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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探析:
社会认同建构的路径选择

金晓彤 崔宏静

［摘 要］ 文化消费作为建构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其消费主体的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扩大，新生代

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消费对于建构其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文化消费通过两条路径来建构社会认

同: 一条是通过彰显文化消费的符号意义来实现消费的 “示同”和“示差”功能，以此实现外显

层次上的建构; 另一条是经由教育型文化消费，通过积累文化资本、发展自我，从而使个体融入更

高的社会阶层，实现对社会认同的内隐性建构。对农村青年三条社会认同建构路径的比较结果表

明，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将其文化消费的重点由外显符号意义的文化消费转移到教育型文化消费上

来，积累文化资本，提升自我价值，建构城市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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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文化消费是当前我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场域。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

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强调要

“扩大文化消费”。扩大文化消费、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实践意义。
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

神文化服务的行为。［1］它主要由教育型文化消费和娱乐型文化消费两大类构成，前者包括接受知

识传播、掌握技能方法等形式的消费活动，后者则包括进行艺术审美和文体活动、实现人际交流

等类型的消费活动。［2］文化消费过程包括了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和劳务的占有、使用、欣赏和享

受，是一个集物质消费和精神活动于一体的过程。文化消费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意义涵盖了教

育、文化、娱乐和体育等多领域的内容，所满足的是人们较高层次的需求，同时其内容和形式也

呈现出多种类、多层次的特点。相比于其他消费类型，文化消费最大的特点在于具有显著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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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其本身是一个蕴含知识增长、创新和升华的过程。文化消费行为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消费影响

的终结，在文化消费行为的背后，还隐藏着渐进性的知识经验的积累过程和视野思维的开拓过

程。文化消费的过程会形成一条具有潜在影响力的个体提升路径，这一潜在的过程所满足的是人

们更高层次的需求，个体借文化消费，可以积累知识资本、追求社会尊重、实现自我价值。
当前，文化消费正成为我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发展文化产业、扩大文化消

费是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居民的

生活质量日渐提高，精神文化需求也逐步升级，文化消费市场在我国已经逐渐形成。这意味着调

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以文化消费作为新的载体，以文化消费的增长来推动文化

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注入强大的动力。
在我国，城镇是文化消费的重要市场，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和结构有着较快的发展。我

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主要集中在教育支出上，同时，随着收入的增加，城镇居民的文化娱乐服

务水平不断提升，但文化消费结构还比较单一。学生是另一个主要的文化消费群体，文化消费对

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学生群体对于文化消费的意愿有着急剧上升的趋

势，文化消费的内容广泛丰富，但其消费欲望为收入所限，文化消费的质量还有待提升。［3］

总体而言，我国文化消费发展还处在成长初期，虽然文化消费水平正在不断增长，但与物质

消费相比仍处于次要地位，精神文化消费水平不高、比重依然偏低。一方面城乡文化消费的差距

在逐渐拉大，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还存在较大差距，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和

引导［4］; 另一方面，在城市，也应继续扩大文化消费的主体范围，鼓励城市社会中各个群体、
阶层的文化消费行为，以促进其自身价值的提升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这其中，作为城市新移民的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也应该认识到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接受城市文化消费氛围，增加文化消费

行为，以更好地适应城市的工作生活，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二、文化消费的理论梳理及其对社会认同建构的意义

文化消费研究衍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李维斯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早期的大众

文化研究者们对文化向工业化转变的事实持批判立场。李维斯学派认为，文化的工业化造成了文

化的标准化甚至是低谷化，最终将文化引入了衰退。［5］在此学派看来，作为当时主要文化产品的

通俗读物、电影都是不能入流的文化劣质品，这些商品对青年人的思想有的只是侵蚀腐化之作

用，其推崇在电影、小说、广告等通俗文化之外的精英文化，也因此被称为李维斯精英主义。李

维斯主义的观点在无形中将文化的概念按照文学的思维逻辑进行了狭隘化的判断，他们从文学的

角度来批判社会大众的文化活动，尽管有其对文化走向的担忧，但却无法免除观点的片面性。继

李维斯主义之后，伴随着现代消费主义的到来，文化消费的相关研究也逐渐进入了现代文化消费

主义时期。现代文化消费主义主要繁荣于 20 世纪 40 至 60 年代，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主要

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发展有着更为鲜明的批判态

度。这一学派首先用“文化工业”的概念代替了“大众文化”［6］，以此强调资本主义对文化的商

品化生产。在其理论中，主要批判了文化工业本质的 “同一性”，即由于资本主义的商品化生

产，使得文化以“标准化”和“单一化”的特点呈现于消费大众眼前，从而使文化丧失了原有

的精神独立性。同时，他们还指出文化工业及大众的文化消费是资本主义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机

制、手段，借文化的商品化生产和消费过程，资本主义得以钳制消费大众的思想。［7］在法兰克福

学派的观点里，消费者被标准单一的文化商品所迷惑，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自行支配闲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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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但很明显，法兰克福学派的论断中，过于强调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的社会控制功能，他们

实际上所主张的还是“精英文化”，却将大众对文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过程看成是纯粹的被动行

为。在这种批判中，他们完全忽略了消费者在文化消费中的主动性，而将文化消费看作是单纯实

现社会控制手段的观点也无疑是片面的。［8］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传

统意义上的、自发的、独立的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产业趋势下的大众消费文化其实是有共通

之处的。社会大众原本具有根据自身喜好进行选择的能力，如果他不喜欢市场上的某种文化商

品，那么即便资本主义进行再大规模的广告宣传，他依旧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而拒绝对其消费。
文化消费的理论发展到伯明翰学派，研究方向出现了重大的转变，从这一学派开始，对文化

消费的关注不再是单纯的持批判反对观点。伯明翰学派发展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包括电视、杂

志和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为主要研究内容。他们反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全面否定，强调

文化消费给大众带来的富有创造性的、娱乐浪漫的感受。［9］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伯明翰学派摒弃

了对文化进行高雅与低俗的两极区分。“文化主义”是伯明翰学派的主要理论，这一理论延展了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的涵义。在这一学派的理论中，精英团体的 “阳春白雪”与社会大众的 “下

里巴人”各有各的特色和观众，精英文化本不应按其自定的审美标准来评判大众文化的美丑。
因此这一学派所指的文化并不再进行高雅与低俗的划分，并指出审美的要求并不是文化研究的重

点，文化研究不应该局限在文化商品上，而应该更加关注产品之外的文化实践与社会文化共同体

的塑造过程。同时，伯明翰学派还反对认为大众在消费过程中仅处于消极被动地位的观点，相

反，他们指出文化消费大众的积极主动性。这一学派的观点旨在反对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尚有

主观性的成分，但总体而言，其对文化消费的肯定对后续的相关研究打开了新视角。同一时期，

米勒在其著作《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中提出，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过程，文化消费的

实践利于自我潜能的实践，并对文化消费的积极功能做了进一步的诠释。［10］

对文化消费社会学意义的深入探讨，集中体现于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的发展。早在 20 世纪

初期前后，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的理论就崭露头角，后主要发展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其主要观点

在于强调文化消费对于社会群体的区隔标示作用。正因为文化消费所具有的社会区隔功能，使得

其对于社会认同的建构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社会认同即个体对自身所属社会群体以及群体带

给自身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的认识［11］，消费是建构认同的重要手段。正如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所

强调的那样，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受到社会脉络与社会关系的影响，是一种重要的社

会区隔方式。人们在消费领域中的文化实践，无不表征着行动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12］文化消

费已经逐渐成为建构社会认同的新机制。
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对文化消费社会区隔功能及其对社会认同建构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凡勃

伦、波德里亚、布迪厄等人的研究中。凡勃伦在其对有闲阶级的炫耀性消费的研究中指出，有闲

阶级之所以消费那些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奢侈品和生活享用品，其根本目的在于以此博取荣誉、展

现地位。因为认同的形成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建构取决于 “具有显

著性的他者”的影响［13］，亦即认同的建构是以 “具有显著性的他者”为参照而进行的一项趋同

或者寻异的过程。而炫耀性消费行为同时兼具 “示同”和 “示差”① 两项功能，这两项功能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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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示同”，即个体通过炫耀性消费，旨在使自己通过此类消费展示特定的属性特征，从而趋同于某一群体的成员;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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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处于社会上层的消费者而言，他们会通过炫耀性消费行为，保持与其所属阶层的一致性，从而达到“示同”的目的; 而对处

于社会底层的消费者，他们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则兼具“示同”与“示差”两种功能。



恰是个体试图脱离一个社会群体、进入另一个社会群体，从而建构新的社会认同的过程。波得里

亚在其关于符号消费的研究中，强调商品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所实现的社会区隔作用，个体注

重符号消费的意义就在于制造这种区隔，从而建构个体新的认同。［14］炫耀性消费和符号消费具有

一定的共同点，个体进行此类消费，均是试图利用消费行为所具有的外显意义来实现其社会区隔

功能。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布迪厄从文化资本的角度出发，最为明确地提出了文化消费是

实现社会区分的一种独特模式。［15］他认为文化消费表现并证明了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等

级，同时指出了艺术和文化消费对于实现社会差别合法化的功能。社会差异之所以可以由此实

现，是因为教育发展类的文化消费有利于个体积累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的多寡是最终实现社会

区分的主要原因。不同于前两位学者的研究，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论述强调的是教育发展类文化

消费对于实现社会区分、建构社会认同的功能，这一理论并没有强调消费的外显符号意义，其阐

述的是一条内隐型的作用路径。
进入 21 世纪，西方文化消费研究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继续探讨文化消费在

社会分层中的功能，例如 Herrera-Usagre 研究了西班牙社会中的社会特征对文化消费模式的影响，

并检验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所具的社会分层功能，同时指出了文化消费社会分层功能研究中的方法

论难题［16］; 另一个方向是将文化消费的探究拓展到跨文化研究的广阔视域下进行深入讨论。De-
mangeot ＆ Sankaran 在其研究中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消费模式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17］，de
Burgh-Woodman 则主要建构了理解跨文化消费的概念模型，用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消费者的文

化消费行为与其文化、社会及自身的关联度，以及不同背景的文化消费所代表的符号意义上的

差异。［18］

我国学者对文化消费的关注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且研究视域广阔。相关研究涉及文化产

生和发展的各种复杂关系的讨论; 文化生产、存储、分配和应用的社会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探

索［19］; 文化市场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以及文化消费的特性、种类、结构及水平差异分析［20］，并从

扩大内需的视点，对传统消费行为与消费方式的转型进行探讨。同时，也有学者讨论文化消费中

的符号学构成及其逻辑，文化消费的符号性实现以及文化消费对社会认同的建构意义。王宁指

出，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建构认同的重要手段，任何一种消费活动都是与个体认同紧密相关

的。［21］罗钢和王中忱在其著作中指出文化消费已经逐渐成为建构社会身份、形成社会分层的新机

制。［22］余晓敏和潘毅则通过大样本调查证明了消费在象征财富、健康和活力的同时，更加是一种

建构自我与社会、文化和身份认同的首要场域。［23］

以往学者对于文化消费的研究视角宽阔，内容跨度从宏观层面上的经济社会发展纵深到微观

层面上的艺术品象征，为文化消费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清晰的思路。特别是从

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文化消费的符号意义及其社会区隔的功能，对于研究个体文化消费行为与

社会认同的建构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基于学者们的以上理论，可以总结出，文化消费对于社会

认同的获取和建构可以归结为两条路径。一条是通过彰显文化消费外显层次的符号意义来实现消

费的“示同”和“示差”功能，以此建构社会认同。凡勃伦、波得里亚的理论，都很好地例证

了这条路径。具体而言，就是经由部分娱乐型的文化消费，通过购买奢侈品牌、使用高科技电子

产品、网上冲浪、购买时尚品牌服饰等方式来实现。另一条路径则是社会成员经由教育型文化消

费，通过积累文化资本、发展自我，以此来融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实现社会认同的建构过程。这

一过程体现的是文化消费对于个体内隐层次上的作用机制。布迪厄的研究有力地印证了教育型文

化消费对于社会认同建构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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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行为的阐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 年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约有 1． 3 亿人，占整个外出农民工群体

的 46． 6%。作为城镇、农村居民之外的“第三元”消费人群，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方面存在着

巨大的潜力。当前，文化消费日渐成为社会倡导的主流消费行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也应该顺应

时代潮流，发挥其在文化消费领域的潜力和作用。
较之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和结构都有很大的提升。据调查，他们平均将

49． 5%的收入都花在了城市。［24］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也已经相当多元化，从消费项目

上看，吃住、穿着、通讯、娱乐和人情方面的消费都有相当比例的开支。其消费的目的也不再单

纯地属于“经济型”，而是转变为“经济型 + 生活型”，即外出打工不仅是为了维持生活、贴补

家用等经济目的，而且也是为了追求城市的生活方式。［25］但总体而言，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

文化消费内容在整个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还比较小。在娱乐型的文化消费中，新生代农民工的

文化消费项目大多表现为对电脑、手机、MP4 等电子产品的消费上，网上娱乐和对时尚衣着的

关注度也较高，而对于各种文体活动、旅游观光等项目的参与还很少。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型文化消费选择中，出现很多具有炫耀性质的消费行为，他们追逐最新款式

的电子产品，尤以手机为重，同时对名牌服饰的购买也颇为积极，甚至不惜重金。零点调查公司

对在京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手机、电脑、高档或流行服饰是生活质量的首

要标志，持此观点的受访者对上述三项消费的认可比例分别为 20%、18%、12%。［23］然而，在教

育型的文化消费项目上，新生代农民工却少有消费，他们虽偶尔会购买图书，但对于技能的学

习、培训或讲座的参与却都很少。总之，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并且

其文化消费的内部结构选择也不均衡，还需要加强引导和适度调整。
事实上，之所以出现文化消费水平不高、结构不均衡的状态，主要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

文化消费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们要基于自身的消费意愿、消费兴趣和收入水平

等因素做决定; 另一方面，在更深的层次上，他们还要通过文化消费来实现对主体性的塑造，追

求城市文化消费方式以融入城市社会，获取城市居民的接纳。对于主体性的重新塑造和对于社会

认同的重新建构，是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背后最为关键的考虑因素。面对社会认同危机的威胁

和社会认同建构的压力，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选择一种快捷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以实现对

城市社会的融入，而此时，文化消费行为就成为他们建构社会认同的明智之选。
那么，什么类型的文化消费最利于实现对社会认同的建构呢? 在消费社会中，兼具 “示同”

和“示差”两项功能的炫耀性消费具有很强的社会区隔作用，所以社会成员在进行炫耀性消费

的过程中，便会注入其对于认同建构的高度期许。由于炫耀性消费可以直接通过商品的外在特征

和符号意义来展示身份和地位，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选择这种文化消费方式来建构社会认

同。也就是说，在通过文化消费建构社会认同的路径选择上，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外显层次的文

化消费方式，而另一条基于教育型文化消费的内隐型建构路径，在他们那里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甚至是处于被忽视的状态。

四、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与社会认同建构的路径选择

文化消费是个体建构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但不同的文化消费选择对应着不同的社会认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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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路径。路径不同，建构的效果和功能也存在显著的差异。一般而言，成长于农村的青年有三种

建构认同的路径。这三条路径的选择是以基础教育为转折点，由此逐渐分化，进而形成不同建构

认同的方式。
第一条路径，一部分农村青年在完成基础教育之后，有的甚至没有完成基础教育，便选择留

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他们本身拥有的是乡土认同，而后在生活工作中建构的也是乡土

认同。
第二条路径，很多农村青年在基础教育之后通过继续深造学习，进入大学读书，经由教育型

文化消费的路径，积累文化资本，通过知识文化的深层影响，从而逐步建立起对城市的认同。这

条路径事实上为农村青年提供了一个进入城市社会的缓冲期，在缓冲期内，教育型文化消费为他

们积累了适应城市社会、融入城市社会的基础。
第三条路径，也就是对于那些既没有选择农业生产，也没有选择深造学习的农村青年，他们

在基础教育阶段之后，通过劳动力转移的方式进入城市，成为新生代的农民工。与第二条路径的

选择不同，他们会直接面对全新的城市社会环境，直接面对压力巨大的城市工作和生活，因此其

原有的社会认同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从而导致认同危机的产生。而为了摆脱认同危机的状态，

他们便选择了炫耀性质的符号消费这条路径，以期快速实现城市认同的建构。
对于以上三条路径，选择第一条和第二条路径的人所占比例并不大，而大多数的农村青年，

也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则主动或者被动地选择了第三条路径。而这三条路径对于社会认同的建构

作用并非全部有效。对于选择在农村生活的青年，其生活环境不会改变，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也与

乡土的认同方式保持一致，因此他们乡土认同的形成是一个与生俱来而又自然而然的过程，这种

认同的建构方式是非常稳固的。对于第二条路径，经过教育型文化消费的过程，农村大学生实现

了内在的文化资本的积累，这一积累过程使得他们拥有了完全匹配于城市居民的群体自尊，而来

自于客观户籍身份的约束力则逐渐减弱。因此，他们对于城市认同的建构过程也是一条成功的路

径选择。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尽管其对于炫耀性消费注入了建构认同的期许，但这条路径

走得却远远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顺利。因为炫耀性的文化消费行为是悖反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

一方面，他们的收入无法支撑起炫耀性消费的高额开支，另一方面，炫耀性消费行为本身又有悖

于他们社会认同的内部结构。尽管在外在的符号指向意义上，通过炫耀性消费，新生代农民工与

城市居民的差异逐渐缩小，他们一样穿着时尚、使用名牌电子产品，但是城市居民并没有因为他

们外在上的一致性而接受这一新的城市移民群体。也就是说，外显的炫耀性消费路径，在新生代

农民工那里是走不通的，它无法帮助他们实现城市认同的建构。
那么在这三条路径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在消费的视角下，进入城市之后，新生代农民工与

农村大学生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文化消费方式，而两种文化消费方式的选择最终

决定了其建构认同过程的成功与否。面对同样的建构认同目的，两条不同的路径指向的却是不同

的结果。既然文化消费是建构认同的重要方式，那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重新考虑对建构路

径的选择就非常必要了。在对不同路径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在农村大学生成功建构认同的经验基

础上，教育型的文化消费方式无疑是新生代农民工建构认同的最好选择，这种文化消费方式也将

最终使他们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
教育型的文化消费主要指通过购置阅览书籍、学习技能、参加讲座培训等方式，以提升能

力、发展自我为目的的文化消费项目。这类消费的特点在于它不仅仅是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

耗，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和途径。因为知识技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公认的

一种资源，不同于对实物的拥有，对知识技能的拥有是一种内化了的、不可剥离的资源性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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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其又是非常稳固的，因此经由教育型文化消费所致的知识拥有可以成为一种稳固的成员身份

的象征。在这种意义上，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将其文化消费的重点由炫耀性质的消费转移至

教育型的消费上来，实现的是一个改造个人认知和提升个人素质的过程，同时更是获取城市居民

认可和接纳的重要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要重视自己在教育型文化产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具体而言，首先，要适当地购

买书籍报刊，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书籍的熏陶在实现 “自华”的同时也是 “他人以之为

华”的前提，而“他人以之为华”的过程本身就是建构认同的最终目的。新生代农民工要认识

到书籍报刊对塑造个人的重要意义所在。其次，加大在技能提升上的支出，加强对专业技术的学

习和训练，新生代农民工要认识到技能对于个体发展的价值。“术业有专攻”，使自己拥有精湛

的技艺是获取成长并最终建构认同的重要方式。一旦新生代农民工凭借自身技能的积累成为高级

技术人员，技能的拥有会使其成为城市社会所接受的人，而这种内在的资源也无须特殊符号来显

示，它自然而然地使个体获得群体自尊和群体承诺，从而建构起预期的社会认同。同时，一些有

艺术天分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购置音乐器具、书籍、进入培训班学习演练，从而挖掘潜力以获

取成功，进而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这同样是实现自我、建构认同的有效途径。最后，新生代

农民工要多参加讲座培训，这是开阔视野、吸收知识的重要方式。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只接受

了基础教育，其中完成高中学业的人很少。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而直接进入城市，很容易限制他

们的思维方式，以至于阻碍他们潜能的发挥。因此，参与一些培训、讲座有助于开拓他们的思维

和视野，利于他们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而事实上，自我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建构认同的

过程，通过自我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便可由此自然建立。
总之，教育型文化消费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自我发展、提升内在价值的机会和可能，这

一路径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建构起稳固的社会认同，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社会，摆脱城市边缘人群

的游离状态，从而真正地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

五、结 论

文化消费是一条具有潜在影响力的个体提升路径，它所满足的是人们生理需求之上的、较高

层次的精神需求，个体凭借文化消费，可以积累知识资本、追求社会尊重、实现自我价值，从而

建构起稳固的社会认同。如前文所述，文化消费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建构认同，一条是通过外显性

的具有强烈符号意义的炫耀性消费路径，另一条则是通过教育型文化消费，积累内隐性的知识技

能、提升个体的内在价值，由此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从而建构社会认同。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由于建构认同心切，同时又缺乏对文化消费的深刻了解，因此他们

往往选择炫耀性消费的方式来建构城市社会认同。但事实证明，这种通过寻求外在同一性的建构

方式在新生代农民工那里并不成功，甚至有悖于其认同的建构。而经由教育型的文化消费，通过

实现文化资本的积累，实现对知识资源的拥有和内化，却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稳固的成员身

份象征。这种内在性的知识资源拥有，无须特殊符号便可帮助他们建构起预期的社会认同，因而

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最有价值和意义的认同建构方式。基于此，为了融入城市，建构城市社会的认

同，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将其文化消费的重点由炫耀性的消费转移到教育型的消费上来，提高其内

在的认知水平、提升文化素质和自我价值。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应该适当地购买书籍报刊，

增加文化知识的积累; 加大在技能提升上的支出，加强对专业技术的学习和训练，认识到技能对

于个体发展的价值; 参加各类讲座培训，在基础教育之外，开阔视野、吸收知识，打开受限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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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尽可能地发挥潜能，从而实现自我，建构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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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as between farmers and village enterprises，which character is unreasonable but legal，as well as with causes and re-
sponsibilities． They continue to raise social conflicting events for grass-roots governments，village committees and enter-
prises and are difficult to manage effectively． Through introducing social work methods to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and
establishing social work platform for the integrated cooperation，the external forces can be involved，and rural subjects
and resources can be mobilized to carry out collective actions to resolve social conflicts; also，self-responsible and inde-
pendent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can be driven and to improve the villagers’livelihood develop-
ment，which not only to achieve the harmon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s，but also practice the mode conversion
from the commanding mode to the consultation mode． It is also necessary and feasible to promote social work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Keywords: social work; social management; commanding mode; consultation mode

Education Oriented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Social Identity

JIN Xiao-tong，CUI Hong-jing ( 101)

Abstract: As the essential means to construct social identity，cultural consumption has the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construct their identity． Cultural consumption can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via two
paths． One is to highlight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by“showing the same and the differ-
ence”; explicit construction can be finished through this way． The other is to carry out education cultural consumption，

through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self-realization，to go into the higher social classes and finish tacit construc-
tion． Agree with the result of the comparison among the three constructed paths of the rural youth，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hould transfer their focus on cultural consumption from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spend more on books and skill training．

Keywords: cultural consumption;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dentity

Genus Philosophy: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Value World
— Professor GAO Qing-ha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His Later Years Ｒevisited

WANG Nan-shi ( 109)

Abstract: The genus philosophy，which was raised by Mr． GAO Qing-hai in his later years，has two intersected
characteristics，namely，deep-going originality and unfinished，and thus researchers often misunderstand it． Given this
situation，in order to elucidate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us philosophy，this arti-
cle adopts a new perspective，which focuses on not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ct world as usual，bu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value world as premise of the changing the world．

Keywords: GAO Qing-hai; the life of species; the life of genus; the genus philosophy; the value world

GAO Qing-hai’s Genus Philosophy and the Fate of Mankind as a Community
ZHANG Shu-guang ( 125)

Abstract: The genus Philosophy raised by Professor GAO Qing-hai has showed great significance in creativity of
thinking in the forming of mankind fate as a community promoted by globalization，in the meantime it needs more inter-
preting，defining and developing． Professor GAO gave the genus existence of mankind a whole expression and defined it
as the third major stage and form of human beings’development of Marx which is“freedom of personality”and named
as genus standard． GAO’s concept of genus is beyond biological species concept and it takes a long process of the nega-
tion of negation to reach from the former to latter，including the mid-stage concept of family ，the pre-modern concept of
race and the modern concept of nationality． Theoretically speaking，GAO’s concept of genus should be the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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