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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 274 份问卷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 

李恺，罗丹 

(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基于 274份问卷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假说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个体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其时代精神。其中，大众传媒、个体

价值观和创新性、家庭文化资本代际传承的影响较关键且具有正向作用，大众传播越客观公正、新生代农民工个

体价值观越趋向于主流价值观、个体创新性越高以及家庭文化资本越丰厚，其时代精神就越明显。因此，应有效

利用传播手段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注重个体价值观的引导和个体创新性的培育，公平、均衡配置教育资源，

丰厚家庭文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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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w gener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time spirit:  
Based on 274 questionnaires data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LI Kai, LUO Dan 

(College of Marxism,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274 survey data and structure equation hypothesis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ime spirit.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factors, family factors and individual factors 
affect the time spirit in the different degree. Among them, the mass media, individual values and innov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are the key factor and have a positive effect. Therefore, some 
suggestions are raised: to create right public opinion with mass media, to guide the individual values and foster individual 
creativity, and to allocate educational resources equally and regularly , to enrich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Key words: the new gener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spirit of the times; influencing factor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ocialist core values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最深层的、最持

久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

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

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时代精神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理论的一致性，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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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精神有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

体，更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后备军。新生代农民工

时代精神的培育意义重大，不仅关乎其自身精神需

求的满足，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生代得以

认同、内化的有效切入点。 

新生代农民工指 1980年以后出生、具有农村

户籍、离土又离乡的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目前

学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不作赘述。关于时代精神，研究多集中于其内涵特

征、建设途径等侧面。1)关于内涵特征，刑云文认

为“求真务实、改革创新、和谐发展、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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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代精神的四个方面[1]；车洪波认为当下的时代

精神应具备改革、开放和公民三个方面的意识[2]；

王岩认为时代精神的基石是民族精神，解放思想是

前提，改革创新为核心，以人为本为内在要求[3]；

孟凡强强调时代精神的本质是与时俱进，核心是改

革创新[4]；包心鉴认为时代精神具有鲜明的特征和

本质，是竞争意识与效率追求，开放意识与世界理

念、自主意识与民主觉悟、法制意识和和谐精神的

综合体现[5]。2)关于时代精神的引导与培育，有学

者指出，时代精神的建构要关注经济全球化、政治

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带来的影响，还要与社会实

践相结合，从实践中凝聚民族精神的先进文化[5-6]。

时代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一致性，

家庭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网络环境对其有重要影

响[7-8]。必须加强理想信念道德教育以及实践教育，

增强认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的认同[8-10]。3)关

于时代精神的影响因素①。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

体制转轨，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碰撞融合会

导致思想观念变迁[11]。思想政治教育的缺位导致

新生代农民工产生消极观念[12-13]，大众传媒也影

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14]。社会资

本搭建与人际关系维护是农民工价值观教育的主

要途径[15-18]。 

前人的研究成果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

神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方法指导。

本文拟结合时代发展趋势、新生代农民工现实的精

神需求以及已有研究的不足，在问卷调查的基础

上，建立结构方程假说模型，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

时代精神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二、研究假设与变量选取 
1． 研究假设 

基于文献梳理，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1：社会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

神。榜样的示范性和外在力量影响力，以及大众传

媒关于时代精神相关信息的客观报道与传播正面

影响时代精神。 

假设 H2：个体因素和利益需求影响新生代农

民工时代精神。自身因素关系到其能否正确认识时

代精神的内涵和要义，以及能否在精神层次和行为

上践行时代精神。 

假设 H3：家庭因素中的父母先天条件、教育

方式及家庭的文化资本代际传承影响新生代农民

工时代精神。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处于心智发育时

期，尚不具有成熟的理念，辨别能力有限且群体差

异性大，往往认可家庭的社会价值取向，尤其是在

血缘关系上的代际传承，更具有辐射性和传递性。 

2． 变量选取 

基于上述文献和假设，结合现实中新生代农民

工时代精神状况，将影响因素归纳为社会因素、家

庭因素、个体因素②三个方面： 

(1) 社会因素(S1)。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实际情

况，社会体制变革的长期性和历史性，舍弃社会体

制和社会教育两个因素，选取社会因素中社会支持

环境和媒体舆论两个维度来反映新生代农民工时

代精神是否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内在榜样

(S11)、外在力量(S12)、大众传媒环境(S13)三个观

测变量。 

(2) 个体因素(S2)。某种思想或者价值观的形成

需要个体对其不断内化与践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

时代精神的个体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创新性(S21)、个

体价值观(S22)、个体德育(S23)三个观测变量。 

(3) 家庭因素(S3)。个体自出生开始就受到家庭

环境的影响，家庭环境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主要

包括父母文化程度(S31)、教育方式(S32)、家庭文

化资本代际传承(S33)③三个观测变量。 

具体变量的选取和定义及取值如表 1所示。 

三、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实地问卷调查。调

查地点为湖北武汉和江西南昌，调查对象为 S集团

武汉分厂和南昌分厂共 34个生产车间的 1980年后

出生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工。S 集团作为我国的

品牌肉类加工企业，为了因地制宜，充分配置和吸

纳本地资源和劳动力，在全国各个省区基本上都设

有分厂。湖北和江西作为中部大省，拥有大量的劳

动力资源，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是主力大军，且武汉

分厂和南昌分厂的员工规模大于 S集团其他分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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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选取统计表 

潜变量 可测变量 
变量定义 

符号 含义 符号 变量取值 

外生潜在变量 热爱中国民族文化 

 自豪自己是个中国人 

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不确
定，4=比较同意，5=完全同意 

 

Value 个体价值观 

有必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  

   相信共产党能建设好国家  

 不受定向思维影响  

 新方法解决问题  

 大胆尝试新方法  

 工作中有强烈的创业精神  

 不害怕遇到挫折  

 

Innovation 个体创新性 

生活目标很明确  

 乘车主动让座  

 

Moral 个体德育 

赞成参加公益活动  

 时事报道对我有感触  

 气愤个别领导无视群众的意愿  

 

Media 大众传媒环境 

经常讨论报道消息  

 个人崇拜的人物  

 

Model 内在榜样 

日常行为受同伴的影响  

 支持“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  

 同伴、先进榜样的行为影响我  

 

External 外在力量 

时代精神的看法  

 Pedu 父母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高低 1=很低，2=低，3=一般，4=高，5=很高

 Parenting 教养方式 教养方式是否严格 1=放任不管，2=管教与意愿相结合，3=
一般，4=有点严格，5=非常严格 

 Transition 代际传承 是否继承家庭文化资本 0=否，1=是 

是否拥有时代精神 0=否，1=是 内生潜在变量 Time spirit 时代精神 

对时代精神的看法 1=人人参与，2=领导的事，3=与我无关
  

模，以这两个分厂为例，一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是有利于调查组的人力物力整合，便于数据调查

和收集。主要围绕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认知状况

与影响因素，设计封闭性题项。共发放问卷 300份，

回收有效问卷 27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1.3%。 

采用SPSS中Cronbach’s Alpha测量指标作为问

卷信度的检验标准，以观察问卷各题项的内部一致

性。一般而言，当 Cronbach’s Alpha测量系数在区

间[0.7，0.9]时为高信度，在区间[0.35，0.7]时为中

等信度，在区间[0.35，0]时为低信度。运行结果显

示，Cronbach’s Alpha 系数均在 0.7 以上，整体上

看该问卷各个题项的内在一致性是理想的。 

此外，主要运用 KMO检验和 Bartlettt球体进

行效度检验。其中，社会因素、个体因素的 KMO

检验值均大于 0.7，且 Bartlettt 球体检验卡方统计

值的显著性概率均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说明各变

量是适合做因子分析的。接着对各变量进行主成分

分析，六个因子的积累解释方差最高达到 77.302%，

说明六个因子对各解释变量具有 77.302%的解释

能力。 

2．样本特征 

样本基本情况如表 2所示。可以看出，调查对

象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男女性别比例大致相当；二

是文化程度多为中专及以上水平；三是政治面貌多

为群众，党员比例有所上升(较之旧一代新生代农民

工)；四是已婚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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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n=274) 

类别 资料特性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154 56.2 

 女 120 43.8 

文化程度 文盲   1  0.4 

 小学  32 11.7 

 初中  90 32.8 

 中专  93 33.9 

 高中及以上  58 21.2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42 15.3 

 中共党员  35 12.8 

 民主党派成员   6  2.2 

 预备党员   9  3.3 

 群众 182 66.4 

婚姻状况 已婚 156 56.9 

 未婚 118 43.1 
 

3．时代精神总体状况 

(1) 是否拥有时代精神。在 274名新生代农民工

中，认为自己拥有时代精神的有 195 位，占总数的

71.2%，而认为自己不曾拥有时代精神有 79位，占总

数的 28.8%。这说明，从整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普

遍拥有并愿意拥有时代精神。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相

吻合，即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较强，紧跟时代步伐，

积极进取，勇于追求梦想[16]。 

(2) 对时代精神的看法。在“您对时代精神的

看法”问题下，认为时代精神是“人人参与”的有

182 位，占总数的 66.4%，认为是“领导的事”的

76 位，“与自己无关”的 16 位，两者共占总数的

34.6%。这说明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时代精神关

乎每个人，是人人都应该拥有的，仅有少部分人对

时代精神持不认可或无关紧要态度。 

4．不同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状况 

(1) 不同性别。72.7%的男性新生代农民工认为

自己拥有时代精神，69.5%的男性认为时代精神应

是“人人参与”的；69.1%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认

为自己拥有时代精神，62.5%的女性认为人人都应

拥有时代精神，说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拥

有时代精神。卡方检验结果较显著，说明新生代农

民工时代精神在性别上具有显著差异。课题组在访

谈过程中也发现，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角色要

求其具有较强的社会、家庭责任感和成功的个人事

业，因此，他们追求上进，积极进取的愿望更为迫

切，这体现在精神风貌上就是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

时代精神状况要优于女性，其拥有时代精神的意愿

也要强于女性。 

(2) 不同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

生代农民工中，有 88.0%的拥有时代精神，79.3%

的认为时代精神关乎每个社会个体；中专文化程度

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甚至有 91.4%的拥有时代精神，

92.5%的认为时代精神关乎每个社会个体；而小学

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两项分别仅

有 27.2%和 21.2%。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

神拥有状况、拥有意愿与其文化程度密切相关，文

化程度越高，更倾向于拥有时代精神，也更倾向于

正确客观评价时代精神。 

(3) 不同婚姻状况。拥有时代精神的未婚新生

代农民工比例(78.0%)高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的比

例(66.0%)，但在对时代精神的看法中，认为人人应

拥有时代精神的已婚新生代农民工比例(68.0%)高

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64.4%)。这也许是因为多数未

婚新生代农民工较为年轻，刚踏进社会，对人生苦

难经历较少，具有冒险精神，更会去尝试打破成规，

而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受家庭、子女等限制性因素的

牵绊，尽管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时代精神，但迫

于生存压力，规规矩矩求稳定，不愿意再去尝试新

方法、新事物。 

(4)不同政治面貌。在拥有时代精神的 175名新

生代农民工中，所占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党员(含预

备)88.6%、民主党派 83.3%、群众 68.1%、共青团

员 64.3%；在对时代精神看法中，认为应人人拥有

时代精神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党员(含预备党

员)88.6%、民主党派 83.3%、共青团员 71.4%、群

众 65.4%；这两个趋势共同说明了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拥有时代精神，对时代精

神的看法及评价更接近于正确认知(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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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状况差异 

性别 文化程度 
  

男 女 高中及以上 中专 初中 小学及以下 

是 112 72.7% 83 69.1% 51 88.0% 85 91.4% 50 55.6%  9 27.2% 是否拥有 
时代精神 否  42 27.3% 37 30.9%  7 12.0%  8  8.6% 40 44.4% 24 72.8% 

人人参与 107 69.5% 75 62.5% 46 79.3% 86 92.5% 43 47.8%  7 21.2% 

领导的事  37 24.2% 39 32.5%  9 15.5%  3  3.2% 38 42.2% 19 57.6% 
对时代精神 
的看法 

与我无关  10  6.3%  6  5.0%  3  5.2%  4  4.3%  9 10.0%  7 21.2% 

显著性检验结果 χ2=10.19, p=0.04 χ2=7.83, p=0.00 
 

 婚姻 政治面貌 

 
 

已婚 未婚 党员(含预备) 共青团员 群众 民主党派 

是 103 66.0% 92 78.0% 39 88.6% 27 64.3% 124 68.1% 5 83.3%是否拥有 
时代精神 否  53 34.0% 26 22.0%  5 11.4% 15 35.7% 58 31.9% 1 16.7%

人人参与 106 68.0% 76 64.4% 39 88.6% 30 71.4% 119 65.4% 5 83.3%

领导的事  44 28.2% 32 27.1%  2 4.5%  6 14.3% 40 22.0% 1 16.7%
对时代精神 
的看法 

与我无关   6 3.8% 10 8.5%  3 6.9%  6 14.3% 23 12.6% 0 0 

显著性检验结果 χ2=2.65, p=0.11 χ2=24.37, p=0.22 
 

四、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1．模型设定 

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作为一种主观价值观，

具有难以测量和难以避免主观测量误差的特征。而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

是一种可以通过显变量的测量推断潜变量，同时可

以将难以避免的误差纳入模型之中，并对假设模型

的正确性进行检验的分析工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对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有

必要性和可行性。 
结构方程模型一般由测量方程(Measurement 

Equation)和结构方程(Structural Equation)两部分构
成，其方程式如下： 

η=Bη+Γξ+ς              (1) 
Y=Λyη+ε                (2) 
X=Λxξ+σ                (3) 

方程(1)为结构方程，反映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方程(2)和(3)为测量方程，反映潜变量与显变量之间
的关系；其中，η为内生潜变量，ξ为外生潜变量，
内生潜变量与外生潜变量通过B和Γ系数矩阵以及
误差向量 ς 联系起来，Γ 代表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
变量的影响，B 代表两者的相互影响，ς 代表测量
误差，Y 为内生潜在变量的可测变量，X 为外生潜
在变量的可测变量，Λy、Λx分别代表 Y 对 η 和 X
对 ξ的表示其关系程度强弱的系数矩阵，ε、σ分别

是 Y、X的测量误差。 
在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结构方程模型中主

要估计的参数包括：外生潜变量与内生潜变量的结

构方程系数；可测变量与潜变量的测量方程系数；

可测变量的测量误差；测量误差与测量误差之间的

协方差；外生潜变量的方差。 
2．模型拟合 
为了进一步确定该假说模型各项变量指标的

稳定性和可靠性，采用验证性结构方程加以验证，

以检验问卷的变量的结构效度。前人已有的研究多

采用拟合优度(CMIN/DF)、拟合良好性指标(GFI)、
近似均方根误差估计(REMSEA)和比较拟合指标
(CFI)等进行模型适配度检验， CMIN/DF 和
REMSEA 的值越小，GFI、CFI 的值越接近 1，则
代表模型与实际数据拟合得越好。受学者赵志晶的

启发，在上述指标的基础上加入增量拟合指数(IFI)
以避免数据结果受样本容量的影响，同样的 IFI 的
值越接近 1越好[19]。运用 AMOS 5.0软件分别对六
个外生潜在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可以检测假

说模型的拟合程度，验证模型的正确性。从表 3可
以看出，在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影响因素的 9个
变量的测量模型中，其拟合优度除了“父母文化程

度”、“教养方式”外均非常好，可以用来进行下一

步的结构模型分析。基于此，进行结构方程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各项拟合优度指标均满足建
议值，这说明该模型基本上符合要求。结合测量模

型的拟合优度结果，认为经过进一步的调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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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达到较优状态。 

表 4 测量模型变量的拟合指标 

变量 拟合优度 拟合良好性指标 近似均方根误差估计 比较拟合指标 增量拟合指标

建议值 CMIN/DF<5 GFI>0.9 REMSEA<0.1 CFI>0.9 IFI>0.9 

个体价值观 1.827 1.000 0.048 1.000 1.000 

个体创新性 2.895 0.978 0.056 0.985 0.986 

个体德育 4.372 0.985 0.087 0.971 0.971 

大众传媒环境 1.113 1.000 0.030 0.988 1.000 

内在榜样 0.326 1.000 0.049 1.000 1.000 

外在力量 1.247 0.964 0.025 1.000 1.000 

父母文化程度 5.132 0.785 1.278 0.325 0.469 

教养方式 4.890 0.813 3.980 0.870 0.832 

代际传承 0.312 0.945 0.033 0.913 0.982 

检验值 3.738 0.905 0.089 0.917 0.913 
 

3．模型修正 

在输出最终模型之前应首先检验模型是否违

犯估计[20]。因此，为了得到最优模型方案，对计算

结果(表 5)进行审查，结果发现，“父母文化程度”、

“教养方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大于 1，且误

差变异数为负值，模型产生了“违犯估计”。因此，

进一步采用渐进的方式对模型进行修正，删除“父

母文化程度”和“教养方式”这两个观测变量，最

终输出如图 1所示的相对较优模型。 

 

表 5 变量模型计算结果 

 
符号

方向 
C.R. Standardized 

Estimate 
检验 
结果 

Time spirit<---Value + 1.996  .730 支持 

Time spirit<---Innonvation + 1.993  .769 支持 

Time spirit<---Moral + 1.993  .369 支持 

Time spirit<---External + 2.048  .265 支持 

Time spirit<---Media + 2.406  .765 支持 

Time spirit<---Model + 1.992  .450 支持 

Time spirit<---Pedu + 2.732 1.066 不支持

Time spirit<---Transition + 3.367 0.776 支持 

Time spirit<---Parenting + 4.068 1.630 不支持
 

 

 

图 1 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 
 

经过路径调整后，再次对修正模型的拟合优度

进行检验。表6的数据显示，修正模型的整体拟合 

表 6 修正模型整体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拟合指标 实际检验值 建议值 结果 
卡方值 35.320(p=0.765) P>0.05 理想 
CMIN/DF 2.376 <5 理想 
GFI 0.999 >0.9 理想 
RSMEA 0.000 <0.1 理想 
NFI 0.998 >0.9 理想 
CFI 0.985 >0.9 理想 

 

度较之未修正前有所提高，说明调整后的模型与实

际调查数据更为契合，图1的路径得到了支持。 
4．模型运算结果与假设验证 

修正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指标通过检验后，采

用极大似然估计法④对模型路径进行运算，并输出

结果。表 7给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影响因素

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标准误差、临界比率及

相对应的显著性值。结果表明，该模型中的个体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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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个体德育等所有变量对时代精神的路径系数

均比较理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模型提出的假

设相符。但值得一提的是，家庭因素对时代精神的

路径系数较之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来说较小，个体

因素的路径系数最大，这虽然满足模型的假设，即

社会、个体、家庭因素均对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

有影响，但其路径系数较小，可能的原因是，在问

卷设计的过程中，未将有关家庭因素的更多变量考

虑到内，比如说家庭的关系氛围、家庭的经济收入

等等；另外也可能是样本分布不均所致。 

表 7 修正模型变量间回归计算结果 

  参数估计 标准误差 C.R. Standardized Estimate 显著性 

测量模型 Time spirit<---Value 3.197 0.625 1.998  .761 显著 

 Time spirit<---Innonvation 5.744 0.380 2.813  .779 显著 

 Time spirit<---Moral 3.850 0.567 2.813  .454 显著 

 Time spirit<---External 7.160 0.286 2.048  .365 显著 

 Time spirit<---Mass media 5.413 1.239 4.369  .795 显著 

 Time spirit<---Model 4.222 1.509 2.798  .450 显著 

 Time spirit<---Transition 1.052 0.380 2.769 0.776 显著 

结构模型 Time spirit<---social factors 1.018 0.367 2.775 0.599 显著 

 Time spirit<---individual factors 1.734 0.591 2.934 0.685 显著 

 Time spirit<---family factors 1.840 0.709 2.596 0.278 显著 

注：C.R.为临界比率，等于参数估计值与标准差之间的比值，这里根据临界比率值的大小范围来判定是否显著，即临界比率值的绝对值大于 1.95，

则参数估计值在 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临界比率值的绝对值大于 2.58，则在 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由于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值 (Standardized 
Estimate)是变量的原始得分经过 Z分数转换后得到
的，用以度量变量的相对变化水平的估计结果，它

是可以进行直接比较的[21]。因此，根据模型的标准

化路径系数估计值，可以得出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

神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4)和测量模型(5)： 
时代精神=0.599social factors+0.685individual 

factors+0.278family factor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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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结构方程模型(4)反映出潜变量之间的相关关
系。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因素、个

体因素、家庭因素均对其时代精神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其中，社会因素潜变量、个体因素潜变量以

及家庭因素潜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分别为

0.599、0.685、0.278，进一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自
身因素对其时代精神的看法与塑造具有最大的影

响，社会环境和家庭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弱。

这种现象符合社会心理学海德的归因理论和班杜

拉的学习理论。在社会中，个体通过注意和观察周

围其他个体的行为，获得了具有示范性行为的观察

目标。个体在判定自己成败时往往会考虑到内因、

外因和稳定性，而内因是个体成败的主导作用。同

时，时代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或精神状态，它会

受到社会、家庭等外部环境的熏陶作用，达成“润

物细无声”的效果，但其最终还是需要个体将外部

所习得的关于时代精神的知识、认知和情感进行更

深层次的内化和践行。 
测量模型(5)反映出潜变量与其可测变量之间

的相互关系，可以将这种相互关系归纳如下： 
(1) 个体价值观(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为 0.761)

和个体创新性(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为 0.761)两个
可测变量影响的重要程度大体相当，且影响方向一

致。自身原有价值观越正确，越符合社会客观和发

展潮流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其对时代精神认知、

认同与践行度就会越高，其后期塑造和培育的价值



 
 

第15卷第3期                      李恺等 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53 

 

观就越倾向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创新意识越

强的新生代农民工，越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越能

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2) 大众传媒环境 (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为

0.795)是社会因素中最为显著的可测变量。可以理
解为大众传媒环境较之外在力量和内在榜样对新

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的影响更为重要。在现今各种

社会思潮涌现、人们价值观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现实

下，大众传媒在对于某一种主流价值观或思潮在社

会上的广泛传播具有积极作用。 
(3) 家庭文化资本代际传承(标准化路径系数

估计为 0.776)影响显著。结合对个别新生代农民工
的访谈，也可以发现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从父母辈继

承到相对劣势的智力文化资本，却很好地传承了刻

苦、踏实和诚实做人、较强的责任感和集体意识等

方面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促使他们坚持不

懈、积极进取，不断地践行时代精神。 

五、结论与建议 

1．结论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除家庭因素中的父母文化

程度、教养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的影响难

以测知之外，社会因素、个体因素以及家庭因素中

的文化资本代际传承均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

神。第一，社会因素中的大众传媒环境显著并正向

影响。大众传媒积极正面客观的报道和健康的社会

舆论氛围对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具有积极导向

作用。第二，个体价值观和个体创新性显著并正向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时代精神的认知度、认同度

和践行度越高，其价值观就越趋向于核心价值观；

创新性越强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学习新理论和与时

俱进的意识就越强。第三，家庭文化资本代际传承

影响显著。出生于家庭文化资本越丰厚且文化传承

未阻断的家庭的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更明显，

更趋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2．建议 
塑造和践行时代精神有助于培育新生代农民

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拥有时代精神的新生代农

民工，其价值观将更倾向于核心价值观。提高新生

代农民工时代精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

一，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等新兴媒体的

议程设置和教育功能，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正确导向下，积极、正面、客观地报道社会事件，

传播正面积极的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引导新

生代农民工的科学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树立。第二，

加强个体价值观的引导和个体创新性的培育。政府

和社会应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难题，营造

宽松、宽容的社会成长环境，积极鼓励和激发创新

意识；同时市民化进程中应肯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价

值，提升其社会认同感和归宿感，进而激发个体意

识中的时代精神，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

可、践行。第三，公平、均衡地配置教育资源，丰

厚家庭文化资本。够量、优质、公平的教育可以让

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家庭文化资本积累得更深厚，

因此应加大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使新

生代农民工享受更多更公平的教育和培训，从而强

化其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信仰。 

注 释： 

① 由于已有研究中缺少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影响因

素的相关研究，考虑到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理论的一

致性，同时时代精神也是一种价值观与思想观念，有关

时代精神影响因素的分析参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影响因素分析。 

② 已有研究多将影响因素限定为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较

少考虑到家庭因素，本文借鉴借鉴董之鹰（2004 年）对

中国传统孝文化和代际关系结构研究成果，提出家庭血

缘关系基础上的代际传承对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的影

响，重点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文化资本代际流动对时

代精神的影响。 

③ 本文将家庭文化资本代际传承作为重点研究变量，父母

文化程度、教育方式作为家庭环境可能的探索性变量。 

④ 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的前提假设是数据必

须要符合多变量的正态性假定，该修正模型的多变量指标

显示，其峰度系数为 2.210，临界比率为 0.817，这说明

模型中的观测变量数据基本符合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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