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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其核心是社会结构的转型。结构转型的主要方面

则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农民进城

正是这一结构转型的重要方面，也是必然趋势。 

从世界范围看，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紧密相连的，工业—城市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共同

规律。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均达到人口的80%左右，少数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到

2%，而我国城市人口的比重仅为43%，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将是长期的趋势，这些人群能否在城市

安定下来，住房问题成为首当其冲的重要方面。 

  

一、我国农民工住房难问题凸现 

从社会阶层结构来看，我国现状是农民收入普遍很低，受教育水平低，观念落后，处于塔底；中等

收入阶层主要来自城市，而城市人口数量还远未达到合理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城市化的

道路还长远；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发展经验来看，城市人口的增长乃至最终超过农村人口，主要依靠农民

的分化，也就是大量农民流向城市；城市的发展，城市的中心作用，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着农民，为农

民提供更多的生活和工作机会，推动农民向城市流动，促进农民的分化和社会阶层位置的转变。 

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城市工业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外资的大量引进，使城市和一些先进地

区的“三来一补”即“三资”企业发展迅速，很多城市迫切需要补充劳动力，而城市劳动者在职业选择

上正在逐步提升档次，农民大量进城可以填补相对空缺的就业岗位，保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 

王汉生，刘世定等人的研究提出，进城的农民从业方式主要有四种：（1）在城市企业中打工；

（2）进入城市建筑队或装修队；（3）在城市中自我雇用或成为雇主；（4）其他进入服务性行业或在

街头揽散活。 

进城农民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很少得到城市中公共的或政府分配的资源，住房难问题凸现。从四种

从业农民的住房情况看，第（3）类进城农民的收入状况相对较好，他们中部分常年在城市从事个体经

营，积累了一定资本，实际上已跻身为城市私营业主，许多可以通过购买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并在城市

中立足。但他们主要依靠个体自生的力量和资本，也未享受城市的各种住房福利。 

第（1）(2)(4)类可以统称为农民工，这是新生的社会结构阶层。李强认为农民工属于第三元群

体，它的本质在于它与农村居民相比是一个占有一定城市资源的群体，它与城市居民相比又是一个仅占

有十分有限城市资源的群体，是被排斥在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体（李强，2004:5）。 

这部分农民工住房条件恶劣。从住房面积上看，他们的住房面积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住房面积。根据对

农民工住房的调查资料显示，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平均只有 2.5平方米，其中最小的只有2.15平方

米，最大的也才3.45平方米。90﹪的农民工没有自己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从住房质量来看，普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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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农民工租借的住房大多是城市闲置老房和违章搭建房屋，因此建筑密度大、容积率高、通风采

光条件不理想、户型设计落后。在居住环境方面，配套设施少，绿化面积小，公共卫生状况令人担忧，

“脏、乱、差”现象突出，并存在消防隐患。从住房区域来看，聚居在城郊结合地带和城市贫民区，治

安较差。 

  

二、农民工住房难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达伦多夫认为，权威分配的不均等，是产生系统性的社会冲突的决定因素。由于人们所处的客观位

置不同，也就具有不同的利益，统治群体要求保持现状，而被统群体则希望改变现状。由于社会结构本

身所产生的这种对立的行动取向，使冲突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普通趋势。两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对立，不一

定就形成现实的社会冲突。“潜在利益”向“显性利益”的转变，或者有“准利益”形成“利益群

体”，其中还需要一系列的机制，包括技术的、政治的、社会结构乃至社会心理。达伦多夫认为，权力

与权威都是社会上稀有的资源，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是社会冲突的决定因素。冲突起源于一种不满于反抗

的意识，这种意识包括不合法感和不公平感，有了这种意识后，被剥夺者的反抗就会引发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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