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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刑事被害的生活方式因素分析

吴立志

（山东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５１０）

摘　要：农民工刑事被害的原因十分复杂，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中之一。导致农民工刑事被害的生活方式表

现为三个方面：其一，缺乏城市社会网络，生活方式单一、封闭；其二，固守乡土思维方式，法律意识相对滞后；其三，

注重现实温饱消费，素质提升付之阙如。可以从完善社会网络体系，融入城市生活；培养现代思维方式，提高法律

意识；改变传统消费观念，提升基本素质等三个方面预防或减少农民工刑事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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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案例一：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８日、２０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包工头雇凶杀害讨薪农民工案。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８日晚，湖

南湘乡市泉塘镇石狮江村农民陈志良向包工头朱赐强讨要工资未果后，在回家的路上惨遭尾随而至的持刀歹徒杀害，嫌疑人正是包工头朱赐

强及其弟弟朱政强等人。详情参见：ｈｔｔｐ：∥ｄｎ０８０２．ｂｌｏｇ．１６３．ｃｏｍ／ｂｌｏｇ／ｓｔａｔｉｃ／４４６７６２０２２００８１１１８４１２１３１３４／。

案例二：广州铁路警方近期成功打掉三个集拐卖妇女、抢劫、强奸和强迫妇女卖淫为一体的犯罪团伙。在警方已初步查明的６５宗相关案

件中，被骗女性几乎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村女青年，她们来自全国十余个省市，人数多达上百人。已获解救的２７名女青年中，年龄最大的２８岁，

最小的不到１５岁。详情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ｄ．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５０９／１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４９６２１．ｈｔｍ。

一、农民工特有的生活方式是其刑事被害的重要原因

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和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是农村富余劳动

力向城镇转移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近年来，农民工刑事被害现象日益突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①农民

工缘何容易被害，国内学者很少做相关专题研究。笔者认为，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农民工刑事被害的原因比

较复杂，与其他群体被害原因比较而言，既有共性也有其独特性，其独特性所涉及的因素也是丰富多样的，其

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农民工独特的生活方式，即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农民工刑事被害发生于农民工

特有的生活方式之中，独特的生活方式孕育了各种容易导致被害的因素。

所谓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在诸多主客观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人们生活活动的

典型形势和总体特征。生活方式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活方式包括人们在劳动、物质消费、政治、精

神文化、家庭及日常生活等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活动方式。狭义的生活方式只包括人们在物质消费、精神

文化、家庭及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活动方式。［１］有学者认为，生活方式的含义大致应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第

一，生活方式的基本含义应立足于狭义生活方式含义的基础上，日常生活与交往是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第

二，生活方式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交往方式，各种交往、行为和关系编织成社会生活之网；第

三，生活方式具有工具和方法意义，它是一种体察人类行为、社会现象及群体生活的分析工具。故此，生活方

式是在一定社会条件制约下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往方式，是人类生活与行为的意义之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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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农民工生活方式之中孕育的被害因素主要包括职业、人际交往以及消费方式等方面。总体来

看，由于工作稳定性差、缺乏可靠的收入来源，交际圈狭窄、缺乏有效的沟通，消费方式单一、缺乏自身素质的

提升，导致农民工抵御各种犯罪行为的能力较弱，极易招致各种犯罪行为的侵害。详言之，农民工之所以被

害，与其所特有的被害性有着内在的关系。所谓被害性，按照奥地利学者琼·格雷文的观点，是指“一种由内

在、外在两方面因素所决定的，使人能成为被害人的那种特性”［３］。农民工特殊的生活方式是其被害性的主

要成因。被害人学研究表明，被害人的职业、受教育程度以及所处的社会阶层等因素对其被害有影响。有资

料表明，“文化程度越高的人，一般法律意识要强些，对侵害行为往往比较能够冷静，理智地处理，所以被害的

概率比文化程度低的人小；处于社会上层的人由于有钱有势，受保护程度较高，显然比处于生活中下层被害

概率小。”［４］职业、受教育程度以及所处的社会阶层等因素实际上是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构成部分。目前，国

内虽有学者以生活方式理论分析被害人及被害预防问题，如赵国玲教授认为：“被害风险与个人特征、生活方

式有着密切联系。人们所处的状态，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社会地位等以及与这种状态相应的生活方式、

行为特征都可能成为易于被害的原因。”［５］

二、导致农民工刑事被害的特有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现

（一）缺乏城市社会网络，生活方式单一封闭

社会网络又称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网络是人与人沟通与信息共享的重要方式，不同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独

特的社会网络系统。①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现行体制的制约，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社会网络系统，而城市

网络系统又是农民工融入城市主流生活的必经途径。一般而言，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社会网络系统主要有

以下两个原因：就业排斥与社会保障的排斥。根据犯罪被害人学的观点，某人遭受排斥时，不仅仅是其易成

为犯罪分子的原因，而且也是容易遭受犯罪侵害的原因，因为遭受排斥下使人极易产生一种孤独心理，这种

孤独心理是被害性的表现形式之一。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城市人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

体在认知上怀有某种偏见，如认为农民工素质低，导致城市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并给城市人带来了就业压力

等。在这样偏颇的认识下，使得城市人对农民工在行为上表现出歧视和漠视。这种体制因素引起的城乡隔

阂，使得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社会网络，生活方式单一封闭。在受到危害后果不是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侵害

后，囿于自身的阅历与常识，加上社会联络的不通畅，农民工一般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这样一来，就使得犯

罪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农民工实行加害。这种封闭的生活方式成为农民工刑事被害的一个重要因素。

１．就业排斥。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首先必须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才能在城市中生存下去，而

现实是农民工的就业权根本得不到保障。“农民工一般都是抱着挣钱、‘淘金’甚至发财的希望外出做工的，

但相当一部分人文化知识低，缺乏技术，举目无亲，无所依靠，对自己适合干什么、怎么干均处于盲目状态。

犯罪分子正是利用这一弱点，投其所好，往往以介绍好工作、挣大钱为诱饵，进行欺诈或公然进行抢劫、伤

害”。［６］农民工就业难，能找份工作无疑成为了他们最大需要。所以当犯罪分子以提供工作为诱饵时，农民工

很容易就上钩。另外，找不到工作的失落感情也很容易为犯罪分子所利用，成为套近乎的筹码。

① 社会网络的研究缘于社会学、人类学、传染病学等学科的发展，社会学家逐渐将其发展为强大的工具：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

通过映射和分析团体、组织、社区等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丰富的、系统的描述和分析社会关系网络的方法、工具和技术。社会网络是由

一系列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节点（个体或组织）的总和，通过这种社会关系能获得的资源，对个体、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和社区实现目标是至

关重要的。哈佛大学的哈里森·怀特将网络分析方法运用到对市场和经济组织的研究上，提出了市场是从社会网络发展而来的观点；格兰诺

维特提出关系强度的概念，认为弱关系在工作匹配中有助于提供信息。韦恩·贝克利用社会网络研究证券市场，发表了《证券市场的社会结

构》。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博特提出结构洞理论，博特认为，在结构洞中，将两个无直接联系的两者连接起来的第三者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

优势。这些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分析突破了社会学研究的限制而逐步扩展到对经济生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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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社会保障的排斥。农民工有权获得社会保障，这是宪法赋予任何群体的基本权利。然而，由于体制因

素及相关法规的不健全，导致农民工被排斥在社会保障的范围之外。正如某学者所言，由于农民工的社会保

障严重滞后于农民工的大幅度增加和城镇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农民工游离于城市的边缘，得不到基本的身

份认同，更难受到社会保险的惠顾，他们成了这个城市的弱势群体。［７］当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生活遭受风险与

困难时，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他们提供援助与保护，他们所依靠的也仅仅只是个人力量，因此在遭受

犯罪行为侵害后，他们往往感到孤立无援，缺乏自信，要么走极端以暴制暴，由被害人转化为犯罪人；要么默

默忍受，甚至对生活产生绝望而自杀，造成更大的被害后果。可以说，社会保障的缺位是农民工容易被害的

一个重要原因。

（二）固守乡土思维方式，法律意识相对滞后

农民工进城后，由于城市社会网络的缺乏，大部分保持了原有的乡土生活方式，以及由此方式决定的思

维方式。由于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的待人处事相对比较简单，相互之间的防范心理也比较弱①，

一旦遇到纠纷，一般也是寻求一种私力的救助。相对于乡土社会的温情脉脉，城市社会则显得比较冷漠，城

市人对陌生人有着很强的防范心理，遇到纠纷一般诉诸于法律。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农民工到了陌生

的城市社会往往显得无所适从，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他们却难以摆脱“农民”这种自我认同的身份，与城市人

完全生活在两个陌生的世界。在无形却强大的隔膜下，农民工只能在一种内部循环的自体系中寻求生存与

发展，而这种内部循环封闭反过来更加强化了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并与城市主流生活始终保持

相当的距离。这种重乡情、遇事感性多于理性的简单思维方式是农民工现代法律意识不强的一个根本原因，

也容易导致农民工成为犯罪的目标。当他们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后，往往自认倒霉，而不是拿起法律武器来恢

复自己受损的权利。在城市这样一个现代社会里，存在这样一条规律，越是无知就越容易遭受刑事侵害，这

里的无知主要是指对法律的无知，在一般情况下，个体的法律意识越强，认识和防御刑事侵害的能力也就越

强，反之亦然。详言之，即法律意识相对较弱的农民工与法律意识较强的城市人相比，前者更容易被蒙骗，更

容易掉入犯罪分子所设置的陷阱里。因此，我们可以说农民工现代法律意识的缺乏，使得其自身具有被害的

倾向性。所谓被害的倾向性，是指被害人所具有的足以使自己陷入被害情境的那种心理或生理、内在或外在

的趋力、趋向或可能。［８］当农民工的这些被害倾向被犯罪分子发现并利用时，农民工就具备了成为受害者的

现实可能性。更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工这种被害的倾向性，为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时免除了“后顾之忧”，犯

罪分子不担心在实施犯罪行为后会因此而遭受法律制裁。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淡薄，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后，不懂得或根本不想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会更加深自己的“被害性”。

（三）注重现实温饱消费，素质提升付之阙如

从消费方式考察，农民工的一般注重现实温饱，对自身素质拓展关注不够。农民工注重现实温饱的消费

方式，个中原因十分复杂：肤浅地看，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小农意识的作祟，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从深层原因

思考，这也是农民工无奈的现实选择。一方面，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城市谋生，主要是家庭的贫困。另一方面，

农民工大多从事修桥、筑路、建筑、流水线作业等城市人不愿意干的工作，不仅脏、苦、累，而且风险大，待遇

低。在家庭与职业双重压力下，加上社会保障如同水中花、镜中月，农民工只能省吃俭用，努力积攒些钱补贴

家用和应对不时之需，很难在素质拓展方面有所投资。

农民工这种消费方式极不利于他们素质的提高，增强了他们的“被害性”。首先，此种生活方式阻碍了农

民工向城市人的转化。素质拓展关涉到农民工获得与城市人一样的就业机会，只有就业机会均等，农民工才

① 农民工自我防范意识差，过于轻信他人，正是其遭受犯罪侵害的易感性的表现形式。就心理原因而言，缺乏防范意识者往往易遭受诈

骗、盗窃之苦。比方说，有些农民工把在火车上偶遇的同乡“知己”带回家，当这位同乡并不是所谓的知己，而是犯罪分子时，农民工的这一举动

无疑是引狼入室。



６６　　　
第１３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１年６月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３

Ｊｕｎ．２０１１

能获得与城市人有效沟通的机会与渠道，才能逐步获得城市人的尊重，换言之，农民工素质的拓展为其社会

网络的扩张提供了可能，这是农民工向城市人转化最为关键的一步。其次，此种生活方式固化了农民工身份

的自我认同。农民工向城市人的转化不仅仅是一种身份标识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心理上获取一种自

信，这种自信不仅是农民工与城市人有效沟通的前提，而且可以使农民工从心理上逐步适应城市文化的价值

取向，最后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如果忽视了素质拓展，农民工就会在自我循环当中固步自封，从而会加剧对

自身身份的认同，同时也会加剧农民工的“被害性”。正如有学者言：农民工阶层生活在城市的亚生态环境

中，社会制度的刚性隔离又对人们产生了心理限制作用，从事低水平劳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本身的职业特点

就限制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向上流动的机会，较低层次的阶层地位一方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拉大了他

们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距离，另一方面也使其群体结构更为凝固化，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边缘化。

三、改变特有生活方式，防范农民工刑事被害

（一）完善社会网络体系，融入城市生活

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生活，关键是要有完善的城市社会网络体系。这种社会网络体系应涵盖政府、农民工

和城市人三方主体，不仅有完善的城乡沟通机制，更重要的是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其中，实现两个转

变是关键：一是观念的转变，既包括农民工自身观念的转变，也包括城市人和政府观念的转变；二是制度的转

变，主要涉及到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１．观念的转变。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不仅与其落后的生活方式，而且与城市人对他们的偏见以及

政府的执政理念有关。农民工诸多不文明的行为引起城市人的反感，城市人对农民工存在着排斥与冷漠的

心理也使农民工在城市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政府部门重管理轻服务的理念更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障

碍。因此，农民工要树立做文明城市人的观念，主动适应城市文明、融入城市文化，被城市人接纳；城市人要

消除对农民工的偏见，对他们身份有认同感，使农民工有“家”的感觉；政府要转变执政理念，对农民工轻管理

重服务①。农民工遭受就业排斥，除了因自身文化技能处于弱势外，还与政府的管理理念有关。保障农民工

等弱势群体的权益，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社会权利分配不公和社会结构不合理等制度性障碍是造成弱

势群体的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要保护好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政府的责任应该是矫正社会权利分配

不公和社会结构不合理，这要求政府做到以下两点：首先，政府不应做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一是政府

取消对农民工不合理费用的收取；二是政府应继续推行市场化改革，不对农民工与城市人就业做差别对待。

其次，政府要承担起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职能。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劳动权、发展权得不到有效保

护，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没有真正承担起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应该承担的职能，比如对农民工的培训和

教育、规范和引导劳动力市场、监督和规范用工单位、社会帮助和服务、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程

度的缺位现象。

２．制度的转变。其一，消除二元的户籍制度。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以户口城乡有别、城乡隔离为重要特征

的。不能否认的是，该制度曾起到了巨大的社会效用。但是，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已进入了经济社会的全面

转型时期，户籍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城乡发展的需要。由于户籍身份的界定和限制，农民工一开始就以一种

不平等的社会身份进入城市。他们虽然是居住、工作在城市，但很难真正享有市民权利，在心理上很难融入

城市生活。也正因为如此，大部分城市人仍然把农民工当农民看待。总之，农民工因户籍制度的存在而不能

享有应该享有的市民权及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利优惠，并受到城市人的排斥与身份的不认同，这样一来就更加

① 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政府的财力不够，对农民工不能进行全面、充分的社会保障还可以理解，但社会发展到今天，在政

府财力比较雄厚的现状下，在社会保障方面对城市人和农民工奉行两套不同的标准无疑是观念的作祟，是一种不尊重人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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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他们农民工的地位。因此，必须改革户籍制度，不再区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而是应将两者

统一为居民户口，且只依据职业来划分身份。其二，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是以工资收入为主

要来源的，在其遭受风险时，不可能再像进城前一样，完全依赖土地获得生活安全保护，而目前，在全国享受

的社会保障对象中，只有城镇居民和少部分条件特别好的镇村的农村劳动力，享受着养老、医疗、失业、生育

和工伤五大保险，而外来的农民工则一般不享有任何保险待遇。我国宪法第４５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公民在年老、疾病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可以看出，有权获得社

会保障保护的公民不仅只包括城市人，而且还包括农民工。现实生活中，农民工虽然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已日益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社会群体，然而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却少有关注。当农民工

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时，生存就成了他们的首要需要。这也促使他们被诱骗，或者说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

后，为了不遭受更大的损害而不对犯罪分子的行为予以反击。

（二）培养现代思维方式，提高法律意识

人类在群体内结成的关系往往有以下性质不同的两种，第一种是首属群体，在一群体内，人们在相识相

知的程度上，广泛且深入，富有人情味。第二种是次属群体，在这一群体内，人们在相识相知的程度上，有限

且表面，缺乏人情味。在首属群体内人的行为在这一群体里受朋友、姻亲、血亲等各种关系的牵制，且这种关

系牵制对人的行动选择，包括越轨与犯罪的行动具有很大的约束力量。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基本

上生活在这一群体内，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因首属群体在约束、协调个人冲动和行为的方面发挥很大的作

用，人们基本上不会对自己的亲戚、朋友实施诈骗、盗窃等犯罪行为。正如民间的俗语所讲：“兔子不吃窝边

草”，惯偷不会去偷邻居家的东西，强盗也不会在他的熟人地段杀人抢劫。因此，就算人们不对他人保持高度

的警惕，也不易遭受他人的侵害。而在城市这一匿名社会里，情况则大不一样，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基本

上生活在一个次属群体中，与他人的交往相对于农村而言，少且表面。而“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同他人

的交往越少，那么别人控制其行为和阻抑其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９］所以，生活在这样一个群体中的人，对他

人就不能持有太多的信任，不能过于相信他人，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社会中，只有提高了自身的防范意识，才能

更好的地预防被害。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淡薄，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这

就导致了他们法律知识的匮乏；二是农民工的根基所在地———广大农村的法制建设滞后，或者说基本上处于

人治状态。法律意识淡薄的结果，使他们在合法权益受到危害时不能依法维权。“外来务工人员自身文化素

质不高，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很淡薄，这是导致其权益屡受侵害的重要原因。”［１０］因此，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

识，对农民工预防被害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实践中，农民工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不告发或不敢告发，往往

造成以下后果：一是可能使其遭受第二次侵害；二是犯罪分子更加疯狂地犯罪。要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

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首先，要对农民工进行法制教育，宣传法制观念；其次，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要提高自

身的法律素质，保障司法公正，从而使农民工能信仰法律；再次，降低农民工诉讼的门堪，减免恰当的诉讼费

用，对符合减免诉讼费用条件的农民工一律实行减免，让农民工能打得起官司。总之，当农民工进入城市后，

其生活方式必然发生变化，由此而决定的法律意识也应随之变化，即由乡土社会简单、感性的思维方式到现

代社会复杂、理性的思维方式转变。

（三）改变传统消费观念，提升基本素质

农民工提升基本素质对他们很好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和预防被害有着重大的意义。基本素质涵盖面较

广，生产与工作技能则首当其冲。现代社会已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财富，技术就是效益，这就决定

了一个劳动力的身价是和他的工作技能成正比的。当前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很多岗位需要具有一定专

业技能的劳动力，而不少农民工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远远不能适用市场经济和企业生产的需要，农

村劳动力在与城镇居民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对于农民工来说，只有加强职

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就业竞争的资本，才能找到与城市人平等就业的竞争资本，在工资待遇、劳动保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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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条件方面得到进一步改善。当然，除了上述基本素质的提升，农民工的文明礼仪以及与城市人沟通的能力

也至关重要，比如，农民工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学习怎样与城里人沟通等社交知识等。因此，农民工在注重温

饱消费方式的同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加大对素质提升的投资。当然，消费观念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情，农民工消费观念的转变更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关注与支持。对于政府而言，政府应设置专门的机构

承担起提升农民工基本素质的责任，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技术技能培训，所需费用由各级财政列支。当然在

加强对农民工进行职业能力教育的同时，还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加强文化基础教育和身心健康教育。① 对

社会团体而言，应该对农民工基本素质的提升伸出援助之手。众所周知，新闻媒体在当今社会影响力是巨大

的，作为精神文明的主要阵地，新闻媒体应当多关注农民工，在新闻媒体的带动下，促进更多的其他社会团体

来关注农民工基本素质的提升。

综上所述，无论从犯罪学理论分析还是从日常生活经验观察，被害人的生活方式影响着犯罪行为的实施

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通过生活方式的分析视角，探讨农民工生活方式与被害的关系，对减少农民工

被害就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当然，生活方式只是诸多复杂被害原因其中的一个因素，笔者无意夸大

其在犯罪预防中的作用，它只是为我们探讨犯罪与被害提供了一个视角或者说一种新的进路，通过这个视角

或进路得出的初步结论则需要今后更多实证资料的印证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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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民工收入很低，基本只能维持家庭的开销和自身的温饱，而各种培训费用繁多且均由农民工自己负担，导致许多农民工感叹“培训

不起”。如是，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也就成为了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