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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 

——对社会融合之影响及其获得途径 

 

答辩简述（600 字左右）：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是当下一个热门的话题。已有的研究主要分析了社

会制度、人力资本或者是社会资本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较少从文化的视

角来看待和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回顾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社

会融合面临首要问题是文化的差异。本研究借鉴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提出了帮助新生代

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入的两种类型的文化资本，即适应型文化资本和融入型文化资本。前者主

要是指在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所需要基本的文化资源，具体体现为生活习惯、语言能

力、社会交往规则和公共服务四方面的文化资本。后者主要指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主流

社会所需要的文化资源，体现为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包括城市导向的消费理念、消费

行为和闲暇生活方式。 

本文通过定量数据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对社会融合不同维度的影

响。验证了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有显著影响的基本假设。同时，通过比较分析

发现，融入型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有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影响。 

本文定性访谈资料发现，工作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得文化资本的重要平台。工作过程中，

岗位培训、人际互动和专业化的倾向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得文化资本的三种主要机制；此外，

良好的宿舍环境是促进文化资本积累的积极因素，超常的劳动时间和严苛的劳动规范是阻碍

文化资本积累的消极因素。而在日常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文化资本的积累有



重要影响。先赋性和后致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的积累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此

外，社会组织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获得文化资本方面正在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有

些已经取得一定的效果。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资源，特别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的高雅

文化即发展型文化资本的培养。接受过教育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或其子女也表现出更好的城

市适应性。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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