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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流 动人 口 社 区 就 业 意 愿研 究

吴 蕾张 昕

【 内容摘要 】 中 国 大规模城 ｉ 间人 口 流动带 来 了 巨 大 的社会改变 。 相 关政策希望 促进农业流动 人

口在社 区层 面的就业 ，但现有研究对农业流动 人 口在城市 中 的就业 问 题 ，特别 是他们 从事社 区就业 的

意 愿缺乏说 明 。 文章釆 用定性研 究方法
，
对在 北京社 区 层 面就业 的农 业流 动 人 口 进行 了 访谈 ， 意 欲说

明这一群体的社 区就业意愿 ，进而探 索 影 响 他们这 一意愿 的 因 素 。 通过应 用工作障 碍研 究框架分析

就业意 愿 的 影响 因素 ，结 果表 明 ：这一群体打算继续从事社 区就业 ，但考虑 到 影响 这一意 愿 的个体 、家

庭 、社会 网络 、社 区就业本身 和歧视等 因 素 ，从事社 区就业 只 是他们 无奈 的 选择 。 文 章呼 吁 改变 农业

流动人 口 在城市 劳动 力 市场 中 的 弱 势地位 ， 倡 议通过社会服务为 他们 的社 区就业提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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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3 0 多年来 中 国 的移民现象已 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自愿移 民潮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 ｔ

，
Ｊｕｎｅ 2

ｎｄ

，

2 0 1 2
） 。

2 0 1 3 年大约有 2 ． 6 亿农民工
，
其中 1 ． 6 亿人离开家园进人城市 （ 国家统计局 ，

2 0 1 4
） 。 无论在

城市还是乡村 ，这
一

规模宏大的移民潮从根本上改变了 中国的社会状况 （
Ｄｅｍｕｒｇｅｒ ，Ｇｕｒｇａｎｄｅ ｔａｌ．

，

2 0 0 9
） 。 迁移并不简单意味着从乡 村转到城市居住和生活 ，移民群体需要面对生活机会和就业方面的

巨大转变 。 农业流动人 口进人城市后的就业模式和生存状况已经得到 了学术界 、政策制定者和社会

服务从业者的广泛关注。

进入城市的农业流动人 口最初大多从事制造业工作 ，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服务业 （
Ｅｃｏｎｏ－

ｍｉｓ ｔ
，Ｊｕｎｅ 2

ｎｄ

， 2 0 1 2
） 。 很多流动人 口从事非正规就业 ，难以签订劳动合同并获得相应的职业福利 ，从

而需要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 （ Ｇｕａｎｇ ，
2 0 0 5 ） 。 部分农业流动人 口在社区服务领域就业 ，

而现有研究缺

乏对这
一

群体的关注 。

农业流动人 口 的社区就业并不是
一个新奇的概念 ， 目前巳 出 台相关的政策规定 。 民政部 （

2 0 1 2
）

要求
“

落实政策扎实做好农民工社区就业服务工作……鼓励社区兴办商业性便民利民服务网点 ，吸引

农民工就近就便在社区灵活就业
”

。 此政策要求各部门和相关群体采取多种措施 ，促进农民工在社区

层面就业 。 该政策寄望通过农业流动人 口 在社区就业 ， 实现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融人 。 这一政策假定

农业流动人 口会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并能从社区就业中获益 ，
但这

一

前提假定并未获得有效验证 。 农

业流动人 口的社区就业意愿及该意愿背后的影响因素尚不明确 ，而这直接影响到该政策的实施效果 。

本研究探索农业流动人 口的社区就业意愿 ，对在北京城市社区 中工作的农业流动人 口 进行定性

研究 。 本文询问了他们是否愿意继续从事社区就业以及影响这
一

意愿的 因素 。 希望对这
一

意愿的描

述能为相关方面的政策分析提供依据 ，为流动人 口 的社会服务指 明方向 ，并为相关领域的后续研究提

供思路 。

1 文献综述

1 ． 1 农业流动人 口

农业流动人 口进人城市后 ，
必须首先获得工作和生存机会 ，他们需要面对在城市中就业和定居的

诸多障碍 （
Ｃｈｏ

，

2 0 0 9 ） 。 户籍制长期 以来被认为是导致农业流动人 口弱势状态的根本原因 ，他们因此

被剥夺了城市居民可 以 享有 的教育 、养老 、 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 （
Ｚｈａｎ

，
2 0 1 1

；ＷａｎｇａｎｄＦａｎ ，

2 0 1 2
） 。 户籍制造成了横亘在 中国城乡之间的鸿沟 ，

这一地理方面的差异已演化为社会 、经济和政治

方面的城乡 差异 （
Ｄｅｍｕｒｇｅｒｅｔａｌ

．
，

2 0 0 9 ） 。 农村居 民 长期居 于户 籍分化体系的下层位置 （
Ｃｈａｎ

，

2 0 1 0 ） ，

一旦放宽城乡 间流动 的行政限制 ，大量农业人 口必然涌人城市寻找更好的生活机会 （
Ｚｈａｎ

，

2 0 1 1
） 。 农业流动人 口在城市 中 的顺利融入无论对他们 自身还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

有研究者认为 ，在户籍改革不断加速的情况下 ， 户籍制仍然影响 了他们的社会融人结果 （
Ｗａｎｇａｎｄ

Ｆａｎ
， 

2 0 1 2
；Ｚｈａｎ ， 2 0 1 1

）
。

1 ． 2 农业流动人 口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刺激了城市中对农业劳动人口 的需求 。 即便面对迁移和融入方面的障

碍 ， 大量农业人口仍 自发流向城市 （
Ｄｅｍｕｒｇｅｒｅｔ ａｌ．

，
2 0 0 9

） 。 跟最早进人工厂打工的移民相比 ，当代新

移民文化程度较高 ，也有更多机会从事服务业 。 目前只有约 4 4 ％ 的年轻移民从事制造业工作 （
Ｅｃｏｎｏ －

ｍ ｉ ｓｔ
，Ｊｕｎｅ  2

ｎｄ

， 2 0 1 2
） 。 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是被忽视的社会经济群体 ，

亟待研究者给予关注

（ Ｇｕａｎｇ ，
2 0 0 5

 ；Ｚｈｏｕ ，
2 0 0 9

） 。

很多农业流动人口受困于低技能 、低收人工作 ，易落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底层。 他们被劳动力市

场边缘化
，
在他们身上反映出既往和现存的社会歧视 （

Ｃｈｅｎ
，

2 0 1 1
） 。 全国代表性样本显示城市居 民

的年均收入是那些长居城市的移民收人的 1 ．
 3 倍 （

Ｄｅｍｕｒｇｅｒｅ
ｔａ ｌ ．

，

2 0 0 9
） 。 此外 ，移民群体普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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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福利服务 、难以进人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这强化了他们在分隔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 （
Ｗａｎｇ

ａｎｄＦａｎ
， 2 0 1 2

） 。 他们更易受失业 、工伤等风险因素影响 ，
如在 2 0 0 8 年金融危机后 ，数百万农民工丢

掉了他们在出 口导向型企业的工作 （
Ｌａ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8
ｌｈ

， 2 0 0 9 ） 。

1 ． 3 社区就业

西方国家的社区就业是为帮助残疾青少年 、 社会救助对象等创造工作机会和促进社区发展的有

效方式 （
Ｂｒｏｗｎ

，2 0 0 9
；Ｍ ｉｌｎｅｒ

， 2 0 0 5
；Ｓｔｅｖｅｎｓ

， 1 9 9 7
） ，如

“

受助就业模式
＂

帮助残障者获取社区内的低

等级工作 ，有效促进 了他们的社会融入 ，为残疾人的正常化进程做出 了贡献 （
Ｃｏ ｒｂ ｉｅｒｅ

，
ｅｔａｌ ．

，
2 0 1 0

） 。

国 内 的社区就业发端于城市 中 的失业下岗 问题 ，

一度成为应对大规模失业的政策措施 （ 刘继 同 ，

2 0 0 4
） 。 此后社区就业扩展到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其他群体 ，对那些低技能 、低教育且难以找到工作的

弱势者给予特别关注 （ 张玉 ，
2 0 0 6 ） 。 实际 中存在三种类型的社区就业 ：为社区提供公共福利服务的

社区就业 、满足居 民个人需要的社区就业 ， 以及满足社区组织需要的社区就业 。 这些社区就业形式和

西方国家的社区就业项 目都为弱势者提供了以社区为基础的低等级工作机会 ， 助其获得工作经验和

收人 ，增加他们的劳动力市场参与 ，从而减少福利依赖和社会排斥 ，
也同时满足了社区居 民的生活和

组织的需要 （杨宜勇 ，
2 0 0 2

； 刘继同 ，
2 0 0 4

） 。

1 ． 4 就业意愿

对福利接受者就业意愿的研究 （Ｗｙ
ｉｍ

， 2 0 0 3 ）发现该群体具有强烈的就业动机 。 对服务性工作就

业意愿的研究 （ Ｌｉｎｄｓａｙａｎｄ
ＭｃＱｕａｉｄ

， 2 0 0 4
）显示 ，英国的失业者不愿从事新兴的

＂

麦当劳工作
”

，即零

售业 、酒店业或电话中心的低技能工作 。 美国的相关研究 （
Ｃｌｅａｖｅ ｌａｎｄ

，
2 0 0 5

）说明 ， 由于社区服务类工

作收人低且缺乏技术性 ，福利接受者并不认同这类工作 ，他们会因此感觉 自卑和耻辱 。 关于中 国非正

规就业的研究 （
Ｚｈｏｕ ａｎｄＺｈｏｕ

， 2 0 0 9
） 发现 ， 当搬运工的农民工非常不情愿接受他们的工作现状 ，

没有

其他出路使他们感觉非常受挫 。 此外 ， 家庭装修行业的农民工对在城市中获得长期就业机会几乎不

抱希望 ，他们对工作的看法和传统的城市工人截然不 同 （
Ｇｕａｎｇ ，

2 0 0 5
） 。 就社区就业而言 ，研究发现

中 国的失业者和农民工都认为社区就业是可 以接受的 （李从容 、段兴民 、徐志敏 ，
2 0 0 7

） ，但社区岗位

上的工作人员认为这类工作仅是失业之后的临时替代选择 （任远 ，

2 0 0 3
） 。 城市居 民对工作会有较髙

期望 ，
通常农民工会易于接受社区服务业的工作机会 （ 杨宜勇 ，

2 0 0 2
） 。 这些研究尚未清楚说明农业

流动人口对从事社区就业的看法 ’这正是本研究意欲说明的问题 。

现有研究多停留于描述 ，没有深入探求就业意愿及其背后的影响 因素 。 就业障碍方面的研究探

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中福利接受者在寻找和维持工作 中所面临的个体、家庭和社会障碍 （
Ｄｗｏｒｓｋｙａｎｄ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 ， 2 0 0 7
） ，或将有助于说明社区就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但这类研究还未在中 国的社会背景下

开展 。 有研究发现中国的失业和福利接受者的就业观点受到个体 、家庭 、社会 、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

响 （Ｗｕ ，
2 0 1 0 ） ，但没有涉及到农业流动人 口 。 迄今尚不存在关于农业流动人 口 的就业意愿及其影响

因素的系统说明 。 尽管一些研究零散地指出教育 、年龄 、性格 、社会关系 、社会政策或社会观念可能对

个体的工作意愿产生影响 （ 例如 ， 龚军姣 ，
2 0 1 1

； 申晓梅 ，刘涛 ，
2 0 1 0 ） ，这方面仍需确凿 、系统化的经

验研究来说明这
一

主题 。

本研究试图探讨农业流动人口 的社区就业意愿 ，研究对象为
一群在社区 中就业的农业流动人口

，

以保证他们对社区就业有个人体验和充分了解 。 本文应用工作障碍研究框架来分析就业意愿的影响

因素 。 两个研究问题包括 ：这些农业流动人口是否愿意继续从事社区就业 ？ 影响这
一

意愿的因素是

什么 ？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遵循定性研究方法和扎根理论的思路 ，按照 目的抽样原则 ，选取北京东北部
一

个典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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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通过社区工作者的引荐和滚雪球抽样 ，访谈了 1 3 名 自雇或受雇 的研究对象 。 就个体特征而言 ，

这是一个多样化的样本群体 。 研究参加者来 自 于河南 、山东等 8 个不 同的省份 ，在北京的居留年数从

3 年到 2 0 余年不等 ，有 1 0 人在北京居留 1 0 年以上 。 他们的年龄介于 2 2 岁 到 4 8 岁之间 ，

1 1 个人有初

中文化程度 ，
9 个为女性 ，

1 1 个人已婚并有孩子 。 他们在社区 中从事修鞋 、零售 、保洁和保安等工作 ，
9

个人从事现在的工作超过 1 0 年。

半结构化访谈帮助研究者获得对参加者观点的深入理解 。 两例试访谈和其余访谈完成于 2 0 1 2

年 。 访谈大多在访谈对象的工作地点完成 ，每例访谈平均用时 4 0 分钟 ，访谈问题包括了他们的迁移

和就业经历以及他们对从事社区就业的看法 。 访谈者还在两个月 之内对该社区和这些访谈对象进行

了参与观察 。 研究者对访谈录音进行了转录 ，结合观察笔记 ，采用持续比较方法进了分析 。 访谈者在

调查中避免询问访谈对象的姓名并在文中使用代码以保证研究的匿名性 。 研究 中还使用了三角测量

等技巧来提高可信性 。

3 研究发现

研究参加者陈述了他们的经历和对于社区就业的看法。 所有参加者都表示 ，他们愿意在社区 内

继续从事现有工作 。 他们巳经习惯了这种工作 ，
不打算轻易更换 。 1 1 个人打算一直从事现有工作 ， 只

有两个年青的参加者表示就长远考虑将来可能会换工作 ，但短期 内仍会从事现有工作 ，如 Ｗ 女士将

目前的保安工作作为职业发展的
一

个过渡 。 研究发现 ：个体 、家庭 、社会网络 、社区就业本身和歧视等

因素影响到他们的社区就业意愿 。

在个体层面 ，参加者表示现有工作适应 了他们低教育 、低技能的现实条件 ，他们也没有太多的选

择去从事其它工作 。
Ｈ 女士提到

“

手艺没有 、文化没有 ， 只能靠体力劳动 。 就是这点儿活你能干 。

”

他

们选择社区就业实属无奈之举 。 两方面性格特征影响到参加者的观点 。

一

方面 ， 知足的心态使他们

接受现实处境 ，
即使面对经济压力也不抱怨 。

Ｘ 女士在社区中修理 自 行车已超过 1 0 年 ，她说 ：

“

知足

吧 ， 比当农民强点 。

”

另一方面 ，较低的 自 我定位将他们限定在低收人和低等级工作上 。 即便想从事其

它工作 ，他们也会觉得 自 己干不来 。 他们没有看到改变的可能 ， 只能固守在社区就业岗位上 。

家庭责任特别是沉重的家庭负担将他们限定在社区岗位上 ，他们不得不通过在社区 内就业来养

家糊 口 。
Ｄ先生在矿难 中失去一条腿

，
他在社区中摆摊修鞋 2 0 年

，
养活了

一家人 。
ＺＨ 先生一家四 口

以低廉费用租住单位宿舍 ，如果他放弃现在的工作 ， 全家人就没有地方住了 。 对于这些人来说 ，就业

选择是
一

个家庭决定 ，个人需要为此做出牺牲 。

社会网络的影响在于参加者初次抵达城市时 ，为他们介绍相关的社区就业工作 ，
但这也限制了他

们的工作寻找范围 。 Ｌ女士的哥哥在社区中卖水果 ，所以她也租摊卖水果 。 Ｚ女士提到她刚开始做小

生意的情况 能不困难嘛 ！ 做生意没钱 ， 车子也没有 。 （ 我们是 ） 外地来的 ， 你找他 （ 社区 ） ，他也不

管 。

”

他们不得不依靠非正式社会网络提供工作机会。 当正式支持角色缺乏时 ，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接

受这些社区就业机会 。

社区就业的收入 、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也影响到参加者的就业意愿 。 与农业流动人口通常从事

的其它工作比 ，社区中 的服务性工作在收人方面还较为合算 。
ＺＨ 先生计算 了相对收人后告诉我们

“

（这工作 ） 比工地上好 ，扛石块扛土方工资倒是高 ，累啊 。

”

但所有的参加者都在抱怨社区就业的收人

太低 ，他们汇报的月 收人在 1 0 0 0 元到 2 0 0 0 元间 。 这份工作勉强能被接受 ，但甚为微薄的收入导致了

他们从事社区就业的被动性 。 灵活性是社区就业的突出特点 ，对此很多 自 雇的参加者感觉还不错 ，但

所有参加者 （包括受雇者 ）都在抱怨他们的超长工作时间 。

一

方面 ，他们愿意继续在社区中工作 ， 因为

这种灵活性带来的便利可以帮助他们平衡家庭和工作的不同需要 ，
使他们能够照顾孩子和处理家务 。

另一方面 ，
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远超八个小时 。 每天十小时 、

一周七天是 自雇者的常态 ， 那些受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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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超时工作或做兼职以增加收入 。 虽然他们还打算继续 目前的工作 ，
但他们都不希望 自 己的孩

子以后这样辛苦 。 工作条件也是
一

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 很多参加者都在露天条件下干活 ，
工作条件

非常恶劣 。 访谈进行时 ，
Ｘ 女士在室外的严寒中

一待就是一整天 ， 连午饭都是在零度左右的温度下解

决 。 当 问及对未来的就业意愿 ，他们强烈希望工作条件能够改善 。 工作条件无疑挑战了他们继续从

事社区就业的愿望。

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促使这些农业流动人 口继续现在的社区工作 ，但他们仍深切感受到城市居 民

对他们的歧视 。 生活适应加强了他们的社区就业意愿 ，他们普遍觉得回老家反倒不适应 。 但对他们

的歧视也真实存在 ，
Ｌ女士说 ：

“

自 己天天在这儿干这个挺辛苦的 ，但跟北京本地人在
一

起 ， 有被瞧不

起的感觉
”

。 这种歧视降低了该群体继续从事社区就业的期望 。

4 讨论和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北京城市社区中农业流动人 口从事社区就业的意愿及影响这
一意愿的因素 。 研究

发现这些研究参加者希望继续从事 目前的社区就业 ，但考虑到影响这
一

意愿 的个体 、家庭 、社会网络 、

社区就业 自身和歧视等因素 ，从事社区就业只是他们无奈的选择 。

研究参加者希望从事社区就业 ，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
一致 （ 李从容 、段兴民 、徐志敏 ，

2 0 0 7
） 。 即

便年青的研究参加者以后有换工作的打算 ，
这也符合以往研究对青年农民工经常换工作的发现 （

Ｚｈｏｕ

ａｎｄＳｕｎ
，2 0 1 0 － 2 0 1 1

 ） 0 他们从事社区就业的意愿部分源 自流动人口在乡村中有限的生活机会 ，部分

源 自他们缺乏人力资本和社会支持的现状 。 当他们不得不流动和接受这份工作时 ，他们在职业选择

方面并无太大的 自 由度 。

研究参加者意愿中明显的无奈性特征符合了 以往关于中国农业流动人口或国外工人就业意愿研

究的相关发现 （
Ｃｌｅａｖｅｌａｎｄ

， 2 0 0 5
；Ｌ

ｉｎｄｓａｙ
ａｎｄＭｃＱｕａｉｄ

， 2 0 0 4
；Ｚ

ｈｏｕａｎｄＺｈｏｕ
， 2 0 0 9

） 。 目前这一
“

无

奈的选择
”

现象还没有得到学者们更多的关注 。 这一群体对工作选择的被动性显示 出他们居于劳动

力市场底层的弱势地位 。 尽管相关政府部 门已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处境 ，
但政府对农业流动人 口 日

益增长的关注和这
一

群体在 日 常生活中实际体会到的排斥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 （
Ｃｈｏ

，
2 0 0 9 ） 。 倘若

农业流动人 口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和排斥状态没有改变 ，他们在职业选择上的无奈之感还将

存在 。

这些流动人口在个体 、家庭 、社会网络 、社区就业 自身和歧视等方面表达 出他们职业领域的无奈 。

工作障碍框架适应于本研究中各类影响因素的识别和归类 ，有助于应对策略的提出 。 以往研究中发

现的
一些原因在本研究中也得到 阐述 （ 如 ，

申晓梅 、刘涛 ，
2 0 1 0

；
龚军姣 ，

2 0 1 1

） 。 本文尝试以系统化

方式呈现这些影响因素 ，从而有利于以后定量研究的开展 。

对于研究参加者处境和意愿的描述表明农业流动人 口 的就业问题归根结底受制于劳动力市场 ，

正是他们的市场地位导致了他们的弱势状况 。 这
一

结论并不否认户籍制对农业流动人 口获得生活机

会方面的根本性影响 （
Ｄｅｍｕｒｇｅｒｅｔａｌ ．

，
2 0 0 9

；ＷａｎｇａｎｄＦａｎ ， 2 0 1 2 ） 。 但当本研究群体和个人缺陷 、家

庭负担 、社会网络限制 、恶劣 的工作条件以及歧视抗争时 ， 户籍制并非导致他们 日 常处境的直接决定

力量。 有学者 （
Ｚｈａｎ

，
2 0 1 1

） 指出社会排斥和市场对农民工生活机会的影响 日 益加强 ，户籍制的影响

已经渐趋缩小 。 本研究说明至少就农业流动人 口 的就业而言 ，市场也是
一

类决定性力量 。 在户籍制

全面改革尚无法实现时 ， 流动人 口就业方面的政策改变势在必行 。

本研究发现那些在社区就业岗位上停留 1 0 年以上的参加者也未实现就业融人 ，他们的社会融入

还无法实现 。 他们职业选择的无奈性说明短期 内这种融合也不易实现 。 相关的政策规定希望农民工

群体积极响应社区就业号召并从中获益 ，
本研究的发现对这

一政策的前提提出质疑 。 与政策期望实

现的路径相反 ，本研究说明社会融人应是促进社区就业的基础 ， 而无法成为社区就业的实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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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本研究尚存在如下缺陷 ：首先 ，仅考虑了 已从事社区就业的流动人 口
， 未考虑从事其它工作

的流动人 口 。 样本仅从
一

个典型社区中选取且样本量有限 。 参加者主要集中在 4 0 岁年龄段 ，
没有足

够的 3 0 岁案例 。 作为定性研究 ，本研究的发现无法推知总体情况 。 其次 ，
无法使用样本 回访 。 作为匿

名调查 ，参加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不可知 ’ 因此无法从参加者处获得对研究结果的反馈 。 这可能导致对

参加者的误解或研究者的偏见 。 再次 ， 由于定性研究无法确定因果关系 ，影响参加者意愿的确切原因 尚

无法确认。 以后的研究可考虑采用大样本 、随机抽样和定量分析方法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

本研究启示社会服务应关注那些影响农业流动人 口就业意愿 的 因素 ， 有关部 门应该有针对性地

制定政策和策略 ，为农业流动人 口 的社区就业提供支持 。 具体而言 ，社会服务项 目应设法提升该群体

的人力资本 、增强其自我效能感 。 地方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可以开展社会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以去

除社区就业的个体障碍 ，也可设立社区服务以减轻其家庭负担和增进其社会关系的发展 。 可通过工

作介绍和培训帮助这
一

群体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在社区就业层面 ，需要相应举措改进他们的工作

条件 ，
可通过税收减免补贴他们的收人 。 此外 ，

也需要发展社区倡导和社会教育 以减少对农业流动人

口 的社会歧视 。

本研究说明尽管户籍制难以立即实现彻底的改变 ，户籍制的加速改革仍是必要的 。 在就业政策

方面 ，农业流动人 口需要具体而直接的政策改变 以取得公平的就业机会 。 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

势地位所引致的恶劣就业条件 、终 日辛劳和渺茫未来需要引起各方的关切并设法予以消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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