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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人阶层生存发展状况调查及思考 

黄岩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调查发现，浙江工人阶层文化程度有极大提高、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竞争意识强烈，但他们相对收

入下降，生活压力较大，自我认同度不高。对此，应从调节收入分配、健全保障机制、提升流动能力等多方面着手，

寻求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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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人阶层，历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广义的工人阶层是一种阶级概念，泛指一切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

动者集团。狭义的工人阶层是一种职业概念，主要指凭借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而劳动的群体。基于研究的需要，本调查将工人

阶层定义为凭借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在现代企业中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中属

于后者的人群。该阶层主要由在各种企业中从事简单劳动、初级技术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工人组成。 

为了真实了解浙江工人阶层生存、发展现状，课题组采用自编问卷，于 2010 年 2月－5月在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万里马皮件服饰有限公司、台州市黄岩凯普机械有限公司等 13家企业进行了一次有关“浙江工人阶层生存发展状况”的调

查。调查共发放问卷 643 份，回收 643 份。在 643 份问卷中，管理人员为 85 人，占 13.2%；生产工人为 303 人，占 47.1%；服

务人员 144人，占 22.4%；技术人员 111人，占 17.3%。考虑到本次考查的工人阶层属于被管理者，因此，主要分析的对象为包

含“生产工人”和“服务人员”的 447份有效问卷，而对于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有效问卷，则将作为相关的比照数据。
①
 

一、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一)年龄性别 

从年龄层次上看，40 岁以下的人口占多数，其中 20 岁以下的占 4%，20－29 岁的占 63.8%，30－39 岁的占 16.8%，40－49

岁的人员为 12%，50岁以上的占 3.4%。从性别上看，男性所占比例为 65.8%，女性比例为 34.2%。数据表明，在岗男性工人比例

明显高于女性，且新工人多于老工人，新一代工人正在形成。 

(二)户籍行业 

从户籍类型来看，调研对象中农业户口人员占 49.7%，这反映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二三产业转化，并逐步成为工人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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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 

从受访者所在企业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员工为 10.7%，集体企业员工为 5.3%，三资企业员工占 47%，私营企业员工 31.5%，

个体企业员工所占比例为 5.3%。从企业的产业性质来看，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比例为 80%，第一产业 6%，第三产业 13.4%。这

反映了浙江国有和集体企业员工群体逐步缩小，而外资、私营企业工人群体正在不断增大的现实。同时表明浙江产业结构正在

朝合理化方向发展的态势。 

(三)文化程度 

从文化程度来看，受访者大学以上文化层次人员高达 41%，高中(中专)的比例为 47.6%，初中以下文化的仅为 11.4%。这反

映了新一代工人群体知识技术构成不断优化的现实。 

(四)政治信仰 

受调查者中，中共党员占 16.1%，共青团员占 43.6%，民主党派占 0.7%，群众占 39.6%。从宗教信仰状况来看，信仰宗教的

人员为 7.4%，无宗教信仰的 51.7%，40.9%的被访对象选择“说不清”。进一步分析发现，1.3%的党员和 9.2%的团员选择信仰宗

教。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属于工人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他们对宗教的模糊态度，必然不利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二、浙江工人阶层生存发展状况与特点 

(一)绝对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 

调研中，有 10%左右的个体没有填写他们的工资水平。通过对有效样本的分析，样本群工人阶层 2009年月收入以 1000－3000

元为主(85%)，明显高于其它大城市中工人阶层的月收入。(有数据显示，全国几个主要大城市工人群体月收入在 500－1500 元

之间的工人数居多，占工人总数的 57.6%)，其中又以 1000－2000 元的比例最高(50.8%)，其次为 2000－3000 元(34.2%)，此外

尚有 11.9%的工资收入在 3000－5000元之间，选择收入在 1000元以下的比例和收入在 5000元以上的比例相当(1.8%)。 

从消费额来看，49.6%的家庭每月消费支出在 1000－2000 元之间，16.8%的人员全家月消费在 2000 元以上。如果以每户 3

人计算，个人年均消费在 4000－8000 元之间的比例为 49.6%，年均消费在 8000 元以上的比例为 16.8%。参照 2010 年中国社会

形势分析与预测的数据，2008 年全国农村居民高收入户人均消费为 6854 元，城镇居民低收入户人均消费 5374.6 元。浙江工人

家庭人均消费基本达到农村高收入户水平，相当于城镇居民的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一方面表明城乡生活差异的存在，另一

方面也表明了工人阶层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下降的不争事实。 

从消费结构来看，针对问卷所列的食品、服装饰品、医疗消费、住房消费、旅游娱乐、教育费用、各种人情交往费用等七

种主要消费项目，高达 92.3%的被访者将食品选择为前三位消费项目之一，其次分别为服装饰品(62.9%)、医疗消费(42.7%)、住

房消费(41.3%)、人情消费(24.5%)、教育费用(21.7%)、旅游娱乐(12.6%)。数据显示，工人阶层的主要消费还是用于解决日常

生活必需品，尤其以吃、穿为主。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收入的提高，很多工人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过去大病小治、

小病不治的现象有了较大改变。同时，教育费用、旅游娱乐被部分成员列入占前三位消费项目之列，说明工人阶层的发展型和

享受型消费也占有一定比重。 

(二)竞争意识强烈，远期规划明确 

随着企业用工自主权不断增强，工人阶层岗位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也在不断增强。问卷问及“您认为个人发展的主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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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结果显示，24.3%的人选择“有技术”，22.3%的人选择“个人综合能力强”，16.2%的人选择“有资金”，14.2%的人选

择“社会关系强”。尽管还有 25%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任何优势，但大部分工人已逐步接受了市场经济规则，明白了“打铁还需自

身硬”的道理。 

一般而言，成功人士都是有长期时间观念的人。调查表明，针对“您对自己当前职业(职位)的长远规划是什么”的问题，

39.2%的人选择“不改变职业，选择跳槽”，34.5%的人选择“在现有岗位上不断奋进”，8.1%的人“重新选择职业”，只有 18.2%

的人选择“没有计划，混一天算一天”。数据表明，高达 81.8%的人对自己未来职业有着较为明显的远期规划。 

工人们在选择自身职业时，最注重的因素是什么?针对这一问题，调查组设置了 10 个选项。结果显示，工人最注重的前三

位因素分别为:工作收入(72.3%)、工作稳定(23.6%)、发展机会(23%)。而选择“人际关系”和“管理制度化”的比例分别为 4.7%、

0.7%，位居最后两位因素。这表明，随着整个社会物质化程度的日益加剧，工人群体的行为选择越来越理性化(功利化)，经济

价值取向明显增强。 

(三)企业忠诚度低，跳槽意愿增加 

在部分职工下岗，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日益拉大的背景下，工人如何看待自身的主体地位呢?调查显示，

高达 29%的工人认为自己和企业的关系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23%的人选择“各取所需，相互利用”，仅有 25.7%的人

选择“兴衰与共”，20.9%的人选择不知道。这说明，随着劳动关系向契约化方向发展，工人阶层对企业的归属感大大减弱，越

来越多的职工由“单位人”转向“社会人”。 

与企业忠诚度减弱相关的是，工人跳槽的意愿明显增加。针对于“您对自己当前职业(职位)的长远规划是什么”的问题，

选择“不改变职业跳槽”和“重新选择职业”的比例之和高达 47.3%，而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选择这两项的比例之和高达 49%。

交谈中发现，在员工与企业签订的合同中，短期合同居多，中长期合同较少。 

(四)生存压力较大，自我认同度低 

为了准确了解工人阶层的生活压力现状，调研组特意设置了“您目前主要的生活困扰是什么?”的问题，并提供了 10 个参

考选项，要求选择三项并排序，认为自己无任何生活困扰的可跳过。通过分析发现，目前困扰工人生活的前三位因素分别为:家

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63.8%)；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59.7%)；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53%)。这三种因素归根

到底是工作稳定性和收入的问题，这说明工人阶层仍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工人的生存压力在其劳动强度上也能得到进一步验证。调查表明，工人每周工作 5天的比例仅为 48.3%，每周 6天为 33.1%，

每周 7天为 18.6%。从工作时间来看，77.3%的工人选择每天劳动 8小时以内(含 8小时)，25%的人员选择每天劳动 8－10小时，

此外还有 2.7%选择在 10小时以上。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作时间长的部门主要是建筑工地、服装厂以及住宿餐饮等外来人口比较

集中的行业。如建筑工只要天气允许(不下大雨就行)，就天天在外面干着，个别服装厂也就每个月发工资休息一天。在餐饮、

娱乐等服务性行业，从业者常常是日夜颠倒，越到假日越忙，且无假日报酬是平时倍数之说。这说明农民工生存压力要大于非

农业户口工人。 

巨大的生活压力，使工人阶层降低了对自身阶层的认可。调查发现，认为自己收入层次、消费层次和社会地位在中上层的

比例均在 6%以内，而选择在中下层(含下层)的比例则分别为 75.4%、73.2%、71.1%。毫无疑问，如果工人阶层的职业声望过低，

必然会导致其理想信念的淡化，以及对抗情绪的增强。这既不利于工人阶层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调

查进一步发现，针对自己子女未来的职业，工人选择最多的是“从政做领导”(34.5%)，其次为“经商或搞实业”(23%)，“科教

文卫专业技术人员”(14.4%)，没有一名工人选择“工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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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充满活力和机会的社会，人们的成功标准，个人的职业取向，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不愿做工人”成为那么多人的

共同取向，这既是对社会阶层分化尤其是等级分化严重的一种抗议，也应成为当今社会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失衡的

一个警示。 

(五)融入意愿强烈，沟通能力一般 

尽管浙江工人面对高强度的工作，不断飙升的房价，以及高昂的生活成本，感到生存发展压力很大，但针对“您是否有可

能在您现在工作的城市购买属于自己的住房，并成为一名‘新浙江人’呢?(外来务工人员填写)”的提问，高达 51.2%的人选择

“有可能”，其中认为“很有可能”的比例为 22.6%，选择“视情况而定，暂时无计划”的比例为 29.8%，真正选择“绝对不可

能”的比例只有 19%。这一方面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在浙江能够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对所在城市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另一

方面也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对自己的未来生活充满信心。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本次调研中 59.8%的工人认为自己未来工资会提升，

其中认为有很大提升的比例为 9.5%得到验证。 

良好的交往能力，是在陌生人社会中有效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增强工作成功率和个人幸福率的关键所在。数据显示，高达

58.2%的工人认为自己与陌生人交往能力一般，认为交往能力“很强的”为 8.9%，“比较强的”为 25.3%，“比较弱”的比例为 7.5%。

调查进一步发现，工人日常交往的主要对象依次为为“家人亲戚”(69.2%)，“同事”(67.1%)，“同学”(50%)，社交中认识的朋

友(39.2%)，老乡(31.8%)，网友(2%)。数据表明，工人阶层在人际交往中存在明显的“亲缘社交”特点，而对以陌生人为主体

的“社交外圈”利用明显不足。在“流动性”的现代性社会中，提升同“陌生人”交往的能力，无疑是增强自身社会资本的前

提条件。 

三、改善工人阶层生存发展状况的思考与建议 

(一)进一步规范企业内部工资分配。收入分配是工人群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影响广大职工积极性

的关键问题。当前，过大的收入差异主要由两大突出问题造成:第一，收入差别难以客观反映不同职业群体对社会的贡献，而更

多地是由于行业垄断、政策优惠，特别是手中掌握的权利所致；第二，劳动收益过低和资本、管理等生产要素收益过高的矛盾

日益突出，甚至还有进一步拉大趋势。加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就必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加大对工资的宏观调

控力度，在坚决消除行业垄断、特权利益的同时，按照调高、扩中、提低、取缔非法收入的原则，着力提高低收入水平，逐步

缩小收入分配差异。 

(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加快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加强社会

保障工作:第一，各级政府应坚持发展经济与促进就业互动，以发展促进就业，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第二，政府应当

加快建立适应工人低收入层次需要的住房保障体系，真正实现“住有所居”；第三，要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进一步

增强其规避生活风险的能力；第四，进一步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保障资金投入，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三)积极落实农民工社会权益的保障问题。农民工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传统户籍制度带来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农

民工问题，就一定要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在此过程中，还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完善统一高效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消除对使用农民工的劳动歧视和社会偏见；第二，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尽力安排农民工子女实现就近、

就地就学；第三，在职代会换届选举中适当增加农民工代表比例，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关事项列入职代会议题；第四，

在加大《劳动合同法》宣传力度的同时，加强法律监督和开展法律援助，对侵害农民工群体合法权益的行为及时监督并有效处

理。 

(四)强化自致性规则对人的社会流动的决定作用。自致性规则的基本要求是规则的普适性。学者陆学艺(2004)认为，在社

会底层强烈渴望改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冲动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变窄或被阻塞，将可能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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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波，甚至成为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土壤。工人阶层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乃至他们的子女，要想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

明显要高于“有权、有钱、有势”阶层。因此，政府与社会有义务为工人阶层中的一部分优秀成员恢复、寻求社会流动的能力，

保证他们只要具备了某种能力，就同其他阶层一样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得到相应的社会位置。 

(五)重视对企业员工的技能培训与再教育。教育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也是推进社会阶层呈现良性流动

的主要动力。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工人在工作时间不能学习，业余时间因为体力疲劳或经济困窘而无意学习。这些因素造

成工人难以向管理或技术岗位流动，极大地扼杀了其积极性的发挥。因此，政府应该拿出专项资金，采取政府补贴为主，企业、

个人适当负担，或者政府负全责的方式，加大对人才资本的投入，通过对优秀青年工人进行适当的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资源

创造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促进企业发展与工人自身发展的良性循环，增强工人主人翁的责任感、成就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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