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既是人口大省又是劳务输出大省。2004年底河南
省乡村人口 6 908万，占总人口的 71.1%，农村劳动力 4 700
万人，据推算，农村富余劳动力 2 800万左右，目前外出务
工人员达 1 411 万人，其中常年在外务工人员 562 万，占
40%。农民工的大规模迁移，给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
和全民健身等方面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就全民健身运

动而言，大规模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不仅给全民

健身运动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为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笔

者对河南省外出农民工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

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河南省外出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样本选

取河南省劳务输出较多的信阳、南阳、周口、驻马店、安阳、

商丘 6个地区的部分外出农民工为调查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查阅文献资料。依据研究目的和内容的需要，查阅了

有关社会学、社会体育学及农民工的健康与健身等方面的

文章，了解国内研究现状及研究成果，并进行分析和整理。

1.2.2 调查方法。根据研究内容设计调查问卷，并对问卷进

行信、效度检验，信、效度较高，符合研究的需要。2005 年
底，利用农民工春节返乡团聚的有利时机，借助河南科技

学院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活动，进行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共

发放问卷 1 200份，回收 1 059份，回收率 88.3%，其中有效
问卷 980份，有效回收率 81.7%。
1.2.3 数理统计方法。回收的问卷用 Spss12.0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根据研究的需要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常规数

理统计处理。

2 河南省外出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2.1 农民工的年龄、性别比例 从年龄看，河南省外出农

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平均年龄 28.3岁。其中，16耀20岁的农
民工占 19.3%，21耀25 岁的占 27.6%，26耀30岁的占 16.4%，

31耀35岁的占 12.1%，36耀40岁的占 11.4%，40岁以上的只
占 13.2%；男性农民工占 69.7%，女性农民工占 30.3%。
2.2 农民工的文化程度 2005年河南省外出农民工中，文
盲占 1.8%，小学文化程度占 15.3%，比例最高的为初中和高
中文化程度，分别占 67.4%和 11.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的只占 3.7%。总体上看，外出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要高于农
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外出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的占 82.9%，比 2004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文化水平高
19.6%[1]。
2.3 农民工的职业分布状况 2005年河南省外出农民工
中，从事制造业的最多，其次是建筑业，从事社会服务业的

占 13.2%，住宿餐饮业的占 7.3%，批发零售业的占 6.1%，采
矿业的 3.2%，其他行业的只有 9.5%。
2.4 农民工的务工收入情况 据调查，超过 1/3的农民工收
入水平在 500耀800元/月。月收入在 300元以下的农民工占
5.6%；301耀500 元的占 17.5%；501耀800 元的比例最高，占
36.1%；801 耀1 000 元的占 21.3%；1 000 元以上的只占
19.5%。其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平均收入明显高
于中部和西部；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收入明

显高于在地级以下的中小城市。

2.5 农民工健康状况

2.5.1 农民工对健康的理解。对于“没病就是健康”的提法，

有 69.8%的农民工认为完全正确，有 13.3%的农民工认为部
分正确，有 7.7%的农民工认为是错误的，有 9.2%的农民工
回答说不清楚。可见，大部分农民工对健康的理解比较片

面，只有小部分人对健康的理解正确。近 70%的农民工认为
“没病就是健康”，首先与他们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大部

分农民工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国家实施新课程改革、

推行《体育与健康》课程从 2001年开始，在农村中学开展的
可能会更晚些，许多农民工几乎没有接受新的健康教育理

念。其次，大部分农民工是 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力，体格比
较健壮，对疾病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平时少有疾病，因此，也

导致他们形成“没病就是健康”的错误观点，而不了解健康

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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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农民工身体患病情况。据调查，河南省外出农民工中

有 37.1%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并且有许多疾病
与其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即人们常说的“职业病”。从统计结

果看，排序在前几项的依次为：呼吸系统疾病、运动器官疾

病（如关节炎、腰肌劳损、颈椎病等）、消化系统疾病、神经系

统疾病、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等。并且随着年龄和工龄

的增加，发病率也明显增加，有的甚至患有多种疾病（图1）。

3 影响农民工健康的因素分析

3.1 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方式结构不合理 农民工所从事

的工作时间较长，报酬低，空闲时间也相对较少。农民工闲

暇活动主要发生在群体内部，在日常生活中，除家人外，来

往最多、最密切的对象中排在前 3位的是工友、朋友、同乡。
大多数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单调、结构不合理。除工作之外，

农民工度过星期天、节假日和平常空闲时间的方式主要是

看电视、找人聊天、逛街、读书看报和打牌（表 1），而“体育
活动”的中选频率在各选项中最低，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工

体育健身的开展。

3.2 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 在被调查的农民

工中，每天工作在 8h以内的仅占 10.8%，在 8耀9 h的占33.3%，
在 9耀10 h的占 28.5%，10 h以上的占 27.4%。在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中，农民工超负荷工作、超时工作以

及持续加班现象普遍存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

环境差等使农民工的健康受到损害。

3.3 农民工参与体育健身的需要难以满足 在被调查的

河南省外出农民工中，大多数农民工非常需要和比较需要

参加体育健身活动，占调查总人数的 53.9%。还有相当一部
分人认为可有可无，占总人数的 34.6%；基本不需要和完全
不需要的分别占总人数的 9.8%和 1.7%。满足农民工的健身

需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但只有当

需要转化为动机之后，人才能开始活动 [4]。虽然目前已经有
相当多的农民工有参加体育健身的需要，但由于农民工自

身经济状况和其他客观原因的限制，再加上对体育健身认

知的缺乏，将健身需要转化为体育健身动机和行为还需要

相当长的时间[5]。
3.4 城市社区对农民工体育健身指导和宣传不够 在农民

工获得城市社区体育指导情况的调查中，绝大多数农民工

选择“从未有人指导”，占调查总数的 66.3%；有 18.6%的农
民工选择“很少有人指导”；选择“总有人指导”的仅占调查

总人数的 1.6%。在有关工作单位和居住小区全民健身宣传
工作开展情况的调查中，绝大多数农民工对宣传工作不太

满意，占调查总人数的 42.7%；有 15.0%的农民工很不满意；
仅有 2.6%的农民工对宣传工作十分满意。可见，城市社区
对农民工的体育健身指导和宣传工作的整体水平还很低，

这也是影响农民工参与体育健身的重要原因。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城市农民工整体文化程度比较低，对健康的理解比
较片面，有 69.8%的农民工认为“没病就是健康”，缺乏健康
的“三维观”。

（2）河南省外出农民工中有 37.1%患有不同程度的慢
性疾病，有许多疾病与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并且随着年龄和

工龄的增加，发病率也明显增加，有的甚至患有多种疾病。

（3）有 53.9%的农民工有参加体育健身的需要，调查显
示，农民工参与体育活动人数与需要不相称，只有当需要转

化为动机之后，人们才能开始活动。只有提高农民工的经济

收入、改善其生活状况，他们的高层次体育需要才能逐渐得

以实现。

4.2 建议

（1）加强属地工会的监管服务工作，对于常年在一个城
市务工者应建立农民工档案，逐步实施由国家、企业、个人

统筹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服务网络。督促企业

用工单位每年对所属农民工进行一次健康状况检查，加强

对农民工的健康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

（2）落实农民工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农民
工是一个游离于农村与城市的特殊人群，只有加强输出地

与输入地政府间的横向联合，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借助现

代网络技术建立农民工电子信息档案，实行城乡合作医疗，

使农民工在城市也能享受到国家提供的合作医疗，加强健

康教育，促使农民工积极投身于城市全民健身的行列中。而

针对农民工最低生活保障问题，笔者认为应综合考虑其农

村承包地的年收入及务工收入统筹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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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年龄农民工患病情况
Fig. 1 Sickness status of peasant workers at different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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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Activity content 人数Number椅人 频度Frequency椅%
看电视 Watching TV 555 56.6
找人聊天 Chatting 453 46.2
逛街 Shopping 420 42.9
看书报 Reading book and newspaper 400 40.8
打牌 Playing card games 258 26.3
逛公园 Strolling in the park 113 11.5
上网聊天 Chatting on the internet 105 10.7
体育活动 Sports activity 71 7.3
其他 Others 133 13.6

表 1 农民工闲暇时间的活动内容调查结果
Table 1 Investigation result of activity content in leisure time of

peas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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