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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视角下的入城新生代农民工信息

缺失研究∗ ∗

洪秋兰　 唐雅琳

摘　 要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信息缺失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出发，通过对调研结果的实证分析，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及文化资

本存量现状，揭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存

量，增强其信息能力，加速其城市融合的步伐，助力新生代农民工真正实现市民化。 图 １。 表 ７。 参考文

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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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资本理论最先由皮埃尔·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提出。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作为现代

社会中不可忽视的资本类型，是文化主体经过家

族传承、学校教化等形式不断积累的精神财富，
有其自成系统的运行机制［１］ 。 为了充分展示“文
化资本”概念的普遍性，布迪厄认为应该称其为

“信息资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２］ 。 在信息化

社会中，这种信息资本将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个体

的信息行为，影响其信息获取效果以及信息素养

的全面提升。 本研究尝试基于“文化资本”这一

视角，通过实证分析入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

本现状，阐述文化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信息缺失

之间的本质关联，以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

融合。

１　 相关研究及述评

１ １　 新生代农民工 ／移民群体的城市融合

及信息缺失研究
（１）城市融合状况研究

自英国学者 Ｅ Ｇ Ｒａｖ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８５）进行移

民迁移研究［３］起，出现了大量的移民融合理论研

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Ｇ Ｋ Ｚｉｐｆ（１９４６）提出的引

力理论［４］ 、Ｄ Ｊ Ｂｏｇｕｅ 和 Ｅ Ｓ Ｌｅｅ（１９６６）的推拉

理论［５］ 、Ｓｃｈｕｌｔｚ Ｔ Ｗ （１９６２）的成本－收益理论［６］。

在文化融合研究成果中，出现了 Ｐａｒｋｓ 和 Ｍｉｌｌ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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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１）的单维模型［７］、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３）的二维模型及其

优化模型［８］、Ａｒｅｎｄｓ 和Ｖｉｊｖｅｒ（２００３）的融合模型［９］等

研究。 在对发展中国家劳力转移研究上，出现了

Ｗ Ａｕｔｈｕｒ 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的二元结构经济模型［１０］ 、
Ｇ Ｒａｎｉｓ 和 Ｊ Ｃ Ｈ Ｆｅｉ （ １９６１） 的二元三阶段理

论［１１］ 、Ｍ Ｐ Ｔｏｄａｒｏ （ １９８４） 的三部门两阶段理

论［１２］ 。 在现实路径上，西方国家从自身社会状况

出发，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移民群体城市融入的举

措。 如英、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着手解决移

民融入过程中的贫困问题、犯罪问题和社会问

题，采取的措施主要集中于完善公共基础设施、
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法律保障、发展教育培训、增
加社会福利等层面，对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内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

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１３］ 、市
民化的影响因素［１４，１５］ 、市民化的改进举措［１６］ 等

方面。
（２）信息缺失状况研究

信息能力素养是衡量个人能否顺利满足信

息需求的重要标准。 董克等人（２００８）发现农民

工信息知识能力在整体上比较低下，获取信息知

识的渠道比较传统［１７］ 。 焦雪、黄丽霞等人（２０１３）
认为农民工确认信息能力薄弱、寻获信息能力缺

失、使用信息能力低下、评估信息能力丧失［１８］ 。
杨雅、李桂华等人（２００９）发现农民工业余时间的

信息活动少，接触的媒体有限，缺乏对现代信息

技术媒体的利用［１９］ 。 综合相关文献，学者们普遍

认为农民工信息能力缺失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

结果，一方面，较低的文化程度直接导致了农民

工信息能力的弱化；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公共信

息机构缺乏连续性、正规化的信息扶持，使得农

民工信息素养的提升一直难有起色。

１ ２　 文化资本理论研究进展

从文化资本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观点来

看（如表 １所示），文化资本的概念范畴逐渐由早期

的精英阶层文化延伸到对弱势群体的文化关注，引
入中国后，则有了更具体的指代性内容。 这为该理

论的中国化研究和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模本进行

深入探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价值。

表 １　 文化资本理论研究内容汇总

研究者 主要观点

Ｐａｕｌ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和 Ｊｏｈｎ Ｍｏｈｒ
（１９８５）、ＤｅＧｒａａｆ（１９８６）

文化资本是社会上层文化中所蕴含的能力， 体现在统治阶级的高 雅 文

化上［２０，２１］ 。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Ｔｏｒｎｅｒ（１９８６）
从交换互动论的角度出发，将文化资本解读为每个人具有的资源，如语言风格、
知识文化、沟通途径等，资源丰富的人在社会际遇中占主导地位，文化资本的流

动对社会层次结构的演化产生重要影响［２２］ 。

Ｇｅｏｒｇｅ Ｆａｒｋａｓ（１９９０）

将文化资本扩展为文化资源，并将测量标准细化为学习基本技能（Ｂａｓｉｃ Ｓｋｉｌｌｓ）、
学习习惯和模式（Ｈａｂｉ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ｅｓ）、课程掌握程度（Ｃｏｕｒｓｅｗｏｒｋ Ｍａｓｔｅｒｙ）、学习成

绩（Ｃｏｕｒｓｅ Ｇｒａｄｅｓ）、学生旷课次数 （Ｄａｙｓ Ａｂｓｅｎｔ）、外表和穿着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
Ｄｒｅｓｓ）几大类，将学生的文化表现和学习习惯都纳入文化资本内容范畴之内［２３］ 。

Ｅｄｗａｒｄ Ｌｉ Ｐｕｍａ（１９９３）
从文化问题、认识论与方法论、文化与社会结构、文化的任意性出发，从文化功

能、文化秩序、阶级关系上界定文化资本的内容范围［２４］ 。

Ｄａｖｉｄ Ｔｈｒｏｓｂｙ（１９９９）

将“文化资本”概念引入经济学范畴，认为文化资本是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

本、自然资本的第四种资本类型，并将文化资本分为有形（ ｔａｎｇｉｂｌｅ）文化资本和无

形（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文化资本，有形的文化资本指的是建筑、遗址、艺术品等实体的文

化遗产和绘画、雕塑等私有物品，无形的文化资本指抽象的想法、信念、价值等，
文化资本是文化价值积累的具体表现形式［２５］ 。

姚俭建（２００５） 文化资本是文化能力、文化习性、文化权利、文化产品等文化资源的总和［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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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研究者 主要观点

陈爱国（２００６） 文化资本包括作用具体性、场域实践性、权利再生性、阶级自反性四种形态［２７］ 。

王洪兰（２００６）、马菱（２０１０）
对家庭文化资本的内涵进行界定，将家庭文化资本分为先赋习得型文化资本、非先赋

习得型文化资本、先赋非习得型文化资本、非先赋非习得型文化资本几类［２８，２９］。

严警（２０１２）
文化资本包括世代相传的文化背景、知识、性情、修养与技能，个人的语言能力、
行为习惯以及对书籍、音乐和美术作品的学习和欣赏，和社会合法化的教育文凭

或者学术资格［３０］ 。

１ ３　 新生代农民工 ／移民群体的文化资本

研究

国外有关移民群体文化资本的研究成果涉

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呈现出学科分布广、研
究角度全等特点。 例如，伊万·撒列尼关于文化

资本对于波罗的海德语人群在地区自治和政治

成就的作用研究表明，正是得益于拥有稳健而自

律的品性与作风、娴熟的交流技能、较高的受教

育程度等区别于一般波罗的海人群的更高水平

的文化资本，德国人才能享受自治与权势［３１］ ；菲
利普·布儒瓦（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Ｂｏｕｒｇｏｉｓ，２００９）考察了美

国纽约贫民区———哈莱姆东区毒贩的贫民街道

文化，认为正是由于文化资本的缺失，年轻毒贩

才难以迈入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世界，一直处在

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中［３２］ 。
国内研究按主题集中于文化资本对于流动

人口子女教育的影响、对农村移民地位的影响、
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等。 如周海玲（２００８）
分析认为，农民工三种形式的文化资本均十分薄

弱，对流动儿童的学业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促进

教育公平化，必须从家庭文化资本建设和非家庭

的文化教育两方面进行扶持［３３］ 。 崔华华等

（２０１２）研究表明，文化资本积累的缺失使得流动

人口子女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中均

处于不利地位，对其成长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

效应，并提出了合理的解决对策［３４］ 。 王小红

（２００８）分析了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工与城市市

民在文化资本分配上的不公状态，认为农民工早

期文化资本的贫乏导致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持续

边缘性地位［３５］ 。 刘辉武（２００７）认为农民工文化

资本的缺乏直接制约了其城市融入，影响人力资

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也导致了市民对农民工的

文化排斥［３６］ 。 张军和王邦虎（２０１３）运用文化资

本理论的三维划分，阐明了文化资本在新生代农

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积极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建构

了文化资本支持系统的理论模型［３７］ 。

１ ４　 研究成果述评

基于上述内容发现，相关研究成果呈现出以

下几个特点：（１）新生代农民工 ／移民群体的城市

融合问题得到了普遍关注并有一定的研究积累；
（２）信息短缺、信息意识差、能力不足以及教育和

制度上的缺失，是阻碍他们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
但这些影响因素较少地在同一研究中得到集中

体现和系统分析；（３）文化资本理论层面上虽可

涵盖意识、行动、制度等方面的多种内涵，但在具

体的理论阐述以及实践指导领域中，缺乏明确性

的层次界定以及指标分解。
本研究将进一步明晰信息缺失、文化资本等

重要术语，强化文化资本在个体认知、社会载体、制
度环境等各层面的理论阐释力，构建基于文化资

本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框架，在提升其

文化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加强外部主导力量的建

设，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健康顺利地实现市民化。

２　 理论框架及研究思路

２０世纪初，我国学者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

题，王春光（２００１，２００３）［３８，３９］、刘传江（２００６）［４０］、邓大

才（２００８）［４１］、简新华和黄锟 （２００８）［４２］、韩长赋

（２０１０）［４３］等都提出过独到见解。 本研究中，新生代

农民工是指 １９８０年及之后出生、年满 １６ 周岁、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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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城市、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户籍劳动力；和老一代

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乡土认同感削

减，市民化意愿更加强烈。 同时，综合 Ｓｈａｎｎｏｎ
（１９４８）［４４］、马费成［４５］等有关信息和人类社会的信息

过程的观点，本研究中的信息缺失是指信息使用者

在信息获取、处理、传递、转化等过程中表现出的信

息要素不足、信息满足度低等现象。 另根据文化资

本理论，文化资本以具体、客观、体制三种形式存

在［４６］。 笔者认为，文化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类

型，是文化主体经过家族传承、学校教化等形式不断

积累而形成的隐性精神财富、显性文化产品和学术

教育资质的总和，它具备自成系统的生成、积累、转
化、再生产的机制，并依赖于其发生作用的场域实现

与社会其他资本的转化。 在此，将文化资本与新生

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临的信息获取、传递、处理及

转换等信息要素相结合，形成本研究中文化资本具

体内容层面的划分，详见表 ２。

表 ２　 文化资本的形式、内涵及具体内容

形式 内涵 具体内容

素质能力型

文化资本

文化主体通过文化能力培养和知识集聚，将既有文化（如家庭环

境熏陶和正规化教育影响而形成的认知、价值观、技能等）内化

而形成的精神财富，与品味、性情、修养、知识背景、语言能力相

关联，是对个人文化能力的综合反映。

ａ 语言能力

ｂ 现代网络能力

ｃ 信息获取能力

ｄ 信息获取效果

客观物质型

文化资本

文化主体所拥有的包括图片、图书、词典、工具等在内的文化产

品具备物质属性，可通过家庭传承、交换、传递、购买等方式获

得，文化资本持有者在充分拥有文化产品的基础上，唯有将其转

化为内在文化价值，才可实现其价值。

ａ 家庭文化产品拥有量

ｂ 文化消费情况

ｃ 文化信息服务设施使

用频率

教育技能型

文化资本

文化主体在学术层面取得的认可，在形式上独立于主体本身，主
要表征为社会公认的学术资格证书，它确定了文化资本社会价

值的合法性，形成了文化与社会权利的张力。

ａ 受教育程度

ｂ 继续教育

ｃ 技能培训

　 　 基于研究目的和综述成果，本研究的整体研

究思路如图 １ 所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进

程中由于信息缺失原因而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融

合落差；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具备价值效

力，其文化资本的三个维度（教育技能型文化资

本、客观物质型文化资本、素质能力型文化资本）

与其城市融合中的信息缺失现象具有显著正向

相关关系；深入探寻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的影

响因素，将有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

本，解决其信息缺失问题，从而助力新生代农民

工城市融合。

图 １　 本研究整体思路

２４

·管理与服务·



２ ０ １ ７  ５
总第１１３期

　 　 根据以往的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场域

向城市场域流动时，会受到主观能力和外界环境

的双重影响。 其中，文化资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

工融入城市场域的重要因素。 据此，提出本研究

的以下假设：
Ｈ１：新生代农民工素质能力型文化资本对其

融入城市场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Ｈ２：新生代农民工客观物质型文化资本对其

融入城市场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Ｈ３：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技能型文化资本对其

融入城市场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以往的研究还发现，个体的文化资本会受到其

经济能力、媒介丰富程度、文化层次、外在信息环境

等因素的多重影响。 本研究为进一步探寻新生代农

民工文化资本的影响因素，又提出了以下假设：
Ｈ４：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消费结构与城市场域

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显著相关，消费以发

展型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优于以基

础型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
Ｈ５：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结构与城市场域

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显著相关，信息获取

以信息媒介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优

于以社会关系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
Ｈ６：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圈的学历分布对城市

场域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具有显著影响，
二者关系呈显著正向相关。

Ｈ７：城市信息服务情况对城市场域下新生代

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具有显著影响，二者关系呈显

著正向相关。

３　 问卷编制及数据调研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研法采集数据。 问

卷共分为五部分：（１）人口特征调查；（２）城市场

域的融合现状调查，其中，心理量表借鉴 Ｋ Ａ
Ｂｏｌｌｅｎ（１９９０） ［４７］提出的融合感知量表，旨在从归

属感知和精神感知层面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城

市融合意愿、城市归属感等；（３）文化资本存量调

查；（４）文化资本影响因素调查，其中，城市文化

服务量表在借鉴 Ｐａｒａｓｕｒｍａｎ（１９８５） ［４８］提出的 ＳＥ⁃
ＲＶＱＵＡＬ 量表和 Ｊ Ｂ Ｂｅａｒｄ （ １９８０） ［４９］ 构建的

ＬＳＳ 量表基础上，结合研究对象特点进行适应性

调整，从物理环境、活动质量、服务效能三个维度

考察农民工对城市信息服务的客观参与和主观

评价；（５）文化资本援助及期待调查，调查新生代

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意愿和城市融合瓶颈。 具体的

问卷编制内容如表 ３ 所示。 在信度方面，问卷量

表基 于 标 准 化 项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分 别 为

０ ８７１、０ ９６９，均大于 ０ ８；在效度方面，通过 ＫＭＯ
与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检验，发现量表达到 ０ ０５ 显著水平。
综上，问卷信效度良好，正式问卷形成。

问卷调研活动在农民工居住场所、劳务市场、
农民工较集中的企事业单位等地开展，以年龄条

件（１９８０ 年以后出生）和户籍性质（农业户口）作
为前提条件选取调查对象。 依据 ２０１５ 年我国城

市等级划分［６０］ ，选取广州、深圳两个一线城市和

福州、长沙两个二线城市作为样本收集地，每个城

市分别发放问卷 ２５０ 份，共计 １０００ 份，整个问卷

收集过程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持续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前
后历时 ６ 个月。 共回收问卷 ９６８ 份，剔除无效问

表 ３　 调查问卷内容

类型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参考来源

人口特征

调查

Ａ１ 性别

Ａ２ 年龄

Ａ３ 是否会干农活

Ａ４ 文化程度

Ａ５ 入城时间

Ａ６ 婚姻状况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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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参考来源

城市场域

的融合现

状调查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Ｂ６

Ｂ７

Ｂ８－１

Ｂ８－２

Ｂ８－３

Ｂ８－４

客观融合

心理融合

社会融入

经济生活

职业情况

社交情况

归属感知层面

精神感知层面

居住场所

工资收入

职业类别

工作时长

职务层次

社交圈

遇到困难求助对象

城市融合意愿

城市归属感

人际关系感知

城市满意度

《２０１１ 年我国农民工

调查监测报告》 ［５０］

《２０１４ 年中国统计

年鉴》 ［５１］

《２０１４ 年全国农民工

监测调查报告》 ［５２］

文一篇（２０１１） ［５３］

Ｋ Ａ Ｂｏｌｌｅｎ 和 Ｒ
Ｈ Ｈｏｙｌｅ（１９９０） ［５４］

文化资本

自身存量

调查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Ｃ７

Ｃ８

Ｃ９

Ｃ１０

Ｃ１１

Ｃ１２

素质能力型文化资本

客观物质型文化资本

教育技能型文化资本

语言掌握情况

网络应用能力

信息获取能力

信息获取效果

家庭文化产品拥有量

文化消费水平

文化设施参与度

是否接受成人教育

接受成人教育途径

是否接受技能培训

接受技能培训类型

接受技能培训方式

马菱（２０１０） ［５５］

郑祖强（２０１４） ［５６］

《２０１４ 年中国统计

年鉴》 ［５１］

黄丽云（２０１２） ［５７］

文化资本

影响因素

调查

Ｄ１

Ｄ２

Ｄ３

Ｄ４

Ｄ５

Ｄ６

经济消费结构

信息获取结构

人际社交网络

消费开支情况

业余消遣方式

关注信息内容

关注信息目的

采用何种方式获得信息

朋友圈学历分布情况

肖亚鑫（２０１１） ［５８］

傅梅芳（２０１３） ［５９］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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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参考来源

文化资本

影响因素

调查

Ｄ７－１

Ｄ７－２

Ｄ７－３

Ｄ７－４

Ｄ７－５

Ｄ７－６

Ｄ７－７

Ｄ７－８

Ｄ７－９

Ｄ７－１０

Ｄ７－１１

Ｄ７－１２

Ｄ７－１３

Ｄ７－１４

Ｄ７－１５

Ｄ７－１６

城市文化服务量表

物理环境

活动质量

服务效能

交通便捷程度

场所数量与空间

资源丰富程度

布局科学程度

卫生清洁程度

举办活动频繁程度

活动信息获取情况

活动吸引力

收费合理程度

时间设置合理程度

可参与能力

活动连续性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

工作人员仪表情况

政府文化服务效能

用人单位文化服务效能

文化资本

援助及期待

调查

Ｅ－１
希望获得的

信息帮助类别

Ｅ－２
希望获得的

文化教育类型

Ｅ－３
希望获得的

城市融合帮扶

卷（如年龄不在研究范围内、错选漏选、量表胡乱

填写）后，问卷量为 ９０３ 份，有效回收率为 ９０ ３％。
对问卷的处理使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和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两种

工具。

４　 调研数据概况及分析

４ １　 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特征及城市融

合概况
　 　 问卷调研结果显示（如表 ４），新生代农民工性

别分布较为均衡，年龄构成呈现年轻化；农业生产活

动从事率低，近三成新生代农民工从未参与过农业

生产活动；受教育程度有所提升，高中及以上学历占

七成；主要为未婚群体，已婚者多为举家共同进城。
本研究从客观融合和主观融合两个层面测

算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程度，结果突出以下

特点： （ １） 居住地点集聚化，分别有 ２５ ９％ 和

５１ １％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场所主要是单位宿舍

和租住房，以“城中村”的居住模式为主。 该群体

处于游离于城市场域的尴尬境地，未能真正融入

城市社会这在一客观现实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

和城市居民之间的信息传递和组织交流，进而加

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封闭状态。 （２）经济收

入尚可，有 ３３ ２％的农民工月收入达到 ３５００ 元以

上，接近、达到甚至超过了全国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４１６４ 元［６１］ 。 但多数以延长工作时间为代价获

取，每日工作 ８—１０ 小时、１１—１２ 小时的分别占

总量的 ４２ ７％、２１ ９％，还有 ５ ８％的新生代农民

工每日工作超过 １２ 小时。 新生代农民工尚未实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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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与城市居民经济地位的对等。 （３）追求职业的

向上流动，青睐第三产业。 调查发现，第二、三产

业从业人员分别占样本总量的 ３６ ０％和 ６４ ０％。
（４）人际交往呈现内卷化趋势，多以亲缘、地缘、
友缘为纽带。 在交际对象上，选择亲人的为

６２ ９％，选择老乡的为 ３１ ５％，而选择城市居民的

仅为 ６ ４％，这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信息交流的

主体和受体，阻碍了有效信息的传递与交流。
（５）超过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意愿强

烈，但城市归属感和满意度多处在中位水平。

表 ４　 样本人口特征

变量 类别 数量（人次） 百分比（％）

性别
男 ４８３ ５３ ５

女 ４２０ ４６ ５

年龄

（岁）

１６—２０ １３０ １４ ４

２１—２５ ４１０ ４５ ４

２６—３０ ２１４ ２３ ７

３１—３５ １４９ １６ ５

是否会农活

不会，从没干过 ２５６ ２８ ３

会，农忙时会帮忙 ３５４ ３９ ２

会，曾以此为职业 ２８３ ３１ ３

其他 １０ １ １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４０ ４ ４

初中 １９３ ２１ ４

高中或中专 ３３２ ３６ ８

大专 １９４ ２１ ５

本科及以上 １４４ １５ ９

入城时间

不足 １ 年 １４２ １５ ７

１—５ 年 ３６１ ４０ ０

６—１０ 年 ２４０ ２６ ６

１０ 年以上 １６０ １７ ７

婚姻状况

未婚 ６１１ ６７ ７

已婚 ２８２ ３１ ２

离异 ６ ０ ７

丧偶 ４ ０ ４

４ ２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分析

４ ２ １　 素质能力型文化资本

素质能力型文化资本是文化主体通过文化能

力培养和知识集聚而形成的，是对个人文化能力的

综合反映。 为确切地量化研究对象，笔者从语言能

力、现代网络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信息获取效果四

个层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能力型文化资本。
数据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通话能力

较为一般，自认为“比较好”及“非常好”的共占

３９ ６％；近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网络使用能力处

于中下水平，除了会用一般交友软件进行简单聊

天外，对于网络信息检索知识所知甚少；２３ ７％的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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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反映在遇到问题时不知从何处获取

信息，３０ １％的农民工反映其信息获取效果比较

差。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能力型文化

资本依然存在缺失。
４ ２ ２　 客观物质型文化资本

客观物质型文化资本，是指文化主体所拥有的

文化产品，具备物质属性。 文化资本持有者在拥有

文化产品的基础上，唯有将其转化为内在文化价值，
才可实现其增值。 笔者从家庭文化产品拥有量、文
化消费、文化信息服务设施使用频率三个维度考察

新生代农民工客观物质型文化资本情况。
数据结果显示，６２ ２％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

文化资本存量少。 月均文化消费（如每月用于购

买书刊杂志、学习技术等的花费）５０ 元以下的为

５４ ５％，５０—１００ 元之间的为 ２６ ７％，１０１—１５０ 元

的为 ６ ８％，１５０—２００ 元和 ２００ 元以上的分别为

５ １％和 ７ ０％。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城镇居民

人均教育文化支出为 ２１４２ ３ 元［６２］ ，月均花费

１７８ ５ 元。 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明显

低于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 在文化信息服务

设施使用方面，将近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几乎不

使用城市的公共文化信息服务基础设施，频繁使

用的仅占样本总量的 ８ ７％。 总体来说，新生代农

民工的客观物质型文化资本存在大幅缺失。
４ ２ ３　 教育技能型文化资本

文化主体在学术层面取得的认可，主要表征

为社会公认的学术资格证书，它确定了文化资本

社会价值的合法性，形成了文化与社会权利的张

力。 笔者主要以学历调查为主，辅之以步入社会

后接受的继续教育和技能培训，考察新生代农民

工的教育技能型文化资本。
数据显示，９５ ６％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初中

以上学历，但仅 １９ ８％的人接受过成人教育，这表

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自走出校园后就终止了系

统的学习行为。 其中，接受成人高等教育的比例

为 ９ ８％，接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比例为 ７ ４％，
接受电大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和网络大学的分别占

１ ４％和 １ ２％。 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有 ４６ ８％的

农民工表示接受过培训，其中，接受短期基础培训

和短期专业培训的分别占 ２０ ７％和 １８ １％，接受长

期基础培训和长期专业培训的分别占 ３ ０％和

５ １％。 在提供培训服务的主体调研中，用人单位

是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的主要力量（占
４１ １％）。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技能型

文化资本也存在缺失现象。
４ ２ ４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与城市场域融合

现状的相关分析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与城市场域融

合现状这两个变量均属于连续变量，本研究采用

统计学家 Ｋ Ｐｅａｒｓｏｎ 创建的积差相关①，进行以上

两个变量的相关分析（见表 ５）。

表 ５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与城市场域融合现状积差相关分析

文化资本 素质能力型文化资本 客观物质型文化资本 教育技能型文化资本

城市场域

融合现状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４８１∗∗  ５０２∗∗  ２９２∗∗  ３０６∗∗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平方与叉积的和 １５１ １６６ １８８ １４３ １１０ ５９５ １５４ ７６０

协方差  １６８  ２０９  １２３  １７２

Ｎ ９０３ ９０３ ９０３ ９０３

注：∗∗表示在 ０ 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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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统计中，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值为正，表示两个变量的关系为正相关；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值为负，表示两个变量

的关系为负相关。



　 　 结果显示，文化资本的三个层面与城市融合

呈现显著正向相关（即 Ｈ１—Ｈ３ 三个假设得到验

证）。 其中，尤以素质能力型文化资本对城市融

合的解释力最强。

４ ３　 城市场域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

影响因素探析
为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情况的个体

差异，探寻文化资本的影响因素，笔者从内在因素

（经济消费结构、信息获取结构、信息获取途径）和外

在因素（人际社交网络、城市文化信息服务）两个层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群体差异研究。
对内在因素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方法进行差

异分析，组统计量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如表 ６ 和

表 ７ 所示。

表 ６　 新生代农民工内在因素差异的组统计量

文化资本 Ｎ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经济消费结构
基础型支出者 ６５７ ２ ９６３９  ７５８３３  ０２９５９

发展型支出者 ２４６ ３ １１３３  ７８７２４  ０５０１９

信息获取结构
学习提升型 ２５５ ３ ３２６９  ６９５７４  ０３２６２

休闲消遣型 ６４８ ２ ６７７３  ６９８４１  ０３３００

信息获取途径
媒介获取 ２９９ ３ １７９０  ７４４１８  ０３３３１

社会关系获取 ６０４ ２ ７８９３  ７４４４９  ０３７０４

表 ７　 新生代农民工内在因素差异的独立样本检验

文化资本

方差方程的

Ｌｅｖｅｎｅ 检验
均值方程的 ｔ 检验

Ｆ Ｓｉｇ ｔ ｄｆ
Ｓｉｇ

（双侧）
均值

差值

标准误

差值

差分的 ９５％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经济消费

结构

假设方差相等  １２０  ７２９ －２ ６０７ ９０１  ００９ － １４９３２  ０５７２８ － ２６１７４ － ０３６９１

假设方差不相等 －２ ５６３ ４２５ ６２８  ０１１ － １４９３２  ０５８２６ － ２６３８４ － ０３４８０

信息获取

结构

假设方差相等  ９６３  ３２７ １４ ００３ ９０１  ０００  ６４９６５  ０４６４０  ５５８６０  ７４０７１

假设方差不相等 １４ ００２ ９００ ６６２  ０００  ６４９６５  ０４６４０  ５５８６０  ７４０７１

信息获取

途径

假设方差相等  ０１５  ９０４ ７ ８２３ ９０１  ０００  ３８９７１  ０４９８２  ２９１９４  ４８７４８

假设方差不相等 ７ ８２３ ８６２ １６３  ０００  ３８９７１  ０４９８２  ２９１９３  ４８７４９

　 　 通过表 ６ 的平均数比较发现，发展型消费支

出者的文化资本均值（Ｍ＝ ３ １１３３）显著高于基础

型消费支出者（Ｍ ＝ ２ ９６３９）。 从表 ７ 中可知，不

同消费结构在“文化资本”的差异比较上，“假设

方差相等的 Ｌｅｖｅｎｅ 检验”的 Ｆ 值未达到显著差

异，表示两组样本方差同质，应接受虚无假设。
ｔ＝ －２ ６０７，ｄｆ ＝ ９０１，ｐ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５，达到显著水

平，表示不同经济消费结构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文

化资本上存在显著差异。 由此可见，在新生代农

民工群体中，不同消费结构对于文化资本存在显

著差异，消费类型以发展型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

的文化资本要优于以基础型为主的新生代农

民工。
同样据表 ６ 和表 ７ 可知，在新生代农民工群

体中，不同信息获取结构对文化资本存在显著差

异，信息获取结构以学习提升为主的新生代农民

工的文化资本要明显优于以休闲消遣为主的新

生代农民工；不同信息获取途径对文化资本也存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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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著差异，由于信息媒介具有实时性强、权威

性高、资源基础大、增长速度快等特点，在调查对

象中，信息获取途径以信息媒介为主的新生代农

民工的文化资本要明显优于以社会关系为主的

新生代农民工。

采用类似的研究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外在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交际圈学历及城

市场域的文化信息服务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

本的影响呈正向相关关系。 至此，Ｈ４—Ｈ７ 四个

假设也得到了全部验证。

５　 结语

本文基于文化资本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城

市融合进程中的信息缺失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结

合前定假设，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研究。
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性别分布均

衡、年龄构成年轻化、农业生产活动从事率低、学
历分布不均、以初高中生为主等特点，主要为未

婚群体，已婚者多为举家共同进城。 通过对城市

场域融合现状的实证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

城市融合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表现在社会生活上

未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圈、经济地位上未实现与城

市居民的对等、职业呈现出向上流动的意愿但效

果不佳、人际交往内卷化、城市融合意愿强烈但

归属感低等方面。 通过对文化资本的实证分析，
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素质能力型文化资本、客观

物质型文化资本、教育技能型文化资本上均存在

缺失。 通过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存量和城

市融合现状之间的积差相关分析，发现新生代农

民工的文化资本与其城市融合呈现显著正向相

关。 通过对文化资本影响因素的探究，发现经济

消费结构、信息获取结构、信息获取途径、交友圈

学历、城市文化信息服务等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

的文化资本存在显著相关。 经过检验，本研究的

七个研究假设均得到了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
梳理实证研究中的分析内容及结论，可以发

现，城市融合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以下信

息特征。
第一，信息获取方面。 在信息源上，信息主体

主要可通过家庭传承、学校教育、文化消费、信息

服务机构和现代网络等方式获取信息资源。 对新

生代农民工这一信息主体来说，受家庭条件的限

制，家庭信息资源存量少、质量低、层面浅、可传承

性差，在家庭环境中很难获取优质信源；同时，新
生代农民工学历偏低，较短的受教育年限阻碍了

其经由校园获得充足的信息；在文化消费上，文化

消费的低投入切断了信息资源的新增长点；图书

馆、博物馆等信息机构是城市场域内重要的信息

单位，收藏有丰富的纸质文献资源和电子信息资

源，新生代农民工对信息服务的低参与度阻碍了

优质信源的有效获取；网络是现代化社会中重要

的信息载体，但新生代农民工网络使用能力低下，
缺乏信息检索能力，导致网络信息的获取存在难

度。 就获取途径而言，信息媒介具有数据量大、时
效性强、权威性高的特性。 而当前新生代农民工

信息媒介获取程度低，仍以传统的通过社会关系

获取为主，阻碍了信息的获取效率和质量。 就获

取结构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对学习提升型信息的

获取比例较低，事实上，学习提升型信息的获取更

利于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世界中搜寻出富有价值

的信息，挖掘其潜在价值，实现自我提升。
第二，信息传递与交流方面。 首先，新生代农

民工语言能力偏低，这对信息交流过程中的信息

表达与获取产生消极影响。 其次，人际交往作为

重要的信息交流传播方式。 通过与文化资本相对

优越的信息个体交流，可在无形中提升自我信息

素养，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的人际交往方式

固化了其信息交流的对象，使其呈现出信息封闭

的特点，阻碍了信息的有效交流与传递。
第三，信息处理及转换方面。 一方面，新生代

农民工的学历主要为高中和中专，受教育程度不

高，信息素养较低，难以将可获得的信息通过收

集、整理、归类形成有价值的信息资源，进而实现

与其他资本的转换；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缺乏

信息提升意识，成人教育参与度低，主动进行技能

培训的比例少，步入社会后信息能力并未得到有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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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培养与提升，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新生代农民

工的信息弱势地位。
由上可知，城市融合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

难以获得富有价值的信息源、难以通过信息传输

实现信息的有效获取，囿于自身信息能力的制

约，也难以对信息进行加工与内化，实现信息与

其他生产资料的转化。 换而言之，新生代农民工

在城市融合进程中存在信息缺失问题。 为此，要
改变新生代农民工信息缺失现状、促进新生代农

民工文化资本积累、消弭信息鸿沟，需要依靠政

府、文化服务机构、企业和农民工个人的共同努

力，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其文化资本存量，提升其

信息能力，加速其市民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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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Ｌｅｗｅｉｓ， Ｗ．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Ｕ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Ｊ］ ．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１９５４，２２（２）：１３９－１９１．

１１ Ｒａｎｉｓ， Ｇ．， Ｆｅｉ， Ｊ．Ｃ．Ｈ．． Ｔｈｅ Ｒａｎｉｓ－Ｆｅｉ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ｌｙ ［ Ｊ］ ． Ｔｈｅ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６３，５３ （ ３）：４５２
－４５４．

１２ Ｔｏｄａｒｏ， Ｍ． Ｐ．， Ｔｈａｄａｎｉ， Ｖ． 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Ｍｉ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Ｍ］ ／ ／ Ｊａｍｅｓ Ｔ．
Ｆ， ｅｔ ａｌ．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ｓｉａ：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Ｕｒｂａｎ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３６－５９．

１３ 刘传江，程建林．我国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与

市民化［Ｊ］ ．经济纵横，２００７（７）：１８－２１．
１４ 黄建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

素与政策取向［ Ｊ］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２（２）：４４－４７．
１５ 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

化［Ｊ］ ．人口研究，２０１０（２）：３４－３９，５５－５６．
１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等．农民工市

民化进程的总体态势与战略取向［ Ｊ］ ．改革，
２０１１（５）：５－２９．

１７ 董克，等．武汉市农民工知识能力及图书馆

需求调查报告［Ｊ］ ．图书馆，２００８（４）：１１－１７．
１８ 焦雪，黄丽霞． Ｂｉｇ６ 视角下农民工信息素养

教育研究［ Ｊ］ ．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３（９）：１６－

１８，９０．
１９ 杨雅，李桂华．基于“意义构建”理论的农民工

信息需求调查研究［Ｊ］．图书馆，２００９（４）：７－９．
２０ Ｐａｕｌ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Ｊｏｈｎ Ｍｏｈ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５，９０
（６）：１２３１－１２６１．

２１ ＤｅＧｒａａｆ， Ｐａｕｌ 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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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Ｊ］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６，５９（４）：２３７－２４６．

２２ （美）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Ｍ］．吴曲辉，等，
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５３９－５４０．

２３ Ｇｅｏｒｇｅ Ｆａｒｋａｓ， ｅｔ 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０，５５
（１）：１２７－１４２．

２４ （美）爱德华·李普马．实践理论中的文化与

文化概念［Ｍ］ ／ ／ 薛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

化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３
－５８．

２５ Ｔｈｒｏｓｂｙ， Ｄａｖｉ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９，２３（１）：３－１２．

２６ 姚俭建．论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文化资

本理论框架内的一种解读［Ｊ］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３）：１０７－１１２．
２７ 陈爱国．论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形态构造

［Ｊ］ ．学术论坛，２００６（６）：１７６－１７８．
２８ 王洪兰．家庭文化资本的传承研究［Ｄ］ ．武

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０６：１２－１６．
２９ 马菱．进城农民工子女家庭文化资本研究

［Ｄ］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３０ 严警．家庭文化资本研究［Ｄ］ ．武汉：华中师

范大学，２０１２：１１．
３１ 伊万·撒列尼．文化资本的政治表现———析

为沙俄效力的波罗的海德国人现象［Ｍ］ ／ ／ 薛
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化资本．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４６－１７０．
３２ （美）菲利普·布儒瓦．生命的尊严：透析哈莱

姆东区的快克买卖［Ｍ］ ．焦小婷，译．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７－２２．

３３ 周海玲．文化资本视角：流动儿童教育公平

化策略［Ｊ］ ．当代青年研究，２００８（９）：２１－２６．
３４ 崔华华，等．文化资本视野下的流动人口子

女教育问题及其对策 ［ Ｊ］ ． 科学经济社会，
２０１２（３）：４８－５１，５６．

３５ 王小红．农村转移人员文化资本的缺失及其

对社会地位的影响［ Ｊ］ ．外国教育研究，２００８
（６）：７９－８２．

３６ 刘辉武．文化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Ｊ］ ．
农村经济，２００７（１）：１２２－１２５．

３７ 张军，王邦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文

化资本支持［Ｊ］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３（２）：４３－４８．
３８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

乡融合关系［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１（３）：６３－７６．
３９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

动选择［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３（１）：３０－３２．
４０ 刘传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Ｊ］ ．理论月

刊，２００６（１０）：５－１２．
４１ 邓大才．农民打工：动机行为逻辑———劳动

力社会化的动机—行为分析框架［ Ｊ］ ．社会科

学战线，２００８（９）：８３－９３．
４２ 简新华，黄锟．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

的农民工问题研究［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２４１．

４３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谈“９０ 后”农民工［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２１］ ．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 ／ ＧＢ ／ １０２７ ／ １０８９３９９９．ｈｔｍｌ．

４４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Ｃ． Ｅ．．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 Ｂｅｌ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４８，２７（３）：３－３７９，４２３．

４５ 马费成．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Ｍ］ ．北京：电

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４：２９－３１．
４６ （美）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Ｍ］ ／ ／ 薛

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化资本．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６－８，１３．
４７ Ｂｏｌｌｅｎ， Ｋ．Ａ．， Ｈｏｙｌｅ， Ｒ．Ｈ．．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１９９０，６９（２）：４７９－５０４．

４８ Ｐａｒａｓｕｒｍａｎ，Ａ．， ｅｔ ａｌ．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１９８５， ４９
（４）：４１－５０．

４９ Ｂｅａｒｄ， Ｊ． Ｂ．， Ｒａｇｈｅｂ， Ｍ． Ｇ．．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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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１２（１）：２０－３３．
５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１ 年我国农

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２４］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ｊｃ ／ ｚｔｆｘ ／ ｆｘｂｇ ／
２０１２０４ ／ ｔ２０１２０４２７＿１６１５４．ｈｔｍｌ．

５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Ｍ］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４．
５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４ 年全国农民

工监测调查报告 ［ＥＢ／ ＯＬ］．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５０４ ／ ｔ２０
１５０４２９＿７９７８２１．ｈｔｍｌ．

５３ 文一篇．不同居住模式下农民工的信息接触与

城市融入状况研究［Ｄ］．长沙：中南大学，２０１１．
５４ Ｂｏｌｌｅｎ， Ｋ． Ａ．， Ｈｏｙｌｅ， Ｒ．Ｈ．．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Ｃｏｈｅ⁃

ｓｉｏ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１９９０，６９（２）：４７９－５０４．

５５ 马菱．进城农民工子女家庭文化资本研究

［Ｄ］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０．
５６ 郑祖强．文化资本视角下农民工群体社会地

位获得研究［Ｄ］ ．南宁：广西大学，２０１４．

５７ 黄丽云．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

题研究［Ｄ］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２０１２．
５８ 肖亚鑫．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

研究［Ｄ］ ．太原：山西财经大学，２０１１．
５９ 傅梅芳．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

活研究［Ｄ］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２０１３．
６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４ 年不同岗

位平均工资水平有较大差距［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０２ － １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５０５ ／ ｔ２０１５０５２７＿１１１０６３７．ｈｔｍｌ．

６１ ２０１５ 中国一二线城市名单出炉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０４－２５］ ．ｈｔｔｐ： ／ ／ ｈｅ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ｆｉ⁃
ｎａｎｃｅ ／ ２０１５ ／ ０４１０ ／ ２３１２９１．ｓｈｔｍｌ．

６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５ 年年鉴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０２－ ２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ｎｄｓｊ ／ ２０１５ ／ 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洪秋兰　 副教授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 唐

雅琳　 助理馆员　 湖南省委党校图书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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