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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城市装卸工的谋生状况 

            ——以河南省登封市为例 

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化学专业 王晓鸽 

 

论文摘要 

本报告基于对河南省登封市装卸工人的实地调查，从小型城市装卸工的工作内容、装

卸工人的基本状况、装卸工人的工作方式及其变化、装卸工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面临的

问题等四个方面，较全面地考察了散处于小型城市中的装卸工群体的谋生状况，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民工的就业现状及城乡就业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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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由于生活环境的缘故，我与装卸工人的接触已有五六年的时间，对于他们的衣食住

行、工作生活、工人们对这一职业的自我认识、内心感受都有一定的了解。今年夏天，

利用暑期社会实践之机，我对于家乡河南省登封市的装卸工人群体做了一番全面系统的

调研。主要运用观察法、访谈法，对与调研主题相关的四类人群——搬运工、雇工老板、

送货司机、发货人等进行了调查。 

为了获得更多真实的材料，观察与访谈实际上是在看似不经意的闲谈与旁观中完成。 

在装卸工人工作、休息的时候，商谈价格、索要工钱的时候，我趁机与他们闲聊，或者

在一旁观察他们的言谈举止，虽然，事前有较周密的访谈计划、提问大纲，随意的闲谈

往往会有预料之外的信息。运气好的时候，还能从始至终地听到装卸工与司机、发货员、

老板等人交谈的全过程，意外的收获常令我兴奋不已。 

以几年来对装卸工群体的感性认识为前提、以暑期社会实践的系统调研资料为基础、

以大学一年所学的理论知识为指导，我撰写了如下调研报告，报告将从四个方面展现当

代中国小型城市装卸工的谋生状况。其中，既有对装卸工谋生现状的客观描述，也涉及

他们对其职业及生活状态的主观感受。 

 

一．小型城市装卸工的工作内容 

 

在登封市这样的小型城市里，散处着一群以装卸货物为生的人，他们一般来自农村，

没有太多的文化，是新时代里仍以“力”谋生者。 

装卸工的工作，主要是装卸面粉、水泥、玻璃、水果、钢材、地板、啤酒等，同时也

会做搬家的活儿。城乡门市部的仓库、买主家、工地、物流公司一般就是装卸工们工作

的地方。 

在装卸工看来，装卸面粉、水泥是较“清闲”的活儿。面粉、水泥质量轻、不怕摔，

且常常是大车运送，批量装载，活儿量大，工钱自然不少，因而这是很多装卸工人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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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的事情。但是，这“清闲”的活儿干起来也有坏处，一是干活时工人往往会吸入大量

粉尘，对身体尤其是肺部的影响可想而知；二是这类活计做起来会脏了身体、污了衣着。 

地板、钢材的装卸是重体力活儿，岁数偏大、体力不佳或者干活挑剔的工人一般都不

会承担，地板、钢材商们有大批量货物时也只会找身强力壮者。啤酒的装卸需小心，玻

璃更要谨慎，同时玻璃又极重，因而装卸玻璃的工钱较高。 

相对来说，搬家的活儿是最清闲的，东西再重也比石头、钢铁、玻璃轻多了。但搬家

的活儿，需要的装卸工心得细，行为得正，下手得轻，所以搬家公司挑人也挑的厉害。

而且在像登封这样的小城，人情世故色彩较为浓厚，搬家时会有亲朋好友来帮忙，搬家

公司还不“流行”，因而靠搬家挣钱还是不太“靠谱”的事情。 

总的看来，装卸工决定接不接这单生意时，他们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主要有： 

 

装卸工选择活儿的通常依据 

 

他们会考虑工钱的多少、活儿重不重、自己身体状况允许与否、时间地点是否合适、

愿意不愿意为这个老板干活、一起工作的人是否容易合作等等多种因素。装卸工已不再

是我们过去电影里常常出现的码头装卸工，由于市场需求的充足、社会制度的保证、人

们生活条件的改变，他们不会在做活儿慢时被人施以“鞭打脚踢”，反倒可以“挑三拣

四”，做较为自由的选择。调查中，我看到过一些爱干净的装卸工，他们极不屑于装卸

水泥；也有人因不满意合作对象而放弃赚钱的机会。 

 

二．装卸工人的基本状况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女性装卸工人十分少见，在调研中，我所闻所见仅有几个女工

人，而且她们的从业时间都不长，或刚刚入行，或干的时间不长便销声匿迹。因生理的

缘故，女性的力气终究小，货主在不得已时才愿意与她们打交道。在与男装卸工一起干

活儿时女人干活少，分钱时也让男装卸工们很为难。一旦女装卸工生性开朗，与一群男

装卸工一起工作，有时还会无端地生出闲话，这又深为发货者所嫌。总而言之，女装卸

工在登封这个城市少之又少。 

装卸工这个行业年龄跨度极大，20来岁小伙子多得是，60来岁的老头儿也有一些。

由于老装卸工相对年迈体弱（他们的身子骨还是很硬朗的），年轻的装卸工大都不喜欢

与他们组队干活儿。这是年长工人们共同的苦楚。 

干 活 儿

吗？？？ 

工 钱 多

吗 

干 净 ？

脏？ 

地 点 方 便

吗？ 

活 儿 累

吗？ 

时 间 合 适

吗？ 

愿意为这个老

板干活儿吗？ 

自己身体

状况允许

吗？  

 

 

 

 

一起干活儿的人

容易合作吗？ 人 手 够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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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工群体中还有本地与外地之分。外地来的装卸工因人生地不熟，过去在组队装卸

的时候略略有些受歧视，这可谓是中国传统地域观念的遗存影响。近几年，外地装卸工

开始吃香，他们常常手艺精良，装卸货物时的“打垛”水平较高，加上外地装卸工一般

说话和气，合作意识强，深为货主喜欢。不过，在登封这样的小型城市，人口流动性较

小，外来装卸工数量不多，装卸工的主体仍是来自本地乡村的农民。 

小城市中，小规模的货物装卸是常见的生意，运货的距离也不会太长，装卸行业里就

产生了一批拥有小型摩托车的装卸工，与一般传统的装卸工不同，他们既是司机也做装

卸，既靠车吃饭，也以“力”谋生。他们在单位时间内可以赚到更多的工钱。 

装卸行业不需要营业手续，不需要技术支持，只要肯出力气就可以赚钱，一些人为解

燃眉之急，或者打发无活儿可做的空余时间，也会选择做几次装卸工。调研中，我曾见

到一位上料工人（装修房屋时的一种活计）在无活儿可干时，临时去做装卸工。也碰到

一名外地人突遭不幸、身无分文，做了一天装卸工即挣得回家的路费。 

通过调研我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异地间货物流通的频繁，小型城市对于装卸工

的需求量较大；又因为对技术水平、文化程度的要求不高，入行相对容易，这一行业为

农民工提供着较多的就业机会。 

 

三．装卸工人的工作方式及其变化 

 

装卸工作一般都需要装卸工的合作，组队工作是他们工作的基本形式。近年来，简简

单单的组队方式却也历经“变革”。大约在 2000 年至 2005年期间，登封市的装卸工既

有“组队”形式，又有“单干”形式，其间，工人与中介工头之间矛盾频生。 

当时登封的经济尚不繁荣，拥有手机的装卸工不多，如果货主需要装卸货物，只能到

装卸工集聚的场所当面找人。而一些“眼尖”的装卸工拥有手机便拥有了机会，也在无

意或有意中成为“小工头”。小工头拥有联系生意、讨价还价、讨要工钱的权利，在收

益分配中，他们会有特别的机会。工钱总额的 10%归他们所得，剩余部分才由出力气的工

人平分，如果工头与工人一起装卸，他们还会从中再分得一份工钱。由于行业的规范性

差、小工头的管理不透明，工人会对小工头的讲价能力表示不满，又发现他们有克扣工

钱之嫌，小工头的组队方式慢慢受到质疑，集体组队形式走向消亡。 

当手机普及之后，今天每一位装卸工都可直接联系货主，可以自己讲价钱，自己讨要

工钱，组队的工作方式已经成为历史。不过，毕竟装卸工作需要合作，装卸工人们会自

主选择合适的伙伴，大家彼此熟悉，相互认识，有活儿时，临时组队，所得平分。 

在我看来，登封装卸行业的这次“变革”一方面是因工头管理方式的不当，也是手机

普及的结果。在现代社会各行各业都趋向公司化管理的时代，这样的变化有些逆潮流而

动，这大概是受中国特殊的国情影响的结果。 

经历了以上变化之后，如今的装卸工的工作方式较为自主。除了上文所及的自主选择

接活的类别之外，他们一般自主议价。面对老板的工作决非呆板的按价得酬，最后的工

价是装卸工与货主“博弈”的结果。遇到小批出货，装卸工会小额加钱，往往以凑够整

数、凑够可以平分的数额为由。遇到大批卸货，装卸工便要求大额加钱，还会向雇主提

出买水等要求。 

与自主议价同步，除了力气之外，装卸工也还需要精明，即他们称作是“巧赚钱”的

本事。比如，有大批货物从远方运来，装卸工们就能精明地把握这一赚钱的大好时机。

因为远方来的车必定不会只跑单趟，如某辆车从山东运输地板到登封，返程一定会拉载

其它的货物，又因为这些司机人生地不熟，还常常要赶时间，有时就会不惜代价。“机

灵”的装卸工会趁机赚到更多的工钱。 

不过，装卸工人中不乏为多赚钱而要挟雇工者。如果要求送货的人是生手，不熟悉装



 4 

卸的行情，十有八九会需要付出较贵的工钱；外地司机也常是被要挟的对象，有时候装

卸工人还会“摆架子”、拖时间，以获得更多收益„„ 

 

四．装卸工人的生活满意度及面临的问题 

 

在他人眼中，装卸工肯定不是一个好职业，他们的工作环境恶劣、工作量极重，受尊

重度不高。他们自己感受怎样呢。我见到的装卸工大都性格开朗，边流汗干活儿边快活

地和同伴打嘴官司；除了工作地点，他们也拥有集体的休息地点。闲暇时他们聚在比较

凉快距离工地近的地方聊天。若遇到意外天气，要么收工，要么到熟识的门市上坐上一

坐。平时他们的生活充实、简朴、愉快。 

但说到职业，他们的感觉是： 

这一行太累：单听名字，便可以想象这活儿有多么累人。 

这一行做事太没规律：该吃饭时可能不得不干活，晚上卸车到凌晨一两点是常有的事。

凌晨早起干活儿也不稀奇。 

这一行总没法子打扮利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由于职业特殊，他们很难体体面面

的见人。 

这一行经常遭人白眼：衣衫不整、汗流浃背是他们形象的代名词 

这一行太辛苦„„ 

由于生活满意度不高，转行成为他们常常谋划着的事情。调查中，我认识的一位年近

六旬的老者，因身体状况而尝试转行，他买了一辆三轮摩托车，正在由职业装卸工向业

余装卸工过度。还有一位外地中年装卸工，现在月收入可达 3400元左右，在小型城市的

装卸工人中算是收入不错的，他也正谋划着改行。对于将来，装卸工们的心中都还是有

自己的打算，这些具体而渺小的打算是他们为自己的未来绘制的蓝图。事实上，装卸工

行业中，抽身改行，另谋他业的人不计其数，在不少人的职业生涯中，装卸工只是一个

过渡期。 

据我观察，在他们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最为突出者是他们对于个人及家庭未来的忧虑。

作为散工，他们不受雇于任何人，没有企业或老板为他们的医疗、养老买单，年老体弱、

身体欠佳时如何生活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家人生病、子女受教育也是他们常常在考虑

的事情。因此，他们十分需要社会性的医疗保险来担保，正在完善的中国医疗制度正在

为他们解决问题。 

其次，装卸行业规则亟待完善。工钱价格朝定夕改，十分混乱，工人的利益无法保证；

因为缺乏一定的行规，卖主与买主之间的口舌之争、矛盾冲突也常常发生，这影响着行

业的形象与发展；行业内的竞争也更趋激烈，优胜劣汰，不断竞争的法则是这个行业中

每个人得以生存的基础，他们中的任何人每天都要面临博弈，即与货主、司机、发货员、

买主等人的谈判，竞争是这个行业的推动力，但过于激烈的竞争使工人身心疲惫。或许，

小型城市的装卸工将来还会走向“组织”之路。 

最后，他们也为这一职业的前景担忧，一些潜在的威胁似已存在。中国的物流行业逐

渐成熟，经销环节势必会减少，随之装卸工的工作机会也会减少；自动码垛机的技术也

在逐步改善，大宗商品的装载中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机械，这样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在

新技术面前，人工装卸的优势渐渐丧失。终有一天，装卸工会退出舞台，装卸会成为消

失于历史之中的传统行业。 

 

五．结语 

 

在中国的小型城市中，散处着一群以装卸货物为生的工人，他们一般来自农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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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门市部的仓库、买主家、工地、物流公司等地方，装卸面粉、水泥、玻璃、水果、

钢材、地板、啤酒等；这个群体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力，女性极少，以本地人为主体，也

有少数的外地人参与，他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身强力壮，外表憨厚，内心精明；与社

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各行业趋于组织化的大潮流相反，小型城市的装卸行业放弃了组队工

作的方式，而选择分散单干，这意味着这一行业正处于衰落或者转型期；由于对生活的

满意度不高，在装卸工行业里，转行是常见的事情。业中的工人们面临着三大问题：对

于个人及家庭未来的忧虑、缺乏完善的行业规则、装卸行业的前景暗淡。随着社会医疗、

发展教育、养老制度的改革，其中一些问题将会得到解决。但是，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

这个行业也许将走向终结。 

最后，说一说我的调研感想。 

之前，我对装卸工群体已有直观的了解，他们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邻居，当时对他

们又爱又恨，爱其质朴敦厚，恨其说话刻薄，有时会小有狡诈；爱其干活努力，恨其视

钱要命，有时要价离谱„„ 

在暑期调研的过程中，我渐渐理解到，装卸工群体的境遇是当今中国劳动力市场状

况的缩影。在河南这样一个人口大省，装卸工群体的出现与发展，正是统筹城市就业、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结果。这一群体自由谋业、自主就业以及装卸工与顾主之间

的平等关系都是社会主义就业体制的特点表现，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正是目前推进就业

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作为当今社会大系统中的一分子，他们期待着推进改善民生为

重点的社会建设的落实。如此，我的父辈邻人做或者不做装卸工，无论装卸工人群体存

在或者不存在，他们都会幸福生活，平安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