final 

part to optimize the situation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peas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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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主要是指农民工工作之余用
于消遣、娱乐等方面的非物质生活。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截止 2008 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2 542 万人。
农民工的辛勤劳动为整个城市、为全社会做出了贡献，
在全社会广泛关注农民工物质利益、社会保障之时，
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却容易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 

山东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吸纳了大量农民工。为
了解和掌握当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和特点，把握
他们对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心态和需求，进一步分析农

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的原因并提出对策，笔者所在的
“山东省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实证研究课题组”对
该省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进行了实证调研。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当前，关于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研究并不鲜见，
但大都散见于报刊，且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进行整体的
研究[1-3]，部分为实证性地对农民工精神文化现状进行
研究，如陈巍 2006 年在北京对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
状作了问卷调查，肖平步探讨了重庆市农民工精神文
化生活现状与对策[4-5]，但是鲜见有关山东省农民工精
神文化生活的研究。基于此，笔者试图通过对山东省
农民工精神文化状况进行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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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其精神文化生活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进行系统分析，从而为解决山东省农民工精神文化生
活的困境提出新的解决途径。 

1. 研究对象的界定与研究假设 

本调研中，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在农村而到城市
务工的一类人群，同时也包括那些具有外地城镇户口
而进城务工的一类人员。本课题的研究假设：进入到
城市的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非
常匮乏，总体呈现“孤岛化”的特点。同时，不同地
区、行业、性别、年龄段的农民工，其精神文化生活
的内容、特点和质量，也会呈现不均衡的特点，差异
性较为突出。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力图去发现、解释这
种状况，并提出对策。 

2. 研究方法与调查工具 

课题组在山东省西部、中部、东部各抽取一个城
市(即菏泽、济南、青岛)为样本进行实证调研。这样
既考虑到地理位置的差异性，又考虑到经济发展的不
平衡性(菏泽属于山东欠发达地区，济南、青岛则属于
相对发达地区)，保证了调研的典型性与全面性。 

考虑到农民工人数多、职业流动性大、居住情况
复杂等原因，调查主要采用抽样问卷调查、访谈法与
社会调查法。就问卷调查而言，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一是分别选取菏泽、济南、青岛一个企业为样本进行
问卷发放；二是在农民工聚集较多的当地火车站进行
问卷发放。调查员主要由青岛农业大学公共事业管理
专业的本科生构成，在问卷调查前对其进行了系统的
培训。考虑到农民工文化层次不均衡性，问卷填答采
取两种方式：一是自填问卷法，由被调查者亲自填写；
二是调查员按问卷内容逐一读题，由被访者回答。本
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1 050 份(菏泽：300 份，济南：350

份，青岛：400 份)，回收问卷 939 份，回收率为 89.5%，
其中有效问卷为 901 份，有效率为 85.8%。涉及行业
主要包括：建筑、制造业、餐饮服务业等领域。课题
组成员还分别对有关行业内的农民工人员文化生活状
况进行了社会观察、个别访谈，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感
性材料。 

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特点 

(一) 被调查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调查发现：接受调查的农民工的主要来源：来自
山东省内的居多，约占 85%，其中位于鲁西南的菏泽
市，由于经济欠发达原因，不仅农民工绝对数量少，而
且来自本省的民工占 90%以上。相比较而言，省会济

南市的省内农民工约占 84%，计划经济单列市青岛的
省内农民工约占 82%，其余农民工主要来自周边省市，
如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就农民工文化程度而言，由
于山东省东西经济发展不均衡及地理位置等原因，济
南、青岛两地的其他务工人员大专以上学历比例较菏泽
市稍高(表 1)。 

表 1  农民工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变量 具体指标 百分比/% 

来自省内 85.3 来源 

来自省外 14.7 

农业 90.5 户籍 

非农业 9.5 

18 岁以下 9.0 

18-30 岁 38.5 

31-45 岁 36.7 

年龄 

45 岁以上 15.8 

大专以上 6.4 

高中或中专 30.2 

初中 56.2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7.2 

已婚 54.2 

未婚 44.4 

婚姻状况 

其他 1.4 

男 45.7 性别 

女 54.3 

行业 建筑业 31.2 

 制造业 20.4 

 商业服务业 18.3 

 个体 6.8 

 其他 23.3 

 

 (二) 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特点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总体相对匮乏：
城市(尤其是济南、青岛两地)中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场
所虽然较为丰富，但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由于
受到种种限制，很难参与到城市居民的文化活动中去，
更多的是做一个“旁观者”。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
民工在精神文化生活较为单调，他们在文化生活生活
方式、思想观念、社会心理、感情生活等方面与城市
居民相比有着明显区别，在农民工内部也存在一定的
个体差异。 

1. 文化生活方式 

农民工文化生活呈现整体贫乏的特点，但城市文
化生活方式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影响日益深远。调查显
示，大部分农民工工作之余的消遣方式依次为：打牌
聊天、看电视、睡觉、听收音机、上网等(图 1)。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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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大部分农民工文化生活缺乏内涵、质量不高，
较为单调、乏味。 

 

 

 

 

 

 

 

 

图 1  农民工工作之余的消遗方式 
 

调查还显示，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已经开始融
入到城市文化生活当中。如，手机拥有比例占 90%以
上，而且部分农民工(尤其新生代农民工)已能够手机
上网，同时，部分农民工以 MP3，MP4、溜冰作为工
作之余娱乐的重要手段和载体，反映了农民工文化生
活方式的新变化。说明部分农民工的文化生活进入到
了一个良性上升的嬗变阶段，可以推断出其发展趋势
是农民工文化生活开始由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逐渐
改变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契合的封闭、单调、同
质的生活方式，转向与现代工业文明与都市文明相适
应的文化生活方式。 

2. 文化消费观念 

农民工文化消费观念呈现代际转型的特点，但仍
存落后的一面。调查发现，从精神的需求角度来看，
农民工对多种文化生活均有需求，但随着年龄的增加
其文化消费需求呈递减趋势。调查表明：45 岁以上的
农民工文化需求种类偏少，限于聊天、睡觉和读书看
报等简单方式，31－45 岁年龄段的农民工工余时间则
喜欢聊天、看电视、睡觉、读书看报，他们的文化消
费行为多为理智型和节俭型，赞同量入为出、崇尚节
俭、追求实用，不大追求流行时尚。而 30 岁以下的新
生代农民工人员精神文化需求则相对旺盛，尤其以“80

后”农民工甚至“90 后”为甚，他们大多受过一定的
教育，为农民工群体中学历层次较高的群体，容易接
受新事物，思想“前卫”，他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较为
强烈，对城市生活的探知欲较强，他们除了传统的聊
天、看电视、读书看报以外，以网络为载体进行精神
文化活动是其一大特点，如，通过互联网进行聊天、
交友、听音乐、玩游戏、观看视频等等。他们有的还
主动参与到当地的举办的文化活动中去，有些甚至对
“洋节日”也呈现出一定的消费兴趣。由此可见，部
分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已由旁观型向参与型转变。他

们不再满足于旁观者的角色，而是主动靠近，积极参
与，大胆表现呈现出强烈的代际转型特点。“可以说，
新生代农民工无论从就业技能还是到心理预期，都将自
己定位于城市，这不是一种短期行为。从这个意义上，
新生代农民工应当有着比其父辈更为强烈的权利诉
求。”[2]但调查也发现，约 10.4%的农民工中存在通过
电脑、手机进行算命、测字、看相等封建迷信活动的现
象，部分农民工还热衷于赌博、看黄色录像，反映出部
分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呈现空虚、迷茫的特点，亟待关注。 

3. 社会心理 

积极乐观、自足的心态与心理矛盾冲突并存，精神
压力较大。调查发现，一方面，相当部分农民工能够
在心理上认可或接受自己的角色，任劳任怨，积极投
入到工作生活中去，心态较为平稳而务实，对现实文
化生活有一种满足感，有 60.4%的农民工表示，对自
己当前的文化生活“基本满意”(图 2)，折射出农民工
对当前精神文化生活自足的心理。当问及，“与城里人
相比较，是否受到歧视时”，大约 46%的农民工表示，
“没有感觉，无所谓”(图 3)，这与原来的课题组假设：
“农民工严重受歧视”略有出入，反映了现代城市越
来越以一种开放、和谐的姿态来接纳他们，农民工已
经在心态上将自己与城市融为一体。但调查也发现，
农民工大都感觉城市竞争激烈、生存的压力较大。有
60%以上的农民工表示，当前“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大。” 

 

 

 

 

 
 
 

图 2  农民工对现在的文化生活满意程度 

 

 

 

 

 

 

 

 

 
 

图 3  农民工与市民交往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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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会情感 

总体表现为感情空虚寂寞，性生活不正常，性健
康潜伏着危机。根据调查结果，尽管有部分农民工(主
要指“80 后”农民工)已经或正在涉足爱情，精神生
活自我满足感较强，情感方面相对充实。但调查也显
示，农民工由于其工作的不稳定性、低收入导致恋爱
成功率较低，也致使诸多农民工恋爱过程中无长远打
算，仅仅寻求一种精神寄托，并不能掩饰其对未来婚
姻期盼的焦虑感。而对于其他农民工尤其是大龄已婚
农民工来说，由于长期背井离乡加之工作紧张劳累，
缺乏感情交流，许多农民工感情空虚单调，“没劲”、
“没意思”。 

据抽样调查、个别访谈，发现已婚或大龄农民工
的正常性生活，因各种因素得不到适当的满足，加上
长时间的背井离乡，得上了性压抑症和思乡症。长期
被忽视的农民工性压抑困扰着民工的精神状态，已经
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空虚寂寞是进城打工者的
最大感受。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
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
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其实
就全国而言，这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据《瞭望东方周
刊》的一次中国进城务工人员调查，认为：对于生理
处于性欲旺盛期的年轻进城务工人员来说，性压抑已
经成了他们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甚至已经成为一个
社会问题，理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包括
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因素。 

(一) 经济因素 

尽管当前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原因和动机逐渐由最
初单纯赚取经济利益日益发展为多元化，但不可否认
的是，半数以上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仍然是
养家糊口，改善生活。根据问卷调查，“赚钱养家”
(55.3%)、“就业机会多一些”(51.1%)在农民工进城原
因中位列前两位。但大多数农民工就业于收入水平较
低、工作环境恶劣、待遇差，福利低的岗位，这些无
疑限制了其收入。 

“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是临
时性的，他们对持久收入的信心并不太强，农民工将
大部分暂时收入储蓄起来，收入的‘暂时性’制约了
农民工闲暇消费。”[3]从调查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工

生活方式最大的特点是节俭，奉行“能省则省”的原
则，大部分农民工主要收入除用于必要的生活开销外，
每月用于其它的消费(包括文化消费)较少，这是影响
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根本原因。 

(二) 文化因素 

从文化视角来看，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堪忧的原
因还在于社会文化冲突。一方面，农民工与城市社会
的隔阂。农民工，这些“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农民工
有明显的“边缘人”特征——他们主要生活在城市，
主要社会关系却在乡村，“根”在乡村。他们成为徘徊
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人”， 身份的边缘化扼杀
了这一群体的文化消费意愿，使进城农民工更进一步
与城市社会相疏远，只是被动地适应城市生活，难以
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和同化，其精神文化生活状
况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以节俭为特征的乡土文化与以消费为
特征的都市文化之间的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中艰苦朴
素、勤俭节约的生活观念在农民工身上体现得非常突
出和明显，加之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导致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在这种观念与现实的影
响下，使得农民工的文化消费行为深受农村生活环境
形成的消费经验、消费模式的影响，这种“节俭”型
文化消费模式与崇尚“消费”为特征的都市文化形成
一种鲜明对比，制约了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发展。 

(三) 社会因素 

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除了受直接的经济因素，
文化因素影响外，还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一，
可供消费的公共文化消费品短缺。进城务工人员作为
弱势群体，其文化需求的实现程度更多地是依赖于政
府的公共供给或企业团体提供的文化设施，诸如公共
图书馆、城市阅报栏以及必要的职业培训等。如果政
府和进城务工人员所在的企业、社区等不能充分提供
这些消费品，进城务工人员所需要的文化消费就会短
缺。从本次调查情况来看，这些本应当由政府、企业、
社区等提供的文化消费品都存在严重的不足，是形成
目前进城务工人员文化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二，
户籍制度的制约。在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与体制下，
户籍制度决定了进城务工人员特殊的社会身份以及随
之而来的社会地位，加深了农民与城市居民在经济、
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的隔阂。调查表明，大多数
农民工把能够落户城市看作一种奢侈品或可望不可
及，这在无形中造成了诸多隔阂。进城务工人员既不

 



 
                  
50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10月 

同于传统农民，也不同于城里人。“二元经济结构下的
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边缘化特性，对他们的文化消费
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与制约。”[4]其三，社会保障的
缺席。虽然近几年，随着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劳动
合同法》颁布实施，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逐
步加强。但从调查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工在医疗、
社会保险方面的保障落实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他们仍
处于社会保障的边缘地带。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席
使得农民工未来的‘不确定性’比其他任何群体都要
大，这也使得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后顾意识，客观上形
成了农民工储蓄先行，消费滞后的消费模式。”[5]在这
种模式下，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消费也就相应减少了。 

四、改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对策建议 

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同在一个城市，同顶一片
蓝天”，但农民工却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在文化生活
方面是弱势群体。农民工也是公民，农民工对于国家
发展、城市建设的付出巨大，索取较少，社会没有理
由不善待他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
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维护好农民工的精神文化权益
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基于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 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改善农民工精神

文化生活的认识基础 

农民工也是人，也是公民。全社会应在思想深处
树立平等对待农民工的理念，不仅在物质层面关注农
民工群体，更要在精神层面去关爱农民工的内心生活。 

农民工同样具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意识(同
样有接收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的能力)

的需求。关注农民工，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
如果仅注意务工者的物质需求，忽视其精神需求，则
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以人为本，更应该深化到精神文化
需求的人文关怀层面提升他们的城市生存、就业、发
展能力和综合素质。“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悲情事件层
面、为民请命的维权层面、居高临下的教化层面，更
多的应是体现在人文关怀、励志、提升素质的层面。
让农民工分享改革成果，也应包括分享文化产品的成
果。要平等公正地对待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实现好，
维护好他们的文化权益。”[6]应走出认识误区，端正
思想，提高认识，坚决摒弃把农民工当简单的、临时
劳动力的错误，真正把农民工视为城市两个文明的建
设者和消费者，尊重他们的劳动和创造，以平等、尊

重和人性关怀关注农民工的精神文化权益。 

(二) 增加农民工收入，使其享有市民待遇——改

善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根本 

经济是基础，在物质需求尚未完全满足之前，享
受低工资、并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农民工很难完全摆
脱生活的压力。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欲望会受到生存压
力的强烈制约，不解决农民工的生存和安全保障，农
民工的文化生活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对此，
政府各部门应有所作为，应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
出台政策，制定相关制度，逐步提高农民工工资福利
待遇。 

同时，必须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中，应加强监督管理力度，切实保障《劳动合同法》
的落实，使其在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方面得到保
障，消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还应进行户籍改革，使
农民工获得合法的市民身份，逐步消除户籍歧视，享
受与市民同样的国民待遇，最终使农民工顺利地融入
城市生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
“文化孤岛”现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 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工的

精神文化生活的现实基础 

“文化基础设施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播
先进文化的物质载体。”[7] 

从本次调研实际情况来看，所调研的三个城市，
修建、完善了诸多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如广场，阅报
栏，图书馆，电影院等。但总体上，仍然供不应求，
难以完全满足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 政府应加大对
文化设施建设的资金扶持力度，积极构建覆盖完善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企业也应从员工的实际精神需求
出发，着眼于企业“软生产力”的提高，不断建立完
善企业内部文化设施。  

一方面，制定维护农民工精神文化权益的有关政
策。城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应鼓励、支持企业、社区发
展企业文化、社区文化、广场文化，鼓动社会力量投
资建设文化设施、增加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群众
性文化活动的资金投入。 

另一方面，从企业角度来讲，要增加投入，要
把发展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企业发展的整体规划
中，加大投入，从实际出发，建立完善企业内部的
文化设施(如阅报栏，棋牌室，阅览室等)，为农民工
参加和学习文化活动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展示才华的
良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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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改善农民工

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关键 

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农民工文化
权益实现的过程中，政府始终占有主导地位。一是做
好对农民工的社会文化服务。充分利用图书馆、文化
馆、文化站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开展针对农民工的社
会文化服务。向农民工群体免费开放公共文化设施、
鼓励文化经营单位和文艺工作者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或
者优惠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如，文化馆可开办农民工
影院，为农民工免费放映电影；举办农民工歌手大赛
等。让农民工能够走出“工棚”去享受精神产品的熏陶。
二是设立专门的针对农民工的心理咨询辅导机构。如，
在各社区设立农民工心理辅导站，针对农民工心理、
精神焦虑等问题进行心理疏导和情感辅导，以化解农
民工各种不良的情绪矛盾，消除各种隐忧，将各种有
可能激化的矛盾消除于萌芽之中。三是正确对待并解
决进城务工人员的性饥渴问题。政府部门和企业单位
应更多地予以人性关怀，针对农民工存在的生理和精
神需求，有所作为。譬如，政府部门可建立或完善农
民进城就业廉价租房制度，满足其基本住宿问题；还
可以通过政策法规，规定招收务工人员的建筑单位等
实施带薪探亲假日制度；或者为务工人员家人团聚提
供必备的场所和住房，以满足他们生理与感情的需求。
四是针对企业，可建立针对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的激
励机制[8-11]。对农民工所在企业加强政策引导，鼓励
企业发展并完善内部的文化设施，对农民工人群采取
政府给予部分补贴的低价文化消费政策，或给予一定
的税收优惠政策及精神奖励，激发企业重视农民工文
化生活的积极性，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要，使大多数
农民工能够参与和进行文化活动。 

(五) 保持精神领域中的“生态文明”——农民工

精神文化生活的灵魂 

关注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不仅要注重其丰富多
彩的形式，而且还要重视文化生活的内容。从调研的
情况来看，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及其生活内容呈
多元化趋势发展。尤其令人关注的是，部分农民工中
落后、颓废的文化生活方式(如热衷于赌博、算命、看

黄色录像等)依然存在，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
谐文化的目标不一致。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主流
文化的先进性导向，保持精神领域中的“生态文明”：
即以绿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民工的思想阵
地，以绿化农民工荒芜、空虚的精神世界，同时抵制
那些“黄赌毒” 封建的、落后的思想文化，避免亚文
化、灰色文化的侵入，以保证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纯洁
性、生态化。各级部门在组织、宣传文化活动时，应
倡导健康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推动农民工文化建设
走上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真正让科学的、先进的文
化走进农民工头脑，提高其欣赏美、鉴赏美的素质，
实现其精神领域的“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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