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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进城打工者调查显示：

超六成打工者盼未来10年成新市民

□据《新闻晚报》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011 年我国进城打工者
总数已经超过 2.5 亿，平
均年龄为 36 岁。过去 10
年，打工者的工作环境、
生活条件等有了很大改
善。未来10年，他们对融
入城市有哪些期待？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
会调查中心通过大谷打
工网和民意中国网，对
10365 名 实 名 注 册 用 户
进行的调查显示，60.2%
的受访打工者期待未来
10 年成为新市民。在他
们眼中，成为新市民的
三大标准是：同工同酬，
享受城市福利，有城市
住房。

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进城打工者。 （资料图片）

从四川绵阳一所中专毕业
后，德阳姑娘向春梅怀着“去大地
方见世面”的梦想到了上海。虽
然第一份工作月工资只有1000
元，她还是很开心。那家公司提
供宿舍，给上保险，还经常组织文
体活动。最重要的是，来自全国
各地的同龄人在一起做工，这让
她感觉“不孤单”，原本在学校不
爱说话的她在两年时间里提高很
多，“和陌生人交流不怵了，工作
也得心应手”。下一份工作，她准
备在男友老家四川广元找，她认
为每月工资最低也要2500元。

目前在江苏无锡的孙金玉，
高中辍学后先后做过饭店服务
员、美容师、电子产检员等，但都
没超过3个月。虽然跳槽频繁，

她也没想过回农村，无锡优美的
城市环境让她留恋，感觉留在这
里“会有发展前途”。

新生代打工者为什么会来
到城市？调查中，排在前三位的
原 因 分 别 是 ：可 以 长 本 事
（56.2%），赚钱相对多（46.0%），
出来见世面（41.1%）。接下来依
次为：工作机会多（40.9%），工作
前景好（37.2%），文化氛围好
（30.4%），想当城市人（25.1%），
城市环境好（24.6%），老乡朋友
多 （18.8%），农 村 太 乏 味
（18.7%），市民很友好（12.0%）。

做了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
山东泰安进城务工青年培训学
校校长王元成，在调研时感到，
新生代打工者的精神文化需求

更多元，民主权利和维权意识更
强，他们希望参与城市社会建
设。“他们会详细询问中央政策
有哪些与自己有关。当他们知
道我也是从普通打工者成长起
来的，都很羡慕，不仅希望通过
人大代表的渠道发声，还会问我
怎么做才能成为区、市甚至全国
的人大代表。”他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叶裕民认为，大多数老一
代打工者进入城市是谋求温饱，
新生代打工者则是谋求发展，实
现自我价值，得到社会认同。他
们很重视自己的创造力能否在
城市得到提高，也对社会秩序、
受尊重程度等要求更高，不会只
为钱工作。

近几年，如果出现老板跑
路欠薪，佛山政府会垫付打工
者的工资，这让杨正彬感到踏
实。他希望政府能多出台这样
的政策，并且真正落实到打工
者身上，这样他才能安心在城
市打工。

城市要创造怎样的环境才
能让新生代打工者留下来？调
查中，排名前三的分别为：放宽
享 受 保 障 性 住 房 的 条 件
（73.9%），解决子女上学问题
（66.1%），完善养老、生育等社
保制度（65.5%）。

接下来依次是：加强职
业技能培训（63.9%），同工同
酬（60.1%），实现医保转移接
续（54.0%），消除歧视观念
（54.0%），参 与 社 会 活 动
（48.8%），在工作城市参与选
举（41.2%），降低文化活动消
费（40.6%），放宽落户政策
（25.7%）。

调查显示，65.3%的人对
自己未来 10 年的生活有信
心 ，12.0% 的 人 没 信 心 ，
22.8%的人感觉 “一般”或

“不好说”。

“我们外出打工，最放心不下
的是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广东佛
山某家具公司中层管理者杨正
彬，曾把女儿从湖北宜昌老家接
到身边上小学一年级。但他和妻
子的工作很忙，连吃饭都没规律，
女儿简直是跟着吃苦。而且女儿
在佛山只能上私立学校，一年光
学费就要上万元。思虑再三，他
们又把女儿送回了老家。

即使做到管理层，杨正彬也
发愁以后怎么办：“想留在佛山就
不可能永远租房，但现在一套房
子至少上百万元，以我们的收入
还买不起。但回老家就要放弃十
来年的职业积累，因为佛山是全
国最大的家具生产地，老家那边
家具行业发展还差得很远。”

新生代打工者现在忧虑哪些

问题？调查中，73.0%的人首选
“生活成本高”，56.3%的人认为
是“文化活动少”，51.3%的人选
择“同工不同酬”。其他问题还
有：工作不好找（47.0%），自己能
力 低（43.7% ），不 受 尊 重
（39.3%），工资被拖欠（35.7%），
父母养老（34.7%），社保问题
（34.2%），子女教育（31.5%），婚
恋 难 题（30.7%），买 不 起 房
（29.6%），没有户口（28.0%），表
达渠道少（15.3%）等。

叶裕民认为，新生代打工者
承载着我国城市化的希望。只有
新生代打工者市民化了，才有可
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他们上升
的通道受阻塞，我国贫富差距就
很可能越来越大。

在新生代打工者眼中，成为

城市新市民的标准有哪些？排在
首位的是“同工同酬”（75.5%），
其 次 是“ 享 受 城 市 福 利 ”
（73.3%），第三是“有城市住房”
（67.6%）。接下来还有：城里人
平等相待（59.7%），子女在城市
上 学（54.2%），有 稳 定 工 作
（52.7%），有城市户口（50.8%），
为社会建言献策（47.8%）等。

调查显示，60.2%的打工者
期待在未来10年成为城市的新
市民，12.4%的人不期待，27.3%
的人表示“一般”或“不好说”。

新生代打工者期待能成为哪
座城市的新市民？“家乡附近的大
城市”成为首选（33.9%），其次是

“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27.4%），
14.6%的人选择“其他大城市”。
仅9.7%的人想“回农村老家”。

新生代打工者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多元

73.0%的打工者忧虑生活成本高

65.3%的打工者对未来10年生活有信心

“我国正在迎来刘易斯拐
点，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格局
会转变成供不应求。”叶裕民
非常看好未来10年新生代打
工者融入城市，“因为中国别
无选择。如果城市10年后还
排斥新生代打工者，人们的创
造力和消费力不能同步提升，
必定面临巨大的社会失调和
矛盾。”她认为，所有城市都要
有推动打工者市民化的规
划，为他们提供上升通道，这
是中国未来成功与否的决定
性要素。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研究员张翼建议，首先，废除以
户籍配置社会公共资源的制度
框架，以实有人口安排均等化
服务；其次，落实农民工的选举
权与被选举权，实行住在哪里
就在哪里实现选举权的制度；
再次，打通社会保障制度的壁

垒，使农村社会保险与城市社
会保险无缝连接；最后，缩小城
乡差距、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
发展差距，解决大城市人口集
聚的问题。

全国青联常委、更香茶叶
集团董事长俞学文认为，与新
生代农民工接触最多的是企
业，工资由企业拨付、成长由企
业提供晋升渠道、权益由企业
提供基础保障。所以，对新生
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企业应
该承担起责任。

“新生代打工者自身的勤
奋努力也很重要。”俞学文提
醒，新生代打工者想留在城市，
只有努力提高综合素质，职业
道路才会更宽广。新生代打工
者也要学习父辈的吃苦耐劳精
神，不要盲目攀比，因为“天上
不可能掉馅饼”，只有不断学习
进步，才有可能留在城市。

城市要有推动打工者市民化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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