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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随着社会与经济发展，原有的城乡二元壁垒被打破，

农民“洗脚上田”，前往城市谋求生存之道，农民工的城

市融入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作为第一代农民工，

学界针对“脚夫”的城市融入问题研究相对较少。本课

题收集整理了文献资料，将目光聚焦到遂宁射洪，以射

洪人力车夫作为研究对象，与拉人的车夫不同，本课题

研究的人力车夫群体主要是靠拉货物谋生，出卖“脚

力”。

本文主要采用田野调查法、文献研究法、访谈法等

研究方法，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乡土性为主题，从都市

感知的视角切入，考察射洪人力车夫的城市归属感及生

活幸福度，由于自身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习俗的差异，导

致其在适应城市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无法顺利融入城

市生活之中。在新城市里找不到归属感，身份认同模糊，

逐渐沦为城市的“边缘人”。

此外，更为便捷的三轮车与货车的出现，对人力车

夫这一群体的需求日趋减少，加之对城市形象、市容市

貌要求日渐提高，所以政府会进行适当的规范管理。本

课题探讨此行业面临的转型危机，射洪人力车夫在城市

融入过程中的生存与发展困境、影响其城市融入机制，

提出可行的对策与措施，并由此探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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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社会的特质。

二、文献综述

1. 脚夫的概念

脚夫是指脚夫，亦称脚力、脚从，是担任传递文

书或搬运货物的差役、民夫。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

十九中说：“或官员士大夫等人，欲出路、还乡、上官、

赴任、游学，有出陆行老，顾倩脚夫、脚从，承揽在途

服役，无有失节。脚夫的生活很困苦，走南闯北，翻山

越岭，风餐露宿，一走就是十几天或至数月、数年，全

凭两只脚。后来，将搬运费也称为脚力（胡悦晗 2015）
[1]。“棒棒军”简称“棒棒军”或“棒棒”，是指以竹棒和

绳索为劳动工具，专门从事体力劳动的男性农民（汪瓒，

王玲，曾亮，2015）[2]。处于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以搬运

服务为主的、具有山城区域特征的一种农民流动务工形

式。该群体在人员构成上是农民工的一部分，但又不同

于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工厂体制之内的农民工，具有

流动的散工性质。

2. 脚夫兴起的原因

适应中短途运输功能的轮运业、木帆船排筏运输业、

造船业，以及与之相关的过塘行、报关行等，其发展速

度和规模都达到了一定水平。规模庞大的客源、货轮航

运业市场，催生出一个依托市内各埠头、货运站、车

站，以搬运、装卸货物为生计的脚夫工人群体（胡悦晗，

2018）[3]。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和想象，在他人的叙

述中描绘了一幅城市生活的良好前景图，认为城市比较

容易生活，容易挣钱，以及受到外出务工是潮流的影响

（秦洁，2013）[4]。

3. 脚夫面临的问题

很多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其融入社会的问题，

边缘群体如何重新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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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制度角度做探讨的学者章元等指出，由于我国城乡二

元经济社会体制，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

始终受到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无法真正成为城镇居民
[5]；卢海阳等指出，由于户籍制度障碍，工资歧视、社会

保障程度低、子女教育受限等现象依然十分突出 [6]。众

多学者在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

也从不同的领域提出了相关建议 [7]。如朱明宝等在对城

市规模带来的城市融入效应进行研究后，提出在推动城

镇化进程中，政府不应该实施限制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

政策，否则将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损失城市集聚经

济的正外部性。

纵观已有的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农民

工从户籍制度上来讲，本身还是农民。因此，农民对于

城市的主观融入意愿也是影响其融入城市的一项十分重

要的因素。只有农民从自身主观意愿上喜爱城市，愿意

融入城市，再配合相关制度的实施，才能让农民更好地

享受城市生活。

三、川东“脚夫”发展路径

“脚夫”或“箩夫”，这是一个相对古老的职业，很

早就见载于中国的古籍文献之中。淳熙六年（1179）三

月，朱熹到任南康军。不久该地就发生了旱灾，他决定

从建昌县张世亨等赈济米内拔出四千石，动用官钱雇佣

脚夫、舟船装载送往都昌县交管。至迟在南宋时期，脚

夫已在官府钱粮运输中从事搬运。专业性“箩夫”群体

的出现应该与明中叶以来的徭役制度改革有一定关联。

明初的徭役分为里甲正役和杂役两类，正役为十年一轮，

杂役则遇事临时佥派。至明中叶，徭役出现了一个重要

的变化，即一些地区开始出现银差与力差的分化。在明

初，政府使用的官差、兵差、杂派等，“直接佥点民户应

役”，一般还是以亲身应役为主要形式。银差的出现，意

味着可以“交银代替亲身应役”，由政府雇人完差。

四、川东“脚夫”城市融入存在问题的原因

1. 个人层面

“脚夫”的个体特征即整体素质对其城市融入进程产

生作用，包括自身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等。“脚夫”

的总体现代化素质较低，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城

乡二元制身份导致“脚夫”效能感较低，二是“脚夫”

组织化程度不高，利益表达不能充分彰显，三是“脚

夫”游离于城市文明圈之外，导致现代性的缺失。以射

洪人力车夫为例，他们觉得跟城市居民有社会距离，而

且文化水平依旧普遍较低，影响转移就业，缺乏就业技

能，会影响就业的稳定性，而且技能结构不合理，会影

响到结构性就业的选择优势。

2. 社会层面

影响“脚夫”的社会制度包括教育制度、住房制度、

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土地制度等。社会资源条件在城市

居民和类似射洪人力车夫的农民工空间分配上具有差异，

农民工依旧游离于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外，不能同城市

居民一样享有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而且制度空间的

非正义同样影响到农民工的下一代公平，农民工的子女

无法在其打工地进入公办学校，不能享受到城市子女所

享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即使其子女在打工地上学，也需

其子女缴纳学习费用和各种借读费，而且农民工子女的

高考也受阻，教育公平出现问题。

3. 政府层面

制度空间划分出不同的权利空间，这阻碍了“脚

夫”的平等权利空间的内在要求，城市的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很少考虑到“脚夫”群体，福利制度如工作待遇、

社会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等的相对缺乏使得其遭受城市的

疏远和排挤，在脱离了原有的乡村文化之后未能顺利嵌

入城市，“脚夫”的制度空间与城市相背离。“脚夫”进

入城市，直接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空间利益，他们想要和

城市市民共同享有城市的资源，诸如土地、水资源、住

房、医疗以及培训、就业、社会保障等，这无疑会大大

增加其在城市立足的生存成本和发展成本，据学者估算，

接纳一位农民工并将其市民化的成本在 10 万元左右，尽

管社会在倡导城市化，然而一些城市却在无形之中阻碍

“脚夫”进入城市以降低其成本。

五、川东“脚夫”社会融入问题的对策措施

1.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为人力车夫的城市融入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例如

修建养老院，建立互助养老、社区养老的养老模式，保

证老年人力车夫可以老有所终，不用在为经济收入而担

心，同时对于十分困难的家庭分情况实施救急制度，同

时要落实医疗保险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利益与生命

健康。基于以上这些制度，更重要的是要落实，保障农

民工的城市生活的顺利进行，从而使其能够拥有归属感

与使命感，主动加入到城市生活中。

2. 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整合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全面提供政府补贴职业

技能培训服务。强化企业开展农民工岗位技能培训责任，

足额提取并合理使用职工教育培训经费。完善教育培训

资金监管投入机制，建立多元化标准，主动给农民工和

企业减压。采用社会组织、政府、企业等多渠道培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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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需求，不同能力，进行逐一培

训，并实行考核机制，督促农民工群体不断提升自身水

平，如提高职业技能、促进职业安全、普及相关法律等。

3. 加速进行新型城镇化的相关建设

其一，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促进沿海地区劳

动密集型的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进行转移，推动内陆地区

的城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为脚夫的职业转型创造更多

的就业机会。其二，加强城镇地区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设，

如医疗卫生方面、教育方面、交通方面、环境方面等基

础设施的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良好的社会保

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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