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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民生幸福观视域下进城务工女性
“幸福指数”调查与思考

———基于辽宁省四城市的实地调查

程铭莉1,刘鹏飞2

(1. 辽东学院, 辽宁 丹东 118001; 2. 大连理工大学
 

, 辽宁 大连 116000)

　 　 摘　 要:改革开放 40 年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提高进城务工女性群体幸福指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通过

对进城务工女性社会幸福指数情况进行数据调查,并在习近平民生幸福观视域下,从经济维度、社会维度、心理维

度探讨影响进城务工女性幸福指数的因素,可针对性地提出如下几点提高进城务工女性幸福指数的对策、建议:
改革户籍制度;加大政府社会保障;关注进城务工女性心理健康状况;通过开展社区、工会和妇联工作,提升进城

务工女性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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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 40 年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他们

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相关资料

显示,2017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8652 万人,
其中女性 9856. 288 万人,占比 34. 4%(参见国家

统计局《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可以

说,进城务工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她们也有着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

望。 实现民生幸福,是当前“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命题。

一、问题的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

现人民幸福”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了“生
活幸福”“人民幸福”“民生福祉”。 指明人民生活

幸福,就是民生幸福。 民生幸福以人民的幸福美好

生活为核心,以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立足点。
(一)民生幸福的本质

“我们人民的美好生活,一个民族,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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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2] ,让全体人民都幸福是民

生幸福的本质。 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幸福地生活,
实现个人幸福,是实现民生幸福的条件和根本。
提高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的幸福指数,是民生幸福

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民生幸福的层次

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论,人的需要由低到高

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
自我实现需求 5 个层次。 当人们低层次的生活

需求满足后,就会寻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期盼能

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
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
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3] 。

十九大报告将民生幸福分为两个层次,第一

个层次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 [4]的基本生存权益;第二个层次是“不断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4] ,并最终有

层次地实现民生幸福,让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的《中国

农民工“生存感受”报告》把农民工的幸福感分成

了“生存、关系、发展”三个大的层面[5] 。
进城务工女性在城市里打拼,在逐渐解决了

物质生活方面的生存保障后,开始追求社会参与和

社会融入等精神层面的需要,希望提高自身的社会

地位和被重视程度,并提升自己的幸福指数。
为了解辽宁省进城务工女性生存发展状况,

维护进城务工女性权益,提高进城务工女性社会

地位,本课题组选取了辽宁省大连(副省级市)、
丹东(地级市)、东港(县级市)以及同兴(城镇)
等四个类型的城市(镇)并从中抽取 1000 名进城

务工女性,采取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形式对

辽宁省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的幸福指数问题进行

了深入调查研究,收到有效问卷 862 份,有效率

为 86. 2%。
二、进城务工女性幸福指数影响维度分析

(一)经济维度

1. 工作收入和工作强度。 调查结果显示,由
于进城务工女性学历较低(有 71. 3%的是高中以

下学历),缺乏谋生技能,只能从事一些层次较低

的工作,从行业分布看,52. 6%的在服务行业工

作,31. 1%的在企业流水线上从事重复性劳动。
因为技术含量低,收入水平也不高:进城务工女

性月收入主要集中在 2000 元以下,占总人数的

59. 6%,29. 1%的人群收入在 2000 ~ 3000 元之间,
每月收入为 3000 元以上的占 11. 3%。 73. 8%的

进城务工女性低于辽宁省统计局公布的《辽宁省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全年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835 元的平均水平[6] 。
只有 34. 9%的进城务工女性对自己的收入还算

满意。 收入差距过大容易造成弱势群体在社会

资源占有上的贫乏,并给其心理带来落差,进而

对其幸福指数造成消极影响。
从工作强度来看,每天工作 8 小时的进城务

工女性占比 60. 6%,超过 8 小时的占 40. 4%,进
城务工女性基本上都经历过加班加点赶工,工作

强度较大的情况。 有研究表明,工作时间和强度

与幸福指数呈负相关关系。
2. 住房情况。 住房是与进城务工女性幸福

指数高度相关的一个因素。 课题组调查显示,进
城务工女性当中有 46. 2%自己租房或与人合租,
住在集体宿舍的占 24. 7%。 购买住房的一般是

将房子用作婚房,由双方家庭合力付首付,婚后

由小两口共同还贷款,这种情况占 20. 3%。 在城

市里,住房支出占整个支出比重很大,加重了生

活压力,64. 8%的进城务工女性表示家庭收入没

有结余,经济上的压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进城务

工女性的幸福指数。
(二)社会维度

1. 社会保障。 完善的社会保障能给予进城

务工女性安全感。 但是目前来看,没有任何社会

保险的进城务工女性比例高达 30. 3%,而女性经

期、孕期、生育期、哺乳期的特殊保护权益能够落

实的也只有 19. 4%,31. 4%的进城务工女性在怀

孕后回老家,企业购买务工人员医疗保险和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只有 26. 8%和 20. 7%,反映

出进城务工女性社会保障的缺失。
2. 政治参与。 据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从未

返乡参政的进城务工女性比例高达 70. 2%,大部

分进城务工女性对参政不感兴趣,也不知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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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权益,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去实现自己的诉

求。 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7] ,缺乏政

治参与这条通道,进城务工女性很难获得向上流

动的社会价值,也就很难维护自己的权益,为所

在群体发声,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3. 婚姻家庭状况。 调查表明,进城务工女性

的婚姻家庭观念比较传统,赞成“干得好不如嫁

得好”的有 72%。 对她们来说,好的归宿是一生

的追求,她们期待婚姻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 从

比例上看,已婚的比单身的务工女性容易感觉满

足,她们大多数是和丈夫、孩子一起进城务工,占
比 70%;20%的把孩子留在家乡做留守儿童;10%
的是务工女性带着孩子在务工城市生活,丈夫在

异地打工。 调查中进城务工女性家庭生活状况

总体稳定,但两地分居和留守儿童现象会给她们

的幸福感受带来消极影响。
4. 子女教育。 进城务工女性虽然自身文化

程度不高,但是她们希望子女能够享有好的教

育,能够改变父辈打工的命运,成长为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有专业技术的人才。 所以,子女上大学

就成为进城务工女性的人生期望,子女能否健康

成长是影响进城务工女性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
而目前,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打工子弟学校存

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校舍条件简陋、师资

不足且稳定性差、办学经费难以到位等。 加之进

城务工女性的文化程度低、工作劳动强度大、经
常加班,很难有精力和时间照顾到孩子的学习和

心理状况,这些都成为影响进城务工女性幸福指

数的因素。
(三)心理维度

1. “边缘人”和“过客”心理。 社会上对进城

务工农民的称谓是“农民工”,对进城务工女性的

称谓则是“打工妹” “女民工”。 进城务工女性成

为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缘群体。 这个群

体一般都从事体力劳动,工资低、劳动强度大,所
以没有时间和机会参加培训,而技能性差又导致

她们始终从事没有保障的底层工作。 进城务工

女性在经济维度上和社会维度上的弱势地位对

她们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造成严重影响。 课题

组调查显示,有 36%的进城务工女性不清楚自己

应该算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 这种“边缘人”和

“过客”的心理定位,使进城务工女性在城市生活

中充满了漂泊异乡的孤独感,也阻碍了她们和城

市居民的交往和社会融入,进一步导致其自我价

值感变弱,对未来幸福信心不足。
2. 社会融入愿望强烈。 课题组调查结果显

示,进城务工女性渴望通过努力成为务工所在城

市的“城里人”。 72. 7%的务工女性希望留在城

市,在城市里安家。 她们认为务工城市当地居民

绝大部分都是善良友好的,有排外的也是极个别

现象。 虽然进城务工女性社会融入的愿望强烈,
但是她们的社会交往狭窄,主要以业缘、地缘、血
缘为主,具有内倾性和表层性的特征。 她们平时

来往的圈子还是以同事 ( 占 37%)、 老乡 ( 占

32%)、亲戚(占 24%)为主,和当地居民的交往不

多,一般为表层交往。 进城务工女性在遇到生活

困难和情感困惑的时候,也都是向关系较好的同

乡朋友寻求帮助。 这种人际交往情况某种程度

上也限制了未婚进城务工女性的择偶范围,进而

影响了其幸福指数的提升。
三、提升进城务工女性幸福指数的对策建议

(一)改革户籍制度,拓宽社会资源共享范围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8] ,我国城乡间的生产力

发展水平还存在着一定差异,我们要改变这种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满足进城务工女性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让城乡人民共享发展

成果的民生幸福,这也是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主要

矛盾的需要。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阻碍了进城务工女性流

动,她们在求职、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常常受到

歧视和排挤,遭受不平等待遇。 我们应改革城乡

二元户籍制度,消除这种人为制度壁垒,从根本

上消除对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的制度性歧视,确保

进城务工女性能够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
(二)加大政府社会保障,增强社会支持力度

完善的社会保障是进城务工女性在城市生

活的有力支持,也是衡量其幸福指数的重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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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习近平指出:“妇女权益是基本人权。 我们

要把保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法规,上升为国

家意志,内化为社会行为规范” [9] 。 应逐步建立

健全进城务工女性的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社会

福利制度等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学有所教” “住

有所居”和“病有所医”的幸福生活。
2017 年《辽宁省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

实施方案》出台,明确了维护进城务工农民土地

承包权、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居住条件和医疗服务

工作、随迁流动子女平等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
辽宁省相关部门制定了各项政策:教育厅简化随

迁子女入学手续,降低了入学门槛,2017 年保障

全省 23. 5 万余名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公办中小学

接受义务教育[9]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

展,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 [4] ;政府相继出台政策缓解住房压力,推出改

善进城务工人员居住条件的公租房、发放租赁补

贴,坚持 “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 [4] ;“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和大病保险制度” [4] ;卫计委组织实施流动人口

健康教育和促进行动计划,更好地提供医疗卫生

服务等等。 除了为进城务工人员解决后顾之忧

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外,辽宁省还制定了专门针对

进城务工女性的相关规定。 《辽宁省农民工权益

保护规定》中明确,除了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女性

从事的工种或岗位之外,任何单位严禁以性别为

由拒绝聘用女性,并且要在工种、劳动强度和劳

动时间等方面严格执行国家对女性的特殊劳动

保护规定。 这些公共政策保障了进城务工女性

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和社会保障权,加强了对女性

的特殊劳动保护,解决了进城务工女性子女的教

育和管理问题,很好地保障了进城务工女性的权

益,为提高其幸福指数创造了条件。
(三)关注进城务工女性心理健康,营造城乡

和谐氛围

关注进城务工女性心理健康,需要政府、企
业和社会齐抓共管,形成网络化治理模式。 例

如,通过组织发放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心理健康

知识宣传册、开展讲座等形式为她们普及心理健

康知识,培训其心理调适技能。 加强对心理危机

的干预和防范,组织心理健康志愿者对进城务工

女性的心理问题进行关注和疏导,帮助她们增强

个体内驱力和承受挫折的能力,克服自卑感和孤

独感,减缓精神压力。 关注进城务工女性心理健

康状况,帮助务工女性摆脱“城市边缘人”的心理

困境,指导她们在城市工作、学习、交友过程中逐

渐接受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内化城市的思维方式

和文化价值观念,重构城市心理结构,增强她们

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营造城乡和谐的社会氛

围,从深层次上提升进城务工女性的幸福指数。
(四)开展社区、工会和妇联工作,加强进城

务工女性的城市生活融入

进城务工女性一部分集中住在工作单位集

体宿舍,一部分分散在城市各个居住小区,加之

社会往来以同事和老乡为主,为其融入当地城市

生活带来一定难度。 这就需要社区、工会和妇联

发挥职能,促进进城务工女性的社会融入。
社区是进城务工女性工作之外的家园。 要

促进进城务工女性的社会融入,就需要加强社区

建设。 辽宁省按照“以现居住地为主,现居住地

和户籍所在地互相配合”的原则,开展活动时将

进城务工女性和城市居民同等对待,为进城务工

女性提供就业、文化、教育、托养、社保、卫生、法
律帮助等方面的支持,发挥社区基层劳动保障工

作平台的桥梁作用,为进城务工女性解决困难提

供帮助,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辽宁省各级工会和妇联组织作为进城务工

女性的“后盾”和“娘家人”,积极搭建平台,发动

社会各界开展文化互助活动,组织务工女性参与

到城市生活中来,增强她们的存在感和城市归

属感。
(五)提升进城务工女性综合素质

女性要在城市立足,实现安稳幸福的生活,
关键还在于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增强自我发展的

能力。 一方面,进城务工女性要加强学习和培

训,使自己以此得到更好发展和获得幸福生活的

机会。 另一方面,政府要把加大公共投入和企业

培训投入纳入规划,为进城务工女性提供各类职

业技能培训班和业余学校,以及婚姻家庭、卫生

保健专题讲座和法律心理咨询等服务,使进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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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女性在务工的过程中,通过培训和学习,掌握

职业技能,提高自身素质,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

和自我意识等方面,逐渐获得成长和进步,增强

职业竞争力,实现自我认同,在未来发展方面更

具信心,并提升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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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large
 

number
 

of
 

farmers
 

have
 

moved
 

into
 

cities
 

to
 

work,
 

it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historical
 

start-
ing

 

poi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the
 

new
 

era,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have
 

changed.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index
 

of
 

the
 

female
 

migrant
 

work-
ers

 

in
 

cities.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happiness
 

index
 

of
 

women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this
 

paper
 

at-
tempts

 

to
 

explore
 

some
 

specific
 

measures
 

to
 

improve
 

this
 

index
 

from
 

three
 

dimensions:
 

economic
 

dimension;
 

social
 

dimension;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Some
 

countermeasure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reform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o
 

increase
 

the
 

social
 

secur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pay
 

attention
 

to
 

mental
 

health,
 

to
 

carry
 

out
 

the
 

work
 

of
 

community
 

trade
 

unions
 

and
 

womens
 

federations,
 

and
 

to
 

improve
 

the
 

compre-
hensi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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