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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工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立足于对西安市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的实证调

查研究，总结概括出了西安市当前农民工文化生 活 的 现 状 和 存 在 问 题，并 从 经 济、制 度、社 会、农 民 工 自 身 四 个 层 面

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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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籍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但主要在城镇从事非农工作，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

活来源的劳动者。”［１］农民工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催化剂。

西安作为陕西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 中 心，是

我省农民工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区域。丰富西安

农民工文化生活，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有针对性地提

高农民工文化服务工作，是提升我市核心竞争力，打

造西安人文都市，建设活力西安、和谐西安，构建具

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国际化大都市，实现文化产业增

值的直接推动力。

１　农民工文化生活现状及特点

本文对西 安 文 艺 路 劳 动 力 市 场、西 万 路、张 家

堡、郭杜、韦曲５个西安马路劳务市场１００名农民工

文化生活状况进行了调研。其中，男性９１名，女性

７名，男女比例为７：１。年龄集中在２５－４５岁之间，

职业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两大行业，发放问卷１００
份，回收９８份，回收率为９８％。经过归类分析及对

访谈结果的整理总结，发现：西安市有农民工约１１０

万至１４０万，占全市总人口数的１３％－１６．５３％，全

市劳 动 力 的１８．４７％－２３．５％［２］。他 们 大 多 在 私

企、民营单位打零散工，无固定收入、无固定单位、无

固定工作（农民工自嘲为“三无”人员），其文化生活

状况不容乐观。

１．１　娱乐 生 活 贫 乏，社 会 对 农 民 工 仍 是 经 济 性 接

纳、社会性排斥

　　农民工在城市文化生活和消费中处于席位缺失

状态。［３］处于 “五低”状态：即需求低、供给 低、参 与

度低、满意度低、支出低。７４．４９％的农民工 对 自 己

的文化生活不满意，文化生活消费甚至为零；４５．８％
的农民工用于买书、买报纸、看电影、看录像、唱歌跳

舞等其他娱乐花费为１０元以下，１１．２％的农民工支

出为零；８２．６％的农民工自认为是“赚钱机器”，只要

能赚钱，文化娱乐活动没有也行。

１．２　精神生活落后，农民工文化生活消费仍以简朴

节约为主，文化消费意识淡薄

　　６６．３％的农民工认为物质消费要重于精神文化

消费，为防备不确定的外部环境，除主要的物质生活

需求及子女教育等必要消费外，农民工仍喜欢储蓄

而不是进行文化娱乐消费。



１．３　文化素质偏低，知识面狭窄，处于城市文化和消

农民工多是小学或中学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

低，对公众文 化 活 动 的 参 与 度 低，精 神 文 化 生 活 内

容、层次水平低。９５．９％的人在外出打工前后未参

加过任何职业技能培训。其文化交往活动范围小、

圈子小、渠道少，信息比较封闭，资源匮乏。仅有的

精神文化生活贫乏、质量低、内容枯燥、单调。闲暇

时间，文化生活也只局限于睡觉、看电视、打麻将、玩

纸牌、扎堆闲聊、听广播、读书看报、上网、逛街、逛公

园或公共健身场所等。

２　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的原因分析

２．１　农民工工资低、工作不稳定、收入不稳定、物质

生活消费高，生活压力大

　　他们平均月收入约为１６７３元，加上克扣、拖欠

工资现象还仍然存在，他们都担负着养家糊口的重

任，房租、孩子学费、生活消费和各种物质生活花销

又不断扩涨，使本来收入低且不稳定的农民工倍感

疲惫与无奈。这样就使他们没有能力把金钱投到文

化生活消费中。

２．２　务工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负荷大

农民工平均月工作２６天以上，日工作９小时左

右，工期忙时甚或１３－１５个小时。如此高强度、长

时间的辛苦劳作使农民工更无时间和精力再投入到

精神文化生活中。加上流动性强和高失业的风险，

“促使他们削减自己的消费［４］。”

２．３　从业环境差、施工安全、社会保障等难以满足

农民工的需求

　　大多数所从事的都是高危型劳动密集型职业，

施工环境及重复劳动使其健康素质颇受影响，对农

民工进行文化消费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８４．７％
的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７２．４％
以上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过受聘单位的安全培训；７４．

４％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再加上

子女上学、居住地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城里人

的歧视和对农民工人格的不尊重，使本处于城市文

化边缘状态的农民工更加封闭、孤独、压抑，根本无

暇顾及甚或排斥与市民共享的精神文化生活。

２．４　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没有文化竞争优势

他们技术、专业技能缺乏，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

意识不强，认为其耗时花钱。参加专业技能学习、培

训机会少，参与文化娱乐活动缺乏优势。

２．５　城乡二元结构在文化消费上存在的差异

农民工虽身处城市，但其勤俭的生活习性，和压

抑消费的传统也是导致其文化贫乏的重要因素。除

此之外，对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再加上与市民文化

消费内容和层次特点的差异使农民工文化生活空间

封闭且相对有限。

２．６　政府针对这个特殊群体的文化建设机制不健

全，存在职能、管理及政策上的不到位

　　虽然在政府的帮助下，我省５家美术馆、１１２家

公共图书馆、１２０家文化馆、１６１１家乡镇文化站全部

面向农民工免费开放，但由于宣传不到位，４３．８％的

农民工对此消息全然不知。

２．７　企业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职工的精神文

大部分企业过分关注经济效益，对员工文化生

活不够关注。对于这些从事短期工，流动性强的农

民工群体来说企业基本不考虑他们的文化诉求。

３　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几点建议

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需要为农民工文化生活

和消费提供经济、制度保障，依靠社会共建和农民工

自身的努力来实现。

３．１　完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

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使其收入稳定，

全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为农民工文化活

动提供经济保障。继续通过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加强对我市农民工的组织领导，完善农民工就业

服务体系，联合各人力资源市场，建立招聘、录用、培

训信息交流平台；尽力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养和就

业机会。

３．２　确保农民工的文化权利

建立农民工文化服务机制、社会保障服务机制、

技能培训机制、文化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司法维权机

制等。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干预，以制度化促使其常

态化［５］。为农民工文化活动提供制度保障。将农民

工文化服务机制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并将其

作为衡量我市国际化大都市的衡量标志之一；将农

民工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和疾病防控、保险等纳入

社会保障服务机制内。使农民工有房住，子女有学

上，能看得起病、享受到保险，从文化生活上得到提

高；建立技能培训机制，建立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培

训信息库，实现培训和就业的有效对接，积极推行培

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创建公益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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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学校、农民工夜校、周末学习班、工艺文艺培训班

等；健全文化经费投入保障机制，设立农民工文化专

管机构；建立司法维权机制，组织农民工学习《合同

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相

关法律，以法律武装自己，充分发挥我市２６８５家工

会的组织能力，切实为农民工服务。

３．３　发挥社会力量，共建农民工文化

首先，必须 提 高 农 民 工 的 政 治 地 位、社 会 认 同

度。发挥媒体效应加大从正面宣传农民工对我市经

济建设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并对城市建设做出

特殊贡献的农民工加以奖励，建立西安市农民工文

化艺术博物馆，评出“感动西安农民工”；其次，通过

政府主导、企业赞助、社会募捐的形式发挥一些非政

府、非盈利性组织的作用，修建一些农民工文娱活动

场所为农民工提供各种文化资讯；最后，组建成立社

会公益性文艺团队，和企业开展文化对接服务，送文

化到企业、送文化到工地，开展一些免费或收费低的

文化娱乐表演活动服务于农民工文化。

３．４　发挥农民工的主体作用

鼓励网络操作技能娴熟的农民工通过网络信息

组建一些如“西安工友联谊会”、“西安工友之家”等

属于农民工自己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慈善机构等，

使农民工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城市文化的建设

中，丰富自身的文化生活。在农民工群体中培养一

批文娱爱好者，并组织相关机构对他们进行免费娱

乐培训，鼓励他们以“群文展演”等农民工喜闻乐见

的形式，自编、自创、自演一些符合农民工群体特点

和文化特色的文艺节目，通过文艺汇演的形式展示

给广大农民工，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参与意识。

除以上所述外，丰富发展农民工文化还必须加

大政府等文化服务机构的宣传职能，加大对我市文

化政策制度的宣传力度。同时，企业管理部门要加

强推进农民工参与企业文化的共建，增强农民工对

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还要尊重农民工文化

的性别差异、代际差异和年龄差异，切实贯彻践行党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通过政府主导、企业共建、

行业指引、社会共同参与，帮助农民工树立文化融入

观念、文化共 建 观 念，丰 富 发 展 西 安 农 民 工 文 化 生

活、创新文化机制，使农民工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

障，每个农民工都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实现自己

的人生梦想，并最终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提高农民

工文化生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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