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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策略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购房的实践

及困境 

——基于烟台市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案研究
1
 

常 婚 张超楠 于建华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5 ） 

【摘 要】 通过对 12户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进城购房实践的个案分析，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购房困境的同时，

探讨了家庭策略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购房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面临信息获取、资金筹集、

购房决策等购房准备时，以家庭作为能动主体，运用家庭策略为其成功购房提供了有效的支持，新生代农民工家庭

在成功购房后也同样面临着经济负担加重、家庭冲突显著等难题亟待解决。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购房；家庭策略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容纳更多的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让他们挣钱顾家两

不误。对于农民工而言，进城购房可以说是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进入城市，实现其市民化的重要一步，一旦在城市中有了自己的

住房，也就意味着在城市中落户有了物质的基础，而这与当下政府所提出的商品房去库存化的战略目标又紧密结合。但需要注

意的是，上述政策及目标是自上而下的逻辑思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安家落户还需要从农民工群体出发考虑其主观行动策略，

尤其是注重考察，在农民工自身收入偏低、房地产市场价格居高不下等困境之外，还有可能阻碍其进城购房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在 1.5亿外出农民工中约占 60%,人数近亿。《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

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 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但是他们在居住的环境、聚居

的规模以及城市社会融入等方面都因为买不起房或买不到房而陷入困境，这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

因此本研究期望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选择在城中安家落户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采用结构式访谈，探究他们进城购

房时的困境及策略，以期方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入城安居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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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个案访谈基本情况 

受访家 

庭编号 

户主 

年龄 

学历 

是否是 

本市户口 

婚姻状况 

是否为 

独生子女 

月收入 
购买房屋的

类型 

购房是否造成

自身经济压力 

是否对购房补贴

政策有一定了解 

1 38 中专 是 已婚 是 2000~3000 新房 否 否 

2 39 初中 是 已婚 否 3000 二手房 是 否 

3 28 大专 否 已婚 否 3000 新房 是 是 

4 28 大专 是 未婚 是 2500 新房 否 否 

5 28 高中 是 未婚 是 4000 新房 否 是 

6 29 中专 否 已婚 是 3000~4000 新房 是 否 

7 30 中专 是 已婚 是 3000 未购买 是 否 

8 23 中专 是 未婚 是 2000 新房 否 是 

9 26 中专 是 已婚 是 3000 新房 是 否 

10 ? 中专 是 已婚 否 4000 新房 是 否 

11 30 中专 是 已婚 是 3500 新房 否 否 

12 33 初中 是 已婚 否 4000 二手房 否 否 

 

2 研究设计 

2.1概念界定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作依照社会身份、职业、年龄这三个标准划分出的一个新社会阶层，所使用的“新生代农民工”

的概念包括了以下规定性：其一，这是一个职业群体，他们从事工、商等非农生产，但主要是工业工作；其二，这是一个社会

身份群体,他们的户籍是农民，一般来说他们的父辈身份也是农民或农民工；其三，这是一个年龄群体，属于 1980 年以后出生

的“80后”一代（李培林,田丰，2011）o因为本研究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购房卖践，因此选择的是 18~40岁已经在城镇购

房安家的新生代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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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研究方法及样本概况 

本研究选择了山东省烟台市某一工厂，通过工厂的相关领导了解已购房的新生代农民工名单，并根据收入水平、婚姻状态

以及户籍所在地等选择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对其户主及成员进行结构式访谈，深入了解他们进城购房的动机、面临的不同问题

以及他们为解决问题所进行的尝试和策略。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在烟台某工厂抽取了 12 名新生代农民工（见表 1）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在访谈中，侧重于从

过程-事件范式去厘清其购房的家庭策略，即倾向于将家.庭视为一个能动的主体，从而探讨家庭及其成员在面对外部环境的冲

击和影响时如何应对和调适。综合上述调查结果，分析当前农民工进城安家落户的困境，厘清家庭策略与国家政策之间可能存

在的偏差，在此基础上为城市管理者制定流动人口的购房政策提供建议。 

3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购房动机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购房的动机判断，本研究主要通过向调查对象了解购房对象在购房地点上的选择、购房时机处于家

庭生命周期的哪个节点与购房后调查对象对自己居住状况的预期，进行分析并做出结论。 

3.1购房地点的选择 

在对购房地点的选择上，本研究将问题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调查对象对于城镇房屋与农村房屋之间的选择。第二

个层面则是调查对象对房屋具体位置的区位选择倾向。在城镇与农村的这一层面的选择上，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无一例外地选

择在城市购房居住，因而本研究认为这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与进入城市的强烈意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而对于购房的区位选择方面，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3.1.1生活取向型。这类调查对象在选择房屋时一般以工作地点与住房的交通距离作为首选指标，其购买住房也将方便上下

班作为主要目的之一，大多数单身青年都属于这样的类型。除此之外，一些已经组建了新家庭的新生代农民工还会注重住房周

围的基础设施条件，尤其是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等方面。在数位调查对象中，我们问及“您在购买房屋前做了哪些调查工作？”

时，他们都回答诸如“房子周围要有学校、医院”、“有幼儿园或者小学”这样的回答。这类调查对象普遍已经成立家庭，并

且十分关注自己子女的教育、健康问题。 

“有一个在上小学的儿子，对他的期望嘛，最起码大学吧，越高越好，最好是到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去。”（C10） 

随着进城购房行为的进行和教育环境的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对其子女的教育成本不断增加,教育期望也有所提高，所以对房

屋周边基础设施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会综合考虑距离学校的远近程度。  

3.1.2 价格取向型。这一类型的调查对象出于自身经济实力条件的限制，在购买房屋时不得不将价格作为考虑的第一要素。

由于我们的调查对象居住在中小型城镇，因此出现这种现象的频率较少，但是在一线、二线的大城市中，高昂的房价可能是包

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诸多城市青年的难题，因而这善购房者在其他的地区有可能成为主要的构成部分。 

在调查对象中，基础设施趋向性的购房难度较低，但价格取向型在购房时则明显要克服更大的困难。除了金钱方面的难题，

人际关系的处理、购房信息的获取以及如何获取家人朋友的支持等也是我们的调查对象们需要一步一步去克服的困难。因而调

查对象往往不能买到完全令自己满意的房屋，而会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相应的妥协与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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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购房节点的选择 

在本次研究中，大部分调查对象都会在结婚——即组建新的家庭之前就提前购买房屋，理由是房屋会成为吸引异性的重要

条件之一,也是新的家庭能否顺利组建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对调查对象进行了分类，一类为在购买房屋时就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配

偶，而另一类则是在买房时还没有认识自己的配偶，可以将自己的房屋作为吸引异性的重要条件，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共有 3

人属于这种情况。这三位调查对象在购房策略与地点的选择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首先在购房地点的选择上，这三位调查对象

均属于上文中提到的工作取向型的调查对象，在购买房屋时并没有对今后的生活进行更多的构想，只是单纯地考虑到自己工作

与未来结婚的需求。在家庭条件上，三位调查对象也属于家庭环境较为殷实的一类，因而在付款时一人用父母的积蓄支付了大

部分的开销，而自己则贷款来弥补中间的少量差额，另外两位则直接由父母一次性付清了所有的款项。这三位调查对象中有一

位目前依然未婚，而已经结婚的两位在婚后生活中所面临的生活压力也相应较小。 

4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购房困境 

经过一定的购房准备工作，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成功在城镇中购买到房子，但由于自身不同的具体情况，对房型、支出数目

与购房行为对家庭影响等方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购房的结果或多或少地给农民工带来了些许烦恼和遗憾。 

4.1购房结果中存在遗憾 

据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中购买的房屋面积普遍在 80~100m2之间，在户型上，也大多均属于两室一厅，对于

想让父母在城镇中帮忙、暂住的家庭来说，仍然会带来一些居住上的困扰,这并不是令农民工最满意的选择。 

同时，根据家庭的经济条件，也有部分家庭选择购买二手房，在访谈对象中,就有两户这样的案例。房子对于农民工来说，

可以算是在这座城镇中生活的重要保障之一，但即使房子如此之重要，有些农民工却也只能买二手房、旧房将就，可以说是留

下了较大的遗憾。 

“当时北翠里的房子是大队的，优惠没有，但已经很便宜了。这是大队的房，不是按商品房计算的，大队的房因为没有小

的集体房，只有一个大的，所以非常便宜,但是好多人都争抢。不是保障房，是大产权房，大队的，大集体房产证的。所有楼房

就给一个大集体房产证。“(C1) 

在访谈对象中，其中有一户家庭买的是大产权房，是当时大队里的房子；整栋楼只有一个房产证，购买原因主要是因为其

房价较低，颇受人们的争抢。但也正因为此房属于大产权房，户主不享有房屋的交易权和转让权，对于以后的房屋地产的资源

处理以及相关的贷款、抵押都存在一定的隐患。 

“最好是希望父母来能方便点，直接坐车就可以到了。我父母现在就住在我家里，帮忙看着孩子，但不算很方便。对于户

型，现在有点后悔，三楼太矮了。”(C11) 

根据个案可以了解到，除了房屋面积、户型、产权问题外，对于房子的具体位置和其交通环境，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让步的

主要方面。在房子的具体位置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比较希望离工作地点近一些，但实际上不得不远离密集度较高的工业园

区，即工作的场所。以及考虑到以后孩子的教育问题，虽然希望能离学校近一些，但比普通房更贵的学区房，新生代农民工实

在是很难承担更大的负担。而对于距离市中心、购物场所、娱乐场所等地点的远近，就更不在农民工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同时，.

对于小区附近的交通环境，也很难完全令新生代农民工满意，如上班时周围交通的拥堵程度、房子附近是否有公共交通，还有

考虑到父母从乡下到城镇房子的便利程度,因为这涉及到是否能让父母帮忙照顾孩子，但上述条件很难完全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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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购房缺乏正式社会支持 

在城镇中购买房子，资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很难仅凭自己一人在短时间内筹集全款。与此同时，新生代农

民工对于购房优惠政策的实行也并不了解，缺少正式的社会支持。 

“没有用到什么优惠政策，这不是今年才刚下来的吗？我是上网看到的，好像是今年 8月 1号开始实行还是 10月.1号开始？

我也不是很清楚。”(C3) 

近几年政府为了去库存，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对农民工购房的优惠政策，在客观上减轻了农民工进城购房的难度。

虽然近几年烟台市也出台不少相关的农民工购房的优惠政策，但其宣传的途径与力度，却仍有所欠缺，在调查过程中，12 户家

庭几乎没有享受过此类的优惠政策,其中 9户都不知道当时政府是否有推出相关的优惠政策，对于政策了解的 3户家庭也只以听

说为主，并不是很确信听到的就是政府出台的政策，对相关信息了解甚少。 

4.3购房带来沉重经济负担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2010 年之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中买房,价格在 25~35 万之间，且房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长，但

在 2010年之前购房的家庭，则需要根据当时购房的具体情况来判断房价的高低。但即便如此，30万左右的金额对于普通的新生

代农民工家庭仍然是一个较大的负担，只有极少数家庭能依靠多年的积蓄，一次性全部付款，不欠外债，其他家庭或多或少会

向银行或是亲戚朋友借一部分的资金。 

此购房资金的来源具体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完全依靠家庭的积蓄，没有向外部进行任何金钱上的求助，一次性全部付

款；二是一部分依靠家庭积蓄，一部分向亲戚朋友借钱，若是向亲戚朋友借款，则大多是短期借款，且金额不会过大；三是一

部分依靠家庭积蓄，一部分依靠银行贷款，若是向银行贷款，则在银行允许的情况下，金额较大，贷款时间较长，之后的还款

主要是以子辈为主；四是积蓄、亲戚朋友借钱、贷款三种资金筹集方式均有运用。 

但除了第一种完全依靠家庭积蓄的情况之外，其余情况均留下了不小，的外债，向亲戚朋友借钱、向银行贷款，金额普遍

在 5万~30万之间，借期也通常较长，3~30年均有案例涉及。 

 “我们没有向银行贷款，买房子的钱基本都是父母的，有父每帮忙向别人借的，一共借了 20 万，还有我自己的 3、4

万。”(C11) 

“当时买房子，一共差不多要 16万 6(二手房)，父母大概给了 8、9万，我自己也攒了 3万多，然后向银行贷款了 7万，时

间是 10年，在 15年的时候终于还清了，当初每个月大概要还 720元。”(C12) 

个案资料也正如上文所说的，高额的房价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来说，依旧是个不小的负担，有向亲戚朋友借钱的、有向银

行贷款，更多的是两种借贷方式都使用的，每月还银行贷款的费用，将近占家庭收入的五分之一。尤其是当妻子怀孕和坐月子

的休养期间，又少了将近一半的收入来源，因此有时不得不再次依靠父辈们的帮助，整个家庭的负担逐渐加重，生活难免有所

拮据。 

4.4购房带来家庭冲突 

由于购房的负担较大，一个人很难全部承担，所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购房行为更多的是一个家庭行为，是一整个家

庭来对购房行为进行决策，尤其是资金方面。同时，购房行为对家庭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家庭矛盾的产生、家庭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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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剧和教育成本的增加等方面。 

“我有个姐姐，在烟台开发区，已经结婚了，孩子都 4岁了。,他们是自己买的房子，我爸妈没有给他们垫钱。”(C3) 

一个家庭购房、筹集资金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在这过程中，不免会因为房子的原因产生一些家庭矛盾，比如父母给各个子

女购房资金的筹集分配、父母与子辈之间对购房选择的不统一，以及男女双方家庭对购房的责任分配等等问题。 

在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中，父母生育了多个子女，且面临着子女都要购房、成家的困扰，目前一套房子就已经难以承受，

其他子女就更难伸以援手了，是全心全意帮其中一名子女购买一套房子，让其他子女再等等?还是所有子女都给一点帮助？如果

只帮一名子女，那又该如何定下人选？按年龄？按父母的喜爱程度？如果是平均分给所有子女，那每个子女的小家庭则需要承

担较大的负担，以及是否能做到完全的平均呢？ 

5 新生代农民工购房中的家庭策略 

在购房整个家庭行为的过程中，本研究将子辈与父母所在的家庭定义为大家庭，而子辈与配偶所新成立的家庭定义为小家

庭，大家庭与小家庭对于购房这个行为所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互动与联系。 

5.1大家庭策略 

在大家庭中，父母为了帮助子女们购买新房，除了动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外，也会帮助子女，利用自身的人际网络关系，向

亲戚朋友借一些资金，金额通常不会过大，时间也不会过长，之后父母会和子女一起还清欠款。 

“当时买房子是一次付全款的，90%都是父母那边出的钱，也都问别人借了不少钱。父母养老问题，以后是肯定要养的啊，

但目前还不用，老人都有收入，他们现在挣的钱自己够用的。”(C1) 

“父母养老那肯定要儿女养着吧，而且老人也有一些养老保险的。我小孩儿应该不会再让父母掏钱，自己养。”(C6) 

父辈给予子女如此大的金额，除了亲情的因素外，基于理性考虑，可能是秉持相互交换的原则，想着以后子女们会好好回

报自己的想法。因为当新生代农民工用父母的积蓄购房时，通常会对父母产生一定的亏欠感，再加上本身想要尽孝道的原因，

所以在父母以后的养老问题上都较为大方，大多都许诺当父母退休、不具有劳动力之后会尽职照顾好老人。 

5.2小家庭策略 

同时，在小家庭中，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向银行进行贷款购房，通常不会将父母牵扯进来，而是在新的、小家庭范围内，

夫妻双方自己打工来还房贷。 

“买房之前也没什么准备工作，就刚开始随便溜达，去开发商那边去溜达了一下，贷款主要是开发商帮你弄好的，基本上

不大用你操心。“(C5) 

如今买房已成为人们在城镇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随着购房人数的增加和房价的不断升高，向银行贷款也已成为普通大

众必要的途径之一，所以现在的房贷手续较为简单，房地产商也会给予相当大的帮助，通常都能在短时间之内申请下来。 

“当时贷款贷了 12万，主要是我们夫妻两人还款，现在还没还清，开始几年过的挺不容易的,现在收入高了就没有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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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刚开始工作，工资不到 2000,还贷款就要 1000,现在收入高了就没有什么了。”(C10) 

在新生代农民工成功购买房子，并开始结婚生育、组件新的家庭之后，房贷几乎都是由新组建的小家庭中的夫妻二人共同

偿还，如非特殊情况，则较少再去借助父母的帮助。 

5.3家庭综合策略 

还银行房贷与向亲戚朋友借款的主要承担人不同，是因为所属的家庭改变了，向亲戚朋友借钱时，是以新生代农民工及其

父母为核心的家庭，父母以长辈的身份帮助子女购房、减轻负担，而当购房、结婚之后，新生代农民工和其伴侣、孩子在新房

中组建成新的家庭，是以他们夫妻为核心的小家庭，其父母并不属于这个家庭中，新生代农民工自己成为了小家庭中最年长的

一辈，需要自己承担家庭中的还贷义务。换句话说，以购房、结婚为时间的分割点，新生代农民工脱离了原先传统的农村家庭，

在城镇中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并将房子所附带的经济义务一同包揽过来，形成独立。 

“当时房子一共 87.7m2,房子的首付是父母帮忙给的，但后来向银行贷款的钱，是我们自己还的，每个月要还 800 元,现在

我们俩口子的收入加起来每个月大概有 6000多吧。我还有个哥哥，买房子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C2) 

可以看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很少会有家庭采取单独的大家庭策略或是小家庭策略，而是尽可能地将大小家庭策略联

动起来，采取多种渠道与手段来构成自己的购房策略。 

6 小结与思考 

本研究细致的展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进城购房的完整过程以及面对困境时的策略选择。家庭策略是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

的能动的主体，讨论家庭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主动应对的策略。本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利用大家庭策略、小家庭策略以及

大小家庭联合的策略积极应对困境成功购房。采用大家庭策略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主要依靠亲代家庭多年来积攒的财富与社

会网络关系，为子女成功进城购房倾尽全力；采取小家庭策略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则是利用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与配偶的力量，

通过借贷等方式完成进城购房行为；而第三种购房策略则是亲代家庭与子代家庭一起共同面对进城购房的难题。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购房通过各种家庭策略可以削弱相关困难，但是在经济、决策以及购房结束后对整个家庭的负面影

响都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购房需要更多方面的努力，要加强自身职业修养，通过提高工资进行财富积累；

扩大房屋信息获取渠道从而买到心满意足的房子。政府方面则要加快廉租房、保障房建设，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城购房提供

更多切实可行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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