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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
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

风笑天

=内容摘要>针对大批农村青年外出打工的现实,本文从人的社会化的角度分析了婚姻家庭问题

对于青年所具有的特定意义。并将外出打工看作是一种特定的/重大事件0来探讨其对农村青年的婚

姻家庭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农村外出打工青年婚姻家庭现象的若

干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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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和转移是我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之一。在农村外出打工

者中,青年人又占了大多数。统计数字显示,在 1. 4亿流动人口中, 18~ 35岁的青年人口的比例超过

70% ,这也即是说, 全国流动的青年人数多达 1亿之众。有调查表明, 35岁以下的外出农民工占到总

数的 88%(李强, 2003)。大量农村青年走出家乡, 流向外地, 进入城市,打工创业, 带来了我国城乡社

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一种新局面, 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回顾目前国内关于

外出打工者的研究发现, 大部分研究的视角往往是从宏观的层面, 在经济学、人口学视野的范围内展

开探讨,这些研究涉及到外出农民工的流动原因、生存条件、管理政策、经济待遇、合法权益保护、工伤

和医疗保险等。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则较多地关注于外出打工者在城市中的求职与工作、社会

关系网络、社会支持与社会保障、城市社会适应、教育与职业培训等。而对占外出打工者绝大多数的

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家庭现象与问题则较少关注,相关的研究也非常少。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的学者在 2001年和 2003年曾出版了两部专门探讨流动人口和进城农民工问题的学术著作,在

由国内外学者所撰写的全部 32篇研究论文中,没有一篇是专门探讨流动人口或农民工的婚姻家庭问

题的(柯兰君等, 2001;李培林, 2003)。有学者对近年来有关城市农民工现象的研究综述也表明, 现有

研究中讨论较多的专题主要集中在对/城市农民工的概念和属性、城市农民工的群体状况、城市农民

工的社会保障、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城市农民工的越轨和犯罪问题、解决城市农民工的办法和对

策0等方面(刘芳, 2005) ,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家庭问题依然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1  城市/大龄青年0 ) ) ) 一段可以借鉴的历史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当中国社会刚刚结束/十年文革0的动荡,开始走向发展进步的改革开放时,

全国城市社会中突然一下子冒出了数以千万计的 /大龄青年0 ) ) ) 即一大批年龄在 30岁上下但还未

找到结婚对象的人。他们的婚姻问题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一时间,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共青团组

织、妇联组织、工会组织以及街道和居委会组织都被调动起来, 投入到解决这一影响千家万户的社会

问题的工作中去。各种类型的/鹊桥会0、/联谊会0、/婚姻介绍所0也由此应运而生。各学科的研究者

也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 分析大龄青年形成的原因,并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提出各种建议。

仔细分析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之所以在那个特定年代一下子冒出那么多找不到对象的/大龄青

年0, 之所以当时会形成那么普遍的/大龄青年找对象难0的问题,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 文革0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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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以千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0,流动到了农村。这些十六、七岁到二十出头的城市青年,

在农村中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岁月。而处于这一特定年龄阶段的知识青年们,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恋

爱、择偶、结婚的问题。面对着生活空间所发生的变化, 他们在农村生活中艰难地选择着、权衡着。

1970年代末期, 当/上山下乡0的知识青年可以返回城市的政策出现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相对集

中的几年中陆续回到了从小生长的城市。但此时, 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在农村的蹉跎岁月中错过了择

偶成家的合适时间。指望着回到城市后再找对象、结婚成家的共同愿望,终于导致了大批超过传统恋

爱结婚年龄的青年在城市中相对集中地开始了本应在大约十年前就应开始的恋爱、择偶与婚配行为。

一个未被国家和社会意识到的社会问题就这样在知识青年大批返城后不久便突然出现了。客观地

说,如果没有当时社会结构上的/上山下乡0运动,如果没有/文革0后期的知青大返城政策和现实,城

市社会中也就不会出现/大龄青年找对象难0的特定现象。

与当年城市青年大批地流动到农村的现象有些类似并形成对照的是,近十几年来在我国社会中

又出现了大量农村青年离开家乡, 流动到城市打工就业的现象。虽然目前的农村青年外出打工与当

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不完全相同,但是, 两部分人同样处于青年期的特定年龄阶段, 同样是成

千上万的数量, 加上都是在相当长时间内生活空间的变换, 或许同样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特定的婚姻

家庭现象和特定的社会问题。这也许就是 2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给我们看待和分析今天的农村青年

外出打工现象所带来的一点启示。它提醒我们:在关注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流动与管理、就业与经

济、权益与保障等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关注他们作为青年人所特有的恋爱、择偶、结婚与成家问题。

2  青年期 ) ) ) 个体社会化的一个特定阶段

18~ 35岁, 是人们常说的青年期。作为个体人生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的阶段, 青年期担负着十分

重要的任务。从社会化角度看,处于青年期的人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社会化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要寻找自己赖以谋生的职业;二是要建立起自己的定位家庭。概括地说,他们要完成人生的两件大事

) ) ) /成家立业0(风笑天, 2003)。这两项社会化的任务几乎占据了人们整个青年期的全部生活内容。

对于进城打工的农村青年来说,他们同样面临着这样两项任务。尽管他们流动和进城的主要动

机和目的是去/打工挣钱0,但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得到,无论他们是否有某种准备,也无论他们是

否将其作为进城打工的一种动机和目标, /恋爱、结婚、生育、抚养0这一进程却总是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在他们身上,总是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们的流动和打工生涯中。恋爱择偶、结婚成家、生育抚养,既

是他们所面临的生存问题,更是他们所面临的发展问题。

家庭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而青年期正是青年从其/来源家庭0向其/定位家庭0转变的时

期。因而,成家和立业一样,是青年期社会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也是人们生命历程中青年

阶段的首要任务。对于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年来说, 他们除了要寻找工作,获取经济收入以外, 还要在

外出打工的过程中选择配偶、建立家庭、生儿育女。这一客观的现实, 也要求我们关注外出打工青年

的婚姻家庭问题,研究和探讨他们的婚姻家庭问题。

3  外出打工 ) ) ) 影响农村青年婚姻家庭进程的重大事件

在农村青年正常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中,外出打工无疑是一个对其生命历程具有重大影响的特殊

经历和事件。从封闭的农村进入到相对开放的城市,从传统的农业生产进入现代化工业的工厂工作,

这一特定的人生经历将在众多方面改变农村青年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轨迹。特别地, 它对农村青年的

择偶标准、择偶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及其相关的恋爱、择偶、婚育行为都会具有明显的冲击和影

响,并促使他们在这些方面向现代化的方向发生改变。

在改革开放前, 农村青年的职业非常自然的就是农民。他们与其祖祖辈辈一样, 被土地束缚着,

理所当然地从事着农业生产劳动。而他们的通婚圈也基本上局限于本村、本乡、本县的范围。他们的

生产方式是相同的, 生活方式是相同的。对青年农民来说, /成家0往往成为比/立业0更重要的终身大

事。当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开始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时,他们也开始摆

脱土地的束缚, 向城市流动,开始了一种新的、他们并不熟悉、也未曾预料的打工生涯。在这种不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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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流动中,在这种不固定、不稳定的打工生涯中, 他们的恋爱、婚姻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他们的家庭建立以及家庭生活也完全被改变了。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得到,也无论他们是否愿意, 他们

都被一种强大的社会结构力量控制着、引导着,被一股无形的潮流裹挟着、冲击着, 使他们的个人生活

和行为不断发生变化,由此衍生出许多新的现象和问题。

外出打工首先改变了农村青年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 他们不再被束缚在自己从小生长的那块土

地上。不再从事着上辈传下来的农业生产劳动。一旦他们进城,他们就要面向城市的需求,就要被卷

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生产的潮流之中。然而, 城市往往不会很快的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在

城市社会中往往是漂浮着的,是流动的, 是无根的。作为相对于城市人的农村人、相对于本地人的外

地人,农村进城打工青年更多的是作为城市社会的边缘人而生活在城市社会中。他们的这种阶层地

位、这种社会角色,也给他们作为正常人的恋爱、择偶、结婚、生育、以及子女抚养等等蒙上了一层阴

影。而临时性的、流动性的、不稳定的职业特点以及主要为体力的、手工操作的、服务的工作性质又从

另一个方面加重了这种困难。

处于不同年龄、具有不同特征的外出打工青年,面临不同的婚姻家庭问题。首先是未婚青年的婚

恋问题。有研究表明,在全部农村劳动力中, 未婚者不足 1/ 5( 18. 3% ) , 而外出劳动力中, 未婚者却接

近一半( 48. % ) (白南生, 2003)。说明外出打工者中青年的比例较高。而对于未婚的外出打工农村青

年来说,尽管他们在择偶上可能具有较之农村封闭环境更为有利的条件,但是,其在城市中的工作方

式、交往方式、居住方式等方面所存在的客观限制以及其作为城市边缘人的现状, 也会给他们的恋爱

与婚姻带来一定的障碍, 并引发外出打工青年中较普遍存在的未婚先孕现象以及生殖健康等问题。

对于已婚青年来说, 情况则更为复杂。当夫妻一方外出时, 其家庭生活、家庭关系和家庭稳定往

往会受到外出者打工时间的长短、打工地离家的距离、打工地外在社会环境等因素的严重影响。当夫

妻共同外出时, 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一些外出打工的已婚青年将子女留给

农村家中的祖辈抚养,结果将造成亲子关系的疏远。而亲子交往的缺失也会对儿童的正常社会化和

健全人格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以致形成目前备受关注的/留守儿童0教育问题;如果打工者将孩子带在

身边, 则一方面会加重整个打工家庭在城市中的生活负担, 同时也会遭遇到父母无时间、无精力教育

孩子, 以及子女在城市就学困难等困境。特别是对于外出打工的农村女青年来说,建立家庭, 结婚生

育,常常意味着有可能失去在城市中的工作, 甚至失去外出打工的机会。

4  农村外出打工青年婚姻家庭研究的主要议题

笔者认为, 从社会学角度开展对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研究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的议题:

一是关于农村青年通婚圈的变化及其意义的研究。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社区特有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与此相联系的交往方式、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广大农村青年的择偶行

为以及通婚圈不仅主要发生在农村青年之间, 同时还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 跨县、跨省以及城乡

之间的通婚十分少见。也正是由于地域范围的限制, 许多农村青年的婚配途径也往往较多地依赖于

各种形式的媒人的介绍。随着青年外出打工,他们的择偶和婚配对象明显突破了原有地域范围的局

限。在多达几千万的农村外出打工青年中, 他们的通婚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是否会由原来的地

缘、血缘关系为主,向业缘关系为主的方向过渡和发展? 以媒人为中介的婚配模式是否也会向自主结

识、自由恋爱的方向发展? 这种发展和变化对青年自身以及对农村社会来说, 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探索的问题。

二是关于农村青年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现代化的研究。著名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在 20世纪 60年

代对 6个国家 6000多人的系统研究表明, /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0, 同时, /城市经历对于现代性量

度有很强的间接影响0,即城市经历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学校教育、工厂经历等对人的现代性产生影响

(英克尔斯, 1992)。而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人的现代化反映出来的。外出打工

青年从他们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社会的时候开始, 就开始了他们的继续社会化历程, 开始了他们从传

统性向现代性变化的过程。作为这种转变重要促进因素的打工经历必然会对他们各方面的观念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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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取向产生巨大影响。无论是青年的恋爱观、择偶观, 还是他们的婚姻观、家庭观, 都会在城市的现代

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发生改变。他们的婚姻行为也会由此发生改变。探讨这种变化的趋势,特

别是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和途径, 也是外出农村青年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三是对未婚打工青年的恋爱、择偶及其相关现象的研究。未婚打工青年是外出打工农民中比例

非常大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珠三角等外来农民工十分集中的地区,在以手工操作为特征的流水线作

业的企业中,年轻的未婚打工妹、打工仔更是相对集中。高强度的流水线作业、相对单调的业余生活、

加上开放的城市社会中所存在的诸多诱惑, 往往会引发处于婚育年龄高峰的外出打工青年中较普遍

存在的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现象以及生殖健康等问题。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为政府提供相应的解决

措施,是目前相对迫切的一个任务。

四是关于农村青年外出打工对计划生育影响的研究。我们知道,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

本国策,而做好人口众多的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 则是执行这一基本国策的关键。外出打工农村青年

在结婚成家后, 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城市社会的各种现代化因素是否会有力

地促进打工青年在生育方面的现代性发展? 打工青年客观上所面临的流动的工作地点、临时的生活

环境等困难,是否也会成为促进农村外出青年在家庭规模上小型化趋势的影响因素? 由于这些因素

共同作用的影响,整体上是否会更有利于农村人口的生育控制? 除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有利影响以

外,外出打工青年的生育行为中还可能会遇到和出现哪些新的问题? 这些同样值得认真探讨。

五是关于外出打工农村青年的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有研究表明, 外出打工农村青年结婚后,会

有一部分妻子因为生育回到家乡;如白南生等人的调查表明,将外出或曾经外出的劳动力视为一个人

群集合,其中已婚者中 4成( 40. 4% )已经回流,而未婚者中回流者不足 1/ 10( 9%) ;加上性别因素:已

婚男性中近 2/ 3( 65. 7% )的人仍在外出,已婚女性中一半以上( 54. 7% )已经回流;而未婚者中,无论男

女,回流者都不足 1 成(分别为 8. 4%和 9. 9%)。该调查同时也表明, 回流原因中, 因为结婚的占

21. 8% ,因为生育和抚养的占 23. 7%(白南生, 2003)。而当孩子大一些后, 夫妻又会双双外出, 一部分

人将孩子留在家乡, 由祖辈抚养, 造成目前农村中的/留守儿童0现象;也有许多打工者将孩子带在身

边,在城市中进入打工子弟学校学习。但亲子交往的缺乏是这两部分儿童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对农村

外出打工青年婚姻家庭的研究中, 自然不应忽视对这两部分儿童的研究。

总之, 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并不只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 伴随着这种劳动力的转移,

还有大量的社会现象。在农村外出打工青年抱着/挣钱养家0、/学技术0、/见世面0等目的离开家乡,

到陌生的城市去求职、打工的同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和考虑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事务。农村外出青年

的婚姻家庭问题, 就是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中的一个重要方

面。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认真探索和研究, 以便为合理引导和解决这种流动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提

供科学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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