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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村转移人口进城的主力。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受

教育水平低、职业技能缺乏等影响，其城市融入受到严重制约。基于 2016~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

查数据，从职业流动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层次较低、职业

流动频繁、纵向流动渠道狭窄，由此带来相对收入较低、社会关系网络狭窄、自我身份认同感低等问题，成

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的主要障碍。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加大人力资本和社

会保障投入、完善就业信息和服务平台以及培育积极的心理资本等对策建议，为政府部门制定促进新生代农

民工城市融入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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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eer Mobility 

WANG Qianhan，XU Mengjie，MA Bin，ZHAO Yong
（Urban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of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r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to cities. The low level of education and lack of vocational skill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eriously restrict their urban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2016 to 2017，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rban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ployment level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low，and their career mobility is frequent and the vertical flow channel 

is narrow. These employment status has led to the low relative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narrow social relations network，low self 

identification. It has become the main obstacle to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social integ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such as increasing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security  investment，improving employment  information and service platform，and cultivating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formulate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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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 1980 年及以后，在

城市参与非农业工作超过 6 个月的，户籍地在农

村，却居住于城市的劳动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

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业

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主力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9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 17 425 万人，约占农民工

总数的 60%，比 2018 年增加 159 万人，在外出农

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约占 67.8%，可见新生代农民

工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 [1]。

然而，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困

难重重，他们并未获得和城市工人相同的待遇和权

利，仍然处于“半城市化”状态 [2]。

近年来，国家和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有关农民

工城市融入的政策文件，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强调要有序

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打破

体制机制阻碍，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2019

年 4 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到 2050 年要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实现城乡全面融合。

2020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2020 年新型城镇化

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强调提高流动人

口市民化质量，促进其在城市便捷落户，确保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顺利完成。

本文以流动人口数据平台公布的 2016~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资料为依据，从职业

流动的角度探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并

提出对策与建议，为政府有关决策部门制定促进新

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政策提供依据。

1  文献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一直受到学者

们的高度关注，早期侧重于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

入含义和障碍的理论层面研究 [3]，我国独特的城乡

二元结构、户籍分割制度是公认的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融入的根本障碍 [4]。后续研究集中在新生代

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的测度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城

市融入水平和质量的衡量指标及其测量等方面 [5]。

当前学者们大多采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维度来

测度城市融入水平，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心

理资本等角度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

素展开研究。人力资本方面，研究认为年龄大小与

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依赖程度正相关，与城市融

入水平负相关；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等对城市融

入有积极影响；文化程度越高自身适应能力越强，

对城市更有归属感 [6]。社会资本方面，社会网络、

社会信任等因素对城市融入有着重要作用，社会网

络越广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越多。较高的

社会认同和信任减少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距离，

促进其城市融入 [7]。在心理资本方面，人际主动性、

价值观等因素也影响其城市融入水平 [8]。同时，三

种资本具有协同作用，共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

市融入 [9]。

现阶段大部分有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

研究主要着重于职业流动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新

生代农民工基本是水平流动，具有就业质量低，职

业流动频率高等特点 [10]。在影响因素方面，家庭

储蓄、受教育水平 [11] 以及职业价值观 [12] 等是影响

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此外，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

际差异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影响两代农民工

职业流动的因素以及各种因素对两代农民工的影

响程度皆存在明显差异。相比于上一代，新生代农

民工职业流动更为频繁，在城市落户的意愿更强烈。

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大，同时就业质量对农民

工落户意愿有显著影响。

综上，现有研究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出

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分

为经济、社会、心理融入三个维度。其中，经济融入

作为农民工立足于城市和市民化的基础与农民工

的就业和职业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职业流动

对其社会和心理融入也存在影响。但是，有关新生

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和城市融入的关联研究比较少。

本文从职业流动的角度，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

入存在的问题，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

方法，拓展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视野。

2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与城市融
入问题分析

2.1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问题分析

2.1.1  职业流动频繁

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显示，2017 年新生代农民

工中职业流动 2 次的占 28.4%，比 2016 年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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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流动 3 次的占 12.4%，流动 4 次及以上的

占 10.4%，分别比 2016 年提高 8 个百分点，可见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愈发频繁。在签订劳动合

同方面，2017 年签订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人数仅

占 52.7%，虽然相比 2016 年提高 4.8%，但仍然有

31.9% 的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就业稳定得不到

保障。

表 1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

（单位：%）

流动次数 2016 年 2017 年

1 次 78.8 48.8

2 次 14.1 28.4

3 次 4.4 12.4

4 次及以上 2.4 10.4

总计 100.0 100.0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单位：%）

合同签订情况 2016 年 2017 年

有固定期限 47.9 52.7

无固定期限 14.1 11.4

完成一次性工作任务 1.0 1.4

试用期 2.0 1.2

未签订劳动合同 33.1 31.9

不清楚 1.8 1.3

总计 100.0 100.0

此外，有 37.3% 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近些年找

工作的难度增加，40.2% 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自己

难以找到稳定性高的工作。综上可知，新生代农民

工职业流动频繁，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进一步导致

其就业不稳定，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可替代性较

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到稳定工作的难度进一步增

加。近些年，新业态模式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

民工从事灵活就业，“短工化”趋势加剧。频繁的

职业流动，既不利于他们在城市建立稳定的社交网

络，与城市市民形成良好的长期互动，也不利于他

们在心理层面上提升身份认同感并接受城市的主

流价值观念。

2.1.2  就业层次低，就业质量差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住

宿餐饮、批发零售以及居民服务、修理等从业门槛

较低行业。同时，就业单位的性质单一，超过七成

的农民工是个体工商户或者就职于私营企业，近

10% 的农民工甚至没有就业单位。大多数人作为

基层员工，主要从事简单重复性的生产和服务工作。

2017 年新生代农民工中专业技术人员比例略有提

高，但整体就业层次仍然很低。

表 3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行业

（单位：%）

工作行业 2016 年 2017 年

农林牧渔 1.7 1.6

采矿 0.7 0.5

制造 19.7 30.0

电煤水热生产供应 0.5 0.4

建筑 6.6 6.7

批发零售 23.0 20.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3.9 3.4

住宿餐饮 15.9 13.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3 1.6

金融 1.2 1.2

房地产 1.4 2.6

租赁和商务服务 0.9 0.4

科研和技术服务 0.7 0.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0.3 0.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5.4 11.1

教育 1.5 2.1

卫生和社会工作 1.6 2.2

文体和娱乐 1.2 1.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0.6 0.5

国际组织 0.0 0.0

总计 100.0 100.0

表 4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性质

（单位：%）

就业单位性质 2016 年 2017 年

机关、事业单位 1.6 2.0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

3.8 3.8

集体企业 0.9 0.9

股份、联营企业 4.0 3.9

个体工商户 42.9 42.1

私营企业 30.9 30.1

港澳台独资企业 1.8 2.3

外商独资企业 1.5 1.7

中外合资企业 1.3 1.3

社团 / 民办组织 0.4 0.4

其他 2.5 1.9

无单位 8.4 9.7

总计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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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职业

（单位：%）

从事职业 2016 年 2017 年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0.3 0.4

专业技术人员 8.1 9.4

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7 1.4

经商 17.7 22.0

商贩 4.0 2.2

餐饮 12.5 10.7

家政 0.3 0.3

保洁 0.5 0.7

保安 0.7 1.0

装修 3.4 3.4

快递 1.0 1.1

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 21.7 18.3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1.4 1.3

生产 13.6 12.4

运输 2.4 2.3

建筑 3.6 3.5

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4.1 4.8

无固定职业 1.0 1.8

其他 2.2 3.0

总计 100.0 100.0

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与率

低，农民工工作福利较差。一方面是因为有关监管

不到位，部分企业出于人力成本考量，不愿为农民

工支付保险。另一方面，农民工维权意识和法律知

识淡薄，不懂得如何保护自身利益。同时，由于农

民工普遍工作不稳定，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较弱，部

分农民工对长远社会保障利益关注不够，更愿意维

持当下的收入。

表 6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医疗保险参与率

（单位：%）

参保险种 2016 年 2017 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71.2 73.3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2.3 3.1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14.6 19.2

2.1.3  纵向职业流动渠道狭窄

纵向职业流动是指与个人技术水平和工作能

力密切相关的工作职位或工作层次的变动。对于

新生代农民来说，纵向职业流动主要体现在从事管

理或技术工作的比例以及收入的变化上。表 5 的

数据表明，2017 年与 2016 年相比，新生代农民工

成为单位负责人或从事管理工作的比例只提高了

0.1%，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例也只提高了 1.3%；

而有近 80% 的人收入没有增长。说明新生代农民

工纵向职业流动渠道狭窄、流动率也很低。

监测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机

会少。2017 年，只有 33.7% 的农民工接受了非农

专业技能培训。虽然 2017 年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

程度与 2016 年相比没有明显变化，但接受过高等

教育的农民工不足 20%，整体学历水平较低。在收

入变化上，与上一年同期相比，2017 年 29% 的新生

代农民工月收入减少，50.8% 的农民工月收入基本

不变，仅有 17% 的农民工表示月收入有所增加。

图 1 2017 年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的同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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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

（单位：%）

教育程度 2016 年 2017 年

未上过小学 0.5 0.9

小学 5.9 7.5

初中 50.2 47.6

高中 / 中专 27.7 26.5

大学专科 11.1 12.0

大学本科 4.5 5.2

研究生 0.2 0.2

总计 100.0 100.0

相关研究表明，受正规教育以及职业培训的程

度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农民工获取社会声望较高

的工作，也越有利于提高收入水平和工作职位 [13]。

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多数单位借助互联网发

布招聘信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使用

互联网的比例也较低 [14]，在职业选择及发展中往

往处于被动地位。新生代农民工整体人力资本质

量较低，缺少职业和生产技能培训，在劳动力市场

上竞争力低下，同时，职业规划意识的缺乏，制约了

其职业发展，导致农民工职业纵向提升渠道狭窄。

2.2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分析

2.2.1  经济层面：相对收入较低

表 8 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收入较低，

近半数的农民工月收入集中在 2000 至 4000 元，月

收入 4000 至 6000 的农民工占比 22.9%，6000 元

以上的占 12.6%，分别比上年增长 3.6% 和 2.9%，

可见农民工收入不仅较低而且增速缓慢。在住房

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中有 64.5% 的人买不起房子，

2017年自购住房比例比2016年提高1.8个百分点，

但仍然只有 19.6%。超过 60% 的新生代农民工租

住私房，居住在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的新生代农

民工仅占 1%，与上一年相比变化甚微。

表 8 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水平

（单位：%）

收入水平 2016 年 2017 年

2000 元及以下 21.9 17.2

2000-4000 元 49.1 47.3

4000-6000 元 19.3 22.9

6000 元以上 9.7 12.6

总计 100.0 100.0

表 9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性质

（单位：%）

住房情况 2016 年 2017 年

单位 / 雇主房（不包括就业场所） 12.8 10.9

政府提供公租房 / 廉租房 0.7 1.0

自购住房 17.8 19.6

租住私房 62.8 60.8

借住房 1.4 1.3

就业场所 1.7 2.6

自建房 2.7 3.4

其他非正规居所 0.1 0.4

总计 100.0 100.0

随着城市物价上涨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新

生代农民工在经济上面临的压力越来越重。此外，

基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优

惠政策只有少部分农民工能够享受到，大多数新生

代农民工很难享受到与城市职工平等的薪酬水平

和社会保障，“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现象屡

屡出现。经济融入作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基础，如

何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待遇，解决农

图 2 新生代农民工业余时间主要来往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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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购房和落户难题，成为实现其城市融入的最大 

障碍。

2.2.2  社会层面：社会关系网络狭窄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业余时间主要和同

乡的来往最多，占37.4%，12.5%的农民工主要与其

他外地人来往，19.9% 的农民工很少与人来往。在

获取工作方面，农民工主要依靠朋友、同乡等熟人

介绍，以互联网和社会媒体作为获取工作主要途径

的农民工分别仅有 5.9% 和 2%，说明农民工不能

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社会媒体的就业作用，通过社会

中介和政府部门获取工作的分别占 2% 和 0.7%，

说明新生代农民的社会网络比较狭窄。

调查显示，92.2% 的农民工在本地没有参加过

工会活动，90% 以上的农民工基本不参与各种社

会活动，参与过同学会和老乡会的农民工分别占

27.2% 和 24.1%，相比于其他活动参与率略高。

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愿意维持原始人

际资源，在面对困难时通常寻求亲戚或老乡的支

持，与城市居民间的社会交往存在较大的差异和隔

阂。其次，社会组织参与率低，但参与同学会、老乡

会的比例略高于其他组织，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受熟

人社会的影响严重，接触的社会网络狭窄，不善于

参加团体组织的各项交流活动，难以获取更广泛的

人际资源。另外，新生代农民工与工会相脱离，处

于工会组织的管理盲区，既无法发挥工会对农民工

的权益保护作用，又增强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

交往的隔阂。

2.2.3  心理和文化层面：身份认同感低

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十分矛盾。

一方面，90% 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喜欢并关注现在

居住的城市，80% 的农民工基本能够适应城市的生

活习惯，为了自己个人发展和子女教育他们迫切希

望融入城市，愿意成为其中一员，也认为本地人愿

意接纳自己。另一方面，家乡的风俗习惯对他们来

图 3 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工作的主要途径

图 4 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地是否参与以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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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短期内也难以舍弃，28.6% 的农民工不认同或完

全不认同自己是本地人。

表 10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和心理融入情况

（单位：%）

调研问题
完全
不同意

不同意
基本
同意

完全
同意

是否同意“我喜欢现在居住
的城市”

0.9 1.9 58.4 38.7

是否同意“我关注现在居住
城市的变化”

1.0 4.0 57.5 37.5

是否同意“我愿意融入本地
人，成为其中一员”

1.0 6.4 55.3 37.2

是否同意“本地人愿意接受
我成为其中一员”

1.1 6.7 59.9 32.3

是否同意“本地人没有看不
起外地人”

2.6 14.4 56.0 27.1

是否同意“我的卫生习惯与
本地市民没有差别”

3.0 16.1 55.5 25.4

是否同意“按老家的风俗习
惯办事比较重要”

9.2 35.5 43.3 12.0

是否同意“我觉得我已经是
本地人了”

3.7 24.9 50.9 20.5

调查结果显示，45.8% 的新生代农民工首次

流动是独自外出工作，与配偶一同外出的只有

22.8%。64.1% 的新生代农民工父母均没有外出流

动的经历，85.1% 的新生代农民工每年都要回去家

乡，59.9% 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家乡的承包地仍然由

自己或家人耕种。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与家乡有割

舍不断的联系，但却不愿意留在农村发展。同时，

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困难和社会交往的障碍下，难

以获得足够的城市归属感与融入感，仍然处于“半

城市化”状态 [15]。

3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
的对策

作为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不可忽视的新兴

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无疑关乎城市

化建设以及产业转型升级成功与否。现阶段新生

代农民工就业层次低、质量差带来了低收入掣肘，

职业流动频繁阻碍其社会性互动，职业发展渠道不

通畅制约其社会地位提高和身份认同。新生代农

民工城市融入面临的经济、社会、心理层面的困境，

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综合性问题。根据以上分

析，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问题的角度尝试

破解这一困境，并给出以下建议。

3.1 加大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投入，促进新生代

农民工的经济融入 

3.1.1  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多元化教育培训体系

首先，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善办

学环境，提高教师待遇鼓励优秀教师下乡，提高教

育水平，严格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从根本上提高新

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养。其次，充分发挥多方主体

的作用，完善多层次的农民工培训模式。在政府层

面，组织统一的职业技术培训，为新生代农民工提

供更多习得专业技术的机会，同时，为受训农民工

提供补贴，保障其基本生活。在企业层面，注重培

训内容和方式的针对性，促使农民工更快满足企业

要求，提高自身竞争力。在个人层面，要充分认识

到参与培训的重要性，增强培训意识，保持学习积

极性。最后，加强成人继续教育，全面提高其学历

和思想水平，不仅仅要让农民工掌握专业知识，更

图 5 新生代农民工首次同谁一起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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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促使农民工通过学习转变其工作观念，认清自身

优势和劣势，引导其职业规划，促进其职业晋升，进

而提高其城市融入能力。

3.1.2  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首先，政府应加强劳动法执法力度，严厉打击

不与新生代农民工签署劳动合同，不为其交纳社保

的企业。同时，规范用工制度，落实农民工最低工

资和最低工时保障，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状况。

其次，充分发挥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保障作用，

进一步创新和丰富工会的组织形式，借助信息技术

发展“互联网工会”，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在网上注册

和登记并接受工会的指导，清扫地方工会无法覆盖

的管理盲区；充分利用新信息技术手段及时了解农

民工的需求和对工会的期望，切实为农民工提供帮

助和服务。最后，发挥宣传教育的作用，让农民工

意识到社会保障的重要性。同时，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的网络化管理和服务，提高社会保障实施和服务

的灵活性，简化参保手续，促使社保的转移接续更

加流畅，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意愿。

3.2 完善就业信息和服务平台，促进新生代农民

工的社会融入

3.2.1  建设新生代农民工用工信息的传递网络

信息滞后、信息传递不畅是农民工进城就业的

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建设畅通的就业信息平台，

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信息渠道不畅通问题的

有效措施。就业信息平台要考虑就业和市场状况，

及时发布最新的用工信息，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

全面的就业渠道和更优质的服务。其次，政府必须

指导和监督用人单位和劳务中介机构，帮助农民工

就业，同时，政府还应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实

际情况，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他们的自身能力，

了解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岗位，尤其是

国有企事业单位在招聘人员时，要消除对外来务工

人员的歧视。此外，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增

强他们获取和辨别信息的能力。

3.2.2  发挥社会组织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互动中

的作用

与政府部门相比，社会组织在联系、服务和协

调新生代农民工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社会组

织应该成为帮助农民工增强城市归属感的重要载

体。首先，要加强宣传，增加农民工对相关社会组

织的了解，增强对社会组织的认可和信任。其次，

社会组织需要切实关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为农

民工提供如技能培训、岗位介绍、就业服务、法律援

助等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帮助，扩大社会组织服务领

域，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增强社会组织服务能力，才

能提高农民工参与各种活动的积极性，增进其与城

市市民的互动和沟通。

3.3 培育积极的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

心理融入

3.3.1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需求

面对完全不同于农村的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

工缺乏归属感和公平感，这些消极的心理因素对农

民工适应城市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政府或有

关组织必须成立心理援助机构，组织专业咨询队

伍，指派专业人员定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免费的

心理咨询服务，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建立积极的工作

心态，提高其适应能力。同时，积极宣传，创建平等

的社会氛围，促使农民工树立正确的观念，建立自

信，增强与他人合作、和谐相处的能力，推动农民工

接受城市的文明文化，并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3.3.2  完善相关制度，鼓励家属随迁

家属随迁能缓解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流动和

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焦虑和经济压力，增强他们的归

属感，对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具有重要

的积极意义 [16]。目前，家属随迁面临的主要困难

在户籍、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因此，有必要进一

步完善制度设计，让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无忧搬迁。

在户籍问题上，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二元结

构对权利不平等的影响，完善新生代农民工落户政

策。在住房问题上，加大资金投入，提高新生代农

民工住房补贴金额，拓宽住房保障的覆盖范围，降

低保障性住房的申请门槛，改善其居住条件。在子

女教育上，放宽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接受公立教育的

准入条件，简化相关手续，放宽户籍对中高考的限

制，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发挥家

属随迁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和情感归属的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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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居住环境中，需要对传统色彩进行提炼整合与

取其精华，根据不同场合和功能、遵循色彩比例原

则和运用色相的对比性，进行科学处理，领悟其美

学意义和精神气韵，让居住环境得到改善，从而使

室内居住环境色彩体系保持整体和谐。因此，在现

代室内居住环境设计中，要重视传统色彩的应用，

通过现代室内居住环境设计丰富的表现手法，不断

给予传统色彩以新的生命，不仅反映在人们的审美

需求与精神寄托，而且使传统文化在现代居住空间

中得到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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