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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对惠农政策的认同度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河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胡涤非，许栩，陈海勇，杨双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基于河南省 405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农民工对惠农政策的认同度不高，政策认知和对政策评价都处

于较低水平，政策情感处于一般水平，农民工对推出时间早、实施时间长、受惠面积广的政策更满意。在认知主

体因素中，年龄对惠农政策认同度有显著影响，两代农民工的政策认同度存在着显著差异，第二代农民工认同度

低于第一代农民工，而性别、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对惠农政策认同度没有显著影响。外在影响因素中，政策宣传

情况对惠农政策认同度影响力最大，得到实惠多少、务农意愿和对政府的信任等因素对政策认同度也具有显著影

响，均与政策认同度呈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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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 workers’ recognition with the preferential agricultural polici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Henan Province 

HU Di-fei, Xu xu, CHEN Hai-yong, Yang shuang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405 questionnaires in Henan province, it was found that migrant workers did not have 

a high recognition degree with the preferential agricultural policies, and they showed a low evaluation level and cognition 

level to the policies, the appreciation level to the policies is average. Migrant workers were more satisfied with policies 

that launched earlier, implemented longer and that were beneficial broadly and directly. Among demographic variables, 

ag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cognition of preferential agricultural polic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policy recognition.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policy recognit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hile gender, education level and marital status affected 

insignificantly. Among the external factors, policy propaganda had the most prominent influence on recognition of 

preferential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the farmer’s tangible benefits, the farming willingness as well as the trust in 

government also presented significant effect. All of them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recognition of preferential agricultur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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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强调，“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 70%以上，还
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

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1]。习总书记的讲话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近年来农村出现的一种趋势：

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

市，造成农村人力资源匮乏，农业劳动者素质整体

下滑，农村社会出现“空心化”现象。为协调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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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发展，促进农业发展进步，增加农民收入，

政府自 2003 年以来出台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粮食
补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等一

系列惠农政策。这一系列政策执行的效果如何？农

民工作为惠农政策重要的受惠对象，他们的政策认

同度是衡量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指标。因此，对农

民工的惠农政策认同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虽然国内外对于惠农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已

经颇为丰富，但目前惠农政策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狭义上的惠农政策可以指单项具体的政策；广义上

的惠农政策则是一项公共政策，是党和政府为鼓励

和发展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实现农民增收和生活

质量提高等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扶持和倾斜政策，

具体体现为各种制度、项目和措施[2]。本文使用的

是后一种概念。 

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惠农政策进

行了研究：一是关于惠农政策历史演变的研究。程

利英对封建时代的惠农政策到当今的惠农政策进

行了梳理，认为古代统治者和当今中央政府都注重

对三农的扶持，只是表现在二者动机不同，前者是

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后者是为民谋利，促进社会

发展[3]。王潇则考察了 1949—2010年中国惠农政策
的发展变迁，并将其分为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

和科学发展观三个阶段[4]。二是关于惠农政策执行

的研究。傅琼对惠农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进行了分

析，认为投入资金不足配套缺位等问题影响了中国

惠农政策效果，需要进一步提高政府执行力，提高

惠农政策有效性[5]。三是关于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的研究。谢来位认为农民对政策的知晓度与参与

度、执行机构的态度、监管机制等因素会影响政策

执行效果[6]。谭秋成则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分析了

惠农政策为什么走样[7]。四是关于惠农政策执效果

的研究。王元成、张金梅、王良健等以农民满意度

为研究切入点，在多个地区和省份调查了农民对惠

农政策执行效果的满意度，王元成认为整体上而言

农民“比较满意”[8]，张金梅等认为整体满意度高
[9]，王良健等认为中国现阶段农民满意度水平处于

中等偏低水平[10]。宗义湘、李先德则运用 OECD政
策评价方法对中国 1994—2003 农业支持水平进行
了评估，认为农业支持水平呈上升趋势[11]。 

国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主要体现为

农业保护或者支持方面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对农业支持动力机制研究。P 
Gjames、Kym Anderson和 Yujiro Hagami主要研究
了发达国家对农业支持的动力机制和原因，这些属

于对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较早的研究[12～13]。二是对

农业支持政策所产生影响的研究。Tyers和Anderson
从农业保护政策扭曲国际市场价格的角度进行分

析，估算了世界农产品价格因受保护而降低的程度
[14]。Roningen和 Dixit则研究了各国农业政策的相
互影响，认为其结果是作用相互抵消[15]。三是农业

政策改革研究。Winter分析了农业保护政策在工业
化国家普遍推行的原因，认为只有危机才能促使改

革和创新[16]。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已经

比较丰富，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拓展的地方。

一是从研究方法看，规范研究远多于实证研究，为

数不多的实证研究多采用简单描述性统计方法探

讨惠农政策认同问题，只限于对认同的产生进行解

释性研究。二是研究视角上，多集中于政策满意度

调查，从惠农政策认同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的较

少。三是在研究对象上，多以农民和地方干部为主，

农民工作为惠农政策的特殊受惠群体相对被忽视。

为此，笔者拟以河南 405份问卷为数据来源，利用
SPSS 软件对农民工的惠农政策认同问题进行分
析。研究目的可以归结为：农民工对惠农政策的认

同状况怎样？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民工对惠农政策

的认同度？如何提升农民工对惠农政策的认同

度？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相

关领域研究，为惠农政策顺利推行提供理论指导和

政策建议。 

二、问卷设计和样本来源 

本研究的问卷主要基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

论。帕森斯认为，行动系统分为若干子系统，各种

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维系着整个系

统的运行。如果系统里存在广泛公认的内在文化，

就会推动系统行动者角色形成过程和需求意向的

协调；反之，如果缺少共享文化必将导致冲突[17]。

根据这一理论，把惠农政策执行过程作为行动系统

的一个子系统，农民工群体对惠农政策执行情况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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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度越高，越能促进惠农政策执行，反之，则阻碍

惠农政策的执行。帕森斯进一步指出，每一个具体

行动都包括组织在一起的认知性要素、倾注性要素

和评价性要素[18]。据此构建了惠农政策认同的三个

测量维度：认知维度、情感维度和评价维度，并自

编了一套农民工惠农政策认同问卷。认知维度主要

测量农民工对惠农政策的了解情况；在情感维度方

面，列出了包括农业政策和民生政策在内的十项具

体惠农政策，测量农民工对这些政策的满意度；而

在评价方面，着重测量农民工对惠农政策落实方面

的看法。 
农民工惠农政策认同度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两个部分：一是惠农政策认同内在影响变量，即人

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婚姻状

况。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是人们受之影响的社

会文化因素，会左右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评价，因

而会影响农民工惠农政策认同度。二是惠农政策认

同外在影响变量，主要有打工情况、农业因素、政

策效果和政治态度。将这些变量作为外在影响因素

的原因主要是：农民工是惠农政策目标中相对特殊

的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因外出打工收入高于在

家务农而选择离家，而惠农政策是使农民工选择务

农的拉力因素。根据已有研究，政策实施效果与政

策认同度之间是正相关的，而政策实施效果离不开

政策宣传力度和目标群体在政策中的受益情况。同

时，政府作为主要的政策执行者，农民工的政治信

任水平也必然影响其政策认同度。在问卷中，打工

情况包括外出务工时间和目前月收入，农业因素包

括家庭土地拥有量和返乡务农意愿，政策效果主要

包括对政策宣传情况的评价和自己得到实惠多少

的评价，政治态度主要包括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和与

日常聊天中对政策抱怨的多少。 
在变量测量上，惠农政策认同和外在影响因素

变量，采用李克特量变方法测量，每一个问项的赋

值分别为“1”、“2”、“3”、“4”、“5”分。在正式
调查之前，请专家进行了问卷评估及两次试调查，

尽可能保证问卷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选择河南省作为调研地点的原因主要有两方

面：一是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重大；

二是河南是一个劳务输出大省。河南省统计局发布

的 2014 年河南省农民外出务工情况调查报告显示

该省 85.1%的农村家庭有劳动力转移，户均劳动力
转移人数为 1.74人[19]。因此，该省农民工的惠农政

策认同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分两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从 2012年 8～11月，第二阶段从 2014
年 3～4 月。调查共发放问卷 450 份，剔除填答不
完整和明显与研究要求不相符合的问卷，有效问卷

共有 405份，有效率达到 92%。样本分布情况如表
1所示：在性别上，男性多于女性；在教育程度上，
初中学历的人最多，有五成多；在婚姻状况方面，

超过六成的受访者都是已婚。 

表1 样本分布情况 

项目   分类 n % 

性别 男 271 66.9 

 女 134 33.1 

年龄 22以下 184 45.4 

 23～40 132 32.6 

 41～50  75 18.5 

 51～60  14  3.5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4 10.9 

 初中 210 51.9 

 高中及中专 101 24.9 

 大专以上  50 12.3 

婚姻 未婚 121 29.9 

 已婚 264 65.2 

 丧偶   5  1.2 

 离异  15  3.7 

三、农民工对惠农政策认同的测度 

政策认同度涵括了三个维度 16 个问项，在数
据分析前对政策认同总量表和每一维度的内在一

致性进行检验表明，政策认同总量表的Cronbach’s a
值为 0.886，各维度政策认知、政策情感和政策评
价 Cronbach’s a值分别为 0.842,0.850和 0.801，问
卷各维度指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比较理想。在以

百分为满分对原始得分进行换算后，将认同度按得

分分为三个层次，得分在 60 分以下的为“低度认
同”；得分在 60～80 分的为“一般认同”；得分在
80 分以上的为“高度认同”。为全面了解农民工对
惠农政策认同情况，先分析惠农政策认同总体情

况，再分别从惠农政策认知、惠农政策情感和惠农

政策评价三个维度的得分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1)认同总体情况。将惠农政策认知、惠农政策

情感、惠农政策评价三个维度得分进行加总得到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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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政策认同总分。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农民工惠农

政策认同度得分最低为 19分，最高为 78分，平均
得分为 51.21分，换算为百分制得分为 64.01分(认
同总体情况涵盖 16个变量，原始总分为 80分)，总
体认同度为“一般认同”且偏低水平。就每一项惠

农政策认同得分情况看，得分最低的是“对惠农政

策的熟悉程度”，仅为 2.35分，以 100分为满分可
换算为 47分；得分最高的是“取消农业税”，得分
为 4.29，换算分为 85.8分。 

(2)惠农政策认知维度得分。政策认知情况指了
解政策途径的多少、政策知道的多少和政策的熟悉

程度。为测量农民工对惠农政策的认知情况，询问

了“您了解惠农政策的途径多吗”、“您所知道的惠

农政策多吗”、“您对自己知道的惠农政策熟悉吗”
三个问项。统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对惠农政策认知

度得分最高分为 15分，最低分为 3分，均值为 7.25，
换算成百分制得分为 48.33(该维度包含 3个变量，
原始满分为 15 分)，农民工的惠农政策认知情况为
“差”。三个问项中“您了解惠农政策的途径多吗”

得分最高，原始分为 2.47 分，换算分也仅为 49.4
分，说明农民工对惠农政策的内容不熟悉、了解惠

农政策的途径不充分。 
(3)惠农政策情感维度得分。惠农政策情感是农

民工对惠农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满意度。农业政策

是对农业生产扶持和激励的政策，包括在全国范围

内取消农业税、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培训、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

五项政策；民生政策是指那些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

存和生活状态、能够增加公民发展机会、以提高公

民发展能力为目的的政策，包括农村义务教育“两

免一补”、家电下乡、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最低生

活保障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五项政策。 
统计结果显示，农民工惠农政策情感得分最小

值为 10，最大值为 50，均值为 36.03，换算成百分
制得分为 72.06(情感原始分为 50 分)，农民工惠农
政策情感状况为“一般”。对民生政策和农业政策

得分进行比较发现，农业政策原始得分为 25 分，
均值为 16.40分，换算分为 65.6分；民生政策原始
得分为 25分，均值为 18.71分，换算分为 74.84分，
民生政策的情感得分明显高于农业政策的情感得

分。相对农业政策，农民工对民生政策的需求更为

迫切，更加满意和认可民生政策的执行情况。 
单项政策的情感得分统计结果如图 1所示，最

大值是 5，最小值是 1，极差为 4，说明不同的人对
各项政策情感评分存在一定的差异。这 10 项单项
政策的平均得分为 3.52，超过平均分的单项政策有
6 项，低于平均分的单项政策有 4 项。得分超过 4
分的政策有取消农业税(4.29 分)和粮食直接补贴
(4.15分)，这些政策具有推出时间早，实施时间长，
受惠面积广的特点。取消农业税和实行粮食补贴从

2004年就开始试点，至 2006年 1月 1日起全国全
部免征农业税，这两项政策到 2012年经过 6～8年
的实施，由于贯彻时间长，农民工切实感受到了政

策的好处，因而对这两项政策有了情感偏好。合作

医疗(3.98分)、养老保险金(3.75分)、义务教育(3.65
分)、家电下乡(3.61 分)，最低生活保障金(3.52 分)
等政策得分也在 3.52 分以上，这些政策具有直接
性、普惠性的特点，像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政策

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工看病难、看病贵和

养老问题，使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也能直接感受到实

惠，满足了农民工迫切需求，符合农民实用主义的

价值观。得分相对较低的 3项政策分别是农业技术
培训(3.02 分)、基础设施(2.76 分)和信息服务水平
(2.35 分)，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实
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短时间内不能看到明显的

效果，另一方面农民工的预期较高，致使农业基础

设施的情感得分不高。同时，由于目前农业技术人

员和专业信息管理人员短缺，制度上存在缺陷和漏

洞，加上一些农民工农业技术培训和信息化服务需

求不高，所以技术培训和信息化服务得分较低。总

之，情感得分较低的政策具有长期性、制度性、隐

蔽性、局部性的特点，农民工不能直观感受到这些

政策带来的好处，导致这些单项政策的满意度不

高，情感得分较低。 
 

 
图1 农民工惠农政策单项政策情感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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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惠农政策评价得分。惠农政策评价是政策对
象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对政策实施情

况的一种判断。共询问了“地方干部对惠农政策的

落实情况如何”、“您对政府对农村支持力度评价如

何”、“您对政府惠农政策执行力度如何评价”三个

问题。统计结果显示，农民工惠农政策评价的原始

分为 15分，最大值为 15，最小值为 3，均值为 8.57，
换算成百分制得分为 57.13 分，结果表明农民工对
惠农政策的评价较差。对该维度的三个问项得分进

行比较，可以发现三个问项的得分都不高，对政府

惠农政策的执行力度的评价在三者中得分最高，对

地方干部惠农政策的落实评价最低。 

四、农民工对惠农政策认同度的因素分析 

惠农政策认同度的内在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

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由于这些变量的类型不

同，在检验这些因素对认同的影响时分别使用不同

的统计方法：性别变量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年龄
使用相关性分析，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使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统计检验结果显示，性别、教育程度和

婚姻状况不同的农民工对惠农政策的认同度并不

存在显著差异，但年龄与认同度之间存在相关性

(r=0.14，p=0.055)。已有的相关研究认为不同时代
背景下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农民工，其个体的人格特

征显著不同，因此可以将这个群体分为第一代农民

工和第二代农民工①。为检验惠农政策认同度是否存

在代际差异，利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第一代和第二
代农民工的政策认同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之间对惠农政

策的认同度存在差异，且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

(p<0.001)，第一代农民工的认同度得分折算后为
70.13，比第二代高 6.23分。 

表2 农民工惠农政策认同代际差异T检验 

代际 n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折算 
百分制 

统计 
检验结果 

第二代 200 28 76 49.56 63.90 

第一代 205 20 76 53.30 70.13 

t=-2.209 
df=284 
p=0.000 

显著性基于双尾检验。 

如前所述，惠农政策认同度的外在影响因素包

括四个维度八个变量，首先将这些变量与惠农政策

认同度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家
庭土地数量和月收入水平相关系数较低，分别为

0.043 和-0.062，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
说明这两个变量与惠农政策认同相关性非常弱。其

余六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政策宣传效

果、得到实惠多少和政府信任三个变量相关系数较

高，这三个变量和惠农政策认同度的相关性较强；

务农意愿、政策抱怨和打工时间三个变量的相关系

数分别为 0.229、-0.224和-0.148，这三个变量与惠
农政策认同度的相关性相对较弱。在相关方向上，

务农意愿、政府信任、政策宣传效果、得到实惠与

惠农政策认同度显著正相关，打工时间和政策抱怨

与惠农政策认同度显著负相关。由此可知：外出打

工的时间越长，惠农政策认同度越低；务农意愿越

强，认同度越高；政策宣传情况越好，认同度越高；

得到实惠越多，认同越高；对政府越信任，认同度

越高；对政策抱怨越多，认同度越低。 

表3 外在因素与政策认同度相关性分析 
政策认同度 

变量 
r P n 

打工时间 -0.145* 0.012 405 

月收入 -0.062 0.278 405 

土地拥有量 0.043 0.467 393 

返乡务农意愿 0.230** 0.000 405 

政策宣传评价 0.577** 0.000 405 

得到实惠评价 0.525** 0.000 405 

政府信任 0.446** 0.000 405 

政策抱怨 -0.222** 0.000 405 

*表示p<0.05，**表示p<0.001；显著性基于双尾检测。 
上述分析只验证了外在影响因素与政策认同度

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无法观察到这些影响因素对惠

农政策认同度的影响力，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进行

回归分析。将在相关分析中具有显著性的因素纳入

回归模型(P<0.05)，利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分析，结果
如表 4 所示，政策宣传评价、得到实惠评价、务农
意愿和政府信任四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进入

了回归方程，打工时间和政策抱怨两个变量没有进

入模型。这四个进入模型的变量对惠农政策认同度

的联合解释力度为 45%(Adj.R2=0.450)。从逐步回归
结果看，惠农政策宣传效果与惠农政策认同度的相

关性最高(相关系数为 0.577)，因此最先进入模型，
该 模 型 能 解 释 因 变 量 33.% 的 变 异 量

(Adj.R2=0.330，)。得到实惠多少第二个进入模型，
其对惠农政策认同度的预测力次之，且通过了显著



 
 

第 16 卷第 5 期                  胡涤非等 农民工对惠农政策的认同度及其影响因素                       95 

 

性检验(p=0.000)。务农意愿作为第三个进入模型的
变量，并达到了显著性(P=0.002)，对因变量有一定
的影响。政府信任水平最后一个进入模型，在这四

个变量中，其影响力是最小的，但其对惠农政策认

同度的解释力仍不能忽视。 

表4 外在影响因素逐步回归表 

变量名称 政策宣传 得到实惠 务农意愿 政府信任 模型摘要 

模型1 β=5.982**，t=12.901   常数=33.214，P=0.000，F=147.628，Adj.R2=.330

模型2 β=5.815**,t=8.579 β=3.108**,t=5.494   常数=28.254，P=0.000，F=89.123，Adj.R2=0.395

模型3 β=4.671**,t=7.332 β=3.131**,t=5.573 β=1.753*,t=3.136  常数=27.608，P=0.000，F=71.280，Adj.R2=0.410

模型4 β=4.080**,t=6.218 β=3.019**,t=5.458 β=1.650*,t=3.025 β=1.421*,t=2.492 常数=24.853，P=0.000，F=52.764，Adj.R2=0.450

注：β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显著性基于双尾检验，*表示P<0.05，**表示P<0.001。 
 

五、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基于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

一，农民工对惠农政策认同度从总体上看不算高，

处于一般且偏低水平。就惠农政策的三个维度进行

比较发现，政策认知情况和政策评价得分都处于较

差水平，农民工对惠农政策的内容不熟悉、了解途

径不充分，政策落实评价低；惠农政策情感得分处

于一般水平，农民工对推出时间早，实施时间长，

受惠面积广，直接性的政策更满意。就每一项惠农

政策认同度得分情况看，得分最低的是“对惠农政

策的熟悉程度”，得分最高的是“取消农业税”。 
第二，惠农政策的内在影响因素中，年龄对惠

农政策认同度有显著的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

代农民工的政策认同度存在着显著差异，第二代农

民工认同度低于第一代农民工；教育程度、性别和

婚姻状况等因素对惠农政策认同度不存在显著影

响。 
第三，惠农政策的外在影响因素中，农民工打

工时间、务农意愿、宣传情况、得到实惠、政府信

任和政策抱怨六个变量对惠农政策认同度有显著

的影响。其中，打工时间和政策抱怨与政策认同呈

负相关，其他因素与政策认同度呈正相关。对政策

认同度影响力最大的因素是政策宣传情况，其他依

次是得到实惠、务农意愿和政府信任。 
本文研究结果还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首

先，重视对惠农政策的宣传。实证研究显示，农民

工的政策认知水平较低，同时，政策宣传对农民工

政策认同度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因此，通过有效的

政策宣传，提高农民工对政策的知晓度，是提升政

策认同度的前提条件，也是惠农政策执行的基础性

工作。地方政府可建立专门的政策宣传机构并进行

人员培训，利用多元灵活的方式，充分发挥新旧媒

体的作用，扩充政策获知途径，提高农民工的政策

认知水平。 
第二，了解和尊重农民工的政策需求和偏好。

实证研究显示，农民工对惠农政策的需求是有差异

的，如就农业政策和民生政策两大类比较而言，农

民工对民生政策的需求更高。已有的研究证明只有

基于农户需求的满意才是最优化的满意[9]，因此，

只有满足了农民工需求偏好的惠农政策，才能提高

惠农政策的认同度和实施效果。政府在制定惠农政

策时要尊重民意，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在执行政策

时要选择需求迫切的优先执行；同时，应通过建立

意见反馈机制强化农民政策参与，根据反馈意见和

政策实施效果做出动态调整。 
第三，针对不同群体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可以

有效提升政策认同度。研究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

第二农民工对政策的认同度是不同的，由于两代农

民工在思想观念、消费习惯，婚姻观念诸多方面存

在着差别，制定政策时对两代农民工区别对待，可

以使惠农政策绩效发挥到最大。第一代农民工的打

工动机是寻求生存，而第二代农民工是为了发展，

因此可以采取加大对前者保障性政策的倾斜、为后

者提供教育培训等有利于个人事业发展的政策。  
第四，改善基层政府形象，提高民众对政府的

信任度。已有研究显示，农民对中央政府表现出较

高的信任，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则相对较低[20]。本

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对惠农政策的认同度与

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民工对基层政府

的不信任主要表现在政治冷漠、期望值高和政府行

为失范，因此要在惠农政策执行中改善这种状况，

需要以此为突破口，才能提高农民工的政治信任，

进而提升他们的政策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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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刘传江以 1980 年前后出生为界，根据受教育水平、政策

环境、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将农民工分为第一代

和第二代。本文借用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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