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 卷第 2 期
2007 年 3 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37 , No. 2
Mar. 2007

[收稿日期 ] 2006120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 :// www. journals. zju. edu. cn/ soc

[基金项目 ]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资助项目 (05JJD810004)

[作者简介 ] 1. 林坚 (1951 ) ,男 ,上海人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

与政策方面的研究 ; 2. 葛晓巍 (1974 ) ,男 ,河北滦县人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农业经济

管理研究。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 ·

我国农民的职业流动及择业期望

林　坚 , 葛晓巍
(浙江大学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 浙江 杭州 310029)

[摘 　要 ] 通过代内流动表对农民初职、现职和未来职业预期变化的分析结果表明 :今后我国农民

非农化进程将减慢 ;最期望流向其他职业的是雇工而不是农民 ;个体工商劳动者成为了农民向高层流动

的“中转”职业 ;尽管农民的流动人数很多 ,但都集中在声望值较低的职业之间 ,流动后的社会地位依然

不高。如何加快农民继续向非农职业转移以及促进农民由低层向高层流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转

变农民身份的一系列政策在这方面的作用已弱化 ,使农民具备向上垂直流动的能力才是解决问题的

关键。

[关键词 ] 农民 ; 非农化 ; 职业流动

[中图分类号 ] F323. 6 　　[文献标志码 ] A 　　　[文章编号 ] 1008 - 942X(2007) 02 - 0110 - 08

Chinese Farmers’Occupation Change and Expectations in Career Choice
L IN Jian , GE Xiao2wei

( T he Center f or A g ricul t ural and R ural Development , Zhej i ang U ni versi t y ,

H angz hou 310029 , Chi na)

Abstract : The critical p rogr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depends on t he t 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social stat us. However , in t he p rocess of t ransforming t he stat us of farmers into t he status of

urban resident s , only a few farmers have changed t hemselves into urban resident s by t he Chinese

government’s definition of residential right or hukou. The majority of farmers have only changed

t heir farming occupation into non2farming ones. U sing t he int ra2generation mobility table , t his

paper analyzes t he changes in t he farmers’ earlier jobs , p resent jobs and f ut ure career

expectations , especially t heir non2farming t ransforming process and tendency. The result s

indicate t hat a lot of farmers have changed t heir occupation f rom their earlier ones , but only a few

of t hem have achieved t heir career expectations. Therefore , t he non2farming t ransforming process

will slow down in t he f uture. Working experience in t he non2farming sectors has broadened

farmers’views and induced t heir desires to move to more decent jobs wit h t heir own capacities. It

is t he employed workers and not the farmers who have the highest career expectations and hence

　



more likely to take other jobs. Self2employed workers are a link between low2tier and high2tier

occupations. When t he occupation mobility route is gradually shortened , middle2tier occupation

will work as a deck for farmers to move toward to high2tier occupations. Although a lot of

farmers have job mobility , most of t hem are engaged in low2level occupations and don’t have high

social stat us.

It’s a long way for farmers to leave t he rural areas and get decent occupations in the urban

areas. Therefore , accelerating farmer’s shif t to non2farming jobs and promoting t heir mobility

f rom low2tier occupations to high2tier ones are urgent issues. Alt hough some policies aiming at

changing farmers’stat us ———t 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 ration system , for example ———have

successf ully f reed farmers f rom the farming land and let t hem have low2tier non2farming jobs , t he

role of these policies have gradually been weakened. While expanding farmers’chances of

employment in t he non2farming sectors , it is wort hwhile paying at tention to t he farmers’

capabilities in having bet ter employment .

Key words : farmer ; non2farming ; occupation mobility

一、引　言

我国农民身份的改变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职业转移、地域迁移和身份转变 ,这三者是

我国农民非农化过程中三个既相对分离又依次递进的环节[1 ] 。农村中大部分劳动力仅仅是完成了

职业的转移和地域的迁移 (更多的是候鸟状迁移)这两个过程 ,只有少数劳动力真正转变了其身份 ,

成为了市民。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实质性推进 ,取决于农民社会身份的真正转变。了解这个过程

中农民的职业流动情况及农民对职业选择的预期 ,对加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市民

化进程有重大意义。

研究我国农民职业流动的文献大多结合劳动力的流动 ,集中于运用经典理论如“二元”经济理

论[2 ] 、预期收入理论[3 - 4 ] 、相对地位假说理论[5 ]86 、托达罗模型[6 ] 、推拉理论[ 7 ] 等研究农民在农业与

非农职业间选择的原因、结果及影响因素 ,较少涉及农民进入非农领域后流动及生活的情况。有学

者从代际、代内流动的角度研究全国各职业的转换及流动后职业声望的升降[8 ]341 - 403 ,其中虽然涉

及到农民从事非农职业人员的流动 ,但并不是其研究的重点。李强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研究了农民

的职业流动 ,但只是比较了三个时点间 (初职、二职和最后职业) 农民从事非农职业结构的变化 ,而

未能研究农民非农职业选择过程中从业人员的流向[ 9 ] 。

对职业流动的研究通常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两个方面。国外比较重视代际流动分析 ,因

为代际流动能凸显出社会结构因素对流动的长期影响。而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分类和社会

流动机制在最近五十年里变化非常大 ,并且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政策倾向 ,因此 ,对于当代中国

社会流动的研究 ,代内流动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借鉴前人使用的代内流动表的研究方法 ,从

农民初职的选择、从事的现职和未来职业期望三个方面出发 ,对农民从事职业的变化以及选择理想

职业的状况进行分析。

文中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近期对浙江、江苏、江西、河北、四川 5 省 40 个村的一次关于“农民阶

层分化及市民化”的抽样调查 ,调查对象是 14 岁时居住在农村者 ,调查共收回问卷 1 340 份 ,有效

问卷 1 22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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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职业的流动

(一)职业声望排序

为衡量农民在选择职业过程中地位的升降 ,我们先对各职业类型赋以声望值然后排序。职业

的声望值依据李春玲所著《断裂与碎片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8 ]178中农村人员对各

职业声望的评价表所赋以。因调查所设职业选项为职业大类 ,与评价表中的职业有所不同 ,所以 ,

我们在评价表中寻找到相似职业 ,并以这种职业的声望值作为调查中职业的声望值。具体职业类

别和声望值见表 1 :

表 1 　职业类别和声望值

职业编号及名称 参考职业 声望值
1 　雇工① 三轮车夫 20. 83

2 　农民 种田农民 25. 80

3 　农民工② 农民工 28. 51

4 　个体工商劳动者 个体小商店店主 42. 74

5 　农村管理者③ 村委会主任 51. 13

6 　农村智力劳动者④ 小学教师 58. 40

7 　乡镇企业管理者⑤ 企业技术员 63. 64

8 　私营企业主 私营企业老板 65. 66

9 　其他⑥ ——— ———

注 : ①雇工 :指临时工 ; ②农民工 :指长期打工者 ; ③农村管理者 :指村干部、生产组干部等 ; ④农村智力劳动者 :指老师、医生、

乡村技术员等 ; ⑤乡镇企业管理者 :指企业领导人、专业技术人员等 ; ⑥其他 :指工人、远洋钓鱼等选项中没有的职业。因

调查中“其他”选项包含的职业类别差距悬殊 ,没有赋以声望值进而不能判断流动的升降。所以 ,在分析相关内容时忽略

了“其他”选项。不过 ,选择“其他”选项的人数较少 ,不会影响分析的整体结果。

(二)职业流动概述

表 2 表明的是农民从初职到现职的流动情况。表的列表示现在从事各职业的人员中有多少人

来源于其他行业 ,表的行表示由初始职业向现在所从事职业转变的情况。表格对角线的数值表示

没有改变职业的样本数 ,对角线以上的数值为职业声望上升的样本数 ,对角线以下的数值为职业声

望下降的样本数。

雇工在所分析的 8 个职业中是声望最低的一个职业 ,从初职到现职的流动看 ,有 53 人流出从

事他业 ,其中流出到农民和个体工商劳动者的比例较大 ,分别占初职雇工总人数的 12. 00 %和

16100 %。流入雇工的人员主要为农民 ,共 60 人 ,占现职雇工总人数的 40. 82 %。尽管农民向雇工

流动从职业声望上来说是下降了 ,但从非农职业选择的角度看 ,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对于农民来

说 ,流出人数为 300 人 ,占总人数的 48. 70 % ,主要流出到个体工商劳动者、农民工和雇工 ,分别占

初职农民总人数的 17. 53 %、11. 04 %和 9. 74 %。而流入到农民的人员并不多 ,仅为 62 人 ,约一半

左右来源于雇工和农民工等职业。农民工除了一部分回流到农民外 ( 13. 76 %) ,还有一部分

(16151 %)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个体工商劳动者。而流入到农民工的人员主要为农民 , 68 人 ,

占现职农民工总人数的 45. 33 %。对于个体工商劳动者来说 ,流出的人数并不多 ,72. 88 %的人没

有改变职业。流入的 162 人使这个职业的人数大为增加 ,主要来源为雇工 (20 人) 、农民 (108 人) 、

农民工 (18 人) ,分别占个体工商劳动者总人数的 8106 %、43155 %、7126 %。从事农村管理者和农

村智力劳动者的人数较少。原来从事农村管理者的 13 人中 ,有 4 人重新回到了农民行列 ,其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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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别从事了农民工、个体工商劳动者、农村智力劳动者、乡镇企业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等职业。

而流入到农村管理者的人员中 ,占较大比例的是农民 ,23 人占农村管理者总人数的 42159 %。对于

农村智力劳动者来说 ,其人数变化最小 ,没有改变职业的人员比例也最大 (78. 75 %) ,有 13 人从农

民流入到农村智力劳动者中 ,占农村智力劳动者总人数的 16. 05 %。

乡镇企业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是本文中声望最高的两个职业。乡镇企业管理者中 ,有 12 人流

出 ,其中 4 人成为了个体工商劳动者。而流入到此职业的人员为 15 人 ,5 人来源于雇工。对于私

营企业主来说 ,在初职从事此职业的 4 人中 ,有 3 人依然从事此职业 ,1 人成为了农民工。而流入

此职业的人数为 26 人 ,其中农民 12 人 (占私营企业主总人数的 41. 38 %) ,雇工和农民工各 4 人
(占私营企业主总人数的 13. 79 %) 。

表 2 　初职到现职的流动 ①

现职

初职
1 2 3 4 5 6 7 8 9 总计

1 72 15 4 20 1 1 5 4 3 125

2 60 316 68 108 23 13 4 12 12 616

3 4 15 61 18 3 0 2 4 2 109

4 5 5 9 86 4 2 3 2 2 118

5 0 4 2 3 13 1 1 1 1 26

6 1 7 1 4 2 63 0 2 0 80

7 0 2 1 4 3 1 17 1 0 29

8 0 0 1 0 0 0 0 3 0 4

9 5 14 3 5 5 0 0 0 17 49

总计 147 378 150 248 54 81 32 29 37 1 156

总体而言 ,在由初职到现职流动的过程中 ,322 人职业声望上升 ,631 人没有改变职业 ,134 人

职业声望下降 (没有包括“其他”项) 。从所占百分比来看 ,流入最多的职业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

商劳动者。这是因为与农村管理者和农村智力劳动者相比较 ,从事个体工商劳动者或私营企业主

所要求的条件要低一些 ,大企业主固然需要较强的管理能力 ,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劳动者只要有一

部分资金投入就可以了 ,而农村管理者和智力劳动者则要有较高的声望和教育的前期投入 ,因此 ,

经过外出打工形成一定的资本积累后 ,农民很自然地成为了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劳动者。农村

管理者流出人数所占比例最大 ,其流出可能是因为任职期满 ,并大多流向农民行列。流出最小的是

农村智力劳动者 ,这是因为从事农村智力劳动者的人员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或技能 ,这种知识和技能

或者是家庭传递的 ,或者是通过付出很大的努力和投入而获得的 ,所以人们一旦从事了这类工作 ,

就难以下决心改变。

三、农民的择业期望

对农民由初职到现职流动的分析 ,使我们了解到农民社会地位的变化。那么 ,未来农民从事的

职业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 通过问卷中“如果给您一个机会选择 ,您会选择从事哪一职业”这

一问题的调查 ,我们可以考察农民未来职业选择的概况。

(一)未来择业期望

从整体上看 (见表 3) ,有 348 人不想改变职业 ,749 人期望从事的职业声望高于现职声望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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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期望从事的职业声望下降 (没有包括“其他”项) 。

雇工、农民和农民工是农民最不期望从事的职业 ,92. 05 %的雇工和 90. 68 %的农民工都期望

改变自己的职业。其中雇工流出 139 人 ,期望流向个体工商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的人数最多 ,分别

为 35 人和 36 人 ,占雇工总人数的 23118 %和 23184 % ,而流入雇工的 16 人全都来源于农民 ,占期

望从事雇工总人数的 53. 33 %。农民工中有 35 人 (21174 %)和 69 人 (42186 %) 期望从事个体工商

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等职业 ,而期望流入到农民工的人员主要为农民 ,32 人占期望从事农民工人

数的 50 %。农民共流出了 297 人 ,其中期望流向私营企业主的最多 , 84 人占农民总人数的

20134 % ,其次是个体工商劳动者 (53 人占农民总人数的 12. 83 %) 和农村智力劳动者 (48 人占农民

总人数的 11. 62 %) ,而想成为农民的人数并不多 ,原来从事农业的 116 人占期望从事农业人数的

81. 69 %。

个体工商劳动者从业人数变化虽然不大 ,但流入流出人员较多 ,其中期望成为私营企业主的有

68 人 (占个体工商劳动者的 26. 88 %) ,而期望成为农村管理者和乡镇企业管理者的人数均为 24 人

(占个体工商劳动者的 9. 49 %) 。期望成为个体工商劳动者的人员中 ,21. 37 %来源于农民 ,各有

14. 11 %来源于雇工和农民工。农村管理者中仅有 18 人不想改变职业 ,有 14 人期望成为私营企业

主 ,占农村管理者总人数的 25. 45 % ,还有一部分人期望成为个体工商劳动者、农村智力劳动者、乡

镇企业管理者 ,分别占 10. 91 %、14. 55 %和 10191 %。从流入的角度看 ,期望成为农村管理者的人

员主要为农民 40 人、个体工商劳动者 24 人和农民工 16 人 ,分别占期望或为农村管理者总人数的

32179 %、19167 %和 13111 %。农村智力劳动者中 ,有 12 人 (14. 63 %) 期望成为私营企业主 ,8 人

(9176 %)和 7 人 (8145 %)期望成为个体工商劳动者和乡镇企业管理者。期望成为农村智力劳动者

的人中 ,30. 19 % (48 人) 为农民。36 名乡镇企业管理者中 ,有 11 人 (30. 56 %) 期望成为私营企业

主。而其他各职业都有人员期望成为乡镇企业管理者 ,因此 ,流入人数较多 ,占乡镇企业管理者的

87. 96 % ,其中来源于个体工商劳动者的人数为 24 人 ,占期望从事乡镇企业管理者总人数的

22122 % ,来源于雇工和农民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17. 59 %和 20. 37 %。私营企业主中有

25 人不想改变职业 ,占 83. 33 % ,而流入私营企业主的人员最多 ,占期望从事此职业总人数的

92149 % ,其中农民 84 人占总人数的 25. 23 % ,农民工 (69 人) 和个体工商劳动者 (68 人) 分别占总

人数的 20. 72 %和 20. 42 % ,来源于雇工的人数占 10. 81 %。

表 3 　农民的择业期望

期望

现职
1 2 3 4 5 6 7 8 9 总计

1 12 8 10 35 11 19 19 36 1 151

2 16 116 32 53 40 48 22 84 2 413

3 0 4 15 35 16 9 9 69 4 161

4 2 8 5 100 24 20 24 68 2 253

5 0 2 1 6 18 8 6 14 0 55

6 0 0 0 8 4 49 7 12 2 82

7 0 0 1 5 4 2 13 11 0 36

8 0 0 0 0 0 2 3 25 0 30

9 0 4 0 6 5 2 5 14 3 39

总计 30 142 64 248 122 159 108 333 14 1 220

这种由低层职业向高层职业的流动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但这仅仅是农民对未来职业的美好憧

憬。下文以选择理想职业的原因为基础 ,对农民未来职业选择的情况进行调整 ,以观察未来职业选

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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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理想职业的理由

在选择期望职业的理由中 (见表 4) ,以收入普遍较高、个人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没有别的选择

三项所占比例较大 ,其中“收入普遍较高”的比例最大 (514 人 ,占总人数的 42. 10 %) ,并集中于选择

个体工商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个人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排在第二位 ( 316 人 ,占总人数的

25188 %) ,选择的职业集中于个体工商劳动者和农村管理者。而选择理由为“没有别的选择”中 ,都

为职业声望较低的职业 ,其中农民最多 ,其次为农民工。

有一个好的期望并不一定就能实现 ,收入高、社会地位高和声望高作为选择期望职业的理由均

为个人憧憬 ,并不是根据自身具体状况进行客观的选择。而“个人具有这方面的能力”是从业者对

自己的客观评价 ,也是选择理想职业的必要条件 ;选择“没有别的选择”选项的人都从事着声望值较

低的职业 ,此选项表明他们只能从事这种职业或者是对自己没有某种能力而不能从事其他职业表

现出的一种无奈。由此 ,选择这两个理由的人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对职业的预期 ,笔者认为 ,他们经

过自身努力后可以实现自己的职业期望。由此 ,我们特别针对选择这两种理由的人员进行分析 ,并

对前文期望择业的结果进行调整。

表 4 　选择理想职业的理由

职业

理由
1 2 3 4 5 6 7 8 9 总计

收入普遍较高 6 8 19 127 27 36 51 238 2 514

社会地位较高 0 0 0 0 31 12 13 13 2 71

声望较高 1 1 0 0 19 19 8 3 1 52

个人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6 40 7 80 33 65 31 51 3 316

没有别的选择 12 83 32 28 3 7 4 6 5 180

其他 5 11 6 13 9 20 1 22 1 88

总计 30 143 64 248 122 159 108 333 14 1 221

(三)调整后的职业期望

改变职业理由为“个人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和“没有别的选择”的人员共 496 人 ,有 246 人发生了

职业流动。其中 187 人向上流动 ,39 人向下流动 (没有包括“其他”项) 。这样 ,在农民现在从事职业的

基础上 ,结合这 246 人选择理想职业的情况 ,便可得到调整后期望职业选择的结果 (见表 5) :

表 5 　调整后职业选择的结果

期望

现职
1 2 3 4 5 6 7 8 9 总计

1 102 6 6 15 5 9 4 3 1 151

2 8 343 17 10 5 15 4 9 2 413

3 0 3 123 11 10 2 2 8 2 161

4 1 7 5 208 2 5 8 16 1 253

5 0 1 0 2 47 2 1 2 0 55

6 0 0 0 4 1 69 4 3 1 82

7 0 0 1 5 0 0 27 3 0 36

8 0 0 0 0 0 0 1 29 0 30

9 0 4 0 2 1 0 4 2 26 39

总计 111 364 152 257 71 102 55 75 33 1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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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调整后的结果显示 ,大部分人都从事原来的职业。由现在职业向未来期望职业的流动非

常小。表中的数据表明 ,尽管农民向其他职业流出的人数最多 ,但按比例却不是最大的 ,流出率最

高的是雇工 ,但也仅仅流出了 49 人 ,占雇工总人数的 32. 45 % ,其中期望流向个体工商劳动者的人

数最多 ,为 15 人 (占总人数的 9193 %) 。农民期望向农民工和农村智力劳动者转移的人数较多 ,分

别占农民总人数的 4. 12 %和 3. 63 % ;农民工期望向个体工商劳动者和农村管理者转移的人数较

多 ,占农民工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6. 83 %和 6. 21 %。个体工商劳动者期望流向私营企业主的人数

最多 ,为 16 人 ,占个体工商劳动者总人数的 6. 32 %。流出最少及流入最多的均为私营企业主 ,30

人中仅有 1 人流出 ,没有流出的 29 人在职业流动后的 75 人中仅占 38. 67 %。流入最少的是农民 ,

表明很少有人愿意务农。

四、总结及对策建议

(一)总结

通过上述农民非农职业流动及期望的分析 ,可得到以下结论 : (1) 在由初职向现职的转变过程

中 ,农民向非农职业的转移率是非常大的。而从现职到理想职业的转变过程中 ,尽管大多农民都想

流出农业 ,但这只不过是一种理想 ,仅有 70 位农民可能流向非农职业。这表明我国农民非农化的

步伐在变慢。(2)初职到现职的流动多发生在低声望职业之间 ,农民人数变化最大 ,但主要集中于

文中涉及的前 4 个职业间的流动 ,而后 4 个职业的流入和流出人数都较少。(3)在期望改变自己职

业的人员中 ,尽管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实现职业期望的人占较大比例 ,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选择流

出 ,其中流出率最高的是雇工而不是农民。人员流向表现为 :雇工、农民、农民工向个体工商劳动者

流动和个体工商劳动者向私营企业主的流动。这表明农民进入非农领域后 ,其中一小部分经过资

本积累将流向高声望的职业 ,而个体工商劳动者成为了低层职业和高层职业的连接点。(4)个体工

商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是最受农民青睐的职业 ,私营企业主也是文中农民可选择的声望最高的职

业。但这两个职业在我国整体职业声望排序中 ,只能排在中下水平 ,说明我国农民尽管转变了身

份 ,但其总体地位仍然不高。

(二)对策建议

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改变农民身份的政策 ,在初始实施期成功地使农民从束缚他们的土

地上脱离出来并潮涌向低层非农职业当中。然而 ,从农村走出的农民只是我国农民中的一小部分 ,我

们当前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继续让农民跳离农门以及让农民流入高层职业。而上述的系列政策解决这

两个问题的作用是微弱的 ,因此 ,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加快农民向非农职业流动的进程 :

1. 提高农民自身的就业能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 ,向高声望职业的流动需要靠自己的资源和

能力。然而我国农民的能力和社会资源都非常有限。这就是在初职到现职的转变过程中 ,虽然流

动人数非常多 ,却大部分集中在低声望的 4 个职业间流动 ,而在预期自己未来从事的职业时很少人

改变职业的原因。事实上 ,声望较高的职业是有门槛的 :农村管理者需要一定的声望甚至较强的经

济实力 ;农村智力劳动者需要前期的教育投入 ;乡镇企业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 ,要有较高的文化水

平和雄厚的经济资本。高门槛只能使普通农民将从事这四个职业作为美好的愿望。因此 ,从统筹

城乡发展的全局出发 ,完善劳动力市场及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是解决上

述问题的基础。而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尤其是职业技术培训 ,让农民具有从事其他职业的能力是解

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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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拓宽农民非农就业的范围。从调查的结果看 ,我国农民非农化还表现出就业范围非常狭窄

的状况 ,在“其他”选项中涉及的职业也不过是前 8 个职业所不包括的工人类别和农村中具有某种

手艺和特长的人。因此 ,我们应该为农民提供更多类型的非农职业 ,并使其成为农民流向上层社会

的途径。比如在现实中 ,管理农村的都是非农民身份的人 ,让有能力的农民进入到政府 (乡、镇) 管

理自己 ,这在新农村建设中是一项值得尝试的工作。

3. 关注其他非农职业就业农民。近年 ,农民工问题更多地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出现 ,所引

起的强大呼声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事实上 ,农民工问题和其他非农职业人员就业问题的重要性

是不分轻重的。如文中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劳动者大多由农民工转变而成 ,增加对他们的关

注会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和雇工的流入。但这两个职业的风险较大 ,事业的失败会使他们回流到农

民的行列中 ,现实情况是国家在社会保障、信息供给等方面对他们的关注极少。另外 ,农村管理者

和农村智力劳动者在农村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起着显著的作用 ,但我们对他们的生活状况、

社会地位等的关注也是不够的。

外出打工开阔了农民的眼界 ,进而使之形成了根据自己的能力向上层流动的愿望 ,但能够实现

向上流动的人员毕竟是少数。农民离开农村后逐渐流入到高声望职业的过程是漫长的 ,最终的结

果可能在这一代人身上观察不到了 ,这需要从代际流动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过程的变化。值得欣慰

的是 ,在农民选择自己未来职业时 ,个体工商劳动者显现出成为“缓冲职业”的趋势。这个中间层的

出现在我国阶层分化尤其是我国农民分化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在路径逐渐短化的职业流动过

程中 ,它将成为农民向高阶层流动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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