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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困境
———基于中部 H 市高职往届毕业生就业质量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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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 20 世纪八十年代后出

生，在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体力劳动或技术劳动的农

村籍务工人员。本课题所论证的新生代农民工则主要

是指 80、90、00 后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民工。新生

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产业大军，其以技能素养为聚焦点的综合素养直接关

系产业发展质量乃至整个国民社会经济的发展。立足

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困境，加强其职业技能培训，

培养工匠型新时代农民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无法绕过的人才建设课题。

1 问题源起

笔者作为 80 后农村出生的职业院校教师，长期从

事职业素养培训工作，非常关注同龄段有大专及以上

学历，但非进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籍就业人群

的工作情况。基于乡土根脉情结，近两年与 80 后保持

不间断交流，在生产一线走访，在街头路尾驻足，在微信 QQ 码字，

收获了一些一手信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选择、思想动态、价值

追求、就业状况、生活质量、发展空间等有了较为深层次的了解。为

了更加精准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生涯发展情况，课题组设计了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调研问卷》，该问卷以中部 H 市职业院校

往届毕业生，聚焦非进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籍就业人群为

调研对象，围绕职业基本状况、职业价值诉求、职业教育培训、职业

综合素养等方面进行问卷设计，综合考量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

物质土壤、文化氛围和重视程度，着重了解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

规划、职教培训需求情况。本次调查活动集中发放问卷，以无记名的

方式采集数据，调查问卷共发放 300 份，回收问卷 295 份，其中有效

问卷 270 份，问卷有效率为 91.5%。

2 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特征变化

2.1 体量逐渐增大。早在 2010 年全国总工会发布《全国总工会

报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影响国家社会稳定》的调查报告就有显

示：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年龄在 16 周岁以上的新生代农民

工的数量己经超过 1 亿人，占全国农民工总数的 60.9%，占全国职

工总数的一半。2019 年，由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

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明确提到，全国农民工总量约为 2.9

亿人（图 1）。

2.2 年龄普遍下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提到，80

后新生代农民工人数超过总人数的 50%以上，事实上成为农民工队

伍的主力。随着国家人口生育政策的灵活实施，新生代农民工的比

例将在未来一定时间内继续呈增长之势。《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

报告》数据显示，2020 年 16~40 岁农民工占比高达 73.6%，其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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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新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基于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面临体量逐渐增大、年龄普

遍下降、学历不断提升的主体新变化，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专业背景不强、工作定力不高、技术含量不高的职业难题，职业生涯规划模糊、职

业能力提升较难，其职业发展值得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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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民工规模及增速 来源院国家统计局叶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曳

表 1 农民工年龄构成 来源院国家统计局叶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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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80-90 年出生的占比最高，

达 26.7%。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

农民工越来越年轻化（表 1）。

2.3 学历不断提升。调研发

现，调研对象中新生代农民工中

本科学历和研究生学历占据

46.67%，学历高成为新生代农民

工的显著特征。《2020 年农民工

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大专及以上

学历外出农民工占比 12.2%，并

且将随着高等学历毕业生的增

大，这个比例还会继续增加。和老

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虽然出生

在农村，但是接受过更多更好的

教育，在思想感悟、价值追求、社

会阅历、就业状况、权益维护、职

业规划、流动趋势等方面有很大

的不同（表 2）。

3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问题

3.1 专业背景不强。调研发

现，有 47.41%的新生代农民工一

直从事个人所学专业方面的工

作，有高达 33.33%新生代农民

工，没有结合自身大学专业背景

就业，而是改行从事非个人所学

专业方面的工作，他们的职业技

能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不高（表

3）。

3.2 工作定力不高。调研发

现，作为大专学历起底的新生代

农民工除了 2.59%的人创业外，

竟然还有 63.33%的人游离在第

一、二、三产业之外，走访交流发

现，很多人对自身“要干什么”非

常模糊，对待工作“三天打鱼两天

晒网”。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

生代农民工主观上的工作耐受力

低，吃苦耐劳意识不强，高不成低

不就，重视物质和精神享受，心理

调试较差，稍有不顺就跳槽（表

4）。

3.3 技术含量不高。调研发

现，有 77.03%的新生代农民工非

从事技术指导、中层管理、科研攻

关等工作，其中有 64.07%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在生产一线，主要集

中在交通物流、餐饮服务等领域。非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专业的人

做非专业的事现象严重，所从事的工作岗位技术含量不高，不利于

个人职业生涯发展（表 5）。

4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困境

4.1 职业生涯规划模糊。清晰自己想做什么、明确定位自己现

在做的是什么以及将来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职业境界，是职业生涯

规划的主要内容。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是

充满期待的。调研发现，只有 8.89%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作

非常满意，全体调研对象的工作满意度维持在 78.89%。满意度与职

业生涯认知与规划紧密相连，如果说非常满意，说明工作前景非常

好、各种待遇也好，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明确的定位。如果说是基本满

意，说明“跳槽”的可能性将会增大，未来何处何从还在选择和观望

（表 6）。

4.2 职业能力提升较难。职业能力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获

得感和幸福感的大小。调研发现，只有 25.19%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

在所在单位个人能力能得到提升和彰显，33.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

为工作比较对口专业，意味着大多数人专业都不对

您的学历情况（   ）  

A.大专 144 53.33% 

B.本科  106 39.26% 

C.研究生 20 7.41% 

 

 

您目前工作情况（   ）  

A.一直从事个人所学专业方面的工作  128 47.41%  

B.改行从事非个人所学专业方面的工作  83 30.74%  

C.个人创业  7 2.59%  

D.待业  7 2.59%  

E.正在求学深造  45 16.67% 

您现在工作领域（  ）  

A.农业  3  1.11 % 

B.工业 47 17.4 1% 

C.服务业  49 18.15% 

D.其他  171 63.33% 

 

您工作主要从事（  ） 

A.一线生产 35 12.96% 

B.技术指导  33 12.22% 

C.中层管理  22 8.15% 

D.科研攻关 7 2.59% 

E.其他 173 64.07% 

 

您对现在工作的满意度（  ）  

A.基本满意  115 42.59% 

B.较满意 74 27.41% 

C.非常满意 24 8.89% 

D.还凑合 63 23.33% 

E.厌倦 9 3.33% 

F.如果有更好的去处，想跳槽辞职 49 18.15% 

 

表 2

表 3

表 4

表 5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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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工作满意的原因（  ） 

A.经济待遇还行 124 45.93% 

B.比较对口专业 91 33.7% 

C.工作强度还好 87 32.22% 

D.单位氛围较好 82 30.37% 

E.个人能力能得到提升和彰显 68 25.19% 

F.其他 85 31.48% 

口，职业能力难以提升。出于现实考虑，45.93%的新

生代农民工对当前经济待遇认可，30.37%的新生代

农民工对单位氛围比较认可，32.22%的新生代农民

工能够适应工作强度，在这种环境下，新生代农民工

容易滋生“低端满足”，这也就成为他们能够在岗位上

坚持下去的原因（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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