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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求职中对社会支持网的选择及影响因素 
——基于哈尔滨 192 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白淑英，赵 蕊 

(哈尔滨工业大学 社会学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依靠社会支持网求职是多数农民工的首选途径，但是不同农民工在选择何种类型的社会支持网时却体现

出了较强的主体性。通过对哈尔滨 192名农民工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进城时间短、正式社会支持网很

难发挥作用，受信任、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在初次求职时更愿意选择非正式社会支持网。随着对城市生活

的逐渐适应和求职次数的增加，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有所拓展。影响农民工选择求职社会支持网的因素主要有性

别﹑文化程度﹑进城务工时间和职业培训经历。男性、文化程度高者、进城务工时间长者、有职业培训经历者更

倾向利用正式社会支持网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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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 workers’ choices for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in job hunting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92 migrant workers in Harbin city 

BAI Shu-ying, ZHAO Rui 

(Department of the Sociolog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Most migrant workers chose first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when applying for a job. However, strong 

subjectivity appeared when different migrant workers were choosing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It’s found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that migrant workers preferred informal social support network when first applying for a job. On the 

one hand, it’s because of something objective like their time in city was short, which made it hard for them to get a job 

from formal social support network. On the other hand, they made choice on basis of trust, emotion, and etc. It further 

analyzed that migrant workers at present had more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since they had got familiar with the urban life 

and hunt job frequentl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igrant workers’choice for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were gender, 

education degree, time working in city and training experience. The survey data showed that male, people with 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xperience were inclined to choose formal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when seeking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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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支持网是指个体能从其中获得各种帮助

及资源的社会网络，分为正式社会支持网与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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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网。[1]非正式社会支持网又可进一步分为

初级乡土社会支持网(该指标包括亲戚、老乡、同学

提供的就业机会)、次级乡土社会支持网(该指标包

括同事提供的就业机会)、非乡土社会支持网(该指

标包括新认识的当地城市人提供的就业机会)。[2]

正式社会支持网的指标包括政府、职业中介、劳务

市场和学校提供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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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工作是农民工的首要目的，也是他们融入

城市的主要标志。因此，农民工的求职行为也成为

近些年学界的主要研究问题。有的学者对农民工求

职社会支持网的网络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其结

果支持了非正式社会支持网在农民工求职中占据

重要地位的观点，[3]这意味着大多数农民工主要通

过社会支持网中的强关系找工作。[4]但是不同年龄

的群体在社会支持网络的选择上体现了不同的特

征，如赵方杜[5]的研究认为，求职社会支持网的选

择可能与年龄有关，青年农民工通过正式网络找到

工作的比例高于非正式网络。对于为什么会选择不

同的网络进行求职，张春妮[6]的解释是利用不同社

会支持网求职产生的效果是有一定差异的，具体而

言就是内网络型求职的效果是显著的，而外网络型

求职的效果是不显著的，使得农民工更加依赖于非

正式社会支持网求职。求职关系网络的规模、关系

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有正

向影响。[7]  

由此可见，以往的研究多将社会支持网视为农

民工求职的客观结构约束，重点考察社会支持网络

的规模、特征等对其求职的影响，但忽视了：农民

工如何选择社会支持网以及他们进行如此选择的

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除了一些客观条件因素外，

深处陌生城市环境中的脆弱心理和规避求职风险

的心理是农民工选择求职社会支持网时的内在因

素。为此，笔者拟从农民工的主体角度出发，研究

其在求职过程中对社会支持网的主观选择问题及

其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与样本特征 

1．研究设计 

农民工求职社会支持网的选择取决于其在城

市陌生环境中产生的寻求信任的心理，而这种心理

往往又与其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及自身的经历紧密

相关。鉴于此，本研究的具体假设如下： 

(1) 城市生活时间假设。农民工刚刚到达一个

陌生的城市，内心自然会产生一种孤独和不安感，

受这种感觉的影响，一些农民工会愿意和自己熟悉

的人交往，这就导致他们求职时更愿意选择非正式

社会网。因此，他们在初次求职时比再次求职时更

愿意选择非正式社会支持网。 

(2) 人口特征的差异性假设。农民工在求职过

程中更多的与其社会角色有着密切联系，性别与年

龄等方面的人口特征影响农民工求职途径的选择。

女性处于社会劣势地位，在面对陌生环境时会更加

小心翼翼，对周边事物的信任要求就更高；年龄也

有着同样的作用，年龄大者考虑因素较年轻者更

多，信任心理更难产生，这使其更加信任、依赖作

为情感支持来源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因此，女性

及年龄大的农民工更愿意选择非正式社会支持网

求职。另外，不同地区和婚姻状况的农民工由于具

有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网，因而在求职过程中也有

着不同的选择偏好。 

(3) 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假设。对于大多数农民

工来说，人力资本在求职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即

使作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

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

受教育水平、职业培训的经历等方面。在依靠市场、

中介等正式社会支持网求职时，人力资本状况与求

职效果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求职效果与信任产生之

间又存在一定的因果关联。因此，文化程度高或有

一定技能的农民工经正式社会支持网求职成功后

会对其产生信任心理并将其正式作为自身的求职

途径。 

2．研究样本特征 

本次研究对象为哈尔滨市的农民工。问卷调查

采取偶遇及滚雪球式的抽样方法，选取哈尔滨火车

站、汽车站及施工工地等一些农民工流动量大的地

方进行调查对象的选取。笔者经过两个月的调查，

共发放问卷 200份，回收有效问卷 192份，回收率

为 96%，样本特征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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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问卷调查样本特征 
 样本特征 频数/次 频率/% 

男 121 63.0 性别 
总数=192 女 71 37.0 

21-30岁 51 25.6 

31-40岁 69 35.9 

年龄 
总数=192 

41-50岁 72 37.5 

未婚 39 20.3 

已婚 151 78.6 

婚姻状况

总数=192 

离婚 2 1.0 

小学及以下 48 25.0 

初中 138 71.9 

职业高中或中专 3 1.6 

文化程度 
总数=192 

普通高中 3 1.6 

哈尔滨周边的农村 54 28.1 

本省其他地区的农村 111 57.8 

来自地区

总数=192 

外省农村地区 27 14.1 

1年以下 10 5.2 

1-3年 87 45.3 

3-6年 76 39.6 

进城时间 
总数=192 

6年以上 19 9.9 

服务业 66 38.4 

制造业 13 7.6 

建筑业 86 50.0 

目前工作

类型 
总数=172 

个体经营者 7 4.1 

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又进行了个案

结构式访谈研究，样本情况如表 2所示。 

表 2 结构访谈样本特征 

 
性 
别 
年龄/
岁 

职业 受教育程度 
进城

年限/年

个案 1 女 23 餐馆服务员 初中 2 

个案 2 女 42 建筑业 初中 3 

个案 3 男 23 KTV服务员 初中 2 

个案 4 女 25 美容院按摩师 初中 3 

个案 5 男 35 厨师 初中(在相关技校学过) 6 

个案 6 男 36 建筑行业 初中 3 

个案 7 女 23 餐馆服务员 职高 1 

个案 8 男 44 建筑工人 初中 2  

个案 9 男 27 理发师 职高 5 

个案 10 男 22 美发师助理 初中  0.5

三、求职途径选择及“中间人”模式 

1．求职途径的选择 
在进城伊始，农民工的交往圈仍固定在初级乡

土社会支持网。由于乡村与城市生活的种种差别及

来自城市人的排斥与歧视，再加上中国人“抱团”

的习惯使得他们在进城伊始惟有信任原有的初级

乡土社会支持网。而随着他们与周边人的交往频率

及熟悉度的增加，将其纳入自己可信任的人群，从

而再建构了自己的社会支持网，包括次级乡土社会

支持网与非乡土社会支持网。有些农民工随着与市

场、中介等正式机构接触次数的增多，也逐渐将这

些正式社会支持网的主体纳入自己的社会支持网

络中。概言之，随着对城市生活的逐渐适应和求职

次数的增加，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有所拓展，他们

在职业流动中的求职途径较初次求职时会发生较

大变化。 
(1) 初次求职途径。如表 3 所示，在初次求职

中，通过正式社会支持网求职的农民工仅占总体的

8.3%，利用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的则占总体的 84.4%。
可见，家人、亲戚和老乡在初次求职过程中扮演着

非常重要的角色。 

表 3 农民工初次求职途径 
途径 频次/次  占比/%

家人、亲戚介绍 56 29.2 

老家的朋友、同学介绍 37 19.3 

老乡介绍 69 35.9 

职业中介机构介绍 2 1.0 

自己在人力资源市场寻找 9 4.7 

学校介绍或帮助推荐 5 2.6 

自己看到招工启事报名 14 7.3 

总计 192 100.0 

 
个案 1：我刚来哈市是靠我老姨介绍来的，有

亲戚在这，家里也放心，还可以照顾我一下。 
个案 2：刚来的时候，每天就是干活，也不和

别人多说话，怕上当，怕别人看不起，有啥事也就

跟和我一块来打工的村里人说说，剩下就是惦记孩

子和家里，姐几个唠唠安慰一下，心里宽敞点。 
“农民工在社会位置变动中对血缘、地缘关系

的依赖，并非只是传统的‘农民习惯’，而很可能

是一定结构安排下的节约成本的理性选择。”[8]对于

初来乍到的农民工来说，依赖初级乡土社会支持网

求职能够降低风险。而这种依赖本身的根基在于情

感依赖，非正式社会支持网提供的情感支持也大大

增强了农民工对其的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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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近一次求职途径。从表 4 中可看出，利
用非正式社会支持网求职的农民工的比例有所下

降，占总体的 67.9%，利用正式社会支持网的比例
上升到 28.1%。 

表 4 农民工最近一次求职途径 
途径 频次/次  占比/%

家人、亲戚介绍 20 11.7 

老家的朋友、同学介绍 1 0.6 

老乡介绍 53 31.0 

非老乡的工友介绍 39 22.8 

认识的城市朋友介绍 3 1.8 

职业中介机构介绍 31 18.1 

自己在人力资源市场寻找 8 4.7 

通过新闻媒体获得信息 9 5.3 

自己看到招工启事报名 7 4.1 

总计 171 100.0 

通过分析两次求职途径，可发现农民工在求职

过程中所依赖的社会支持网发生了变化。一方面，

求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由原来的初级乡土社会支

持网向次级乡土社会支持网及非乡土社会支持网

拓展；另一方面，正式社会支持网较之前发挥了更

大作用。然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依然是他们求职

的关键所在。 
这一变化的出现与农民工生活圈的拓展有着

很大的关联。随着进城时间的增长，他们不再局限

于向初级乡土社会支持网寻求帮助，而是与身边的

其他务工人员、城市人等开始互动，拓展了自身的

求职社会支持网。 
个案 3：我经常去道里的那个人才市场去晃悠，

那有个大姐和我也熟了，有时候有什么活啥的也会

主动问我。 
个案 4：以前遇到啥事就是给家打电话啥的，

慢慢与周边的人接触多了，都是一样大的，能说到

一块去，有一两个处的好的，有事就找她们。 
以上说明，在农民工的求职中，非正式社会支

持网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城之初，在 “熟人
—可信”的乡土规则影响下，他们将老乡、亲戚的
介绍视为求职的重要途径。由于初级乡土社会支持

网同质性强的限制，再加之与周围的同事或结识的

城市人的信任程度的增加，在再次职业流动的过程

中，次级乡土社会支持网、非乡土社会支持网的作

用增大了。可见，农民工求职途径的选择是基于信

任的基础之上。与初次求职相比，再次职业流动中

正式社会支持网的作用增大，这一变化的发生也说

明信任在农民工求职途径选择中的重要性。进城之

初，很少有农民工通过中介、市场等正式机构进行

求职，而随着对这些正式机构了解的深入，再加上

周边人曾利用这些途径求职成功的经验，他们逐渐

尝试，而当其从中获益后，他们能够真正信任和利

用这些机构成为自己的求职途径。总之，在农民工

选择求职途径的过程中，信任成为必要条件。只有

当他们信任某一求职途径时，他们才会将其纳入可

选择的求职渠道。换言之，信任成为农民工建构其

社会支持网的一个必要条件，社会支持网的建构过

程就是信任扩展的过程。 
2.求职的“中间人”模式 

据此次调查资料，63.0%的农民工通过中间人

找工作。而求职者、中间人与雇主三者之间的关系

达到何种程度时，才能引起求职者向第三者求助且

充当中间人的第三者愿意向雇主推荐的行为呢？

如表 5所示，如果把“非常熟悉”和“比较熟悉”

认为是强关系的话，求职者本人和中间人关系及中

间人与雇主关系均为强关系的样本量为 76 人，占

总体的 62.8%。可见，当三者关系较强时，更有利

于农民工找到工作。这与我国社会的低信任度有

关，只有与中间人足够熟悉时，才会使得求助行为

成功率高；而熟悉程度高时，中间人才乐于向雇主

开口，而雇主也愿意“卖人情”给中间人。而且，

求职中的被动地位加之我国“人情社会”的背景，

使得农民工求职成功更多依靠一种“影响力”。当

“中间人”与“决定者”的熟悉程度越高时，求职

成功的可能性越大，所获得的工作稳定性也越强，

而且非正式社会支持网中的成员出于人情以及面

子方面的考虑更愿意为其担任“中间人”，这就决

定了农民工如果想通过“第三者”进行求职，只能

依靠非正式社会支持网。而出于降低自己的求职风

险，减少求职成本的考虑，非正式社会支持网也成

为他们的较好选择。 



 
 

第14卷第2期                    白淑英等 农民工求职中对社会支持网的选择及影响因素                       31 

表 5 中间人与雇主熟悉程度及求职者与中间人熟悉程度交叉分析表 
  与中间人熟悉程度 

  非常熟悉 比较熟悉 一般 不太熟悉 很不熟悉 
总计 

20 2 1 1 0 24 非常   频次/次 
熟悉   占比/% 35.1 3.3 100.0 50.0 0.0 19.8 

20 34 0 1 0 55 比较   频次/次 
熟悉   占比/% 35.1 56.7 0.0 50.0 0.0 45.5 

15 24 0 0 1 40 一般   频次/次 
       占比/% 26.3 40.0 0.0 0.0 100.0 33.1 

2 0 0 0 0 2 

 
 
 
中间人

与雇主

熟悉程

度 

不太   频次/次 
熟悉   占比/% 3.5 0.0 0.0 0.0 0.0 1.7 

 57 60 1 2 1 121 

 

总计   频次/次 
       占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个案 5：就算有点小本事，也要靠人介绍，还

要找能说上话的人，有时候要找好几个，比如我上

个工作，就是通过我家里二姨的朋友才找到的，二

姨她朋友是他们餐馆那管事的，就托二姨打的电

话。 
由上可知，在求职途径的选择方面，农民工主

要依靠非正式社会支持网，且随着进城时间的增长

而向正式社会支持网拓展；在求职过程中，农民工

较为看重中间人的力量，并且求职者、中间人与雇

主之间的熟悉程度对于求职结果有着较大影响。 

四、对社会支持网的选择及影响因素 

因变量是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对非正式社会

支持网的使用情况：农民工是否通过非正式社会支

持网获得目前这份工作？“是”取值为“1”，“不
是”取值为“0”。自变量的输入采用“进入”方式，
显著性水平为 0.05。根据研究假设，将性别、年龄、
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来自地区和进城务工时间、

职业培训经历作为自变量纳入 Logit 回归模型。统
计结果显示，模型检验的卡方值为 21.58，显著度
是 0.03，说明该模型在解释农民工求职社会支持网
的选择问题方面是可行的。 
通过假设检验进入Logit回归模型中的变量有4

个：性别﹑文化程度﹑进城务工时间、职业培训经

历(表6)。 

表 6 农民工求职社会支持网选择的影响因素 
通过非正式社会支持网找到工作                                   模型 

自变量及分组 回归系数 发生比 显著性水平 

常数项 4.677 107.455 0.000 

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组) 男性 -1.496 0.224 0.002 

年龄  -0.281 0.755 0.409 

婚姻状况(以未婚者为参照组) 已婚 1.316 3.730 0.058 

 离婚 0.981 2.667 0.338 

文化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 初中 -0.453 0.851 0.034 

 职业高中或中专 -0.247 0.781 0.027 

 普通高中 -0.165 0.743 0.023 

来自地区(以哈尔滨周边的农村为参照组) 本省其他地区的农村 -0.578 0.561 0.238 

 外省农村地区 -1.230 0.292 0.075 

进城务工时间  -0.729 0.483 0.022 

职业培训经历(以没有职业培训经历为参照组) 有职业培训经历 -1.668 0.189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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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性更倾向利用正式社会支持网求职 
在求职中，女性比男性受到更多的来自社会及

家庭的限制。从表6中可看出，相对于女性而言，
男性在求职中更倾向于正式社会支持网。从发生比

的值来看，他们在求职中选择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的

发生比只达到了女性的0.224倍。 
究其原因，这与家庭和社会角色有关，挣钱养

家是男性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在求职过程中，

他们更可能尝试不同的求职方式。“刚开始总愿意

和老乡们一块找，但总欠人情不好受。所以，想自

己闯闯，自己一个大老爷们还怕啥，抚顺街那边的

中介我都去过，也找到过几份工作。”(个案6) 
女性因其本身的弱势地位使得她们有着较多

的顾虑，她们所面临的求职风险高于男性，而且利

用正式社会支持网求职安全性较差，使得她们在正

式社会支持网面前“望而却步”。“找工作的时候

就要多加小心，要是遇到啥情况，女的肯定打不过

人家，被骗了也不敢吱声，只能自己受着。”(个案
2)“一打电话家里人就和我说，别去什么中介找工
作，现在骗子挺多的，钱挣不多没关系，别把自己

搭进去就行。”(个案7) 
总之，男女两性在与正式社会支持网的接触方

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而只有尝试过与正式社会支持

网接触并从中获益，才能提高农民工对这一求职渠

道的信任程度与利用它进行求职的可能性。 
2．文化程度高者更倾向正式社会支持网 
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然而有限的差异

仍对求职社会支持网的选择行为产生了影响。从表

6中可看出，相对于文化程度较低者，文化程度较
高者更倾向于正式社会支持网。以初中学历的农民

工为例，他们在求职中选择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的发

生比只达到了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农民工的

0.851倍。 
在劳务市场和中介中，有些雇主对求职者的文

化程度有一定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

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利用正式社会支持网求职的可

能性。“现在招服务员都要高中毕业了，我年级也

大，找那种有面试的肯定不行，还不如求求人帮忙

介绍个活。”(个案2)“现在去中介、市场上最起码
是初中毕业。”(个案6) 

而且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较文化程度低的农

民工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快，更愿意去尝试不同的求

职途径。“我觉得多上几年学挺重要的，最起码的

就是认字，同样是去中介找工作，都不看懂招啥工

还去啥。”(个案8) 
总之，客观条件及主观心理两方面的限制使得

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较少接触正式社会支持网，这

就更加降低他们利用其求职的可能性，从而使他们

更加依赖非正式社会支持网求职。 
3．进城务工时间长者更倾向利用正式社会支

持网求职 
相对于进城时间短者，进城时间长者更倾向于

利用正式社会支持网，他们在求职中选择非正式社

会支持网的发生比只达到了进城时间短的农民工

的 0.483倍。 
进城务工年限的增长使得农民工逐渐了解所

在的城市，这为他们社会支持网的拓展提供了一定

的客观条件。“刚开始的时候哪都不认识，不知道

哪有中介，哪有招聘啥的，待得时间长了，就知道

些了，还有身边人也有时会说哪介绍的工作靠谱

点。”(个案 3)此外，随着时间的增长，他们对于某
个行业产生了厌烦心理而想尝试新的工作，而同质

性较强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

求职要求，为此他们开始尝试借助正式社会支持网

求职。“一直都是干这类的工作，就也想干点别的，

可也没啥文化，亲戚朋友介绍的都差不多是这类

的。”(个案 6) 
4．有职业培训经历者更倾向利用正式社会支

持网求职 
职业培训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工的技能水

平。从表 6中可看出，相对于没有职业培训经历的
农民工来说，有职业培训经历者更倾向于利用正式

社会支持网，他们在求职中选择非正式社会支持网

的发生比只达到了没有职业培训经历的农民工的

0.189 倍。职业培训经历能够增加他们的竞争力，
使得求职成功的几率更高，而且有着职业培训经历

的人员更符合一些正式的求职机构工作的要求。

“我在干这份工作之前专门去学过，现在都会有一

些要求，像我们肯定要学习各个穴道啥的，反正学

点东西就好找工作点。”(个案 4)“像干我们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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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要专门去学的，这样找工作的时候别人会认，

不是你说会做饭别人就要你的。”(个案 5)总之，职
业培训经历在求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

在利用正式社会支持网求职方面，有过职业培训经

历的农民工在其中有一定的优势。 

五、结语及余论 

以上研究表明：由于进城时间短、正式社会支

持网很难发挥作用，受信任、情感等因素的影响，

农民工在初次求职时更愿意选择非正式社会支持

网。随着对城市生活的逐渐适应和求职次数的增

加，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有所拓展，利用正式社会

支持网的比例上升。在求职过程中，农民工较为看

重中间人的力量，并且求职者、中间人与雇主之间

的熟悉程度对于求职结果有着较大影响。此外，影

响农民工选择求职社会支持网的因素主要还有性

﹑ ﹑别 文化程度 进城务工时间、职业培训经历。男

性、文化程度高者、进城务工时间长者、有职业培

训经历者更倾向利用正式社会支持网求职。 
需要指出的是，为降低求职风险，在主观信任

心理与客观影响力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形成了多

依赖非正式社会支持网并向正式社会支持网拓展

的求职方式。那么，这究竟是不是他们理想的求职

方式呢？由于非正式社会支持网中的大部分成员

也一样处于城市的弱势地位，农民工若仅将自己的

求职方式限定在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的范围内则会

导致求职信息少且重叠性高，向上发展机会少，因

此，单纯依靠非正式社会支持网求职会使得他们陷

入恶性循环的困境。毋庸置疑，正式社会支持机构

存在着求职信息及工作岗位多样的特点，尤其是政

府机构，具有独特的总体统筹、控制力度大的优势。

然而，农民工对正式社会支持网多抱有迟疑且矛盾

的心态。这一心态有正式社会支持网本身环境的原

因，更有他们因与正式社会支持网接触少甚至无接

触从而不信任的自身影响。 
总之，农民工在求职社会支持网的选择中，面

临着较大的选择困境：一方面是值得信赖的非正式

社会支持网，但网络的封闭性容易阻碍其向上发

展；另一方面是理性介入的正式社会支持网，但其

存在的求职风险则不可避免。因此，就目前的情形

来看，农民工求职中的社会支持网并不能满足其求

职要求，不能有效缓解其求职困境。要彻底解决农

民工的求职难问题，就要结合他们的求职特点，充

分发挥正式社会支持网的优势，为其塑造良好的求

职环境，加深与他们的互动，切实为他们开辟求职

道路，解决其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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