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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urban immigrants have contributed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 construc-
tion, but their right to work and employment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guaranteed, and there are 
problems in low-end employment, low wages, high unemployment rate and low proportion of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 To properly solve the labor and employment problems of urban new 
immigrants is not only a new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urban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nevita-
ble requirement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By analyz-
ing the problem of unfair employment of urban new immigrants, and aiming at the difficulties of 
income differentiation and unemployment risk caused by the lack of employment rights, this pa-
per puts forward ways to optimize their employment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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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新移民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贡献了力量，但其劳动就业权利仍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存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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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就业、工资低、失业率较高、专业技能培训比重低的问题。因此，妥善解决城市新移民劳动就业方面

的问题，既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新理念，也是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分析

城市新移民群体劳动就业不公平问题，探索由于劳动就业权利缺失所引致的收入分化、失业风险高的困

境，提出优化其劳动就业权利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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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期，俞可平教授将从中国农村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称作是新移民，而将这一些现象称作是城市

新移民运动，他认为新移民运动能有效地推进我国社会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迁[1]。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城市新移民的内涵发生了深刻而丰富的变化。所谓的城市新移民，特指那些通过正式途径或非正式

途径将家庭迁移进城市，并且有一定的收入来源且有在城市长期定居意愿的人群。这个群体主要是由来

本地上学的大学生或刚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外地的农民工、国外移民等等这样一些人所构成的。他们不

仅助推了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而且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贡献了力量。现如今，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

的不断加快，城市新移民群体的数量出现了大幅增长。依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17 年农民工总量达到

28,652 万人，增速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城市新移民比本地城市新移民人数约多 5700 万

人[2]。城市新移民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增长，已经在无形中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结构，但由此也可能潜伏和

滋生大量的劳动就业问题和社会风险。因此，解决好城市新移民“最关心”、“最现实”的劳动就业问

题，才能不断提升城市新移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城市新移民劳动就业的现状 

刚刚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新移民处在一个边缘地带，由于其自身身份的特殊性，他们既不能

享受到在农村的相关扶持政策，也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相关权益。我国城市新移民劳动在就业

择业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2.1. 城市新移民就业受歧视严重、就业选择空间小 

首先，在我国，就业歧视受历史制度因素的深刻影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城市新移民无法逾越

的身份鸿沟，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职业身份的差异化。在推行市场经

济体制后，允许城市新移民自由流动，提升了新移民的选择空间，但在就业问题上，新移民群体仍然受

农村户籍的影响，不能灵活充分的实现自主就业，再加上年龄、受教育水平等客观因素影响，就业歧视

问题使该群体无法实现广泛就业。城市新移民在城市就业面临的歧视极大地限制了其在城市流动时的劳

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造成了一些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其次，我国城市新移民的就业选择性不强、选择

空间小，绝大部分处于产业链底端，干了许多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高强度、脏、险、苦累的工作，但并

未融入到城市当中，其社会身份与现实矛盾加剧，忍受着诸多的不公正待遇并过着“边缘化”和“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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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生活[3]。据统计，2018 年我国城市新移民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是 49.1%，相比 2017 年降低了 2.4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占 27.9%，建筑业占 18.6%，分别比 2017 年下降了 2.0 和 0.3 个百分点。城市新移

民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是 50.5%，相比 2017 年提高了 2.5 个百分点。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占 12.1%，交通

运输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和居民服务业分别占 6.6%、6.7%和 12.2%，除了交通运输和邮政业未发生变

化，其他两项分别比 2017 年提高了 0.5、0.9 个百分点[2]。另外，尽管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方面城市新移民所占比重较低，但却在逐年增加。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从事第二产业的城市新

移民群体人数在递减；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在递增；从事对学历、专业技能等要求高的行业比率依然有

待提高。这就说明，虽然城市新移民的就业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他们依然很难进入高工资的工作行业。

相比专业素养较高、可替代性较弱的城市居民群体，城市新移民所从事的大多都是较为低端的体力劳动，

不需要很强的专业性，这将不利于该群体自身专业素养的提高。 

2.2. 城市新移民工资待遇水平不均 

一是外地务工新移民月收入增速明显快于在本地务工的新移民。总体来看，2018 年我国城市新移民

的月均收入 3721 元，比上年增长了 236 元，增速比 2017 年提高了 0.4 个百分点。然而，外出务工的新

移民比本地务工的新移民月均收入多 767 元，增速比在本地务工的新移民高 2.6 个百分点。城市新移民

在城市中的生活大多都是不稳定的，而这种现状会刺激城市新移民的心理，城市新移民群体为了获得较

高的工资收入，更多的选择了外出务工，这将会为城市公共治理和社会服务带来极大的挑战。二是在东

部和中部地区就业的新移民月均收入增速明显高于西部。在东部地区就业的新移民月均收入 3955 元，比

上年增加 278 元，增长 7.6%，增速比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就业的新移民月均收入 3568
元，比上年增加 237 元，增长 7.1%，增速比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就业的新移民月均收入

3522 元，比上年增加 172 元，增长 5.1%，增速比上年回落 2.4 个百分点；在东北地区就业的新移民月均

收入 3298 元，比上年增加 44 元，增长 1.4%，增速比上年回落 4.8 个百分点[2]。工资水平的地区分布不

均，会导致大量的城市新移民流入东部沿海城市。 

2.3. 城市新移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 

据统计，在全部的新移民群体中，未上过学的占1.2%，小学文化程度占15.5%，初中文化程度占55.8%，

高中文化程度占 16.6%，大专及以上占 10.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新移民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 0.6 个百

分点。在外出移民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13.8%，比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在本地移民中，大专

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8.1%，比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2]。与前几年相比，尽管城市新移民的文化程度有

所提高，但增长的速度不够迅速，且有一半的新移民文化程度为初中，情况不容乐观。以北京市为例，

根据《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8)》显示，2017 年的北京外来移民主要以初中教育

为主，其所占的比例高达 56.1%，尽管高学历的外来移民占比在提高，但接受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外来

移民只占到 12.5%。北京是高学历城市，新移民比例有所提高，但整体而言，城市新移民由于受教育水

平的限制，不能跻身于专业性较强的工作领域，难以满足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对所需人才的要求，这将会

增加了城市新移民的失业风险。 

3. 新时期城市新移民群体存在的就业困境——以广东为例 

多年以来，广州为外来的移民群体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成为了我国包容外来移民的主要城市。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广州逐渐的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蓝领群体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劳动强度大；

非洲裔群体存在着语言差异和社会认同的问题；白领群体受到教育背景和文化认同的影响较大。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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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详细阐述这三类城市新移民群体面临的具体问题。 

3.1. 非裔移民群体 

现如今，非裔移民群体主要聚集在广州市的市区和郊区，这已然成为移民的一大问题。在某种程度

上讲，不管这些外籍移民在广州市居住是合法的，亦或是非法的，都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城

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还面临着各种问题。首先，语言及文化差异。非裔移民群体与本地居民在交

流上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大多数的本地居民不会使用英文，而非裔移民群体又不太会使用中文，这就使

得这两个群体相互交融比较困难，不能满足彼此的需求。另外由于两个群体的生长环境不同，所接受的

文化教育自然不同，他们在文化上会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两个问题都将是阻碍非裔移民这一群体在广

州很好发展下去的障碍。其次，认同困境。非裔移民群体会在某种程度上给予广州本地居民一定的文化

冲击。因为在原本一定的社会空间内，突然聚集的大量国外移民，这会在无形中加大分享公共资源这块

蛋糕的密度。从这个一角度来讲，广州市的本地居民不愿意与非裔移民这一群体有着过密的接触，甚至

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尽管广州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好，但是 2015 万居民将加大城市管理的难度。另外，在

原本不变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源基础上，人口的增加无疑会使居民对各种资源的紧张使用的问题更加突

出。最后，管理非法移民的问题。现如今，有很多的非法移民潜入我国，并且在我国非法就业。非法居

住。针对这些问题，我国政府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遏制这种现象的出现，但是成效甚微。 

3.2. 白领移民群体 

尽管白领群体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但是在身份认同等这些问题上仍然十分焦虑。尽管白领移民群

体在上学、生活、工作等等各个方面都受到当地文化习俗的影响，但是由于其自身生长环境、地理差异

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都使得这一群体在文化娱乐、生活饮食等方面与本地居民存在着很大的偏好倾向。

同时这一群体受到出生地文化习俗的影响也无法消除。 

3.3. 蓝领移民群体 

从工作性质来看，蓝领群体主要是通过劳动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但

是现如今蓝领群体依然面临着在制度上的各种限制。首先，在教育方面的限制。城市新移民群体子女的

受教育权利时常遭到歧视，有些学校会对其设置很高的入学门槛，进而导致城市新移民群体感到无能为

力。其次，就业歧视。城市新移民群体一直处在低端劳动的阶段，在大多数眼中，蓝领移民群体就是脏

活、累活的代表，而且从事的工作一般情况下都危险系数较高。再次，户籍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户籍制度仍然是城市居民和城市新移民群体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拥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不论在社会保障、医疗、子女受教育等等各个方面都比城市新移民群体拥有

较大的优势，而城市新移民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在城市中的市民身份始终得不到认可，进而也无

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最后，矛盾加剧。有限的公共资源，面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只能缩

减每个人的所占比例。但是这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他们心中不免会有所不满。另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城市新移民群体也想享受高质量的生活水平，他们没有合法的渠道满足自己的需求，只能铤

而走险，不遵纪守法，进而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 

4. 城市新移民劳动就业问题所面临的社会风险 

城市新移民就业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利的缺失问题，而权利的缺失会引发一定的

社会风险，短期来看，会导致城市新移民的失业风险，使城市新移民在劳资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长远

来看，这会使社会分化严重，影响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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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城市新移民劳动就业权利缺失导致失业风险 

失业风险是城市新移民群体劳动就业权等相关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所导致的又一社会风险。根据《失

业保险》相关条例，其保障的对象只是城市中的企事业单位员工。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逐步加快，每

年会有大量的城市新移民群体到城镇中找工作，慢慢的成为城市企业单位中的一员。但是由于城市新移

民自身或者是外部的各种原因，导致城市新移民承受着比城镇居民更大的失业风险。目前，对城市新移

民的相关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这将会使城市新移民群体的就业困境更加严重。城市新移民失业风险的

表现如下： 
首先，劳动就业保障的缺失风险。城市新移民和城市职工一样，都在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所

以他们应该享受和城市职工一样的劳动待遇和保障。然而，城市中的社会保障对城市新移民的覆盖面很

低，城市新移民也承担着较高的失业风险。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新移民自身薄弱的经济收入，不愿为社会

保险支付额外的费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新移民群体的非正式就业，他们享受不到应当享受的各种优

惠待遇，进而导致失业保险的参保率较低。其次，失业生活补助落实难以到位。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单

位所聘用的城市新移民合同制工人，所在单位帮其缴纳失业保险费。如若提前与企业解除劳动聘用关系

的话，则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工人工作年限的长短，来对其支出一次性的生活补贴，而具体补贴的

方案由工人所在的直辖市、自治区、省人民政府来制定，各地的规定不尽相同。另外，大多数城市新移

民群体对失业保险的认识不足，他们宁愿多拿些钱在手里，也不愿把钱花在看不见的失业保险上，而企

业单位也特别乐意城市新移民群体这样的做法，由此造成了城市新移民群体失业保险覆盖率低的现状。

此外，根据相关规定，对生活补助的领取必须是中途劳动合同解约或是到期未续才可以，而城市新移民

群体大多数是非正式职工，自然也就享受不到失业保险。上述的种种都将会导致城市新移民的失业保险

覆盖率越来越低，应对失业风险正常的生活补助得不到保障，从而加剧了城市新移民的失业风险。最后，

工资待遇水平不高的风险。按国家规定，失业保险金的标准需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规定“农民合同制职工不是自愿失业且交失业保险期满一年的，

可根据其缴纳失业保险时间的长短，来一次性发放其生活补助金”，具体生活补助金的发放标准如下：

如若失业保险交满一年的，按照其失业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缴费工资的 12%发放生活补助；此后每多缴纳

失业保险一个月，生活补助的发放将追加月平均缴费工资的 1%。2016 年，上海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是 790 元，可领取的失业保险金是 790 元；2015 年城市新移民平均月收入是 3072 元，若缴纳失业保

险交够一年，则最低可以领取 368.64 元，相较于城镇职工而言，仅为他们的一半[4]。而城市新移民群体

去城市工作，所得的微薄收入除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还要赡养老人和子女，根本无暇顾及失业保险，

长此以往，就会加剧他们在城市生存的难度，同时也会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他们会抱着

“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将就的过日子，没有了对生活的积极性。 

4.2. 城市新移民劳动就业权利缺失会造成收入分化风险，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 

收入分化是城市新移民群体劳动就业权相关权益等不到有效保障所导致的社会风险之一，收入分化

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相悖。社会主义的改革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成果共享。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民大

众的激情，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改革的真正目标是一切为了人民。两极分化问题的存在，使得城市新移

民的很多应当享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从而使城市新移民群体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来共同分享经济发展

所带来的成果。这样会使城市新移民群体对改革是为了人民的这一宗旨产生怀疑。加上现在所存在的大

量不合法收入现象，使得城市新移民这类低收入群体对社会发展产生不满情绪，甚至会将这种情绪转移

到政府，进而对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产生怀疑和不信任。随着城市新移民多层次需求的转变，对政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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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新要求。 
城市新移民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如果城市新移民劳动就业权利缺失，不仅会阻

碍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而且也会影响社会的长久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马克思基本原理指出，消费是生

产的动力，而生产又决定着消费。如果通过降低消费进而去增加资本积累的话，在短时间内，可以使低

级循环得以正常运行，但如果长期如此，会使得市场经济萧条，供大于求。如果这种低消费，高生产的

消费生产模式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甚至是经济危机，将严重阻碍经济的健康高

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社会的是否满意是影响社会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若存在大量城市新移民群体对当

前自己生活状态的不满意，对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抱怨过大，这将会产生社会动荡。而想要社会安

全稳定最主要的是要人们群众对社会满意，而想要人民群众对社会满意最重要的就是要公平公正的协调

利益，有效实现城市新移民就业权利。城市新移民不完善的劳动就业权利与社会的公平公正原则相违背，

这将不利于社会的健康稳定。 

5. 保障城市新移民劳动就业权利的思考 

现如今，想要解决劳动力移民面临的问题，提高其自身的质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首先，各类

企业及各种社会组织应当加强对移民群体的教育培训力度。根据《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研究报告》

显示，在广州市关于人力资源的服务机构有职业介绍机构以及人才中介机构共 2016 家，帮助农村转移就

业人数达到 4.66 万人次。目前，需要不断地完善社会产业结构、逐步提高劳动力移民的质量，让他们自

身掌握一定的就业技能，从而提高其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其次，要不断的完善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逐

渐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对于社会公民不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采取统一的户籍管理办法。这样

可以保证移民群体与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权利，从而逐步提高移民群体的城市归属感和社会认

同感。最后，相关政府机构需要规范劳动力移民群体进城的途径，引导移民群体与相关企业的相互关系，

切实保障劳动力移民群体的相关权益，合理保护他们就业的相关权益，尤其是是劳动技能较低的劳动力

移民群体。 
关于非洲裔移民群体现如今的问题，相关部门机构需根据国外移民的现状来提供相关的服务，进而

加强对他们的管理。首先，相关政府机构应该建构相关的服务网络，尽力引导非洲裔移民群体与我国居

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相适应，进而能够有效的避免因非正式网络的建构而导致的管理风险。其次，建立

多元化的社区连接网络，改革非洲裔移民群体生活社区的管理形式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不仅有利于非

洲裔移民群体的有序化管理，而且可以为非洲裔移民群体提供必须的服务需求。此外还可以打破非洲裔

移民群体封闭式的组织生活，提高社区网络的效率。 
关于白领移民群体，首先，政府应该制定一些合理的人才引进政策，加速优秀人才的流动速度，解

决人才匮乏的困境，这样能够有效提高移民群体的整体质量。此外，政府应该将人才与经济发展联系在

一起，从而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其次，保证白领移民群体的正当权益。政府及有关部门应

该时刻关注移民群体的社会保障情况及与当地居民的融合情况，进而能够有效的化解移民群体与当地居

民因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并赢得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尊重，为移民群体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为了使

移民群体能够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及时了解移民群体的精神需求和心理需求，尽可

能的让移民群体在这个城市中感受到幸福感和归属感，进而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促进城市的健康快

速发展。最后，学习国外开放的就业观念。可以通过学习其他城市的开放就业精神，逐步的解决白领移

民群体的就业问题和落户情况。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我们要必须要坚持以人为

本的理念，高度重视民生领域建设，着力解决城市新移民最关心的劳动就业问题，认真践行我们党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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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关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劳动就业的指导思想，让城市新移民真正可以劳有所得。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扎实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实践证明，充分保障城市新移民的

劳动就业权利，不仅仅是城市新移民简单的实现自主择业，而是要在政府、社会的共同帮助下，充分发

挥政府、工会、企业三者的协调机制。在不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失业风险预警与响

应机制的前提下，提供给城市新移民通过辛勤的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公平机会，帮助其实现劳动薪酬与

劳动付出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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