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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

李 强

作者通过对城市农民工 的个案研究发现
,

农 民工 对市 民群体有很大的不满情绪
,

心 理上有受歧视感
,

并认为他们与市 民的冲突起 因常在于市民对他们的歧视
,

责任在

市民一方
。

这种看法与我们熟知的市民的看法形成鲜明对照
。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
,

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就会造成社会鸿沟
,

社会冲突不断的局面
。

文章分析 了我国

市民与农民工两者关系不协调 的原因
,

并为解决该问题提 出了一些对策
。

作者
:

李强
,

男
,

1 9 5 0 年生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近年来
,

随着一年一度滚滚而来的 民土浪潮
,

农 民工 问题 已经成为城乡生活中的热门话

题
。

然而
,

目前的新闻媒介
,

报刊
、

广播
、

电视上
,

大多报导的是其他群体对于农民工的看法
,

亦

即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评价
,

而对于进城农民工 自身的评价与感受却谈论得较少
。

最近
,

笔者在人民大学学生的协助下
,

在北京地区完成了 70 个农民工的
“

个案
” 。

通过对这

些个案的分析
,

笔者发现
,

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提到了
“

被人家看不起
”
和

“

受歧视
”

的问题
,

而且

多数农 民工都认为
,

这一点是他们最不满和最难以忍受的
,

物质上的
、

生活上的艰苦倒在其次
。

笔者认为
,

这一点确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

因为
,

它涉及到在未来的几十年里
,

我国的城市 中将长

期共存的两大群体
-

一城市居民和农民工— 能否相互适应与协调的问题
。

让我们先从个案

中农民工所反映的问题谈起 (对于个案被访者的姓名
,

本文均略去
,

而仅用个案序号代表 )

1
.

农民工的不满

个案 16 (河南开封地区人
,

男
,

30 岁
,

小学文化
,

饭馆服务员 ) 当问到有什么事感到

不满意时
,

他说
: “
不满意的事多了

,

不过最不满意的是现在社会上对我们民工瞧不起
,

可以说

上至领导下至街头扫地的都对我们看不起
,

这最令人恼火
。 ”

个案 9 (河北宁晋县人
,

女
,

22 岁
,

初中文化
,

食堂招待员 )
“

北京虽是个好地方
,

但却

不是我们能长呆的地方
。

北京人总好像高人一等似的
,

对外地人
,

特别是我们农村人瞧不起
、

态

度十分外露
。

我忍受不了这种鄙视的态度
。

当然
,

现在是能忍就忍
,

等攒足了一定的钱
,

我就回

家去
,

再也不出来打工了
。 ”

个案 34 (河南拓城县人
,

男
,

20 岁
,

初中文化
,

建筑工人 )
“

总的说来
,

我感觉北京挺

好
,

街道绿化
、

交通都不错
。

不过我总觉得北京人很瞧不起外地人
,

特别是我们这些民工
。

其

实
,

我们和他们不是一样吗 ? 我们凭 自己的劳动吃饭
,

自己养活 自己
,

他们没有理 由瞧不起我

们
。 ”

民工们从心理上的受歧视感而产生了不满
,

而又从这种不满产生了对一般居民的厌恶之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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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 4 8(湖南岳阳柳林镇人
,

男
,

26 岁
,

高中毕业
,

在公司工作 )
“

北京人特别排外
,

瞧不起外地人
。

我看北京人特别懒
,

大少爷脾气
,

说得多
、

干得少
,

磨起嘴皮子来话比谁都多
,

可

要干实的绝对 比不上南方人
。 ”

总之
,

上述情绪在笔者分析的 70 个个案中比较普遍
。

那么
,

北京人究竟是怎样看不起外地

人的呢? 农民工们举出了下面一些例证
。

2
.

在人际交往中产生的受歧视感

个案 29 (四川广安人
,

女
,

18 岁
,

初中文化
,

推销员 )
“

在公共汽车上售票员就看不起

我们
,

买票时
,

问地方
,

她们都不爱答理
。

看我们穿得不好就光查我们的票
。

而且哪儿丢了东西
,

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我们民工
。

反正我从来不偷东西
。

最看不过眼的是
,

工商局的人对外地摆

摊
、

卖菜的特别凶
,

有时把桌子都掀了
,

东西砸得稀烂
,

太让人生气了
。

有时我们外地民工对政

策不了解
,

那也该好好说
,

不该那么凶嘛
,

还是瞧不起我们
。 ”

个案 34 (安徽怀宁人
,

男
,

28 岁
,

初中未毕业
,

店员 )
“
坐公共汽车时

,

有些售票员很

不讲理
。

我们过年后 回来
,

自然带的东西就比较多
。

按他们的规定
,

顶多多买一二张票
。

可是
,

他们有时就让我们多掏好几块钱
。

我们不服气可又没办法
,

只好掏了
。 ”

个案 n (河北宁沙县人
,

男
,

42 岁
,

初中文化
,

在私人诊所做服务员 )
“

说句心里话
,

北京人一个个可都够厉害的
,

坐公共汽车时
,

看到过售票员欺负外乡人
。

我还算幸运没碰上过
,

不过看着也很生气
。 ”

个案 21 (四川人
,

女
,

19 岁
,

小学文化
,

在北京当过保姆
、

后去建筑队帮厨 )
“
92 年

末
,

我大哥的朋友要去北京打工
,

我就跟她来了
。

我们四川人很团结
,

一到北京就有人给我介绍

了一个工作
,

是给人家当保姆
。

这家有三室一厅
,

我睡在阳台上
。

白天
,

他们把三间房子都锁上
,

我只有厅堂
、

厨房
、

卫生间和阳台可以去
。

就是到了晚上
,

没有他们的招呼
,

我也不能进房间里

去
,

这样就很少有机会看电视了
。

收拾房间也要他们在的时候才行
。

他们每天早上给我二三十

块钱
,

叫我做一天的饭菜
。

买的东西都必须清清楚楚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

他家是又有文化又

有钱的人
。

每个月给我 200 元
,

有时还多给我一点钱
,

或是送我一些他们不用的衣服和 日用品
。

也从不打骂我
。

我也不计较每天早上 5 点起床
、

夜里 12 点以后才能休息
。

就是他们看不起我
、

时时防着我
,

使我心里不好受
。

有一次
,

钱不见了
,

就怀疑是我拿的
,

所以他们家呆不下去了
,

就

只好走了
。 ” “

北京人大多数待我们都还和气
。

可是
,

因为我们穷
、

穿得破
,

也常有人对我们说话

很难听
、

着不起我们
。

在公共汽车上
,

只要我们一上来
,

车里的人都很不高兴
,

能躲就躲得远远

的
。

售票员也总是盯着我们
,

大声地训斥叫我们买票
。

在商店里
,

售货员都不爱答理我们
,

要看

一样东西
,

说了半天也没人理
。 ” “

我最怕的就是穿各种各样制服的人
。

听人说
,

公安
、

工商
、

税

务
、

城市管理
、

保安这些人权力很大
。

他们经常对我们吃五喝六地
。

,,u 有时候
,

工头也凶得很
,

工

资不按月发给我们
,

赖我们的钱
,

刁难我们
。

但没有人敢说话
,

有什么办法 ? 饭碗在别人手上
。

有时候想起来
,

觉得作农民真惨
。 ”

个案 57 (安徽人
,

女
,

21 岁
,

小学没毕业
,

在北京每日运菜
、

卖菜 )
“

来北京后
,

觉得挺

好的
。

北京干净
、

也漂亮
,

来北京才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新鲜东西
。

但是
,

北京人对我们的态度

不好
,

特别厉害
。

在公共汽车上
,

售票员就盯着我们喊
。

还有那些穿制服的
,

专管我们这些农村

来的人
,

有公安
、

城市管理
、

卫生
、

防疫
、

环保
、

税务
、

街道的等等
,

一天吃五喝六地
,

我挺怕这些

人的
。 ”

个案 49 (河南信阳人
,

女
,

21 岁
,

高中毕业
,

在北京当过售货员
、

保姆等 )
“

我认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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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人有些欺负生人
,

尤其是我们这些从乡下来的人
。

我当保姆的这户人家的儿子和儿媳就老是

认为乡下人无知
,

言语里透出不屑和蔑视的样子
,

这最让我反感
。 ”

从个案所反映的情况看
,

歧视主要发生在两类场所
,

即公众场合与居民家庭
。

农民工们对

于在公众场合遭歧视问题提到得 比较多的是在公共汽车上和商店里
。

这是不是事实呢 ? 应该

说这样的问题确实存在
。

民工们本来就人地生疏
、

心理上有很大压力
,

再加上服务员的态度不

好当然就形成了很强的受歧视感
。

北京公用事业的服务态度近年来虽有改进
,

但仍有较大不

足
。

其实不仅是农民工感到了这个问题
,

就是北京的一般市民也常批评售货员
、

售票员的态度

不好
。

但是北京市民与农民工所处的背景不同
,

这样心理上的感觉也就不一样
。

北京市民所感

受到的只是对方的服务态度不好
、

并无受歧视感
,

一部分市 民甚至将售货员
、

售票员的服务态

度不好归咎于涌入北京的民工太多
,

对服务态度不好反而给予同情和谅解
。

同样的事情在农民

工心里就会有被人瞧不起的感觉和压力
,

当然
,

笔者并不否认确实有一些服务业人员歧视农民

工
。

另一类是在居 民家庭中的歧视
,

这主要是一些在市民家庭中做保姆的农民工所遇到的问

题
,

这类矛盾要更为隐蔽一些
。

3
.

冲突的发生

人际交往 中的不协调
、

不信任积累久了就会进一步升级演变为冲突
。

当然 冲突有不同程

度
,

从轻微的 口角直到暴力的发生
。

关于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
,

在以往的报纸
、

杂志等新闻媒介

中
,

反映的主要是市民的眼光
,

是一些起源于农民工方面的威胁与冲突
。

而在笔者所作的个案

访谈中
,

我们却可以听到来自另一方面的声音
,

即农民工们的抱怨
,

农民工所谈论的多是因市

民方面的原因而引发的冲突
。

个案 26 (江西人
,

女
,

23 岁
,

初中文化
,

做服务员 )
“

有些城里人瞧不起我们农村来

的
,

有一次上街
,

一个中年妇女非要我先给她让路
,

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

嘴里还说了些什么
,

我也没听清楚
。

我心想
,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

没有我们农民种菜
、

卖菜
,

你吃什么呀 ! ”

个案 7 (浙江温岭人
,

男
,

35 岁
,

初中没毕业
,

在北京摆摊卖东西 )
“

北京人横
,

比如
,

他们在马路上骑车
,

不小心撞了别人的车
,

他们不管谁对谁错
,

上来就骂你
。

他们骂人太厉害

了
。

又比如买东西
,

买走后
,

明明是他们自己弄坏了
,

不是我的质量问题
,

可他们却拿来硬要退

换
。

如不给退就吵
。

我还能怎么办 ? 吵架影响不好
,

我一般都退给他们
。

当然也有许多北京人

挺好的
,

很有人情味
,

比如我熟悉的那几个人
。 ”

个案 8 (安徽无为人
,

女
,

28 岁
,

初中文化
,

来京已多年
,

当售货员卖衣服 )
“

北京人有

时欺负外地人
。

就拿我们这儿来说吧
,

北京人在我们手里买的衣服
,

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就逼着

退货
,

而北京人在北京人手里买的东西
,

即使有哪 儿不合适也不敢去退货
。 ”

个案 37 (浙江温州人
,

女
,

20 岁
,

小学毕业
,

商场售货员 )
“

北京人对我们特别厉害
,

特别神气
,

我很不满意
。

我知道
,

有很多外地人被骂过
、

甚至被打过
。

我自己虽没挨过打
,

但也

经常被别人骂一两句
,

开始时觉得特别气愤
,

后来才习惯一点
。

谁让我是外地人呢 ?
”

个案 45 (江苏如皋市江防乡人
,

男
,

35 岁
,

初中文化
,

来京 已十余年
,

经营服装的个体户 )

“

大多数北京人不错
,

但也有些家伙比较狂妄
。

去年春节前
,

我的小店门前
,

有个修自行车

的与我打了一架
。

他以为他了不起是个北京人
,

我想
,

你不也就是个修车的吗 ? 后来
,

他还纠集

了一帮人来找我算帐
。

我跑到派出所
,

找到我认识的片警
,

让他去打个招呼
。

片儿警就出面告

诉那个修车的
,

给点面子
,

不要 闹事
,

修车的就乖乖地不做声了
。 ”

个案 64 (安徽安庆市郊人
,

男
,

21 岁
,

小学毕业
,

在北京从事室内装修工作 )
“
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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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坐地虎
,

我们是行山虎
。

我们惹不起
,

也不想惹
,

能忍就忍了
。

我感到最不满的事就是干完活

不给钱
。

我自己没碰到过
,

但我的老乡碰到过
。

据老乡说
,

本来说得好好地
,

可等干完活
,

把刀

子架在脖颈上
,

叫他走
。

他怎么样 ? 没办法
,

只好走叹
。

碰上这种事有什么办法
,

认倒霉吧 ! 公

安局我们是不会去的
。 ”

个案 24 (安徽人
,

男
,

22 岁
,

初中毕业
,

来北京先干木匠
、

后摆水果摊 )
“

北京挺好的
,

能让人见世面
。

但北京人傲
,

不肯瞧得起我们
。

而且
,

经常有些地痞
、

无赖找我们外地人的麻烦
、

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摆摊人的麻烦
。

他们来惹事无非是要钱
,

不给就打
、

就砸
,

让你做不 了生

意
。

幸好我姑姑家里三个表姐夫都是武警
,

他们曾经帮我治过不少无赖
。

当然
,

去年
`

严打
’

后
,

今年的生意就好做多了
。

没有那么多不三不四的人来找麻烦了
。 ”

个案 22 (江西人
,

女
,

34 岁
,

小学文化
,

买菜为生
,

来北京三年了 )
“

一般顾客也挺客

气的
,

我们也高兴
,

但北京人有些确实不好… …
,

杀价也杀得跟开玩笑似的
,

又动不动张嘴什么
`

乡下人
’ ,

什么
`

脏
’

什么的
。

我们也是人
,

你要买就买
,

不买就走
,

为什么要这么欺负人呢 ? 有

一次
,

一个小青年骑车乱撞
,

把我的菜都撞翻了
。

他不赔还不算
,

还嫌我的菜把他的车轮弄脏

了
。

你说讲不讲理
,

他们是地头蛇
,

我也没办法
。 ”

以往
,

在报刊或研究中提到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时
,

大多说的是从市民角度看到的冲突
、

是因农民工的原因而发生的冲突
。

值得注意的是
,

上述个案中的冲突都是站在民工的立场上看

的
,

因而大多说的是由于市民方面的原因而发生的冲突
。

从农民工的角度看
,

上述个案中的冲

突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是普通民工与普通市民发生的冲突
,

这多是因日
,

常生活 中
、

买卖交易中

的琐事或小的矛盾引发的
,

两个群体之间的隔膜和社会距离往往更激化了矛盾
,

对于这类冲突

的发生常常是双方都有责任
,

例如上述个案中的第 2 6
、

7
、

8 等都是这种情况
。

另一类是普通民
务

工与
“

冲突市民
”
发生的冲突

,

所谓
“

冲突市民
”

指的是市民中那些不三不四的好斗者
,

这类冲突

发生的责任常常在于
“

冲突市民
”
的挑衅

,

例如上述个案中的第 45
、

64
、

24 等属于这种情况
。

还

有一类冲突
,

由于立场的差异
,

个案中较少反映
,

这就是
“

冲突民工
”

与普通市民发生的冲突
,

所

谓
“

冲突民工
”
指的是

,

民工中的那些不三不四的好斗者
,

甚至是违法犯罪者
。

这类冲突的责任

显然在
“

冲突民工
”
一方

。

市民们往往对这类冲突怨言颇多
,

一些人还因此形成了对农民工的敌

视感
。

.4 分析与对策

本文所提出的农民工的受歧视与社会冲突间题
,

其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

首先
,

我们不能否

认
,

在一部分市民中确实有歧视农民工的现象存在
。

尽管这部分市民的人数不多
,

但是对于这

类歧视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却不能低估
。

因为它容易使外地民工将这种态度误解为是广大市民

的一般态度
。

其次
,

对于多数市民来说
,

虽然还说不上是歧视
,

但有时也确实有对农民工不够尊

重的地方
,

这当然会引起农民工的反感
。

再者
,

也应注意到
,

由于文化
、

背景
、

地位等方面的差

异
,

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也难免会有误会
、

误解之处
,

例如有些言语在市民看来并无歧视之

意
,

但在民工看来却有受歧视之感
,

所谓
“

言者无意
,

闻者有心
” ,

看来两个群体之间还是缺少沟

通
。

除此之外
,

从农民工的方面来分析
,

近年来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

尽管绝大多数民工都是

奉公守法的
,

但也确实有极少数的民工违法犯罪
,

败坏了民工的声誉
。

这次个案调查中
,

有些民
,

工自己也提到了这方面的 }可题
。

例如
:

个案 8( 安徽无为人
,

同上 )就认为
, “

北京人的态度比以

前坏多了
,

前些年北京人和气着呢 ! 现在不行了月文也不能全怨北京人
。

外地人在北京偷
、

抢
、

杀
,

什么坏事都干— 外地人 自己作贱 自己 ! ”

近年来
,

极少数外地犯罪分子在北京作案
、

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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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秩序
、

造成了市民的不安全感
,

这也是引发市民对外地人的不信任感
、

防范心理
、

甚至歧

视感的重要原因
。

当然
,

如果追溯更深层的原因
,

我们还可以发现我国长期的城乡分割的体制所造成的影响

依然存在
。

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始于 50 年代
,

至今 已有 40 余年的历史
。

在改革开放以前
,

城乡差异虽大
,

但由于有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限制
,

农 民根本没有机会长期生活于城市中
,

因而

他们与市民的矛盾和冲突问题也就无从谈起
。

改革开放以后
,

城门打开了
,

大批农民进入城市
,

市民与农民这两个有着明显社会距离的群体第一次生活于一个社区之 中
,

而另一方面两者却

既缺少沟通又缺少认同
,

社会
、

文化
、

生活背景又差异很大
,

这本身就容易引发矛盾与冲突
。

十

余年来
,

虽然众多农民已进入城市
,

但实际上农 民与市民两个群体仍然是壁垒分明
,

且不说有

户籍身份的重大差异
,

就是在 日常生活上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市 民也依然是生活在两个世界
,

或

者说进城农民工是生活在
“

城市中的村庄
” ,

他们的工作
、

职业
、

日常交往
、

行为方式
、

婚姻模式
、

居住环境等均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城市居民
。

所有这些都潜伏着群体矛盾和群体冲突的危机
。

如果将这一点作国际比较的话
,

可以看到
,

发达 国家就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因外来移民而形成

了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间题
,

并且直到今天它还是发达国家城市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
。

由此可

见协调两者关系的重要性
。

既然矛盾的产生在于缺少沟通与认同的两个群体之间
,

那么从对策与管理的角度看就应

该为两个群体的接触
、

交流与理解创造更多的机会
。

例如
,

在我国城市中
, “

单位
”

是工作人员最

主要的活动场所
,

目前大多数单位都雇用 了农民工
; 然而

,

在单位的交往与活动中
,

人们却很少

想到有农民工的存在
。

这方面的交往就大有开拓的余地
。

在个案中
,

农民工提出了市民们应尊重他们的问题
,

正如有的农民工所说的
:

物质上的艰

苦倒在其次
,

但精神上的受歧视却难以忍受
。

如果反省我国城市中的宣传
、

传播等舆论导向
,

以

往确实没有重视尊重农民工的问题
。

在以往
,

农民工主要被看成是劳动力的重要源泉
,

而没有

看到他们也是需要有多方面社会生活的群体
,

甚至可以说是在我国当前城市中生活的两个最

主要的群体类别之一
。

近年来
,

农民工对于我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这一点 已是有目共睹的

了
,

换句话说
,

我们必须承认农民工对于城市建设是负有重大的责任和义务的
。

然而
,

责任
、

义

务与权利是不可分割的
,

有权利才有责任
、

才有义务
。

没有权利则只会使当事人不负责任和不

愿承担义务
,

即使承担了也不会尽心尽责
。

目前我国城市公共生活中不负责任
、

不承担义务的

现象比比皆是
,

这严重损害了城市的生活环境
。

这些方面的不少问题还确实与外来流动的民工

有关
。

因此
,

从决策的角度看
,

应该考虑到在赋予农民工以重大责任的同时也应赋予他们以一

定的权利
,

这会有益于城市的长远发展
。

另外
,

农民工自己也应注意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

自身的素质水平提高了
、

自信心增强了
,

自卑感也就会随之消失
。

总之
,

对于农民工提出的受歧视和社会冲突问题
,

我们必须予以重视
。

因为
,

无论从世界各

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看
,

还是从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发展趋势看
,

我们都必须承认
,

在今后几十

年里
,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将是在我国城市中共同生活的
、

长期共存的两大社会群体
,

只有增强

他们之 间的了解
、

理解与沟通
,

消除他们之间的误解
、

隔阂与歧视才能避免社会冲突的发生
,

从

而保证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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