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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hree rural" question in the new era, and it is also a 

hot and difficult issue that scholars pay attention to. The article uses 2042 core journals and CSSCI research literature 

as data samples from 2005 to 2021, and uses CiteSpace to conduct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n the research topic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basic situation, research hotspots, frontier evolution, research 

lin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suggestions and prospect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are put forward. Looking at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main lines of research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it has evolved from a simple focus on "employment" to an emphasis 

on "employment quality", and from a one-way "city integration" to a more focused "Social network", from a relatively 

superficial "citizenization" to a deeper "identity", from a simple "urbanization" to a people-oriented "new urbanization", 

and more emphasis on the "villag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ity to feed back the countryside, etc..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hows that it not only reveal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evolution and 

cutting-edge trend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ut also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reflects the yearning and pursui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main research line, evolution process, development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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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生代农民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文章以 2005-2021 年间

2042 篇核心期刊、CSSCI 研究文献为数据样本，采用 CiteSpace 对“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主题进行了文献计量

分析。通过对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基本情况、研究热点、前沿演进、研究主线及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研究，

提出了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建议和展望。纵观 21 世纪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演进历程和研究主线，从以往的

简单地关注“就业”演化为强调“就业质量”、从单向的“城市融入”演变为更加注重人们互动的“社会网

络”、从相对表面的“市民化”演变为更深层次的“身份认同”、从单纯的“城镇化”演变为以人为本的“新

型城镇化”和更加强调城市反哺乡村的“乡村振兴”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领域的

演进历程和前沿趋势，也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反映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向往与

追求。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主线；演进历程；发展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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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进入 21 世纪，我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代际

更替现象，新生代农民工逐步登场并引起了社会的广

泛注意。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

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正式写入“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党和国家的关注和重

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呈现的新特征和面临的实际问

题，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研究文献迅速增长，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科

学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但如何从海量文献中科

学快速地找到最为重要的、关键的有效信息却是一个

极大的难题。本文主要采用 Citespace 文献计量分析

软件，对 21 世纪以来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议题的

研究主线及发展进路进行研究，以期为今后进一步开

展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提供有益指导。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以 CNKI 为数据来源，在“高级检索”模式下选取

“核心期刊”、“CSSCI”来源类别，以“新生代农民工”作

为篇名或关键词进行检索。综合考虑相关文献首现年

份等因素，出版时间范围选择“2005-2021 年”。经检

索，得到检索结果共计 2152 篇文献，采集数据时间

为 2021 年 7 月 12 日。为提高文献的精确性和权威

性，手工剔除了卷首语、书评、会议通知或综述等非

学术研究性论文，精炼出 2042 篇样本文献。将文本

数据导入 CiteSpace5.6.R2 软件进行数据转换，有效记

录为 2042 篇文献，有效记录比率为 100%。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终身教授陈超美

先生应用 Java 语言开发的一款科学文献数据挖掘及

信息可视化软件。该软件可以通过对作者、研究机构、

研究主题等信息数据的抽取和分析，挖掘科学文献中

蕴含的潜在知识，并借助可视化知识图谱直观地呈现

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
［1］ CiteSpace 能

够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和相关知识聚类、主题词的突发

性探测，在海量文献中抓住重要信息，帮助更好地了

解特定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状况，揭示和预测该领域

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
［2］。目前，CiteSpace 已经在情

报学、图书管与档案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学、

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普及应用，是最受国际计量学

研究者公认的技术之一。本文将 CiteSpace 应用于新

生代农民工研究领域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趋势研究，主

要从发文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共现分析、主题词

的突发性探测等方面展开。 

 

 

 

3.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基本情况 

3.1 主要研究力量分析 

采用 CiteSpace 进行研究作者的合作网络分析，

选择节点类型(Node Types)=“Author”、时间切片(Time 

Slicing)=“2005-2021”（每个时间切片为“2 年”），并将

Selection Criteria 赋值为“Top N=50”，得到包含 368

个节点（作者）、133 条连线的作者合作网络图，网络

密度（Density）为 0.002。根据赖普斯定律计算新生

代农民工研究的核心作者数量，方法为：N=0.749*

（Nmax）1/2，其中“N”表示核心作者发文量应达到的

最小数量、“Nmax”表示作者发文量的最大数量。根据

数据显示，Nmax 为俞林发表了 24 篇论文。经计算，

N≈4，即发文量 4 篇以上的作者为新生代农民工研究

的核心作者（如表 1）。结果表明，发文量 4 篇以上的

作者人数为 57 人，发文量共计 364 篇，约占新生代

农民工研究相关论文总数的 17.8%，与稳定的核心作

者群体发文量占比所需达到 50%以上还存在较大差

距，表明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核心作者群体尚未

稳定。当然，这同时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受到了

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由于作者合作网络密度仅为

0.002，表明发文作者之间的合作交流还十分欠缺。 

表 1：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核心作者及发文量情况

（前 10 位） 

序

号 
作者 发文量  

序

号 
作者 发文量 

1 俞林 24  6 郑欣 11 

2 金晓彤 20  7 沈蕾 11 

3 李群 13  8 郑爱翔 10 

4 张宏如 12  9 张广胜 9 

5 印建兵 12  10 李贵成 9 

3.2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 

在研究机构分布上，在发文量前 10 名的研究机

构中（如表 2），除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为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是科

研院所之外，其它 9 个研究机构均是高校，表明高校

是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吉林大学发

文量为 44 篇，排名第一。整体上看，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我国学术实力雄厚的“双一

流”建设高校，如吉林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东华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等。值得注意的是，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是发

文量前 10 位中的唯一一所大专院校，其凭借在职业

教育等领域专长在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中表现十分抢

眼，发文量达到 39 篇。从地域分布来看，以上研究

机构主要分布在北京、武汉、南京、上海等超大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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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此外，在发文量前 10 位的研究机构中，南

京大学、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常州大

学均位于江苏省，这或许与江苏省同时是吸纳和输出

农民工的大省之一以及其雄厚的高教综合实力等因

素密切相关。 

表 2：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情况（前

10 位） 

序

号 
研究机构 

发文

量 
 

序

号 
研究机构 

发文

量 

1 吉林大学 44  6 
南京农业

大学 
20 

2 南京大学 40  7 
华中师范

大学 
19 

3 
无锡职业

技术学院 
39  8 常州大学 17 

4 
中国人民

大学 
36  9 

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 
16 

5 东华大学 24  10 
中国社会

科学院 
16 

3.3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论文研究主题的高度凝练和概括，通过

在文献信息中提取能够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

进行词频分析，可以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

向。将 Selection Criteria 赋值为“Top N =50”、“TopN% 

= 10”，运行后得到一个包括 575 个节点、1222 条连

线、密度值为 0.0074 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其

中，575 个关键词中出现频次最高的 10 个关键词如

表 3。 

表 3：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及首现年份

（前 10 位） 

序号 关键词 出现频次 首现年份 

1 新生代农民工 1766 2005 

2 市民化 143 2006 

3 农民工 135 2006 

4 城市融入 83 2009 

5 影响因素 76 2007 

6 人力资本 50 2010 

7 社会资本 49 2011 

8 职业教育 45 2010 

9 城镇化 44 2010 

10 对策 44 2008 

如表 3 所示，“新生代农民工”的词频最高，共计

出现 1766 次，首现年份为 2005 年，出自中南民族大

学成艾华教授《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分析》一文。学者

们紧紧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主题，对新老两代农

民工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城镇化、

职业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应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

的各种现实问题的对策措施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

并积聚形成了研究热点。 

4.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前沿演进和研究

主线 

研究前沿是科学研究中最具发展潜力的研究主

题或研究领域，揭示了今后进行特定领域研究的热点、

难点与趋势。利用 Citespace 的 Burst Detection 功能进

行关键词的突发词探测，可以科学揭示新生代农民工

研究的前沿演进与发展趋势。根据突发词探测的结果，

结合具体的文献研究，大致可以将 21 世纪我国新生

代农民工研究的演进历程分为 2005-2009 年、2010-

2012 年、2013-至今等三个主要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2005-2009 年）：随着“80 后”农民工数

量逐步增多，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代际更替，学者

们通过对两代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价值观变迁、发展

意愿等进行比较研究，开启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起

点。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动因、受教育程度、行业结

构等方面呈现出了较大的代际差异
［3］，在消费观念上

更加开放
［4］、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迁移

［5］，

他们更倾向于将赴城务工视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积累的过程，并借此谋求非农职业转化
［6］。有关“城市

化”问题是这一阶段的重要内容，新生代农民工处于

一种“半城市化”状态，在农村和城市都找不到归属
［7］，

他们在城市工作适应、人际适应上处于中等水平，但

在生活适应上却处于较低水平
［8］。新生代农民工的城

市化过程受到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制度

因素等多重困境的羁绊，除了个体的努力之外，也更

加呼唤政府承担起主动、积极的责任
［9］和社会的接纳

与支持。 

第二阶段（2010-2012 年）：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

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并明确提出要“采取

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

代农民工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文献进入

快速增长时期。研究表明，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现状、需求、就业、对策等主题是这一阶段的研究热

点。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进行了更为系统地

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环境、个人特征、就

业情况、与家乡的联系、城市适应性、流动模式、社

会团体参与率、学习倾向、外出动因、权利意识等方

面呈现出来的特征与第一代农民工存在多方面甚至

是全方位的差异
［10］，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城

市化、就业、创业、工作满意度以及犯罪状况等多方

位问题进行研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和培训需

求、政治权利诉求等，提出了对策建议。新生代农民

工面临着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工资水平普遍偏

低且增长缓慢、社会保障体系缺位、市民化待遇缺失、

融入城市困难、心理失衡等多重困境，需要从深化户

籍制度改革、构建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

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职业培训和培

育职业农业工人等多方面途径寻求破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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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2013-至今）：在这一阶段，新生代农

民工的突出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或缓解，所引发的关注

度有所降低，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出现回落并趋于稳定。

在经历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市民化意愿、

继续教育等问题的热切关注后，新型城镇化、就业质

量、市民转化、赋权、身份认同、乡村振兴等相关主

题，已然演变成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前沿问题

和研究热点。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呈

现出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并逐步向享受型与发展型消

费转变
［12］，与城镇户籍同龄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

消费结构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市民化特征，但在消费倾

向、消费水平上偏低，经济反哺压力更大
［13］，从而抑

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需求和国民内需的扩大。新

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农民工一样，容易在城市化中被

边缘化
［14］，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由于涉及到

土地承包权等方面的考量，市民化成本较高，新生代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不确定性显著提高，在定居意愿

上呈现“二重转变”的突出特征
［15］。为此，应加强职业

技能和继续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就

业质量，不断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创业、子女教

育、社会保障等制度体系
［16］，大力推进以人为本的新

型城镇化，着力提升城市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

的水平和质量
［17］，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

会融入感。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

业质量、工作满意度和社会认同状况仍然较低
［18］，在

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社交认同等方面均

面临困境
［19］。尽管所处生活和社会环境不同于第一代

农民工，但新生代农民工传统乡土社会网络的变化不

大，社会地位也仍处于城市社会的社会排斥之外
［20］，

需要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

民工的就业质量
［21］，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快新生代

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与市民身份认同的“同步性”发

展
［22］。同时，有意识地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投

入乡村振兴，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新型城镇化

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亦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研究

的一条重要主线。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 2005-2021 年间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研

究的 2042 篇核心期刊、CSSCI 研究文献进行文献计

量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及相关建议：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合作研

究和跨学科研究。自 2005 年首现“新生代农民工”关

键词后，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研究逐步兴起，在

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

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相关文献迅速增加。然而，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研究领域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

者群体，发文作者之间的研究合作十分欠缺。新生代

农民工群体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农民工代际更

替而产生的一个复杂的、庞大的特殊群体，解决和治

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复杂

的综合性、系统性工程，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

学、管理学、统计学、法学、教育学、传播学等多门

类学科知识，因此，今后应更加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

研究的持续性和系统性，进一步加强跨学科交流与研

究合作。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机构之间的研究合

作和学术交流，坚持问题导向，更加注重将理论研究

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

工研究的主要研究力量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武

汉等学术实力雄厚的“双一流”高校，江苏省相关高校

在新生代农民工研究领域有着突出表现。高校是新生

代农民工研究的主要阵地，且相关研究机构之间的研

究合作十分缺乏。为此，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不同研究

机构之间的研究合作与学术交流，尤其有必要加强理

论研究机构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实际工作部门的

交流和联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

“现实的人”组成的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面临

的问题也是活生生的现实的社会问题，其所具有的鲜

明问题导向决定了今后必须更加注重理论研究与具

体实践相统一，必须“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三是要结合新时代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实际问

题，积极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热点问题、前沿问

题和研究主线，坚持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为指导，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新生代农

民工研究领域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推进取得更多

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开辟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治

理之道。纵观 21 世纪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演进

历程和研究主线，从以往的简单地关注“就业”演化为

强调“就业质量”、从单向的“城市融入”演变为更加注

重人们互动的“社会网络”、从相对表面的“市民化”演

变为更深层次的“身份认同”、从单纯的“城镇化”演变

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和更加强调城市反哺乡

村的“乡村振兴”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生代

农民工研究领域的演进历程和前沿趋势，也反映出了

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反映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对新

时代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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