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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


-	付 桂 芳


摘 要 :
大规模 农民 工城 市 化进程 中

,
不仅 涉及制 度政策


与 社会管 理 问 题
,
更 涉 及心 理 融 合与 心 态 变 迁 问题 。 本 文


在社 会心 态 的 内 涵 与 核心 维度基础上
,

从社会建构主 义
、


不 确 定性规避和人本 主 义心 理 角 度探析新 生 代农 民 工社


会认知 、 社会公 平 感 、 社会信 任感 和 社会认 同 感 以及 自 我


效能 感 与 其社会心 态相 互作 用 的 内 在机 制
,
并指 出 加 强 对


新 生代农 民 工 社会心 态 的 重视 、 为 其提供心 理服务
、
促进


其 与 当 地 居 民 的 心理 融合是新生 代 农 民 工积极 社 会心 态


培育 的 重 要途 後
。


关键词 : 新 生代 农 民 工
、
社会心 态

、
社会 建构 主 义 、 不 确 定


性规避 、人本主 义 心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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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 院 在 2 0 1 0 年 1 月 发布 的 《关 于加大统筹城 乡 发展力


度 进
一

步夯实 农业农村发展基础 的若 干意见 》 中 , 首次使 用

“

新生代农 民工
”

的 说法
,
同 时强 调

“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
着


力解决新生代农 民工 问题
”

,
让新生代农民 工市 民化 。 新生 代


农 民工 主要是在 8 0 和 9 0 年代 后 出 生 的
, 在我 国 2 .6 亿农 民


+

工 中
,
新生代农 民工约 1

.
5 亿人 。 如 此大规模的农 民工 如何融


人城市
、
实 现身份转换

,
不仅需要强有 力 的制 度建设

,
更需要


农 民工 和 城市居 民之间 的心理和谐 。 本文从社会建构主义
、
不


确定性规避理论和 人本主义心理角 度探析新生代农 民工社会


心态 的形成机制
,
以期从心理层 面促进农民 工市 民化 。


—

社会 心 态内 涵 与 新 生代农 民工社会心态特点


社会心态是在
一

定时期 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 成的


社会或社会群体成员 表现出 的普遍 的 、

一

致 的 心理特点 和 行


为 模式
,
是宏观的 社会心境状态

,
是整个 社会 的情绪基调

、
社


会共识和 社会价值取向 的 总 和 》 ]

。 社会心 态是
一

种复杂 的 社


会心理现象 , 是人们 基于对社会现实生活 的各种感受而形成


的某种情绪状态
,

它可 以 是长期或者短 暂的
,
其主要特点是共


享现实性
、群体性

、
时代 性和 弥散性

,
某些具体 的社会情绪事


件作为 导火索使人们 的某种社会心态衍生 出 某种具体社会行


为 。 社会心态 的 核心 维度包括 心理健康 、
生活 满意度 、社会认


同感
、
社会信任感

、
社会公平感和社会情绪 。


第
一

代农 民 工暂住 城市
,
以谋 生为 目 标

、
将 回归 农村

,
适


应问 题不突 出
,
社会心态也较好 。 第二代农民工有

一

部分是留


守儿童
,
从小缺乏完整 的 家庭教育

, 抗挫能力 不强
, 有

一部分


是 出生在城市 , 但又是农村户 口 而未被城市人接受的
“

农村


人
” ⑵

。 新生代农 民工基本没有务农经历
,
受教育程度相对较


高
,
物质和精神 生活要求高

,
职业 期望 高

, 对城市有较高认同


感 。 他们 渴望融人城市
,

参与 城市种 种公共活动
,
体现 自 身价


值
, 希望在城市 定居

, 但由 于 户 籍制度等限制
,
他们又是城市


中的边缘人
,

所 以他们 的社会心 态是 比较复杂 的 。


调查表明
,
新生 代农 民工社会心 态总体是积极的 ,

但存在

一

些 突 出 问题
, 如存 在社会剥离感

、 身份认 同危 机 、
生活不满


意和 不 良社会情 绪等 问题 ( 刘 启 营
,

2 0 1 2
;
许 传新

,

2 0 0 7
)

[ 3 1 [
4

】

。


笔者所做的广东省农民工社会情绪现状调査也发现
,

6 0
-

7 0 %


新生代农 民工的社会情绪是愉快 的 、满意 的 , 但也存在
一

些诸


如 不满
、 悲伤等消 极情绪 。

王俊秀 、 杨宜音 (
2 0 1 3

) 在社会心态


蓝皮书 中指 出
,
民众社会情绪总体基调是积极的

,
但负 向 情绪


的引爆点 低
,
存在的

一

些不利于个人健康和 社会 和谐的 负 向


情绪基调不容乐观
; 进城农民工普遍感 到社会不公平 ,

遇到 社


会不公平
,
他们主要采取消极逃避的行 为

;
而 新生代农 民工 自


尊水平偏低
[

5
]

。 近年来
,
在广 东 省 等地发生的农 民工 与 当地人


群体冲 突 、农 民工讨薪和 跳楼等事件
,
都暴露 出 新生代农 民工


的不 良社会情绪 、
心 理健康 以及 社会管理存在薄弱环节等深


层次问 题 。


二 新生 代农 民工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


孙红永 (
2 0 1 2

)
等认 为社会阶层低下 、 缺乏正常家庭和社


会交往
、
身 份认 同危机 、 教育程度低

、
社会管理 和保 障机制不


健全 、 经济收人低等是导致新生代农 民工不 良心 态和社会情


绪的 主要 因素
[
6

]

。 本文从个体 自 身 、 外部环境以及二者相互作


用 的角 度 考察新生代农 民工社会心态 的形成机制
,
如 图 1 。 个


体 自 身 因 素包括性别
、
年龄

、 受教育程度
、
来源地

、
个性特点

、


继续教育程度
、

身 心健康状况等
; 外部 因 素主要包括工作类


型 、收人
、 政策制 度 、人际关 系 、社会支持 、

居住环境 、 子女人 学


状况等 ; 自 身与 环境相互作用而生成 的 因素主要是 自 我效 能


感
、
社会情绪

、
社会认同感 、 社会信任感 、社会公平感等 。


(

一

)
社会 建构 主 义基础 上形 成 的社会认知


社会心态是在社会认知 的基础上形成的 。 社会建构主义


强调环境因素
,

强调人们 的 社会认知 必须与活动 的情境系 统


的限 制 条件相协调
,
即知 识的学 习

、
认知发展与情境 的规律性


相
一致 。 社会建构主义是在大脑 内 部的认知建构 的基础上来


揭示外部社会互动 的作 用 。 在社会环境和文化的 背景中
,
新生


代农民 工 的社会认知 活 动与 社会环境
、
文化情境的交互作用


导致他们社会认知 和 观念的建构 。 可 见
, 新生代农民 工 的社会


2 4 |




认知 和价值观有其社会性 、 环境性和个别 性 。


第
一

,
社会环境是社会心态 形成 的客 观背景 和 宏观基础 。


由 图 1 可 以看到 , 新生 代农 民工 身处 现实 的 社会环境 中
,
而 客


观 的社会环境对人们 的社会认知有 重要影 响 。 社会环境是人


们 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 、
经济环境 、 法制 环境 、 科技环境 、

文 化


环境 、 语言环境 、
卫生环境等宏观 因 素 。 可 见

,

弘扬社会 主义 核


心 价 值观
,
国家层 面上 的 富强 、 民 主

、 文 明 、 和谐
,
社会层面上


的 自 由 、 平等 、 公正 、 法 治 ,
公 民 个人层 面 上 的 爱 国 、 敬业 、 诚


信 、 友 善正是 良好社会环境 的建设 目 标 。 在这种 社会环境背景


下
,
新生代农 民工会产 生积极心理感受

,
进而 形成 良好社会心


态 。


第二
,
共 享现实性 。 社会心 态是社会成员 共享 的 心理现实


性
,

不 同于 物理 的客观现实性 。 共享 的现实性是根据人们 与 他


人体验到 的 世界 内 在状态 的 共同 性 的动机而 形成 的 [

\ 这也


是社会建构 主义强调 的 主体认识 客体的 能 动性 ,
强调人在 和


他人 的相互作 用 之 中
、 与 环境 的相 互作用之 中建构 自 己 的 社


会认知 与 知识
,

即 知识 和理解是认知 主体在客 观环境 的基础


上建构 的 。 因而
, 新生代农 民工 的社会心 态是在共享现实 性的


基础 上 的 环境化的 认知 、 互动 、 发展 和 关系 中 形成 的 。 在 建构


的社会认知 基础 上
,
农 民工 形成 了 相应 的社会信任 感 、 社会公


平感
、

自 我效能感 和社会认 同感 。


新生代农 民工积极 的认识和建构 客 观社会环境是 社会心


态形成 的 重要环节 。 比 如
, 为新生代农 民工 提供公共服 务均 等


化的机会
,
在配置资源方面

、
提供机 遇 方面

、 给予 服 务方 面
、 分


享 成果方面做 到公平公正
,
但这些 制度 必须具备公 开 性

,
公开


政务 、 公开政情是服 务 型政府有 效履 行公共服 务职能 的重 要


保障
[
8

]

。 因 为 只有信息公开 、乃 至媒体 的 宣传才能 更多 的让农


民工感受 到 、 体验 到社会现实环境 的 正面 作 用
,

对他们 的心 理


产生积极影 响 。 因而 要在弘 扬 主 流社会价值观 、
引 导合理社会


期 待 、 鼓励公 民社会参 与 、 加 强社会支 持系统方面培育新生 代


农民 工 的 良 好社会心 态 。


(
二

)
需求 满 足 条 件 下 形成 的 社会信任 感 与 社会公 平 感


埃里 克 森的心 理社会发展理论认为
,
人们 心理发展 的第


一

个 阶段是对周 围世界 形 成基本 的 信任 感 ,
新生儿来 到 这 个


世界上
,
如果基本 的生理需要得 到很好满 足

,
他就会获得 安 全


感
, 进 而形成对这个世界 的 信任心 理

,
形成 良 好 的人格特征 。


同理
,
新生代农民工 的 各种基本需求是 否 能够得到满 足 决定


着其社会信任感的形成 。 根据人本主义 心 理学家 马斯洛 的需


要层 次理论
,

人类需求可分为 五个层次
,
他们 由 低到高依次 即


生理需求 、 安全需求 、 爱 与 归属 的 需求 、 自 尊 的 需求 、 自 我 实 现


的需求 。 现行 的关于农 民工 的法律法规 和 政策制 度能否 满足


他们 衣食住行性的 基本生 理需求 ,
以 及能否满 足他们 在安全 、


爱 和归 属感 、 尊 重 和 自 我实现等 方面 的需求
,
决定 了 他们 的社


会安 全感
、
信任感 。 同 时

,
新生 代农 民工 在需要能 否满足 基础


上 的横 向 社会 比较 又决定 了 他们 的 社会 公平感 。


显然
,
由 于 户籍制 度 的限 制

,
我 国现行的关于农 民 工 的政


策法规很难保障他 们上述五 个方面 的需 求
,

尤其是爱 与 归属
、


自 尊 和 自 我实 现的 需求
,

这也 一 定程度 上影 响 了新 生 代 农 民


工的归 属 感 、 生 活满 意 度 、 社会公平感 和社会信任 感
。

新生代


农 民工 的 维权意识很强
,

注重权衡所处 社会环 境 中 的法律法


规和政策 制度能 否 能 否满 足 他们 的 各方面需求
,

如果 农 民工


长期处 于 与 和外界环境不平衡 、 不 和谐状态
,
就会导致他们 的


社会不信任 感 和社会不公平 感
,

进而 导致他 们 的心 理健 康 问


题和 对社会 的 不 良 社会情绪 和 消极社会心态
,

见 图 1
。


(
三

)
不 确 定性规避 情 境 下 形成 的 自 我效 能 感


不确 定 性规避理论认为 无论是个体还 是 群体对 自 己 的 未


来都有一 种 紧 张和 焦 虑
,
因 为未 来 具有 很大 的不 确 定性 。 为 了


减 少这种 心 理上 的 不安
,
人们 会 不停地努 力 发展科技

、
法 律 和


宗 教 。 发 展科技 是 为 了 规避大 自 然 给 人类带来 的不 确 定性
,

发


展 法律 制 度 是 为 了规避他人给 自 己 带 来 的不 确 定性
,

而发 展


宗教 则是 为 了 规避 自 身精神 信仰给 自 己 带来 的 不 确定 性
。

而


对新生代农 民 工而 言
,
他们就是不停地努 力 地协调 自 身 和 自


身 、 与 外 界的 心 理平衡 , 形 成积极 的 自 我效能感 ,
以规避 生 活


中的各种 不 确 定性 。 自 我 效能感指 的 是个体对 自 己 能 否 成功


完 成某
一

任 务 的主 观推测 与 判 断 。


新 生 代农 民工 根在农 村
,
身 在 城 市

,
面 临着 更 多 、 更 大 的


不 确定性 。 宏 观来 说 ,
在 现实 中他们身 份不确定 、 归属 不 确定 ;


微观来 说
,
他们 工 作 不确 定

、
住 所不 确 定

;
那 么 他们 的 未 来将


发 生 的不 可 知 就更大 。 农 民 丁. 需要规避现实 和 未来 的不 确 定


性给 自 己 带来 的极大 风险
,

他们必须付出 比城里人更 多 的 努


力
,

一

方 面 他们 要 相信 自 己 , 对 自 己 成功适 应城 市生 活 有 信


心
;
另 一

方 面他 们不断 地努力 发 展 自 身
,
使 自 己 在 城市 生 活 中


更 加具有 竞 争 力
,
这 样 他们才能 达 到 和保持 自 我 内心 的平衡 。


新 生 代 农 民工很 注重 自 己 内心 的 情绪感 受 、 社会共 识和


社会价值取向 是否 和谐 ,
是否 有 内 心 的安静和平 衡 , 并通 过 自


我 效能感表现 出 来 。 如果 新生 代农 民丁 自 身 是 心理平衡 的
,
则


会 表现 出 来 高 的 自 我效能感 , 相 信 自 己 有 能 力 应 对生 活 和 工


作 中 的 即 将发 生 的各 种不 确 定性事 件
,
表 现出 自 信 。

相 反
, 如


果他们 内 心 处 于不 平衡状 态
,

处 于 矛盾 和 纠 结状态
, 他们 会表


现 出 来较低 的 自 我 效 能感
,
不 信任 自 己 的能 力

,

觉得 自 己 没有


能 力 应对将 来发生 的 事情 , 表 现 出 自 卑 。 如 何才能 让新生代农


民工有 较高 的 自 我 效能感 , 关键就是要让他们 在 城市 工作 和


生 活 中体验 到 成功
,
成 功 是 自 信的 积 累

,
自 信又 是 再次成功 的


基础
。

可 见
,
在 农 民工 城在职业上 和生 活 中体验 到成功

,

是他


们形 成 良 好社会心 态 的基本 保障 。


(
四

) 情 绪 事件 导 致的 社会情绪 与 社会心 理 状 态 的表达


S e
g

e r 等认 为
,
区 别 于 个体 水 平的 情绪

,

社会认 同一

定 程


度 上 影响 群体情绪 。 如 图 1 所示
, 新 生代农民 工对所居住 地 区


和 整个社会 的认 同 感直接影 响 他们 的社会心 态 。 同
一

个 群体


的不 同 成员倾 向 有 类似 的情绪 , 群体情 绪可 以 预测 群体 态度


与 行 为倾 向
,
如 想 要 攻击对抗 的 其他群体

,

这 种 倾向 会超 越


个人情绪 的力 量 [ 9 :

。 S m i
t
h 等 研究 发 现社会情绪

,
如 同 情 、

困


窘 、 内疚 、 羞愧 等
,
是对他人 的 社会心理状 态 的代 替表达

,
如

,


你感 到 困窘 ,
是 你相信他人会认为 你 的行为 是愚蠢 的 。 M a c k i

e


等认 为群体情绪 是在 社会分类 的过程 中 人们对某些情境和情


绪事件 的反应而 引 起 的
,

当事 人认为 这些事件或情境影 响 到


了 他们 的群体利 益 。 L a m m 等 人认为 社会情绪 的 产 生不仅和


自 我 有关
,

更 依赖社会情境 。 他通过 F M R I 研究发 现
, 大脑 的


前岛皮层与 移情
、
同 情

、
公平和 合作 等 内 在感受 紧密 相连

。
当


看 到 他人痛苦 的 时候 ( 由 视觉 线索或者抽 象符号触发
)

,

人 们


通 过行为 理解和心 理相互作 用 的 多种 机 制 触发 同情
,

进而 可


能会 引 发 群体事件 , 如 图 1 。 这 也是农 民 T . 和 地人之 间 群体 事


件 的形 成原 因
,
偶 发事件 、 瑶言 和传言 是 导火 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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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平感 —


'

效 能 感
'


偶 然 亊件 触发

谣* 传 言


‘

持久 消极


情绪状态
z


( 悲 愤
.
剥 夺 感

)


群 体 * 件


个 人 因 素
 心 理 健 康 问题


图 1 新生 农 民工社会 心态 的形成 机制


(
五

)
各种 感 受 长期 的 累 积 形 成 最后 的 社会 心 态


新 生代农 民 工对 自 身 较低 的 自 我 效能感 、 对 社会 和他人


的不信任感 、 不公平感偶 尔 出 现或者 短 期存在 ,
不 大 可能导 致


他们 的消极社会 心 态 。 但如 果 各种 消极感 受长 期存在 ( 3 个 月


或半年 以 上 )
,
尤其是数年之久

,
最终 的结果是

,
要 么 导 致指 向


自 身 内 部的 心理健康 出 现 问题
,

要 么导 致指 向 外部 的 社会攻


击行 为或者 群 体事件
,
如 图 1

。 比 如
,

一

些农 民工 的 在 务 工地


存在 的临 时 夫妻现象
,
他们 的配偶 留 在 老 家

,
仍存有正 常婚姻


关系 , 但 由 于 他 们 远离家 乡
,
长期的 情感 空 虚 和生 理需求压抑


使他 们 冲破道德底 线
,
使他们 背 叛 婚姻

,
建立 临 时夫 妻关系

,


这 就是 时 间 的 累积作 用
。 当 然

,
长期 的高 自 我 效能感 、

公平感 、


信任感和 社会认 同感也会 累 积 自 尊 自 信 、 理性平和 的 积极社


会 心态 。


总之
,

良好 的社会心 态 导致新生代农 民工 的健康 的 心 理


和 对社会 的感恩
,
这 样 就在他 们与 社会 之 间形 成 了 良 性互 动


和 循环 。 相 反
, 消 极 的社会 心态 导 致他们 个人 的不 健康 心理 和


对社会 的怨 恨
,

这样就在 他们 与社会之 间形 成 了 恶性互 动 和


循环 。


三 新 生 代 农 民工 积 极社会 心态 的培育途 径


公民 的社会心 态 状况 是社会管理效果 的 一

个衡 量 指标
,


是社会管理 的晴 雨表
。 新生代农 民工是我 国公 民最大 的青 年


群体之一

, 他们 的社会心态 更加不 容 忽视
。
因 而通过硬 件 和软


件建设增强 新 生代农 民工 的 积极社会心 态迫 在 眉睫 。


(

一

)
加 强对 新 生代农 民工社会心 态 的 重 视


各 界都有 待 加 强对新 生 代农 民工 的社会 心态 的重视
。 如

,


学界关于新 生 代 农民工 社 会 心态 的研究 尚 不 多 见
,

这也体现


了研究者 和 实践者对新 生代农 民 工 的社会心 态 尚 未给 与 足够


重视 。 对于新 生 代农 民 工城市化
,

一方面是政府 在 政策 制 度 上


加 大对农 民 工 的支持 力度
,
为农 民工提供就业教育 机会 、 提 高


公 共服务 水平 、 完 善进城配 套政策 和社 会管理制 度等 已 成为


有关政府部门 思考的 重要课题
。

另
一

方面更 加 需要在精 神 心


理方 面给 予农 民 工大 力 支持
,
使 他们 成 为 当地 的主 人

,
有 归 属


感
,
形成 自 尊 自 信 、 理性平 和 、

积极 向 上 的社会心 态 。 黄 相 怀


(
2 0 1 3

) 指 出 当 前社会心 态 在价值 观念 、 社会感受
、
社会心理方


面 存在 不断分化并呈 现 多 样性 。 因 而要在 弘 扬 主流 社会价值


观
、 引 导合理社会期 待 、 鼓励公 民社会参 与 、 加 强 社会 支持 系


统方面 培育 良 好的社会心 态
。
孙红永 (

2 0 1 2
)
从提 高 政治地位

,


加 强人 文关怀和 提高 工 资 待遇 角 度 提 出 了 化解新生 代农 民工


怨恨感 的对 策
?

。 共青 团 中 央 维护 青少 年权益部维权 工作 处


课题组研究指 出
,
满 足 精 神 文 化生 活需 求 、 加 强心 理辅 导

、 尊


重 新生 代农 民工 的 主体性要求 、 加 强文 化基 础设施建设是提


高 新生 代农 民工 精神 生 活 质量 的重要途径 。


(

二
)
为 新 生代农 民工 提供 心 理服务


为新生 代农 民工 提供心 理服 务
,
能够改 善外来人员 的社


会 心 态 和心 理健康水平
,
提升 其归 属感和 融洽 度

,
有利 于 促 进


新 老 融 合 与社会 和 谐稳 定 。 新生 代 农 民工 的心 理服 务 主要 是


在 政府 、
企业

、 社 区层 面开 展 。 政府成立农 民工 情感护理 中心
,


提供情感关怀和 各方 面的 心理服务
,
具体形式包括服务热线 、


个体心 理咨询 与 心 理治 疗 、 团 体心 理辅导 与 培 训等 ;
农 民工所


在 的 企业开展 E A P 服 务
,
为他们 提供情绪管 理 、

压力 应对
、
职


业生 涯 规划等 心 理辅导 。 社 区成立心理 服务站
,
为 农 民工解决


个人 、 家 庭 和 工作方面遇 到的 心理 问题
, 并进 行相应 的心 理培


训 。 心理培 训 主要是培育 农 民工 的 积极心理 品 质
,

强调个人的


责任 感 、 利 他 、 文 明
、
忍耐 和 职业伦理

,

包括培 育积极社会情绪


体验 和积极人格
,

积极情绪体验包括对过去的 幸福感和 满意


感 、 对现在 的 愉悦感 、 对未 来富有建设性 的认知 等
,
如 感恩 、 希


望
、
忠诚等体验 ; 积极人格指 的是正 直 、 节制 、 智 慧

、
勇 气 、

人性


与超越等 。


(
三

)
促进新 生 代农 民工 与 当 地 居 民的 心理 融合


对于 提升 农 民工 的归 属 感 和积极社会 心态 的 培育
,
促进


其尽快融人城市
,

多数学者寄希望于 加 强物质保障和制 度建


设
,
但事实 表 明

,
农 民 工的 社会管理复 杂多 样 , 单靠制 度 建设


推进新老 居 民融合 , 将旷 日 持久 。 因此
,
我们 必须跳 出 这 种思


维 定势
,

更加 关注社会软环境建设
,
从精神层面 关注农 民 工 和


当代 居 民 的心理融合
,

让 新老 居 民有 机会深人交流 、 互 相理


解 、 互相接 纳和 认同 、
互相 尊重

,
这 才是促进农民 工城 市 化 、

达


到 新 老 融合 的根本 出 路 。


大规模农 民工城市化是我 国 社会转型期 出 现的 特有社会


现象 ,
西方 国家 因 不设户籍 ,

因而 在社会发 展过程中
,
很少 遇


到 大 规模农 民 融人城市 生活 过程 中 的心态 变迁 问题
,

所 以相


应研究不 多
, 只 有 少 量关于移 民社会情绪 、 社会心 态 的研究

,


国外 研究者 关于群体情绪 的研究可 为农 民 工社 会心 态 的研究


提供 了 一

定 的 理论基础 , 但我 国新生 代农 民工 城市 化过程 中


的社会心态 的 形成和 培 育 尚 需 根据 国 情因 地制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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