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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民论坛》杂志联
合几家网站做了关于“谁在沦
落底层”的问卷调查，截至 2010
年 7月 6日，共有 12254人参与。
此外，《人民论坛》记者书面调
查了511人，总计12765人。

“蚁族”和新生代农民工

最可能成为新底层

哪些人群可能成为新底
层？2 5 . 8 2 %的受访者选择“不
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如
蚁族”，24 . 95 %选择“新生代农
民工”，2 0 . 7 9 % 选择“失地农
民、被拆迁户”。

调查结果显示，昔日作为
天之骄子的大学生被列为可能
成为新底层的首位，由此可见，
大学生就业问题以及“蚁族”现
象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
注。“蚁族”绝大多数来自经济
欠发达地区，其中来自农村的
比例达54 . 7%。
“新生代农民工”则被列为

新底层的第二位。当前，新生代
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和我国“人口红利”的主要组成
部分，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大局。
他们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
市的认同度超过了农村。但在
融入城市过程中，新生代农民
工面临收入较低、技能偏低、缺
乏住房和难以落户的障碍。让
新生代农民工体面劳动、融入
城市有尊严地生活，是当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

而“失地农民、被拆迁户”
之所以被列为新底层，记者在
调查采访中得知，很多人是基
于以下的考虑：失地农民、被拆
迁户在面对利益纠纷、维护自
身权益的时候，往往力不从心
甚至利益受损，处于弱势地位。

底层公众最大特征

是“为生存发愁”

不同的人对底层有不同的标
准，您心目中的底层公众突出的
特征是什么？24 . 05%的受访者选
择“低收入，居无定所，为温饱、生
存发愁”，18 . 41%选择“缺乏各项
社会保障，难以获得各类组织帮
助”。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公
众首先是从经济角度、生存层面
考量底层公众的特征，其次才是
政治影响力、维护自身权益层面。
由此可见，提高底层公众的收入
水平和生活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注
重加强对底层公众的关怀，从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
各个层面上向底层公众倾斜。
但有专家表示，我国经济发展
虽然获得巨大成就，但是相对
于 1 3亿人口来讲，人均G D P远
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要解决数
量相当庞大的底层公众的生存
和发展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九成多受访者认为

底层公众在扩大

您认为底层公众是否有扩大
的趋势？92 . 80 %的受访者认为
“有”，6 . 34%认为“说不清楚”。

在记者的调查采访中，有
很多人表示，过去认为底层公
众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一
部分工人、农民、城乡无业、失
业和半失业者等。而如今，很多
未就业的大学生、知识青年、城

市被拆迁户等也被人们看做底
层中的一员，可见底层公众的
规模扩大了。

由于当前我国社会阶层结
构的不合理，在贫富差距日趋
拉大的同时，底层公众的基数
不断扩大。其次，由于底层公众
的相对剥夺感日益强烈，这也
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于
底层公众扩大的认识。

诸多外因阻碍

底层公众向上流动？

就目前情况来看，您觉得
底层公众向上流动的机会多
吗？6 5 . 9 0 %的受访者选择“几
乎没有机会”，33 . 53 %选择“有

机会，但是不多”，0 . 5 7 %选择
“说不清楚”。

底层公众不能向上流动，您
认 为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什 么 ？
25 . 23%的受访者选择“收入分配
不公”，23 . 22%选择“资源与机会
分配的不平等”，只有5 . 30%选择
“个人因素为主，比如不努力、没
有受过良好教育等”。

可见，绝大多数受访者都把
底层公众扩大的原因归结为外
因。但也有学者指出，现在不少人
的心理失衡是因为有了更多的比
较，有了更多的相对剥夺感，而我
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你必
须正视，不应一味将自身的困境
归咎于体制机制。

(据《人民论坛》)

最大愿望是当城里人

我是农民工的孩子，
又是新生代农民工，尝尽
了农民工家庭的酸、甜、
苦、辣。我爸爸妈妈前些
年吃够了在外闯荡的苦
头，工作强度大、收入低，
生活质量也相当差。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又专门提到
农民工，说要采取有针对
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
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
农民工市民化。我相信，
国家肯定会出台一系列关
于改善农民工创业和生活
状况的好政策。现在，我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济
南 买 房 子 ，把 家 安 在 济
南，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城
里人。

(在济南务工的山东平
原县恩城镇八里庄村农民
刘小博)

不缺的是向上的力量

我也是“蚁族”中的
一员。在我租住的那个郊
区村子里，大学生有之，
考研者有之，校漂族有之，
农民工有之，当地村民有
之……我们这些人中，超过
六成为外地城镇户口，大部
分都抱着想要做个城里人
的梦想，为此，我们中的很
多人要忍受诸如无劳动合
同、无“三险”等工作上的压
力，还要忍受诸如家人的不
理解、拮据的开支等生活上
的压力。尽管混迹“蚁族”有
太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这
个群体里不缺的是成功的
信心和向上的力量。

(腾讯网网友)

什么时候我能涨工资

作为一个城市低收入
者，我迫切希望能够涨工
资。现在不管是吃的穿的
还 是 用 的 ，什 么 都 在 涨
价，偏偏我们的工资老是
不涨。对有钱人来说，每
月多开销个千儿八百的无
所 谓 ，但 对 挣 工 资 者 来
说，压力是不可小视的。
有关部门发布统计结果：
工资的涨幅超过物价涨
幅。谁的工资在涨？我不
知道，反正我的没涨。

(人民论坛网网友)

底层声音>>

学界对底层社会包括哪些群体尚无定论，一般是指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

和文化资源较少的群体，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底层人群(贫困的农民、下岗失业者

等) ，近期一个“您认为哪些人群可能成为新底层”的媒体调查中，昔日作为天之

骄子的大学生被列为可能成为新底层的首位。另外，超过九成受访者认为底层公

众有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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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谁在向底层沦落
九成多受访者认为底层公众有扩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