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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现状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以上海市为例
马德浩

摘 要院 为了解我国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现状及其制约因素袁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袁以上海市

农民工为例袁从身体健康状况尧闲暇时间安排尧对健身功能的认识尧体育参与形式和项目尧城

市体育融入尧体育消费等方面了解农民工的体育参与情况袁探析了其制约因素袁并进一步提

出促进我国农民工体育参与的对策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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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d taking the city of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sports participa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constraints in this regard. It analyzes their physical fit-

ness status, part-time arrangement, awareness of fitness function, the forms and items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in-

tegration into urban sports and sports consumption.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Key words: China; migrant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Shanghai

所谓的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或非

农领域务工的劳动者袁 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

殊身份标志袁 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与传统户籍制度严

重冲突所产生的结果 [1]遥 改革开放以前袁我国农村人口的

转移主要可划分为两个阶段袁 划分的节点是国务院为了

防止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给城镇带来就业与食品供给上

的压力袁于 1958 年颁布了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

例曳袁 进而对全国的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进行了严格区

分袁并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城乡分割的社会福利体系遥 在

此之前袁 我国并没有对农村人口的转移设置强制性的制

度障碍袁居民的迁入与迁出只需办理相关手续即可袁这也

致使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大幅的提

升袁如在 1952要1957 年间袁我国城镇人口的比重由 10.6%

上升到 15.4%袁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由 83.5%

降至 81.2%[2]遥 1958要1978 年间袁受户籍制度以及野文化大

革命运动冶的影响袁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基本上处

于停滞的状态遥

改革开放以后袁 党中央开始在农村尝试推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袁这一制度的实施袁极大地调动了农民

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袁 致使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

重出现了短期内的回升袁 如在 1978要1983 年间袁 我国农

业劳动力占乡村全部劳动力的比重由 89.7%上升到了

91.2%[2]遥 到 1984 年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农业

经济增长效应一次性释放完毕袁农业经济增速逐渐放缓袁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开始凸显出来遥 为了鼓励农村劳

动力进入城市务工袁国务院于 1984 年颁布了叶关于农民

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曳袁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集镇

落户 [3]遥 因此袁从 1984 年起袁蔚为壮观的农村人口进城务

工潮拉开了序幕遥 从图 1 中袁 也可以看出 1984要2004 年

间袁我国农村农业劳动力比重与非农劳动力比重的变化遥
最新的数据也显示院1984 年我国农民工的人口总量为

4 283 万人袁到 2012 年时已增长为 26 261 万人袁翻了 6 倍

多 [4]遥 事实上袁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城市化进程

的推进袁在不改变目前户籍制度的前提下袁我国农民工的

人口规模仍将继续呈增长的态势袁预计到 21 世纪中叶开

始趋于稳定 [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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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4-2004 年中国农村农业劳动力比重与非农劳动

力比重的变化渊%冤[2]

改革开放以来袁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袁然
而袁受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系的影响袁这些农

民工虽然已经离开了乡村到城镇就业与生活袁但其在劳动

报酬尧子女教育尧社会保障等方面却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

同等的待遇袁仍处于一种野半城市化冶的边缘状态 [6]遥 这种

制度上的不公平造成了城镇人口与农民工人口的对立与

紧张袁制约着和谐社会的建设遥 据卢国显于 2005要2008 年

对北京尧石家庄尧广州 3 大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

离的调查研究显示院野从心理距离来看袁农民工与城市居民

之间的相互信任度非常低曰在交往意愿上袁城市居民倾向

于与农民工保持距离袁而农民工则倾向于缩小与城市居民

的距离曰在社交活动上袁有 49.8%的城市居民耶从未爷与农

民工共同参与过娱乐活动袁有 73%的农民工耶从未爷去过

城市居民家中做客冶[7]遥
制度上的不公平也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没有野根冶的人

群袁他们既不能扎根城市袁也不愿回归农村 [8]遥 这样一个人

群在经济发展困难或出现危机的时候袁就会形成一个无业

的漂泊群体袁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遥 尤其是在新一代农民

工日益成为农民工主力的背景下揖注 1铱袁其与老一代农民工

相比袁更加渴望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入袁对于政治尧经济与文

化上的歧视性政策也更为敏感袁更容易采用极端的方式对

抗不公平的待遇遥 此外袁由于不能获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

务袁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袁对城市没有认同感袁导致其工作

与居住的过度流动性袁不利于劳动力的稳定供给袁进而会

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6]遥
基于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其对经济发展尧 社会

和谐与政治稳定的重要意义袁我国于 2006 年出台了叶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曳袁 提出

野要认真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问题袁建立城乡统一的劳

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袁 建立保障农民工合法

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袁 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城

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袁 促进城乡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

进步遥 冶 [9]

据叶2012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曳显示院在农民

工中袁从事制造业的人数比例为 35.7%袁从事建筑业的人

数比例为 18.4%袁从事服务业的人数比例为 12.2%袁从事

批发零售业的人数比例为 9.8%袁 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的人数比例为 6.6%袁 从事住宿餐饮业的人数比例为

5.2%[4]遥可见袁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仍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袁
这也对其健康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遥尤其是在其目前仍无

法公平地享受到城市医疗保障资源的背景下袁保持身心健

康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袁而经常参与体育锻炼恰恰在促进人

的身心健康上具有独特的作用遥
事实上袁我国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袁亟待改善遥

如刘莹的研究得出 院 我国农民工人口的健康水平在

1997要2006 年间整体上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袁 个人健

康行为尧工作强度和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民工健康的主要因

素 [10]遥 陈小蓉等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健康状况的调查显

示院在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上袁珠江三角州农民工的自评

总分低于深圳市的普通居民曰 在心理健康量表的测定上袁
珠江三角州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也低于普通人群袁是心

理障碍的高发群体曰在体质健康测定上袁珠江三角洲农民

工的体质状况也不容乐观袁尤其是在心肺功能的相关指标

测定上袁要低于同龄的农村人口[11]遥故袁在我国农民工整体

健康状况不断下滑的背景下袁保障其体育参与权利袁提升

其体育参与水平袁进而增强其健康素质就成了改善农民工

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遥

农民工来自全国各地袁文化尧教育等方面的差异使他

们与城镇居民之间存在着价值观念尧 生活习俗上的不同袁
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排斥遥这种排

斥既与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所造成的身份认同差异有

关袁 也与农民工与城镇居民间缺乏交流与沟通的平台有

关遥因此袁在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方面袁除了要改革目前

的户籍制度袁为农民工转变为城镇居民提供更为便利的政

策外袁还应积极搭建促进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相互交流的平

台袁而体育运动便是这样的一种平台遥因为袁体育运动是基

于身体建立的袁它规则的普适性和开展的简易性袁使得它

至少在形式上不涉及意识形态和阶层利益的问题遥 所以袁
它能够吸引不同阶层的民众参与进来袁为他们提供了一个

相互交流的平台袁有利于缓解他们之间的隔阂袁促使他们

形成共同认可的价值观遥张艳通过对南京市农民工的问卷

调查也发现院农民工的体育参与有助于提升其对城市生活

的认同感袁促进其文化融合与经济融合[12]遥

有调查显示院目前袁我国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极度贫

乏袁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精神文化生活袁他们打发闲暇时间

的主要方式是聊天尧睡觉尧打牌和闲逛[13]遥 这种状况不仅不

利于农民工提升其自身文化素质尧融入现代城市生活袁还有

我国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现状及其制约因素分析院以上海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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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使其走向反面遥 因为袁文化生活的匮乏袁有可能促使农

民工选择其他方式进行消遣袁以填充心灵的空虚袁如酗酒袁
赌博袁阅读或观看具有低俗尧暴力内容的书刊或影视等袁甚
至会有个别人走上犯罪的道路袁给社会安全带来隐患遥

正是基于此袁文化部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中

华全国总工会于 2011 年共同下发了叶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曳袁要求将农民工文化工作切实纳入

到常住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范围内袁 逐步形成政府主

导尧企业共建尧社会参与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袁进而推

动农民工文化工作的规范化尧制度化和常态化 [14]遥体育运

动从本质上讲是伴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改变而产生的一

种休闲文化袁 其不仅倡导公平竞争尧 追求卓越的人文精

神袁还宣扬维护和平尧团结友爱的伦理价值袁是一种积极

的文化休闲方式遥从这种意义上讲袁保护农民工的体育参

与权利是丰富其文化生活尧提升其人文素养的有效渠道遥

为了解我国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现状及其制约因素袁本
研究设计了一份针对农民工群体的问卷遥在该问卷的效度

检验上袁采用了两种方法遥第一种是借鉴法袁即在设计农民

工体育参与现状的调查问卷时袁适当借鉴了 3 次全国群众

体育现状调查的问卷遥 第二种是专家评定法袁即邀请 8 名

主要从事群众体育研究的专家渊教授 6 名尧副教授 2 名冤对
问卷的效度进行评定遥 其中有 5 位专家认为问卷的效度

野非常高冶袁2 位专家认为问卷的效度 野较高冶袁1 位专家认

为问卷效度野一般冶袁说明问卷比较有效遥

由于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较强且职业分布较为广泛袁
为了尽可能地扩大所调查农民工的职业范围与阶层收入袁
同时也为了尽可能地协调性别上的平衡袁 在问卷发放上袁
本研究主要是选择让在学校读书的农民工子女将问卷带

回家袁让其父亲或母亲填写的形式来完成的遥 为了提高问

卷的发放效率袁本研究选择了上海市 6 所农民工子女数量

较多的学校袁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形式袁在每个学校的每

个年级里面随机抽取一个班级进行问卷发放遥在这 6 所学

校中袁初中学校有 2 所袁分别是上海市闵行区上虹中学尧奉
贤区庄行中学曰小学有 4 所袁分别是上海市松江区新桥小

学尧杨浦区工农新村小学尧虹口区柳营路小学和宝山区杨

东民工子弟学校遥 另外袁为了使所调查对象在年龄结构上

尽量保持平衡袁本研究也前往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地点进行

了问卷的随机现场发放遥 整个研究共发放问卷 1 153 份袁
回收有效问卷 861 份袁有效回收率为 74.7%遥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遥

在所调查农民工的性别分布上袁男性农民工占 56.6%袁
女性农民工占 43.4%曰 在年龄分布上袁16 岁以下农民工占

0.7%袁16~25 岁农民工占 3.7%袁26~35 岁农民工占 38.4%袁
36~45 岁农民工占 51.2%袁46~55 岁农民工占 5.1%袁56 岁以

上农民工占 0.8%曰在受教育程度分布上袁小学及以下学历

农民工占 13%袁初中学历农民工占 57.5%袁中专或高中学历

农民工占 25.1%袁大专以上学历农民工占 4.4%曰在所从事行

业分布上袁制造业农民工占 9.4%袁建筑业农民工占 4.8%袁交
通运输业农民工占 12.2%袁 批发零售业农民工占 17.2%袁社
会服务业农民工占 22.8%袁金融保险业农民工占 0.6%袁其他

行业农民工占 33.1%曰在收入水平的分布上袁见图 2 所示遥

图 2 上海市农民工的收入分布情况

调查发现院仅有 60.7%的上海市农民工认为自己的身

体健康状态 野较好冶 或 野非常好冶袁 有 7.2%的农民工在

2010要2012 年间住过院袁有 5.7%的农民工患有慢性病袁可
见上海市农民工整体的健康现状并不乐观遥具体到不同性

别农民工对身体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上袁女性农民工认为

自己身体健康状态野较好冶或野非常好冶的比例为 60.9%袁男
性为 60.1%袁两性间的差异不显著遥 在不同年龄农民工对

身体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上袁如图 3 所示袁16 岁以下农民

工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状态野较好冶或野非常好冶的比例最

高袁56 岁以上农民工的比例最低袁整体上呈现出随年龄增

长而对自己身体健康状态评价下降的趋势袁基本上符合人

体正常的生长与衰老规律遥

图 3 上海市不同年龄农民工认为身体健康状态 野较好冶或
野非常好冶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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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收入农民工对身体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上袁如
图 4 所示袁 月平均收入在 4 800 元以上的农民工认为自己

身体健康状态野较好冶或野非常好冶的比例最高袁800 元以下

的农民工的该比例最低袁 整体上呈现出随收入增加而对自

己身体健康状态评价提高的趋势袁 其原因可能是收入越高

越有能力享受到优质的医疗与保健资源袁 也就越有能力维

护其身体健康遥

图 4 上海市不同收入农民工认为身体健康状态 野较好冶或
野非常好冶的比例

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民工对身体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

上袁如图 5 所示袁大专以上学历农民工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状

态野较好冶或野非常好冶的比例最高袁小学及以下学历农民工

的比例最低袁 整体上呈现出随学历提升而对自己身体健康

状态评价上升的趋势袁 其原因可能是学历越高越能获得较

高的收入袁也就越能提升自己的健康投资遥通过相关性分析

也得出袁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遥在不同行业

农民工对身体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上的认识上袁 金融保险

业农民工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状态野较好冶或野非常好冶的比例

最高袁建筑业农民工的比例最低遥导致这种行业差异的原因

可能与不同行业从业者的学历程度与收入水平不同有关袁
而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又是影响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自

我评价的重要因素遥数据分析也发现袁金融保险业农民工同

时满足收入水平高于 3 200 元且为中专或高中以上学历的

人数比例最多袁交通运输业次之袁建筑业最少遥故袁在对身体

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上袁呈现出了行业间的差异遥

图 5 上海市不同学历农民工认为身体健康状态 野较好冶或
野非常好冶的比例

做家务劳动尧上网或看电视尧辅导子女学习排在上海

市农民工闲暇时间安排的前三位袁进行体育锻炼尧社交活

动尧读书或看报纸排在农民工闲暇时间安排的后三位遥 数

据表明院上海市农民工的闲暇时间大部分用在了做家务劳

动尧辅导子女学习等生存型休闲方式上袁而用于进行体育

锻炼或读书看报纸等发展型休闲方式上的时间还较少袁这
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农民工文化生活与休闲方式的

单一与贫瘠遥 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有 4 个院一是

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较长袁致使其闲暇时间相对较少曰二是

农民工的收入较低袁致使其缺乏足够的金钱进行发展型休

闲活动曰三是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低袁限制了其对发展

型休闲活动的认知曰四是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农村袁受农村

休闲方式的影响较深袁制约着其接受发展型休闲活动的积

极性遥

在对体育健身功能的认识上袁 有 70.1%的上海市农

民工认为经常参与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有较大的促进作

用袁 仍有 29.3%的农民工认为经常参与体育锻炼对身体

健康的促进作用一般或没有促进作用袁 说明上海市农民

工的体育健身意识仍有待提高遥 具体到不同性别的农民

工对体育健身功能的认识上袁 女性农民工认为经常参与

体 育 锻 炼 对 身 体 健 康 有 较 大 的 促 进 作 用 的 比 例 为

68.2%袁男性为 71.7%袁两性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遥 在不

同受教育程度农民工对体育健身功能的认识上袁 如图 6

所示袁 大专以上学历农民工认为经常参与体育锻炼对身

体健康有较大促进作用的比例最高袁 小学及以下学历农

民工的比例最低袁 整体上呈现出随学历的增长而上升的

趋势遥

图 6 上海市不同学历农民工认为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有

较大促进作用的比例

在不同收入农民工对体育健身功能的认识上袁如图 7

所示袁月平均收入在 4 800 元以上的农民工认为经常参与

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有较大促进作用的比例最高袁收入在

800 元以下的农民工的比例最低袁整体上呈现出随收入增

加而上升趋势袁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

呈正相关关系袁而受教育程度又是影响农民工体育健身功

能认识的最主要因素遥

我国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现状及其制约因素分析院以上海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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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上海市不同收入农民工认为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有

较大促进作用的比例

在不同年龄农民工对体育健身功能的认识上袁如图 8 所

示袁16 岁以下农民工认为经常参与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

有较大促进作用的比例最高袁56 岁以上农民工的比例最

低遥出现这种年龄差异的原因主要与各年龄段农民工的受

教育程度不同有关遥 调查数据也显示院在各年龄段拥有中

专或高中以上学历农民工的人数比例上袁26~35 岁年龄段

最多袁16~25 岁年龄段次之袁56 岁以上年龄段最少遥 故袁受
各年龄段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影响袁在对体育健身功

能的认识上出现了年龄段上的差异遥在不同行业农民工对

体育健身功能的认识上袁金融保险业农民工认为经常参与

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有较大促进作用的比例最高袁其他行

业农民工的比例最低袁其原因也与不同行业农民工的受教

育程度不同有关遥

图 8 上海市不同年龄农民工认为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有

较大促进作用的比例

调查发现袁有 26.1%的上海市农民工在 2012 年参加过

体育活动袁但仅有 3.6%的农民工能够达到经常参与体育锻

炼的判断标准渊即每周参与 3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尧每次锻炼

在 30 min 及以上尧锻炼时身体中等出汗或出大汗冤袁可见上

海市农民工整体的体育参与现状并不乐观遥 具体到不同性

别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程度上袁 女性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率为

24.1%袁男性为 27.7%袁女性略低于男性遥 其原因主要有 4

点院一是女性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整体上低于男性袁影响着

其对体育健身功能的认识曰 二是女性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整

体上低于男性袁制约着其体育参与的能力曰三是我国传统的

野男主外袁女主内冶的家庭分工使得女性农民工的闲暇时间

大部分用在了做家务劳动与照顾子女上袁 使其缺少体育参

与的时间曰四是传统的审美文化要求女性要野安于室内袁静
若处子冶袁制约女性农民工体育参与的积极性遥

在不同年龄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程度上袁 如图 9 所示袁16
岁以下以及 16~25 岁两个年龄段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率最高袁
56 岁以上农民工最低袁 整体上呈现出随年龄增长体育参与

率下降的趋势袁与我国普通人群体育参与的野马鞍型冶分布趋

势有所差异遥普通人群的野马鞍型冶体育参与趋势的形成原因

主要是因为中间年龄段人群由于工作或家庭负担较重而没

有时间参与体育活动袁两端年龄段人群的体育参与率则相对

较高袁尤其是老年人由于退休或身体上的原因不再工作或不

再务农袁得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进行体育锻炼遥 然而农民工

则不存在野退休冶之说袁因为他们到城市的目的就是务工遥 一

旦失去了工作能力袁其一般选择回到农村袁而不是滞留在城

市遥 因此袁即使是大龄农民工依然要继续工作以维持其在城

市里的生活袁致使其不能像普通老年人一样拥有大量的闲暇

时间遥事实上袁正如调查结果所显示的袁真正制约农民工体育

参与意识的是其受教育程度袁而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又呈现

出随年龄增长而降低的趋势遥 受此影响袁农民工的体育参与

率也呈现出随年龄增大而降低的趋势遥

图 9 上海市不同年龄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率

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程度上袁 如图 10

所示袁 大专以上学历农民工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最高袁小
学及以下学历农民工的比例最低袁整体上呈现出随学历增

长体育参与率上升的趋势袁与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民工对体

育健身功能认识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遥

图 10 上海市不同学历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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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收入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程度上袁 如图 11 所

示院 月平均收入在 4 800 元以上的农民工经常参与体育

锻炼的比例最高袁 收入在 800~1 600 元之间的农民工比

例最低袁整体上呈现出随收入增加而上升的趋势袁与不同

收入农民工对体育健身功能认识的变化趋势相一致遥 在

不同行业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程度上袁 金融保险业农民工

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最高袁 其他行业农民工的比例

最低袁 与不同行业农民工对体育健身功能认识的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遥

图 11 上海市不同收入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率

长跑或散步尧球类活动尧游泳排在上海市农民工所参

与体育项目的前三位袁多为一些技术要求相对简单尧器材

花费较少尧体能消耗较大的运动项目遥 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的原因主要有 3 个院 一是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袁
在学生时代系统接受过学校体育教育的人数比例也较低袁
缺少一定的运动技能曰 二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袁
缺少足够的金钱进行专业技能的学习或购买运动器材曰三
是农民工居住的社区条件较为简陋袁缺少相应的社区体育

指导员对其进行指导遥个人锻炼尧与家人一起锻炼尧与朋友

一起锻炼排在上海市农民工参与体育锻炼形式的前三位袁
说明农民工的体育参加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尧血缘性和地缘

性的特征遥 调查还显示袁农民工参加单位或社区组织的体

育活动的比例均较低袁说明单位或社区在组织农民工体育

参与方面的责任仍有待明晰遥此外袁公共的体育场所尧公园

或广场尧住宅小区前的空地排在农民工体育参与场所的前

三位袁表明农民工倾向于去免费场所进行体育锻炼遥 另有

39.5%的农民工表示其所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的体育场地

与设施野比较匮乏冶或野很匮乏冶遥

有 87.9%的上海市农民工表示通过参加社区或单位

组织的体育活动会增进其对城市生活 的认同 感 袁 有

67.6%的农民工表示野很愿意冶或野愿意冶与所工作城市的

本地居民一起参与体育活动袁 说明农民工群体有较强的

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遥 具体到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城市体

育融入意愿上袁女性农民工表示野很愿意冶或野愿意冶与所

工 作 城 市 的 本 地 居 民 一 起 参 与 体 育 活 动 的 比 例 为

70.6%袁男性为 65.3%袁说明女性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

意愿更为强烈遥 在不同年龄农民工的城市体育融入意愿

上袁如图 12 所示袁16 岁以下农民工表示野很愿意冶或野愿

意冶 与所工作城市本地居民一起参与体育活动的比例最

高袁56 岁以上农民工的比例最低袁 整体上呈现出随年龄

增长而意愿减弱的趋势袁 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融入

城市生活遥

图 12 上海市不同年龄农民工表示很愿意或愿意参与城市

居民体育活动的比例

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民工的城市体育融入意愿上袁如
图 13 所示袁大专以上学历农民工表示野很愿意冶或野愿意冶
的比例最高袁小学及以下学历农民工的比例最低袁整体上

呈现出随学历增长而意愿上升的趋势袁说明受教育程度越

高的农民工越愿意融入城市生活遥

图 13 上海市不同学历农民工表示很愿意或愿意参与城市

居民体育活动的比例

在不同收入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程度上袁如图 14 所示院
月平均收入在 4 800 元以上的农民工表示野很愿意冶或野愿
意冶的比例最高袁收入在 800~1 600 元之间的农民工比例

最低袁整体上呈现出随收入增加而意愿上升的趋势袁说明

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工越愿意融入城市生活遥在不同行业

农民工的城市体育融入意愿上袁 金融保险业农民工表示

野很愿意冶或野愿意冶的比例最高袁社会服务业农民工的比

例最低袁主要受不同行业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影

响遥 虽然农民工有较强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袁但却受制

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袁很难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

的公共体育服务遥 调查显示袁有 25.9%的农民工表示其在

城市公共体育资源的享受上受到了歧视性待遇袁 有 8.9%

的农民工表示其曾在公共体育场地的使用上与所工作城

市的本地居民发生过冲突遥

我国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现状及其制约因素分析院以上海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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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上海市不同收入农民工表示很愿意或愿意参与城市

居民体育活动的比例

调查显示袁仅有 15%的上海市农民工表示参与体育消

费野很能够冶或野较能够冶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袁可见农

民工对体育消费标识性的认识并不高遥具体到不同性别农

民工对体育消费标识性的认识上袁女性农民工表示参与体

育消费野很能够冶或野较能够冶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比

例为 14.2%袁男性为 15.6%袁女性略低于男性遥 在不同年龄

农民工对体育消费标识性的认识上袁 如图 15 所示袁16 岁

以下农民工表示参与体育消费野很能够冶或野较能够冶体现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比例最高袁36~45 岁农民工的比例最

低袁整体上呈现出随年龄增长而认识下降的趋势遥

图 15 上海市不同年龄农民工认为体育消费很能或较能体

现社会地位的比例

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民工对体育消费标识性的认识

上袁如图 16 所示袁大专以上学历农民工表示参与体育消费

野很能够冶 或 野较能够冶 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比例最

高袁小学及以下学历农民工的比例最低袁整体上呈现出随

学历的增长而认识提升的趋势袁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

民工对体育消费标识性的认识也更明晰遥

图 16 上海市不同学历农民工认为体育消费很能或较能体

现社会地位的比例

在不同收入农民工对体育消费标识性的认识上袁如图

17 所示袁月平均收入在 3 201~4 000 元之间的农民工表示

参与体育消费野很能够冶或野较能够冶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地

位的比例最高袁收入 800 元以下的农民工比例最低袁整体

上呈现出随收入增加而认识提升的趋势遥在不同行业农民

工对体育消费标识性的认识上袁金融保险业农民工表示参

与体育消费野很能够冶或野较能够冶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的比例最高袁制造业农民工的比例最低袁其原因与不同行

业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不同有关遥

图 17 上海市不同收入农民工认为体育消费很能或较能体

现社会地位的比例

此外袁调查还发现袁购买运动服装尧体育彩票尧运动器

材排在上海市农民工体育消费的前三位袁说明农民工的体

育消费结构以实物型体育消费为主袁主要是因为农民工的

收入较低遥 另有 67.3%的农民工表示如果收入能够提高袁
会增加其体育消费投入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购买体育彩票排

在了上海市农民工体育消费的第二位袁这可能与其想获得

偶然性机会由穷变富袁进而改变自身阶层地位的投机心理

有关袁带有较强的功利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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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2012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曳显示院在农民工

群体中袁文盲的人数比例为 1.5%袁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

数比例为 14.3% 袁 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为

60.5%袁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为 13.3%袁拥有中专

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为 10.4%袁可见我国农民工整

体的受教育程度偏低 [4]遥 受此影响袁其所从事的工作也主

要以大强度尧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为主遥而且袁我国在农民工

劳动权利维护方面的制度建设一直较缓慢袁再加上农民工

自身维权意识的缺乏袁使得很多用人单位故意拖延农民工

的劳动时间袁进而压缩着农民工的闲暇时间遥 据第二次中

国社会状况的综合调查院2008 年袁我国农民工的周平均工

作时间为 56.2 h袁比城镇职工高出 8.8 h[15]遥 大强度尧长时

间的劳动常常使得农民工身心俱疲袁无暇于体育锻炼遥 这

一点在对上海市农民工体育参与制约因素的调查中袁也得

到了证实遥 如图 18 所示袁野缺乏余暇时间冶 与 野工作强度

大冶排在制约农民工体育参与因素的前两位遥

图 18 制约上海市农民工体育参与的因素

叶2012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曳显示袁在农民工群

体中袁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数比例占 10.7%袁接受过非

农职业技能培训的人数比例占 25.6%袁 既没有参加农业技

术培训也没有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人数比例高达

69.2%[4]遥 职业技能的贫乏与受教育程度的偏低使得农民工

的经济收入普遍不高遥 第二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结

果也显示袁2008 年袁 我国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 1 270 元袁
而城镇职工的月平均收入为 1 665 元袁 相差近 400 元 [15]遥
收入水平的偏低制约着农民工体育参与的积极性袁这一点

在对上海市农民工体育参与制约因素的调查中袁也得到了

证实遥如图 18 所示袁野经济条件不允许冶排在了制约农民工

体育参与因素的第三位遥

在对上海市农民工体育健身功能认识的调查中袁发
现农民工对体育健身功能认识并不高遥 导致这种情况出

现的原因除了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外袁 还受政府

对农民工体育参与工作宣传不到位的影响遥 在鲁长芬等

对湖北尧广东尧浙江等 11 个省市农民工的调查中袁发现院
有 42.7%的农民工对有关工作单位和居住小区的全民健

身宣传工作表示野不太满意冶袁有 15%的农民工对宣传工

作表示 野很不满意冶袁 仅有 2.6%的农民工对宣传工作表示

野十分满意冶[16]遥 受此影响袁对叶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曳表示

野完全不知冶的农民工人数比例高达 46.3%袁对体育健身

和卫生保健常识表示 野很了解冶 的农民工人数比例仅占

3.5%冶 [17]遥农民工对体育多元功能认识的匮乏致使其参与

体育锻炼的兴趣不足袁影响着其体育参与的主动性遥 这一

点在对上海市农民工体育参与制约因素的调查中袁 也得

到了证实遥 如图 18 所示袁野缺乏兴趣冶排在了制约农民工

体育参与因素的第四位遥

农民工虽然长期生活在城市里面袁 但却由于受我国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袁不能够取得城市户籍遥 再加上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属地管理制度袁 即把公民的一系列权

利与义务依附在户籍上遥 所以袁对于农民工而言袁他们虽

然为城市的建设付出了辛苦的劳动袁 却不能公平地享受

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遥 他们虽然人在城市袁但
其各项权利的归属却被滞留于农村袁 这样一种流动性的

状态使得他们的体育参与权利问题往往处于野无人问津冶
的状态遥 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也为其体育参与的组织与

管理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袁尤其是在技术操作层面上袁
使得其无法获得城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支撑袁 而被迫游

离于体制之外[17]遥 事实上袁由于全民的政府逐渐异化为城

市居民的代言人袁 制度的供给权也基本上归城市居民所

独占袁 农民工很难参与到城市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的制定

上来袁也使得其失去了表达体育利益的话语权 [18]遥 制度上

的排斥也进一步弱化了农民工体育参与的动力遥 这一点

在对上海市农民工体育参与制约因素的调查中袁 也得到

了证实遥 如图 18 所示袁野怕受歧视冶排在了制约农民工体

育参与因素的第五位遥

叶2012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曳显示院在农民工

群体中袁居住在单位宿舍的人数比例为 32.3%袁居住在工

地或工棚的人数比例为 10.4%袁居住在生产经营场地的人

数比例为 6.1%袁与他人合租住房的人数比例为 19.7%袁独
立租赁住房的人数比例为 13.5%袁在乡镇以外从业但每天

回家居住的人数比例为 13.8%袁在务工地自购房的人数比

例为 0.6%袁可见农民工仍以雇主或单位提供住宿为主 [4]遥
然而袁受利润的驱使袁用工单位在组织农民工体育参与上

常常持规避或投机的态度遥 再加上袁地方政府与用工单位

在利益追求上的正相关关系袁使得地方政府在农民工维权

问题上常常存在缺位现象袁这也间接地纵容了用工单位对

农民工体育参与权利的漠视遥在对上海市农民工体育参与

形式的调查中也发现袁农民工参加单位或社区组织的体育

活动的比例仅为 15.2%遥 缺少了单位或社区的支持袁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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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体育参与便失去了组织依靠袁使其体育参与往往处于

野单打独斗冶的状态袁不利于其体育参与习惯的形成遥 这一

点在对上海市农民工体育参与制约因素的调查中袁也得到

了证实遥如图 18 所示袁野没有人组织与指导冶排在了制约农

民工体育参与因素的第六位遥

市区内的住房较为紧张且租金较高袁对于大部分工资

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工是难以承受的遥 因此袁很多农民工

只能选择在条件较为简陋尧 区位较边缘的城乡结合部居

住袁进而在城市边缘形成一个较为封闭的野都市村落冶袁而
这些区域又往往是体育社区指导员活动场所与器材配置

较差的地方 遥 在对上海市农民工的调查中也发现 院有

39.5%的农民工认为其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的体育场地与

设施野比较匮乏冶或野很匮乏冶遥 体育场地与器材资源的匮

乏进一步制约了农民工体育参与的积极性遥这一点在对上

海市农民工体育参与制约因素的调查中袁 也得到了证实遥
如图 18 所示袁野体育场地与设施不足冶 排在了制约农民工

体育参与因素的第七位遥

目前袁 我国的农民工大部分仍集中在一些低端的劳

动力市场袁导致其经济收入较低且劳动时间较长袁制约着

其体育参与主动性的提升遥 在这种背景下袁建议政府应简

化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审批程序袁 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

的职业工种限制袁尽快建立公平尧开放尧竞争有序的城乡

一体化劳动力市场袁 让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就

业机会袁进而提升农民工的工资收入 [18]遥 此外袁还应严格

遵守叶劳动法曳中对我国劳动者劳动时间的规定袁加强对

用工企业用工时间的监督袁 进而保障农民工的体育参与

时间遥 最后袁还应加大政府投入袁在农民工居住较为聚集

的区域建设符合其健身需求的体育场地与设施遥 同时袁还
应利用税收优惠尧 财政补贴等措施袁 积极地创设良好的

投尧融资平台袁鼓励市场组织在农民工体育场地与设施的

建设上发挥作用遥

首先袁政府应利用新闻媒介加大舆论宣传袁使整个社

会能够正视到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与国家发展中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袁进而转变城市居民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偏见和歧

视袁并积极地创造各种平台加强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群体的

相互认同遥 其次袁要加大对农民工体育参与权利的宣传力

度袁使农民工意识到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对其身心发展的积

极作用袁并对与农民工体育参与权利相关的法律与法规进

行积极地宣传袁进而提升农民工维护其体育参与权利的意

识袁鼓励并扶持农民工体育维权组织的发展遥最后袁还应建

立以劳动部门为主体尧其他主行业部门密切配合的农民工

体育参与权利监督机制袁加大对损害农民工体育参与权利

行为的惩罚力度遥

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附着于其

上的城乡福利差异是导致我国农民工体育参与权利无法

落实到实处的根本性原因遥 因此袁要保障农民工的体育参

与权利袁首先要改革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遥 具体就是要根

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院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袁逐
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袁创新人口管

理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

制袁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袁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

件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19]遥此外袁还应逐渐取消与

户籍制度相挂钩的社会福利袁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公共

资源分配的公平化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遥
在不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袁还应将农民工纳入

到城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范围之内遥 首先袁应理清农民

工体育参与管理的归口袁 避免出现责任主体缺位的现象袁
进一步明确农民工用人企业和所处社区的管理责任袁使农

民工群体的体育开展有可以依靠的实体 [20]遥 此外袁还应建

立公平尧开放的社区体育管理机制袁引导农民工加入社区

内体育活动辅导站袁并安排社会体育辅导员为其体育健身

提供指导袁进而提升农民工体育锻炼的科学性遥最后袁政府

还应鼓励尧 帮助农民工群体建立自己的体育社团组织袁进
而提升其体育参与的组织性与积极性遥

揖注 1铱新一代农民工大都成长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遥 据统计袁
2009 年新一代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 8 487 万人袁占外出

农民工总量的比例约 58.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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