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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surveyed a total of 847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NGMW) from 11 cities spanning 3 
provinces, and examined their political behavio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negativity on the political behavi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manifesting low 
level in the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expression, protection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election. Education degree, political affiliation, and monthly income were significant pre-
di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political behaviors. Duration of living in a city and 
gender also played a role in the variance of the political behavi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longer duration increase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election and females show lower lev-
el of participation than m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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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在3省11个城市工作的84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行为方式进行调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

行为方式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行为表现普遍消极，在政治表达、政

治维权、政治选举上参与度低；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行为方式有显著影

响，在城市工作时间越长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参与政治选举的积极性越高；女性参与政治选举的比例显

著低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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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数量已占所有外出农民工的 60%以上，日益成为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沿用新生代农民工习惯的界定，即指 1980 年代以后出生，在异地以非农就

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后，学界和

相关机构对此群体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热情，对数据库论文的统计发现，80%以上的研究文献都是在 2010
年以后发表的。本课题将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此群体的政治行为方式。 

政治行为(方式)是西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西方政治行为的研究始于对政治家的心理传记分

析，研究内容主要为政治人物的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政治群体的冲突行为、选举或投票行为、政治

运动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分析等；探讨了个体因素、社会环境因素、选举制度、文化

因素对政治行为的影响(Jeffery, 2010; Zhang, 2010; Jeffery, 2008)。从研究方法与手段来看，除对某些政治

人物的政治行为采用个案分析外，基本采用实证研究路线；注重应用心理学的理论，如社会认同理论、

心理动力学理论、小集团思维理论、意象形成理论来解释政治行为方式；近年来，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技

术和双生子研究技术来研究脑、遗传与政治认知、政治行为的关系，但用这些研究成果来解释政治心理

存在争议(Lieberman, 2003; Joseph, 2010)。从研究对象来看，包括对政治家、女性群体、宗教群体、恐怖

主义群体、不同类型的选民群体和种族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方式的研究；此外，也有文献探讨了移民

的政治行为及其对政治民主化的影响(Clarisa, 2010)。 
我国学者对农民政治心理的研究始于 1980 年代，成果较丰富，并有理论上的贡献，如对农民政治行

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模式(徐勇，2009)。而对农民工群体的政治心理研究则较晚(始于 2000年代)，
除了少数论文研究农民工政治意识、政治社会化、政治认同和政治态度外，绝大部分是关于农民工政治

参与的研究，内容涉及政治参与现状、方式(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变迁、存在问题或困境(参与缺失、边

缘化)、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等(陈赵阳，2009；孙中民，2007)。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心理的研究

文献不多(左珂，何绍辉，2011)，罕见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研究的文献报道。 
总之，国内研究者主要从城市化、社会稳定和政治民主化视角对农民工政治心理问题进行探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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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为定性分析；除了对农民(农民工)的研究外，以大学生为多。而国外研究者主要从个体和选举层面来研

究政治心理问题，注重实证研究；其研究对象分布广泛。 
现有的研究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政治行为的研究，相关概念的内涵与结构的探讨亦缺

乏科学性。本研究将首先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具有较好信度和效

度的测量工具，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现状与特点，及其在月收入、文化程度、政治面貌、

城市工作时长等人口学变量、组织学变量和社会学变量上的差异。 

2. 研究设计 

2.1. 抽样与方法 

开放式调查：采用纸质问卷进行调查。以“面对国家或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事件，你觉得你可以通过

哪些方式参与到这些政治事件中”为题，在广东珠三角、粤东、粤西地区共发放 97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

卷 95 份，有效率 97.93%。 
预调查：根据上述开放式调查的内容分析结果，参考相关问卷，结合我们的理论思考，初步编制了

含 24 道题项(如：我经常关注国家大事或时事新闻)的政治行为方式问卷用于预调查。问卷采用 Likert 自
评式 5 点量表法，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记为 1 分到 5 分。为了避免心理定势的影响，问

卷中设有 7 个反向题项，在计分时作相应的分数转换。预调查在广东和贵州 9 个市的火车站、汽车站及

工厂，以随机抽取被试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此次共发放问卷 458 份，实得有效问卷 309 份，有效率 67.5%。 
正式问卷的形成与正式调查：对上述预调查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项目分析采用临

界比率法(CR 值法)和相关分析法，删除 CR 值不显著和相关系数低于 0.2 的题目共 5 道；探索性因素分

析删除在两个因素上均有高负荷值(0.5)或所有因素上均低负荷值的题目共 3 个，且旋转形成的 4 因素结

构方差累积贡献率最高，各因素方差贡献率均大于 3%，特征根值大于 1，每个因素上均有 3 道以上的题

目且容易命名。最终形成了 16 道题项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正式问卷(如：我平时会通过网

络和手机发表自己的政治看法；我曾参加所在社区或街道的选举活动)，以在广东省、贵州省和安徽省 11
个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共计 1751 份，有效问卷 847 份，有效率为 67.01%。 

上述各阶段调查对象的筛选均剔除基本情况部分出生填写 1980 年之前、户口填写城市居民的被试，

以保证调查对象为新生代农民工。工厂调查采用集体统一施测，车站、商场实地调查基于被试愿意回答

的情况下采用个别作答，当场回收的方式进行。 

2.2. 政治行为方式的结构与内涵 

根据开放式调查结果，以及对预调查问卷数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并结合理论思考，我们将农民工

政治行为方式的结构确定为 4 个维度(因素)：政治关注、政治表达、政治维权和政治选举。各个维度的操

作性定义如下： 
1) 政治关注：即通过传统媒体(电视，报纸，广播)和新媒体(互联网，移动终端)、日常讨论、政府宣

传等途径了解时政信息，关注热点政治问题。 
2) 政治表达：指个体在面对政治事件的时候，通过各种手段和机会(如网络、电话、信件、集会)来

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3) 政治维权：通过借助新闻媒介、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以及人大代表的帮助，或利用法律武器，

采取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政治选举：根据法律和法规赋予的权利和要求，积极参加所在单位、社区或自己家乡的民主投票

以及其他形式的选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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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处理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废卷剔除、编码、录入和核对，采用 SPSS17.0 和 Amos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

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和推断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方差分析、因素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3.1.1. 信度分析 
对上述正式调查的 847份有效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内部一致性信度采用克伦巴赫 α系数，

结果表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53，其中，政治关注、政治表达、政治维权和政治选举这四个维

度的信度分别为 0.671、0.635、0.672、0.754。表明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3.1.2. 同质性测验法构想效度分析 
采用同质性测验法对问卷的构想效度进行初步分析，即通过对各维度得分之间的相关和各维度与问

卷得分之间的相关进行比较，来检验问卷的构想效度，结果见表 1。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各维度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326~0.660 之间，各维度得分与问卷总分之间

的相关系数在 0.647~0.835 之间。各维度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高于各维度之间的相关，且各维度之间存

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1.3. 验证性因素分析 
验证性因素分析是建立在因果模型基础上的一种结构效度检验的最佳方法。在上述研究设计部分，

我们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四因素结构模型，由于验证性因素分析没有绝对的检测指标，

所以设置了不同的模型进行比较：模型 1 (M1)：设为四因素且两两相关的模型。模型 2 (M2)：设为三因

素且两两相关模型。模型 3 (M3)：设为二因素且两两相关模型。对上述 3 种模型进行其拟合度检验，各

模型具体的拟合指标见表 2。 
由表 2 可知，相对于二因素模型(M3)和三因素模型(M2)，四因素模型(M1)的各项拟合指标最好。其

RESEA < 0.08，GFI、AGFI、NFI、NNFI 和 CFI 的数值均大于 0.9。说明四因素模型是一个较理想的结构

模型。即，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问卷分为政治关注、政治表达、政治维权和政治选举这四个因

素，从结构效度上来看，能够测出所要测的东西。 

3.2.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现状与特点 

3.2.1.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信息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变量和信息，如性别、出生年代、文化程度、政治面貌、月收入、城市工作

时长和婚姻状况进行统计，在本研究所调查的 847 名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 314 人(占 37.1%)，女性 533
人(占 62.9%)；80 后出生的 334 人(占 39.4%)，90 后出生的 513 人(占 60.6%)；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25 人

(占 3%)，初中 262 人(占 30.9%)，高中(含中专) 438 人(占 51.7%)，大专及以上 122 人(占 14.4%)；中共党

员(含预备党员) 70 人(占 8.3%)，民主党派 16 人(占 1.9%)，群众 761 人(占 89.8%)；月收入 1000 元以下

51人(占 6%)，1001~3000元 446人(占 52.7%)，3001~5000元 304人(占 35.9%)，5000元以上 46人(占 5.4%)；
在城市工作时长 1 年及以下 162 人(19.1%)，1~5 年 492 人(占 58.1%)，5~10 年 148 人(占 17.5%)，10 年及

以上 45 人(占 5.3%)；已婚和配偶住一起 269 人(占 31.8%)，已婚但未和配偶住一起 79 人(占 9.3%)，未婚

499 人(占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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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nstruct validity test results of homogeneity method 
表 1. 同质性测验法构想效度检验结果 

维度 政治关注 政治表达 政治维权 政治选举 总问卷 

政治关注 1     

政治表达 0.373** 1    

政治维权 0.353** 0.660** 1   

政治选举 0.326** 0.554** 0.568** 1  

总问卷 0.647** 0.825** 0.835** 0.801** 1 

注：*表明 P < 0.05，**表明 P < 0.01，***表明 P < 0.001。下同。 
 
Table 2. Fit indexes of three models 
表 2. 三种模型的拟合度指数 

模型 χ2 DF χ2/DF RESEA GFI AGFI NFI NNFI CFI 

M1 75.868 12 6.322 0.079 0.979 0.937 0.968 0.936 0.973 

M2 828.316 101 8.201 0.092 0.887 0.848 0.796 0.781 0.816 

M3 1170.650 103 11.366 0.111 0.837 0.784 0.712 0.685 0.729 

 
从上述人口学变量和组织学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

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达三分之二(66.1%)，其中 14.4%为大学生农民工；在月收

入方面，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偏低；在城市工作时长 1~5 年的占多数；有超过三成的新生代农民

工已婚并和配偶居住在一起。 

3.2.2.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现状与特点 
为了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特点，我们对所有调查被试在问卷四个维度上的得分及总分

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显示，总问卷每题均值为 2.62，低于理论中值的 3.0，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表现消极。从

具体维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在政治关注上(其每题均值为 3.42)表现稍显积极外，在政治表达、政治

维权和政治选举方面均表现消极(此三个维度的每题均值均低于理论中值的 3.0)。 
从具体题目的选项来看，在政治关注方面，超过 65%的新生代农民工会选择经常看政治新闻报道、

关注国家大事以及主动阅读新闻报刊。说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关心国家政治时事，这可能也与新

生代农民工普遍学历较高有关；在政治表达方面，以选择通过网络和手机发表自己政治看法的为多(占
44.9%)，而通过选择打电话给有关政府人员表达政治想法、写信给有关政府部门反映政治意见，以及参

与集体活动来表达政治要求的分别只占 10%、15.8%、21.8%。这说明新媒体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

见表达的主要渠道，反映了互联网时代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生活的影响；在政治维权方面，选择通过寻

求人大代表帮助和上访政府相关部门来维护政治权益的仅占 17.8%和 21%。选择通过媒体曝光的方式揭

露政治腐败现象来维权和通过报警的方式来解决政治权益冲突的相对多一些，占 35.8%和 38.6%。这说明

农民工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府部门这些正规渠道来维权的意愿低，反映了对这两个维权渠道可能存在的不

信任；在政治选举方面，选择曾参加所在单位的选举活动、所在社区或街道的选举活动、自己家乡的选

举活动的分别只占 22.4%、25.3%、25.5%。这说明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充分地使用自己的选举权

利，同时也反映了当前农民工参与政治选举在制度和安排上可能存在的某种欠缺和不足。总之，新生代

农民工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尚停留在关注的阶段，较少采取切实行动去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与维护自己

的政治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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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all dimensions scores for the political behaviors of NGMW 
表 3.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各维度得分描述性统计 

维度 均值 标准差 每题均值 

政治关注 13.66 3.41 3.42 

政治表达 9.21 3.35 2.30 

政治维权 9.94 3.71 2.49 

政治选举 9.07 3.86 2.27 

总分 41.89 11.16 2.62 

3.3.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影响因素 

以性别、出生年代、文化程度、月收入水平、城市工作时长和婚姻状况这些人口学变量和组织学变

量作为自变量，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总问卷及其各维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分析

结果见表 4。 
从表 4 可以看出，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月收入三个变量在政治行为方式总分上主效应显著(F 

=12.471, P < 0.001; F = 17.715, P < 0.001; F = 13.346, P < 0.001)，说明文化程度、月收入和政治面貌会显

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行为方式。结合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和月收入越

高，政治行为表现越积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政治关注、政治表达和政治维权显

著高于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但在政治选举参与程度上，则不受文化程度高低的影响。中共

党员的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政治行为的总体表现上，还是在政治关注、政治表达、政治维权、政治选

举这些具体维度的表现上均显著高于非中共党员的新生代农民工。 
性别、出生年代、城市工作时长、婚姻状况这四个变量在政治行为方式总分上的主效应则不显著(F = 

3.346, P > 0.05; F = 5.213, P > 0.05; F = 1.504, P > 0.05; F = 0.291, P > 0.05)，说明性别、出生年代、城市工

作时长、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行为方式总体上不会产生显著影响。但从政治行为方式的具体

维度来看，性别和城市工作时长对政治选举、出生年代对政治维权和政治选举会产生显著影响，结合描

述性统计结果发现，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治选举的程度显著高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总体而言，在

城市工作时间越久，新生代农民工政治选举的参与程度越高，多重比较表明，城市工作时间在 5~10 年的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选举参与程度最高；80 后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治维权和政治选举的程度均高于 90
后新生代农民工。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通过对 847 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本研究发现：1) 新生代农民工

政治行为表现普遍消极，特别是在政治表达、政治维权和政治选举上参与程度低，其中参与政治选举的

农民工比例只占 25%左右。通过写信和打电话等传统途径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以及通过人大代表和政

府相关部门等正规途径来维护自己政治权益的意愿低，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表达政

治想法和进行政治维权的主要渠道；2) 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行为方式有

显著影响。文化程度和月收入越高，政治行为表现越积极，中共党员的政治行为表现比非中共党员积极；

3) 性别、出生年代、城市工作时长和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影响则不显著。但性别和

城市工作时长对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治选举的程度有显著的影响，在城市工作时间越长的新生代农民工，

其参与政治选举的积极性越高；男性参与政治选举的比例显著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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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results of multi-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表 4. 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政治关注 政治表达 政治维权 政治选举 总问卷 

性别 1.969 2.441 0.054 6.463* 3.436 

出生年代 2.335 0.402 3.840* 7.932** 5.213 

文化程度 22.914*** 6.086*** 6.252*** 5.253 12.471*** 

政治面貌 9.753*** 13.294*** 8.777*** 18.536*** 17.715*** 

月收入 7.367*** 7.754*** 8.158*** 10.918*** 13.346*** 

城市工作时长 0.365 0.340 0.897 4.319*** 1.504 

婚姻状况 0.169 0.563 0.410 0.601 0.291 

4.2. 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的积极转变： 

4.2.1. 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表现消极的现象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表现消极，既不利于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也不利于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政府、社区和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这一现象，利用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关心国家政治时事这一积极现象，

采取措施，畅通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和政治维权的渠道，加强新媒体建设和管理，健全选举制度和人

大代表制度，改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工作作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文化

水平和入党比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消极的政治行为向积极方面转化。 

4.2.2.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改善其生活水平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是提升其积极政治行为的根本途径。总体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

平较低，而我们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的高低对其政治行为表现有显著的影响。改善新生代农

民工的经济收入将会有助于增强其政治行为的积极表现。因此，政府要完善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和增长机

制，让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福利状况能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不断提高。同时，政府要加强对农民工工作单

位的监督，解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工作时间长等问题，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4.2.3.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培训工作，提高其文化素质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性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途

径。首先，要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纳入政府工作，开展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专升本、成人高

考、自考、短期文化培训等继续教育措施，提升其学历水平和文化程度；其次，要实施新生代农民工职

业技能提升计划，免费接受职业培训活动，提升其职业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再次，社区和农民工

工作单位也要组织各种文体活动，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 

4.2.4. 积极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党员比例 
中共党员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行为表现比非中共党员积极，而本次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

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比例较低(仅占 8.3%)，因此，有必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党员比例。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党员：一是加大入党宣传，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入党意识，提高其入党积极

性。二是树立新生代农民工党员典范，以榜样激励引领其入党。三是营造入党的良好氛围和完善农民工

入党培养机制，增强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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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治选举的热情，提高其政治选举的参与度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政治选举的参与度，政府、社区街道以及农民工工作单位和户籍所在地等各方都

要一起努力，协调推进。政府要在选举制度安排和选举名额(或比例)上向新生代农民工倾斜。社区、单位

和户籍所在地要做好宣传、联络和动员工作，可以利用网络和手机等现代通讯手段，如开通网上投票、

组织开设新生代农民工自己的政治选举网络论坛(或门户网站)、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政治选举网络

话题的讨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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