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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历程视角下童年期迁移经历
与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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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利用 2010 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农民工工厂权益保护的

调查数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童年期迁移经历对其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影响。数据表明，童年期有迁

移经历的与没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成年早期生命历程中的重大生活事件均有显著的差

异，迁移类型、迁移时机和迁移持续期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命历程有持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后来生命历程事件的发生模式以及个人收入的决定因素之中。整体看来，儿童随父母一起迁移对其

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有积极的影响，其中随父母一起长期迁移比长期的父母单独迁移对儿童未来的

发展更好，这主要与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工家庭社会支持模式的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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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急剧转型，伴随而来的是大量的机会和危险，这影响了处于这种社会转型过程中的

个体生命，其中，个体生活机会的问题始终广受关注。市场、政治资本和社会关系究竟是如何决定个

体的生活机会，成为大量研究集中探讨的问题。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下所诞生的独特群体，其

生活机会同样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很多学者都认为户籍制度在限制农民工生活机会方面扮演着

主要的作用，正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着各种困难，比如: 在劳动力市场

上的劣势( 谢桂华，2012) 、更差的精神健康状况( 刘玉兰，2011 ) 、更差的福利待遇和权益保障( 郑秉

文，2008) 。
农民工生活机会的“户口决定论”，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挑战( Shaohua Zhan，2011) 。尽管

已有研究仍然在究竟是户籍还是市场决定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机会方面争论不断，但是社会学领

域之外的研究实际上将农民工生活机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引向了市场—户籍之外，认为其它因素同

样起着重要作用，比如: 多重的身份角色( 王小章，2009) 。
本文并不打算在此路径下进一步讨论，我们认为，当大量研究集中于市场化转型和户籍制度改革

过程时，发生在农民工身上的变化也正在形成，这对其生活机会的影响同样重要。本文关注生命历程

视角下的农民工生活机会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市场转型，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农

民工”。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群体相继出现，且规模不断增大。这类群体也正是新生

代农民工的巨大后备军，人口迁移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这种童年期的迁移经历( 父母单独迁移或

儿童随父母迁移) 势必会对这一代青年的发展造成影响。本研究试图指出，在农民工的生活机会方

面，在人口大规模迁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童年期经历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

影响。
本文是在现有的市场 － 户籍路径基础上的一种对话和补充。当大量的研究不断对农民工群体进

行细分，不断指明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迁移意图的农民工是其生活机会存在内部差异的决定因素之

后，笔者试图补充指出，童年期迁移经历对农民工的生活机会同样存在着显著差异，且这种差异不应

该被忽视。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生命事件( life events) 是生命历程理论关注的研究主题，是指伴随着相对急剧的变化，且会带来严

重的、持久的影响的重大事件( Settersten and Mayer，1997) 。这些生命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人们

的行为和生命历程轨迹。童年期迁移经历作为儿童时期的生命事件，对儿童未来发展的影响也是生

命历程研究者关注的话题。在儿童成就的决定因素方面，生命历程视角由于其能够提供传统的社会

学研究不同的研究路径，而成为重要的解释模型之一。
2． 1 迁移类型与生活机会

迁移是移民家庭儿童面临的主要风险，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不仅是儿童时期，也持续到未来的

生命历程。学术界对迁移与儿童发展关系的研究集中在“是否迁移”这一变量，虽然迁移经历对儿童

发展的影响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但目前的研究主要强调迁移对儿童发展的消极影响，比如: 与一般学

龄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较差，辍学等现象严重( 周皓、巫锡炜，2008) ; 精神健康状况较差( 刘

玉兰，2012) 。对童年期是否迁移在改变成年期生活机会的作用方面的探讨，则集中在个人成年后的

体验、家庭生命转型、教育路径、职业发展等方面。
在成年后的体验方面，李晓敏等( 2010) 研究发现童年期留守经历与儿童成年以后负性情绪和低

自尊的产生等有关; 梁宏( 2011) 则提出第二代农民工在打工经历和主观感受等方面与童年期流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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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经历高度关联。在家庭生命转型方面，第二代移民也与没有迁移的大多数青少年表现出不一样

的情景，如: 西欧土耳其移民后代的生育行为就变得越来越适应于迁移国青年的生育行为 ( Nadja
Milewski，2011) 。在教育路径方面，第二代移民在不同的迁入国家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 Heath et al． ，

2008) ; 与大多数同辈群体相比，移民儿童更容易被学校开除，获得更低的教育水平( Crul and Ver-
meulen，2006) 。在职业发展方面，很多移民面临着劳动力市场的歧视( Heath et al． ，2008) 和社会排斥

( Shaohua Zhan，2011) ，这限制着其职业发展。在考察了迁移类型与儿童成年期发展的关系后，可以预

想上述结论用以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也适用，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 童年期迁移类型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与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的相

比，童年期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机会较少。
2． 2 迁移时机与生活机会

在迁移时机对儿童未来教育的作用方面，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期的迁

移时机在个体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比如: 有学者发现迁移对学业成就的消极影响在低年级的时候

最大，随着年级的增长而逐年减轻( Ingersoll et al． ，1989) ; 也有学者认为，儿童期迁移对于高中学业完

成的消极作用与事件发生时儿童的年龄大小有紧密联系，在青少年时期发生比儿童期的消极影响更

大( Haveman et al． ，1991) 。
在婚姻家庭方面，那些经历了早期劳动力迁移的移民比非移民可能会推迟家庭的形成、结婚和生

育( Parrado，2004) ; 在健康状况方面，儿童早期的迁移是其焦虑情绪和压力的主要来源 ( Lewis et al． ，

1984) 。我国对迁移时机的关注，主要是从农民工代际分化的角度展开的，认为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

工在人口特征、迁移动机、择业观念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 邵岑、张翼，2012) 。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

迁移时机的不同对迁移者的发展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由此本文形成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 童年期迁移时机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与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的相

比，童年期越早迁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机会越少。
2． 3 迁移持续期与生活机会

在教育成就方面，有学者发现随着迁移频率的增加，终止学业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加，频繁的迁移

与留级和问题行为有关系( Hammons，1988) ，儿童期或者青少年期的迁移次数对高中教育的完成有负

向影响，次数越多负向影响越大( Haveman et al． ，1991) 。对我国留守儿童而言，留守时间越长对儿童

心理的不利影响越严重( 郝振、崔丽娟，2007) 。当然，不同的迁移持续期的影响也有差异，临时迁移儿

童比本地儿童的入学率低，迁移低于一年的临时迁移儿童的入学率最低; 永久迁移的儿童入学率最高

( Zai Liang and Yiu Por Chen，2005) 。一般而言，迁移持续期越长对儿童发展的消极影响越大，这可能

与家庭资源、家庭支持、家务劳动分配等有关。由此形成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3: 童年期迁移持续期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与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的

相比，迁移持续期越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机会越少。

3 研究设计

3． 1 概念操作化和指标体系

本文共有 4 个主要概念: 生活机会、童年期迁移类型、童年期迁移时机、童年期迁移持续期。如表

1 所示，4 个概念是一级变量，它们形成了相应的二级变量。文中的变量关系是: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

机会是因变量，主要包括初婚年龄、初育年龄、教育成就、初职工种和职业成就 5 个二级变量; 自变量

包括表示童年期迁移类型的有迁移经历和没有迁移经历变量; 表示童年期迁移时机的迁移年龄变量;

表示童年期迁移持续期的迁移年限变量。除了研究假设中提到的自变量外，本文还引入了一些可能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机会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包括人口学变量、人力资本变量、企业特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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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童年期迁移经历与成年期生活机会变量解释列表

Table 1 Variables of Migration Experience in Childhood and Early Adulthood Life Chances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解 释

生活机会 初婚年龄 第一次结婚的年龄
初育年龄 第一次生育的年龄
教育成就 最终的学历水平
初职工种 在城市第一次工作的工作类型
职业成就 初职月工资水平、目前月工资水平

童年期迁移类型 没有迁移经历 童年期既没有流动经历也没有留守经历
有迁移经历 童年期有流动经历或者留守经历

童年期迁移时机① 迁移年龄 童年期开始流动或者留守的年龄: 7 岁、13 岁
童年期迁移持续期② 迁移年限 童年期流动或者留守经历持续的年限: 0 年、3 年、6 年、9 年

注:①问卷中并没有关于迁移年龄方面的问题，仅询问“在小学和初中就读的学校类型”，所以只能够
据此将迁移年龄转换为 7 岁、13 岁两类。②问卷中并没有关于迁移年限方面的问题，仅询问“上小学之
前、小学、初中和谁生活在一起”，所以只能够据此将迁移年限转换为 0 年、3 年、6 年、9 年 4 类。

3． 2 数据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刘林平教授主持的 2009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农民

工权益保护理论和实践研究( 09JZD0032 ) ”的调查。该调查项目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外来

工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对象被限定在“大专学历及以下跨县( 区) 流动到城市务工，且正式在企业或

单位就业”的打工者，共抽取了 4254 户进行调查，其中，珠三角地区发放问卷 2089 份，回收有效问卷

2046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 94% ; 长三角地区发放问卷 2165 份，回收有效问卷 2106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 32%。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生代农民工，因此将“1980 年 1 月以后出生，且持有农村户口或者是具有非

农户口，但是属于农转非”作为筛选条件，选出新生代农民工个案 2143 个。由于本文重点考察新生代

农民工童年期迁移经历对成年期的影响，所以将研究对象做了进一步的分类和筛选。具体情况是: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划分为两种类型①: 第一种为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包括童年期有留

守经历( 父母单独迁移) 和童年期有流动经历( 儿童随父母一同迁移) 两类②，筛选条件分别是: 小学和

初中不在父母打工地的公立学校或民工子弟学校，且不和父母一起生活; 小学和初中在父母打工地的

民工学校或者本地学校上学。第二种为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 既没有流动也没有留守) 的新生代农民

工，筛选条件为小学和初中在老家的学校上学，且和父母一起生活。本文最终分析的样本数为 2099
个，其中男性和女性各占 50． 0% ; 农村户口占 91． 8%，非农户口( 属于农转非) 占 8． 2% ; 童年期没有迁

移经历的占 38． 8%，有迁移经历的占 61． 2% ; 平均年龄为 23． 5 岁，标准差为 3． 5。

4 结果分析

4． 1 不同迁移类型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状况

为了考察童年期迁移经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影响，本文首先比较一下那些

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和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生命历程事件的经历，这包括: ( 1) 初婚年

①

②

在类型划分时，还存在另一种类型:这一类型不能确定是否有流动或留守，如: 上学和初中就读的学校为舅舅家所
在学校等。由于此种类型的个案数仅有 44 个，为了更清楚的展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所以将这一类型
去掉。
虽然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应该将流动和留守视为一种变动的状况，而不是儿童固定的属性，由于此次调查项目中
并没有此类问题的设计，所以本文仍然将流动和留守作为儿童固定的属性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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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2) 初育年龄，( 3) 教育成就，( 4) 初职工种，( 5) 职业成就。

表 2 不同童年期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命历程事件比较表*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Tests for Group Differences in Experiences of Major Life Course Events

主要生命事件 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 童年期有迁移经历 显著性检验

初婚年龄( 岁) F = 16． 106＊＊＊

平均初婚年龄 22． 3 23． 2
20 ～ 22 46． 5% 35． 8%
23 ～ 25 40． 6% 44． 2%
26 ～ 30 12． 9% 20． 0%
个案数( 个) 350 331

初育年龄( 岁) F = 5． 305*

平均初婚年龄 23． 0 23． 5
20 ～ 22 41． 0% 36． 9%
23 ～ 25 43． 6% 37． 8%
26 ～ 30 15． 4% 25． 3%
个案数( 个) 300 241

教育成就 x2 = 137． 5＊＊＊

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9 11
初中及以下 67． 1% 41． 3%
高中、中专、技校 24． 8% 42． 1%
大专及以上 8． 1% 16． 6%
个案数( 个) 836 1307

初职工种 x2 = 22． 7＊＊

普工 57． 6% 48． 1%
技工 25． 0% 34． 2%
其他工种 17． 4% 17． 7%
个案数( 个) 827 1303

职业成就
初职月平均工资( 元) 1295． 8 1414． 0 F = 10． 675＊＊＊

目前月平均工资( 元) 1928． 6 1927． 3 F = 0． 001

注: ( 1) 原假设为:童年期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事件与没有迁移经历的新生
代农民工的生命事件没有显著差异; ( 2) * p ＜ 0． 1，＊＊p ＜ 0． 01，＊＊＊p ＜ 0． 001。

由表 2 可知，两类新生代农民工在主要的生命历程事件上均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数据结果

与研究假设一致。具体而言，与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的相比，童年期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初婚

年龄较大( 23． 2 岁 ＞ 22． 3 岁) ; 初育年龄也较大( 23． 5 岁 ＞ 23． 0 岁) ; 教育成就较高( 11 年 ＞ 9 年) ; 任

职技工比例较高( 34． 2% ＞ 25． 0% ) ，任职普工比例较低( 48． 1% ＜ 57． 6% ) ; 初职月平均工资较高

( 1414． 0 元 ＞ 1295． 8 元) ，两类农民工在这些方面的差别均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而目前月平均工

资方面则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总之，本文的证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童年期迁移经历对这些个体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产生了显

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推迟了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大约分别推迟了 1 年和半年; 获得了更高的教育

成就，大约提高了 2 年; 处于更好的劳动力市场位置，也就是具有更高的技工比例，且初职工资水平也

高出 10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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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成年早期的工作成就作为生活机会的代表来集中考察童年期迁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

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影响，具体的因变量是初职月平均工资水平的对数。首先，本文将纳入控制变量

( 人口学特征变量、企业特征变量、人力资本变量) 、童年期迁移经历变量形成回归模型一，考察童年期

迁移类型、迁移时机和迁移持续期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影响; 其次，为了进一步区别

与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的相比，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经历或者留守经历的影响，本文细

化了迁移类型、迁移时机、迁移持续期 3 个变量并引入分析①，形成回归模型二。

表 3 童年期经历等变量对个人月收入对数作用的 OLS 模型②

Table 3 Estimates from the OLS Regression of Personal Income on Selected
Independent Variables for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自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b S． E． b S． E．
截距 6． 733＊＊＊ 0． 051 6． 737＊＊＊ 0． 051

控制
变量

性别a 0． 118＊＊＊ 0． 015 0． 118＊＊＊ 0． 015
工种b :技工 0． 160＊＊＊ 0． 017 0． 160＊＊＊ 0． 017

其他工种 0． 101＊＊＊ 0． 020 0． 101＊＊＊ 0． 020
单位性质c :个体户及其他 － 0． 088＊＊ 0． 031 － 0． 087＊＊ 0． 031
企业规模d : 1000 ～ 3000 人 0． 073＊＊＊ 0． 021 0． 073＊＊＊ 0． 021

3000 人以上 0． 088＊＊＊ 0． 021 0． 087＊＊＊ 0． 021
教育年限 0． 037＊＊＊ 0． 004 0． 035＊＊＊ 0． 004
总的工龄 0． 053＊＊＊ 0． 006 0． 053＊＊＊ 0． 006
总的工龄的平方 － 0． 002＊＊＊ 0． 000 － 0． 002＊＊＊ 0． 000
是否党员e 0． 090＊＊ 0． 036 0． 085＊＊ 0． 036

童年期迁
移经历
( 一)

迁移类型f － 0． 028* 0． 018
迁移时机g : 7 岁开始迁移 0． 175* 0． 097
迁移持续期h : 9 年 － 0． 204* 0． 097

6 年 － 0． 189* 0． 107

童年期迁
移经历
( 二)

迁移类型f :流动 － 0． 373＊＊＊ 0． 105
迁移时机g : 7 岁开始流动 0． 241* 0． 119
迁移持续期h :留守 9 年 － 0． 103＊＊＊ 0． 026
R2 0． 212 0． 214

注:②由于篇幅限制，表 3 中仅列出自变量中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的变量。( 1) b为非标
准回归系数，S． E．为标准误。( 2) * p ＜ 0． 1 ，＊＊p ＜ 0． 01，＊＊＊p ＜ 0． 001。( 3) 参照组( 取
值为 0) : a为女性，b为普工，c为国有及集体企业，d为 1000 人以下，e为非党员，f为没有迁
移经历，g为没有迁移经历，h为迁移年限为 0 年。

从表 3 可以看到，模型一的 R2 大约为 0． 212，说明童年期迁移经历变量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

期生活机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 1) 童年期迁移类型与生活机会。童年期迁移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收入的影响为负( b
= － 0． 028) ，表明童年期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差于没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假

设 1 得到证实。模型二显示，这种负向影响来源于新生代农民工童年期流动经历 ( p ＜ 0． 05，b =

① 迁移类型细化为 3 类:没有迁移经历、有流动经历、有留守经历;迁移时机细化为 5 类:没有迁移经历、7 岁开始流
动、7 岁开始留守、13 岁开始流动、13 岁开始留守; 迁移持续期细化为 7 类: 迁移年限为 0 年、留守年限为 3 年、6
年、9 年，流动年限为 3 年、6 年、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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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1) ，表明童年期有流动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差于没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
( 2) 童年期迁移时机与生活机会。迁移时机变量中仅有 7 岁开始迁移的作用显著( p ＜ 0． 1 ) ，回

归系数为正( b = 0． 175) ，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7 岁开始迁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高

于那些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迁移时机中的其它变量的作用统计上不显著。假设 2
得到否证，表明童年期迁移时机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迁移时机越

早影响越显著。模型二显示，特别是 7 岁开始流动的积极作用显著( p ＜ 0． 05，b = 0． 021) 。
( 3) 童年期迁移持续期与生活机会。童年期迁移持续期中迁移了 9 年和 6 年的作用显著( p ＜

0． 1) ，回归系数为负，分别为 b = － 0． 204、－ 0． 189，表明童年期迁移 9 年和 6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

入水平低于那些迁移年限为 0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假设 3 得到证实，说明童年期迁移持续期对新生代

农民工成年早期生活机会有显著负向影响，迁移年限越长影响越负面。模型二显示，留守年限为 9 年

的负向作用显著( p ＜ 0． 001，b = － 0． 041) ，迁移持续期的负向影响来源于长期留守。
其它控制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影响。首先，人口学变量方面，性别和工种对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作用显著，其中性别变量显示出显著的男性优势( b = 0． 118) ; 技工和其他工种相

较于普通工人，收入也较高( b = 0． 160，b = 0． 101) ; 其次，企业特征变量方面，工作的单位性质中个体

户及其他的比国有及集体企业的低，企业规模在 1000 ～ 3000 人和 3000 人以上的比 1000 人以下的工

资收入要高; 再次，人力资本变量方面，教育年限、工龄、党员身份对其收入的作用显著( p ＜ 0． 05) ，其

中教育年限和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影响为正，回归系数分别为 0． 037，0． 053; 党员身份的作用

的回归系数为正( b = 0． 090) ，表明具备党员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好于不是党员的。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基于 2010 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农民工工厂权益保护的调查数据，研究表明与童年期没有迁移

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童年期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命历程中的重大生活事件

均有显著的差异，具体而言，推迟了初婚和初育年龄、获得了更高教育成就、处于更好的劳动力市场位

置，初职月平均工资水平更高。与目前学术界主要关注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因素、户籍因素的研究不

同，本文将分析视野拓展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考察童年期迁移类型、迁移时机和迁移持续期

对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影响，且研究结论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意味着，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所发

生的人口大规模的迁移，所带来的家庭地理位置或者家庭结构的变化，对这些人群的子女而言，除了

会影响儿童时期的学习和生活以外，这种特殊的生命历程经历会造成持久的效应，影响或者改变这一

代农村青年的生命历程。
就我国的经验来看，与没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童年期迁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

早期职业发展具有积极效应，较早的迁移影响越积极，迁移经历的消极效应只有在迁移达到一定的年

限时才越明显( 见模型一) 。这说明，当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成为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势时，整体

看来，童年期的迁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有积极的影响，其中随父母一起长期迁

移比长期的父母单独迁移对儿童的发展更好( 见模型二) 。早期移民的自我选择性理论、经典迁移理

论和新迁移经济学，由于单纯强调迁移者的能力和家庭经济资源的作用，均不能给予合适的解释。就

迁移而言，虽然其时常是一个家庭的经济策略，但是迁移过程能够破坏传统的家庭网络和进程，造成

家庭持续的改变。迁移影响了家庭成员的生活，无论是那些一起迁出还是留在家里的成员，迁移对其

家庭的形成、生活安排和职业发展均有重要影响( 如表 2 所示) 。这说明，在考察农民工子女发展问题

的时候，隐藏在农民工家庭背后的非经济因素，特别是伴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工家庭社会支

持模式的变迁应得到更多关注。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经历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代”的新生代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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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生命历程嵌入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变迁效应缔造了特有的社会化过程。随着我国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社会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的虚空化过程推动着农民的外出，造成了农村

的衰落过程( 严海蓉，2005) 。农村社会的解体，使得支持迁移家庭儿童发展的传统社会关系断裂。农

村社会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目前更多地是以利益关系相互联系，原有的“守望相助”的支持模式

成为稀缺品( 王晓毅、马春华，2009) 。人口的迁移造成农民工家庭社会支持模式的变化，农民工能够

动用的家庭( 农村老人) 和乡土网络( 亲戚、朋友、邻居) 也日渐减少。家庭，特别是父母支持成为迁移

家庭儿童发展依赖的主要力量。
本研究发现，比较而言，儿童随父母一起迁移对其发展的长期影响更加积极。对童年期有流动经

历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流动造成其传统社会关系的断裂，家庭支持不能够补偿由于家庭迁移而带来

的社区社会资本的减少，长时期的流动则使得儿童家庭支持能够重新稳固，同时，中国的迁移大多是

依靠同乡网络完成的，这种同乡关系可以有效的弥补儿童迁移所带来的传统的支持关系的断裂，从而

保证了流动儿童支持的连续性; 对童年期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持续的留守则表示父母并

不能够给予儿童足够的家庭支持，而农村社会的解体则使这些儿童的其它支持也不够。这和国外学

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Hagan et al． ，1996) ，即家庭迁移的消极影响只有在父母不能给予儿童足够支持的

家庭中发生，因为这样的家庭里面，家庭支持不能补偿由于家庭迁移而带来的社区社会资本的减少。
本文也存在一些遗憾。首先，数据受限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要考察童年期迁移经历的长期

效应，理想的数据应该涉及到 18 ～ 60 岁的整个成人过程，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最大的到 2012 年只

有 32 岁，因此童年期迁移经历的长期效应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对迁移经历变量的考

察动态性不够。目前有研究发现，儿童的流动或留守是一种不断变换的状态，静态的划分往往不能很

好的展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个生命历程，所以期望能够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的资料系统，从而

更好的展示这一群体的整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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