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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运作：马路零工非正式就业空间建构

———基于合肥市零工市场实地调查

汤　晴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作为非正式就业的典型代表，马路零工面临着就业信息不对称、就业服务不完善、
就业竞争压力大的困境，由此就业空间受到压缩。通过对合肥市零工市场的实地调查了解到，
马路零工工作机会获得是通过关系运作得以实现，具体划分为零工间的互助关系运作、零工与

中间人的互利关系运作、零工与用人单位的互信关系运作３种类型。并且，马路零工以熟人

化、中间人、人情“亏欠”的方式建构就业机会空间。关系运作缩短了马路零工等待时间，提高

求职效率；增强非正式就业稳定性，降低求职频率；延伸其社会关系网络，增加工作机会。为进

一步扩大马路零工非正式就业空间，需要建立健全零工市场管理制度、完善就业服务、开发线

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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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依据《中国住户调查年鉴（２０２０）》数 据 显 示，
我国２０１９年农 民 工 总 量２９　０７７万 人，其 中 外 出

农民工１７　４２５万人，省内流动约占５６．９％［１］。马

路零工是非正式就业农民工的典型代表，又称为

“散工”“临时工”或“短工”，在城市从事“自由”职

业，聚于街头，等待随时被召的劳动力［２］。因就业

的非正规性与临时性，马路零工的工作极不稳定。
大多每天早上４点多前往零工市场等待就业，然

而有时连续几天等不到活。此外，从传统乡村社

会进入现代都市社会，他们资源禀赋弱，并面临着

就业信息不对称、就业服务不完善、就业竞争压力

大的困境。这致使马路零工在城市零工市场的就

业空间受到挤压。而从被动等活转向主动找活、
从个体转向团体，展示了马路零工对关系的运作，

以此应对“等活难”问题与建构就业机会空间。本

文的核心问题是马路零工非正式就业中的关系运

作机制，并带来何种就业效果？

关系研 究 一 直 深 受 学 者 关 注。费 孝 通 提 出

“差序格局”概念，认为中国社会关系是以“己”为

中心，不断向外延伸的关系网 络［３］。梁 漱 溟 提 出

“伦理本位、关系无界、阶级无涉”的理论［４］。边燕

杰则将中国关系进一步细分为家族亲情伦理的社

会延伸、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非对称性的社会

交换关系３种理论模型［５］。而在既有关系类型及

其作用研究中，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将关系划分为强关系

和弱关系，认为强关系存在于群体内，弱关系存在

于群体之间，并强调市场经济体制下弱关系对人

们寻 找 工 作 的 作 用［６］。沿 着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的 思

路，边燕杰提出不同经济体制下中国社会里强关

系在个人寻找工作过程中更为重要，并发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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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传递信息的作用［７］。刘林平 将 关 系 划 分 为

强关系、弱关系、强弱关系和弱强关系，认为关系

越强作用越大但受限于能力和活动范围等［８］。
关系运作早已涉及政治、经济与社会 生 活 方

方面面，学者们研究了关系运作的方法、模式、作

用等。彭泗清认为关系运作的方法主要包括利用

关系网、请客送礼、交 流 感 情、相 互 尊 重 等［９］。李

孔岳指出中国私营企业家的关系运作方式是一种

渗透模式，按关系亲疏逐渐向外延伸，以规避市场

壁垒和政 策 壁 垒［１０］。而 在 农 民 工 就 业 的 关 系 运

作研究中，王毅杰基于钢筋工人劳动中的分班、竞
争与合作，发现关系运作具有调节、控制、整合作

用［１１］。郑广怀基 于 非 正 式 就 业 中 的“老 板 游 戏”
研究，认为“人人当老板、个个来管理”模糊工人与

管理者、老板的界限，体现了关系运作，进而实现

劳动控制［１２］。
传统观点讨论关系及其运作在个人或农民工

找工作和劳动过程中提供人情与信息、发挥劳动

控制作用，而对个人或农民工通过关系运作获得

工作机会的具体过程缺乏深入分析。本文以打工

者为关系运作主体，以马路零工非正式就业中关

系运作为研究对象，对马路零工工作机会获得的

机理和方式进行解析。笔者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前后

数次进入合肥市Ｌ与Ｄ零工市场，收集与整理了

７１位马路零工的资料。他们是省内流动农民工，
大多来自合肥、阜阳、亳州、安庆等地区；年龄５０～
６０岁居多，男性占８０％，女性占２０％；主要从事木

工、瓦工、钢筋工等大工与搬运工、清洁工等小工。
通过运用半结构的深度访谈法，去理解马路零工

非正式就业困境及关系运作的行为与方式，访谈

对象主要有Ｌ与Ｄ零工市场的零工、Ｌ临工中心

负责人与员工。

二、马路零工非正式就业的困境

工业化、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给农民工 城 市 就

业带来机遇。因打零工的自由程度高、自我选择

性高、就业衔接性强，越来越多农民工涌入零工市

场。随着社会流动加剧，合肥市Ｌ与Ｄ零工市场

规模逐渐扩大，马路零工就业类型多样化，致使零

工市场竞争增加与就业空间受到挤压。

（一）就业信息不对称

由于零工市场上的雇佣双方不熟悉，导 致 就

业信息不对称。一方面用工方不了解马路零工的

真实技能水平与个人品性等；另一方面，马路零工

不了解用工方的诚信与工资发放等情况。而就业

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信息优势方作出道德失范行

为，信息劣势方做出“逆向选择”。受访对象刘先

生说：“为了能有活干，现在好多不会干的也讲自

己会，搞得好多老板都不相信马路上的，一般都不

到马路上来找了。有一次我们４个瓦工去粉墙，

当场就有２个不会。”另外从其他受访对象中了解

到，有 些 建 筑 工 地 和 装 修 公 司 的 雇 主 以“骗、躲、

逃”策略拖欠马路零工工资，而少数者易上当受骗

陷入“套路”。因此，就业信息不对称致使零工市

场上的雇佣双方相互产生信任危机。

（二）就业服务不完善

在加强社会治理背景下，马路零工“站马路”

问题受到各 地 方 政 府 重 视。合 肥 市 Ａ区 政 府 投

资兴建Ｌ临工中心，旨在为零工提供临时性停歇

场所，以及提供职业信息、技能培训与劳资纠纷维

权服务。然而，Ｌ临工 中 心 提 供 的 就 业 信 息 与 马

路零工 实 际 就 业 需 求 不 匹 配。受 访 对 象 王 先 生

说：“他那里活也不能干，第一时间很长，第二价格

较低，工资没有零工高，外面的人都不愿意去干长

期的。他那光讲，让老板到里面去找，他来给他介

绍，中间的事情你们自己谈。像那个老板都是公

司里找的，那价格再谈都谈不上去。”因此，马路零

工群体对Ｌ临工中心的满意度低，且通过这一正

规渠道寻找工作的意愿低。

（三）就业竞争压力大

随着社 会 转 型，当 前 中 国 是 一 个 后 乡 土 社

会。这表 现 为 农 村 部 分 地 区 土 地 被 征 收，大 量

低文化水平的农 民 基 于“老 乡 带 老 乡”模 式 进 入

城市零工市场，形 成 半 农 半 工 就 业 形 式。同 时，

农村老人 受 城 市 化、人 口 流 动 与 家 庭 结 构 变 迁

影响，其 养 老 空 间 和 养 老 观 念 发 生 变 化。基 于

此，他们通过劳动 减 轻 对 子 女 的 依 赖，实 现 自 我

养老［１３］。此外，一 些 中 老 年 妇 女 与 固 定 工 作 者

于闲暇时间进入 零 工 市 场，以 此 打 发 休 闲 时 间、

获得经济 来 源，并 使 随 迁 中 老 年 人 获 得 一 定 的

精神寄托。因 此，“零 工＋”就 业 模 式 成 为 越 来

越多农民 工、随 迁 中 老 年 人 与 固 定 工 作 者 的 主

动选择，并 使 零 工 市 场 规 模 扩 大 化 以 及 马 路 零

工就业竞争压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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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马 路 零 工 非 正 式 就 业 中 关 系 运 作

机制

　　（一）等级化的人际关系

零工市场的主体包括马路零工、用工 方 与 临

工中心。基于个人能力、社会资本和工龄差异，零
工群体内部形成“普通零工、零工师傅和包工头”
的结构，其中零工师傅与包工头扮演“中间人”角

色。并且，大人物、中间人和小人物之间的相互作

用构成了 个 人 关 系 的 等 级 制［１４］。一 是 用 人 单 位

等级最高，地位高于中间人与零工；二是零工群体

内部人际关系等级化，即包工头地位高于零工师

傅，而零工师傅地位高于普通零工。并且，位置等

级越高，个人拥有的权力越大。这和布迪厄对场

域的描述类似，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

的 一 个 网 络 中，不 同 位 置 之 间 体 现 不 同 权 力 关

系［１５］。随着 活 动 范 围 转 换，马 路 零 工 的 老 乡 关

系、同事关系与雇佣关系转变为弱强关系，并在其

就业过程中发挥着作用。

（二）马路零工非正式就业中“互助、互

利、互信”关系运作机理

马路零工工作机会获得是通过关系运作得以

实现的，分为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横向是普通零

工之间的关系维系与运用，纵向是零工与中间人、
用工方之间的关系建构。不同情境中，马路零工

以不同的互动规则与方法建构“互助、互利、互信”
关系，以此获得工作机会，其作用机理具体如下：

１．市场进入、等活、团体建构：零 工 间 的 互 助

关系运作

零工间的关系运作主要体现在市场 进 入、等

活与团体建构过程中。第一，约９０％的马路零工

以老乡介绍的方式进入零工市场，以迅速适应新

的就业环 境、避 免 市 场 排 斥。第 二，在 等 活 过 程

中，日常的、非正式的交流与娱乐是建构与强化零

工间老乡关系与工友关系的主要力量。熟人之间

通过 聊 天、打 牌 消 除 无 聊 感，增 强 人 际 互 动 和 交

往，而陌生人之间以此进入交际阶段。此外，私下

相聚喝酒也是维系与强化零工间情感性关系、建

构表达性支持的策略。在喝酒过程中，零工之间

实现相互倾诉与安慰，消除外出就业的孤独感和

等待就业的焦虑感。扩演之结果，情谊的加深促

进工作联系增多。第三，零工群体内部的分化及

小团体 的 成 立 是 一 种 抱 团 行 为。“老 乡 帮、工 友

圈”的团体内成员遵循不收取报酬的互动规则，共
享就业信息，建立互助关系，从而增加内部成员的

就业机会。零工张先生说：“我们有一个小团体，
大概有十几个人，有长丰的、阜阳的，基本上都是

后来慢慢认识的。在这地方干得时间长了，大家

都认识了。他们人很好，干活有实力，口才也好也

会谈价格，就慢慢地认识组成一个小团体。要是

谁有活了都会打电话联系，如果要两三个人，关系

好的都会喊。”

２．招工、包活：零工与中间人的互利关系运作

福柯认为权力存在于关系之中，它产 生 于 关

系，表现为关系［１６］。由于与用工方有关系或自身

包活需要，“中间人”具有推荐或招聘零工的权力，
并成为其获取利益的手段。基于中间人的利益选

择，马路零工在招工与包活过程中遵循收取报酬

的互动原则，与其建构互利关系。第一，在招工过

程中，零工一般选择有私人关系的“中间人”，并回

报其一定比例的工资抽成而获得就业机会；同时，
中间人为维持自身关系网络和声誉建构也倾向于

选择熟人。第二，基于包活需要，包工头倾向于建

立一支由亲人、老乡等组成的工作团队，以营造熟

悉、融洽的工作氛围，并实现势力建构，从而提升

包活过程 中 的 竞 争 力。某 包 工 头 说：“我 在Ｌ零

工市场站稳脚跟，很大一部分是我老家那边有些

兄弟过来帮我。包活的时候和人竞争，就看你的

势力，看你有没有工人、工人能力。我在 这，有 的

老板干不掉打电话介绍我去，我去谈好了，我带他

们一块去。活干不完的时候，我介绍给自己家内

部人干，人家干人家拿提成，我也拿提成。”而“请

吃饭”是培养、拉近零工与中间人之间关系的常用

方法。

３．待雇、受雇、再雇：零工与用 工 方 的 互 信 关

系运作

马路零工通过待雇前说好话、受雇中 干 好 活

与再雇后持续互动的方法，与用人单位从陌生关

系逐渐发展为熟人关系、信任关系，这一互信关系

建构过程是一种渗透过程。第一，由于零工市场

人口流动性大，用人单位与零工之间多为陌生关

系，而马路零工通过“说好话”的方式塑造个人形

象，以便与用人单位初步建立雇佣关系。第二，当
马路零工受到雇佣后，雇主根据技能水平、工作态

度等对其进行评估并决定是否留存联系方式，而

零工联系方式的留存是雇佣双方建构联系、发展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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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关系的基础。对此，零工心知肚明并通过“干
好活”的方式以期获得雇主认同，再次建构雇佣关

系。第三，当雇主通过电话联系与再次雇佣零工

时，雇主成为零工“回头客”，这代表雇佣双方建立

初步信任。并且，随着雇佣双方持续互动，雇佣关

系进一步发展为熟人关系。尤其在双方亲密程度

不断加深下，最终转化为信任关系，表现为零工受

到雇主委托而代替其招工，雇主成为零工就业资

源的给予者。

（三）马路零工非正式就业中关系运作

方式

在城市场域中，马路零工延续了熟人 社 会 中

攀关系、讲人情的习惯，以熟人化、中间人和人情

“亏欠”的方式建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增加工作

机会和扩大就业空间。

１．熟人化：积累社会资本，建构就业空间

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或群体，凭借拥有 一 个 比

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

熟悉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总和［１５］。而

马路零工群体对就业机会获得与社会关系的关联

性心知肚明，“熟人多活就多，熟人少活就少”的逻

辑使其倾向于将关系熟人化，包括工作伙伴“熟人

化”与雇主“熟人化”，表现为“老乡带老乡”模式、
小团体建构等方面。通过熟人化，马路零工实现

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积累社会资本，包括获

得就业信息与人情、雇主信任以及雇主赋予的招

工权与客户资源等，并以此应对新社会空间中的

信息不对称、人际信任低、社会资源薄弱等问题，
扩大就业机会空间。

２．中间人：联结雇佣双方，实现多主体共赢

在零工、中间人、用工方这条 关 系 链 上，中 间

人是联结雇佣双方的中介，其发挥的工具性作用

是解决雇佣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帮助双方快速

建构雇佣关系。零工师傅与包工头作为中间人，
倾向于推荐或代招有私人关系的零工。另外，包

工头以业务介绍方式增加小包工头的就业。通过

中间人的桥梁作用，不仅助力零工、小包工头与用

工方建立联系，还实现多主体共赢，具体表现为：
马路零工基于互利关系的建构与维系，实现雇佣

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用工方以熟人关系链雇佣

零工，从而降低雇佣成本与监督的时间成本；中间

人则以“中介”的身份获取“抽成”，并实现关系网

络维系和势力建构。

３．人情“亏欠”：维系人际互动，促进就业互助

人情是一种资源，是社会交换的媒介，比如一

种恩惠［１７］。人 情“给 予”带 来 人 情“亏 欠”，正 是

“亏欠”致 使 互 相 之 间 产 生“情 分”［１８］。在 零 工 市

场中，普通零工之间相互提供工作信息、帮带就业

的行为导致人情“亏欠”。这一帮助行为让受助零

工有所“亏欠”，下次便有义务无报酬地向给予者

提供就业机会，否则会失去关系网络及其中包含

的社会资源。受访对象张先生说：“现在人都很现

实，比如说雇主打电话有活干，我一般会喊你干对

吧。你要有活的话，你也要喊我干。如果 你 不 叫

我，那 就 慢 慢 疏 远 了，下 次 有 活 的 话 我 也 就 不 叫

你，叫 其 他 人。”这 种 相 互 性 与 长 久 性 的 人 情“亏

欠”，有助于维系人际互动，促进就业互助。

四、马 路 零 工 非 正 式 就 业 的 关 系 运 作

效果及完善对策

马路零工关系运作效果包括提高求 职 效 率、
降低求职频率与增加工作机会。然而，社会关系

网络的作用是有限的。对于马路零工非正式就业

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引导、规范零

工市场，以进一步扩建马路零工非正式就业空间。

（一）马路零工非正式就业中关系运作

效果

１．缩短马路零工等待时间，提高求职效率

在零工市场上，马路零工常处于等活状态，等
待时间不确定甚至有时连续几天都等不到活。受

访对象李先生说：“有关系的、认识的就打个电话

联系你，像我这种没关系的、认识的人少的就只能

站在这里等。”而与老乡、工友、雇主关系的维系与

沟通联系的增多，有助于马路零工提前获知工作

信息，作 出 约 定 后 只 需 在 规 定 时 间 和 地 点 等 待。

受访对象 陈 先 生 说：“你 和 每 个 老 板 干 的 时 间 长

了，接触的多了，他有活就给你打电话了，你不用

在这里等。”这有效缩短马路零工等待时间，提升

其求职效率。

２．增强非正式就业稳定性，降低求职频率

在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零工 社 会 资

本的积 累 使 非 正 式 就 业 稳 定 性 相 对 增 强。一 方

面，用人单位、包工头对零工的认同与信任使雇佣

双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保障零工一定期限内的

就业持 续 性。包 工 头 吴 先 生 说：“干 什 么 都 有 过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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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先干几天，我看你怎么样，可靠不可靠，可靠就

长期用你。”另一方面，关系的再生产为零工带来

就业资源，使其求职次数减少。受访对象郑先生

说：“我们经常干这几家活，要是有新客户，也都是

由熟悉的老板中间介绍过来新活。”

３．延伸马路零工社会网络，增加工作机会

马路零工深知关系对就业的重要性，零 工 崔

先生说：“熟人多活就多，熟人少活就少。”因而，他
们选择进入有熟人的工作场域、利用原有关系网

以及建构互助、互利、互信关系，由此获得更多就

业资源。一方面熟人关系网络渠道发挥提供就业

信息 与 人 情 的 作 用；另 一 方 面，基 于 雇 佣 信 任 关

系，用工方 以 再 次 雇 佣 的 形 式 成 为 零 工 的“回 头

客”，甚至为其提供新客户资源。此外，熟人化、中
间人、人情“亏欠”的方式，也有利于维系与建构社

会关系网络，进而增加工作机会。

（二）促进马路零工非正式就业的完善

对策

１．建立健全市场管理制度，提升就业质量

在零工市 场 上，马 路 零 工 为 争 取 工 作 机 会，
“抢车”现象普遍。对此，地方政府需要建立健全

零工市场管理制度，健全相应工作机制。具体措

施：一是建立就业评估制度，加大对承接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单位的评估，尤其是零工就业效果评估

的内容；二是设立线上与线下零工反馈平台，鼓励

马路零工群体反映就业需求与服务建议，就其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进行研究反馈；三是加快对

农民工社会组织培育，实现多方主体联合治理零

工市场，促进零工非正式就业。

２．完善就业服务，扩大就业范围

作为公益性平台的临工中心，有效解 决 零 工

“站马路”问题。然而，就业信息匮乏与就业指导

培训不足，导致零工的就业选择有限。因此，需要

临工中心主动出击，与家政、建筑、物流等行业协

会和各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建立联系，获取并动态

发布更多岗位信息，增加岗位供给。此外，组织各

项技能培训组，加强对马路零工的就业培训，实现

就业岗位与马路零工的技能相匹配。通过完善就

业介绍与就业指导培训服务，扩大马路零工的就

业范围。

３．开发线上平台，拓宽就业渠道

马路零工大多通过熟人关系网络渠道寻找工

作，就 业 渠 道 单 一 是 导 致 其 就 业 难 的 主 要 因 素。
而平台可以让两个或更多群组发生互动，并将零

工市场上的雇佣双方连接起来。通过发展灵活就

业和灵活用工服务的线上平台，扩大就业信息发

布范围，提升求职效率与匹配效率，实现用工方与

求职者对接。并且，平台系统可以记录与管理马

路零工非正式就业数据，包括就业率、失业率等，
有助于及时了解马路零工非正式就业状况。

五、结语

通过对以马路零工为代表的非正式就业群体

的调查，发现马路零工以不同情境中“互助、互利、
互信”关系运作，以及熟人化、中间人、人情“亏欠”
的方式获得工作机会。关系运作表明马路零工从

被动到主动，积极建构与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由此

扩大就业机会空间。关系运作助力于马路零工非

正式就业，也导致零工市场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

币”现象、基于人际信任引发“杀熟”行为等。对于

非正式就业中存在的问题与阻碍，不仅需要马路

零工积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还需政府与市场

加以重视，引导零工市场正规化发展，以更好促进

马路零工非正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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