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2011-3-11  第 1 页 共 32 页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失地农民问题 

——以上海市三林世博家园 B 区为例 

 

 

“心随博动”调研团队 

 

 

 

作品类别：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作者类别：集体项目              

作者学历：本科生  

所在学院：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专    业：社会学  

作者年级：三年级   

学    制：四年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2011-3-11  第 2 页 共 32 页  

                                                       

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失地农民问题 

——以上海市三林世博家园 B 区为例 

 

【摘  要】大型工程建设频繁造成大量农村集体土地被占用，农民失去土

地，被迫卷入城市化进程，成为失地农民。学术界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可归

纳为失地农民规模、失地农民产生原因、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原因、失地农民

的补偿安置问题①、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六个方面，

且主要从经济、文化、环境角度阐述，从社会网络角度阐述较少。 

本文以团队 2010年两次共一个多月对上海市三林世博家园 B区失地农民的

实地调查为依据，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失地农民问题，采用问卷调查和结构式

访谈及实地考察的方法，静态分析其社会网络的规模、关系构成、紧密程度等，

动态分析影响因素和其运行机制，并基于政策环境和社区服务上提出相应政策

建议，以期部分消弭失地农民失去土地资源的损失，提高获取资源的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 

 

 

【关键词】失地农民   社会网络   因素分析 

 

 

 

 

 

 
① 该问题又可细分为征地补偿问题和安置方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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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1 年西安世园会举办，让我们想起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同样体现了世园会的理念——更宜居的环境，更高质量的生活，

人与城市的协调发展，即“以人为本”。然而，每项工程总是或多或少地伴随

着动迁，能否处理好动迁居民即“人”的问题成为衡量一项工程成功与否的重

要指标之一，上海市在对动迁居民集中安置这一探索无疑是值得借鉴的，尤其

是对于当地农民的集中安置。本文选取社会网络视角对其进行研究，试图更全

面地反映出失地农民的现状、问题，同时为类似安置区提供参考性建议。 

目前，国内从社会网络研究失地农民群体相对较少，尤其是实证研究，且

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就业、养老、医疗）、利益补偿、土地流转三个方

面，尚无统一范式，这些方面都可以纳入到社会网络的正式支持系统中来。失

地农民的社会网络具有自身的特点，对其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社会网络研

究的内容和理论。  

本文在宏观上对 B 区失地农民新形成的社会网络进行描述，微观上对网络

中的变量元素进行动态分析。社会网络具有双重性质（分别是“关系”资源和

资源传输路径），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失地农民问题进行探析，宏观层次上，有

利于为决策者运用好社会网络，优化设计，做出有利于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决

策，更好更快地推进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中观层次上，为相类似社区的“新居

民”融入社区创造条件提供；微观层次上，有利于农民自身积极开发潜在的网

络资源，逐步减少甚至消弭失去土地资源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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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理论准备 

1.1 国外社会网络研究 

“社会网络”一词最早由布朗提出。50 年代起，一些学者为了研究不同社

会群体之间的跨界关系，开始系统发展网络概念（S.E. Nadel，J. A. Barnes）。

60、70 年代社会网络观点在学术界影响迅速扩大；社会网络概念逐渐被学者接

受并运用于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使社会网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学领域。社

会网研究在规模上不断扩大，方法上也日趋成熟。初期社会网研究方法主要是

用于小群体，后扩展到社区研究，现已应用到社会学的许多领域，如阶层研究、

社会流动研究及社会工作等。 

1.2 国内社会网络研究 

国内对于社会网络的系统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对社会网络研究大

致可从三个角度进行分类：一是纯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如边燕杰从个体层面

提出过关于社会资本的构成、来源和作用的分析框架；张文宏在“试析当代社

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肖鸿，1999)、“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张文

宏，2003)等。二是比较研究。有国内跨社区的研究，如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的

比较研究(蔡禾、叶保强、邝子文、卓惠兴，1997；张文宏、阮丹青，1999)；有

跨文化比较研究，如天津与美国居民社会网的比较研究(阮丹青、周路、布劳、

魏昂德，1990)等。三是专题研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以及不同的群体，

包括青年类的(狄金华、钟涨宝，2004；方壮志，1995)；老年人类的(许传新等，

2003；张友琴，2001；刘爱玉等，2000)；流动农民的(王毅杰、童星，2004；李

培林，1999)；还有研究社会支持网与农转工人员的再边缘化的(张汝立，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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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对于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的研究未成系统，只是零散地见于若干文

章之中，较为突出的有：彭良军（2007）②基于武汉市洪山区的调查队社会网

络与失地农民职业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对完整的实证分析。刘晶晶

（2006）③在《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的管理——以易县坡仓乡四个

村饮用水的社区管理为例》中从微观的视角，以社区为层面对农村公共产品管

理进行研究，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描述和分析饮用水的社区管理制度的形成。沈

关宝，李耀锋（2010）④在《网络中的蜕变: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市民化关系

探析》中依据实地调研资料，对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其市民化之间关系进行

研究。 

 

第二章  研究对象、地点选择及概念界定 

2.1 调查地点的选择 

三林世博家园是上海最大的世博会配套动迁小区，也是世博建设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B 区成功集中安置了当地农民，即失地农民，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示

范意义，综合调查主题、样本代表性、样本量特征最终选取。 

2.2 抽样对象和方法 

调查对象是世博会动迁中的本地农民，集中安置于 94 弄 B 区 1—130 号楼

 
② 彭良军，社会网络与失地农民职业地位获得——基于武汉市洪山区的调查，硕士毕业论文，2007 年 5 月 
③ 刘晶晶，《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的管理——以易县坡仓乡四个村饮用水的社区管理为例》，2006 年 7 月第 8 卷

第 4 期，宁夏党校学报 Journal of Ningxia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Jul.,2006.Vol.8 No.4 
④ 沈关宝，李耀锋,《网络中的蜕变: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市民化关系探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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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楼栋号构成抽样框，鉴于样本总体数目相对比较小，且分布比较集中，我

们采用了以“户”为抽样单位，一个楼栋随机抽取一户。调查得到 128 份调查

问卷，有效回收 115 份，回收率 89.84%。失地农民总体基本情况如下： 

1、年龄结构 

年龄层 人数 所占百分比 

0—19 周岁 约 150 人 5% 

20—39 周岁 约 900 人 28% 

40—60 周岁 约 1350 人 42% 

60 周岁以上 约 800 人 25% 

总计 约 3200 人 100% 

2、文化结构 

学历 所占百分比 人数（总体） 

小学 26% 832 

初中 27% 864 

高中 24% 768 

大中专 23% 736 

3、月纯收入状况 

2000 元以内 52% 1664 

2000—2999 元 17% 544 

3000—4999 元 14% 448 

5000—1000 元 15% 480 

10000 元以上 2%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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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概念界定 

2.4.1 失地农民 

原来在国家或集体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由于国家公共事业建设或

商业开发需要而使其部分的或全部的失去了原本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从而导致

身份、职业发生变化的人。 

2.4.2 社会网络 

本文社会网络指失地农民相互之间，与从世博园搬迁过来的居民之间，与

基层政府之间等方面的关系体系。具多重属性：①决定行为的结构，②是一种

输送渠道，③本身是一种资源，更具实践意义的功能在于资源分配。 

2.4.3 社会网络规模 

社会网络规模是测量一个人的社会资源拥有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简单说

是社会网的大小和范围。 

2.4.3 社会网络关系构成 

社会网成员间的具体关系，特别是社会网的核心人物（被调查对象）与网

络成员的具体关系。 

2.4.3 社会网络紧密度 

社会网络紧密度用以衡量社会网结构松紧程度或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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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现状分析 

在实地调查后，我们对所得资料进行了整理，并首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网

络的现状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 

3.1 规模分析 

因调查很难获得调查对象个人社会网中的所有成员的确切人数，本文采用

一种变通方式，在某种特定情境中，与调查对象的联系、往来状况来考察。 

1.亲缘网络 

“当您遇到重大事件时，您认为能够提供给您帮助的亲人有几个？如有，

请列举” 

变量名称    数值     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样本数 

 

社             0          0.098          0 

会             1-2         0.293        0.4395 

网             3-8        0.437         2.4035  

规             >9          0.172        1.892  

  模                                      4.735        115 

 

可见，失地农民亲缘网络规模大致集中为 1—8 人。 

2.地缘网络  

 “搬到此地后，您与以前邻居朋友来往状况是？” 

变量名称    数值       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样本数 

 

社             0           0.043 

会             1-9         0.407           

网            10-25        0.399 

规           26 以上       0.251 

模                                    16.946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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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迁后，您结交了几个新朋友” 

变量名称     数值       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样本数 

 

社             0           0.188 

会             1-9         0.257           

网            10-25        0.312 

规           26 以上       0.293 

  模                                       15 .847        115 

 
 

以上数据表明，绝大部分失地农民保持和以前邻居联系，且新认识不少新

朋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失地农民的地缘网络规模有所扩大，原因主要有：1、

集中安置，小区人口密度相对过去高；2、失地农民大多有着共同经历，有共同

话题；3、失地后闲暇时间增多，特别是老年人。但这里的“新朋友”很多仅限

于随意的聊伴，具有流动性强、亲密程度低、时空限制高、同质性高等特征，

因此他们主要发挥的是提供一种情感宣泄和信息传递（如，小道消息，谁家多

分了几套房等）的渠道。 

3.业缘网络 

“在目前这份工作上，认识了几位新朋友” 

变量名称    数值    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样本数 

 

社             0           0.039 

会             1-9         0.211          

网            10-25        0.273 

规           26 以上       0.427 

  模                                 18.9155      115 

 

“当您遇到困难时，有几位工作上的朋友可以帮助您？” 

变量名称    数值      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样本数 

 

社             0           0.077 

会             1-9         0.472          

网            10-25        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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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26 以上       0.198 

 模                                  10.2105         115 

 

由于“0—19 周岁”和“60 周岁以上”这两个年龄层的人基本上没有无工

作，填答者集中在“20—59 周岁”。由数据知，核心帮助业缘网络规模集中于

1—5 人，平均数为 14 人，而“40—59 周岁”年龄层的调查对象更倾向于选择 1

—5 人，“20—39 周岁”年龄层更倾向于选择“6—15 人”和“26 人以上”，

很明显，年轻人的业缘网络规模网络更大，更富有弹性，且充满了生机、活力。

故对于失地农民业缘网络的建构，抓住“20—39”周岁这一年龄层群体，最易

见成效。 

3.2 关系构成分析 

1.亲缘网络 

失地农民现在的家庭类型主要以核心家庭和空巢家庭为主。由于一户（动

迁前的“户”）分得多套房，传统家庭被拆分开，老人被有理由的请出来单独

住，子女顺理成章地分家。调查中最常见的家庭组合是：老两口或孤寡老人、

青年夫妇和孩子、中年夫妇和离家念书的孩子。因此，此次世博动迁对失地农

民的亲缘网络进行了一次大分割。 

对于 60 周岁以上的相当一部分老人来说，在地理空间上从儿女的亲缘网络

中割离出来，有被儿女遗弃的感觉。对于“20—39 周岁”年龄层来说，他们本

身就是原先亲缘网络中最富生机的组成的部分，除去其它部分，减轻了负担。

而对于“40—60 周岁”年龄层来说，情况比较特殊，孩子都接近婚龄，一旦孩

子成家搬出去，就面临着成为空巢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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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缘网络 

列 11 列 12 列 13 列 14 列 15 列 16 

6#  7#  8#  

0 0 2 1 0 2 

1 1 1 0 1 2 

1 0 2 1 0 2 

0 0 0 1 1 0 

1 0 0 1 0 1 

1 2 1 1 2 1 

16#  17#  18#  

1 2 1 1 1 2 

0 1 1 0 1 1 

2 1 1 0 1 2 

0 1 1 2 1 1 

1 2 1 2 1 1 

1 0 0 2 2 1 

注：“1#”表示第一栋楼，“无”表示非居民居住，为店面，“1”和“2”表示失地农民居住，即我们的调查对象，“0”

表示出租。表格横向（行）表示楼层，如，1#共 6 层，表格纵向（列）表示单元楼，如，1#有两个相对的单元。 

 

罗家德曾做过有关 A 外商公司的调查，表明一栋楼的楼上楼下一般不太来

往，尤其是情感性的网往来几乎都没有了。我们以上图的六个楼栋为例，一个

楼栋有两个相对的单元，按照罗家德的结论，上下楼之间不太往来，那么一栋

楼里最可能有较多互动的就是相对的这两户人家了。请注意表示出租符号的 

“0”，它们嵌入在各个楼栋里，尤其是 7#，12 户人家有 6 户是出租的，租客

具有流动性、短暂性、封闭性等特征，他们租房子只是为了找一个栖息的地方，

没有条件、没有心思也没有必要发展所谓的邻里关系，从实地调查中，我们也

发现，相对的两户人家，如果一家是失地农民一家是租客，他们一般是互不知

晓的，最多也只有点头之交，也就是说，房子的出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失地

农民带来经济收入，但是租客的介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失地农民邻里关

系的构建也起到了阻碍的作用，这样，他们的地缘网络迅速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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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缘网络 

业缘网络集中在“20—39 周岁”“40—60 周岁”这二个年龄层的人口中。

调查表明，“20—39 周岁”的大部分在世博动迁前就是从事非农职业，他们的

业缘网络基本保持了原状，而且由于从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化，给予了他们某

种身份上的荣誉感，一定程度还活跃和丰富了原来的业缘网络。 

“40—60 周岁”年龄层的情况就相对复杂多了，他们中的大约一半在动迁

前只从事农业或从事农业兼非农职业，也就是说土地这一自然资源在家庭的收

入中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业缘网络对他们来说并不十分明显，但是一

旦失去土地后，这个网络建构的意义瞬间就凸显出来了。但是，在现实中这个

年龄层的失地农民的业缘网络的建构是困难重重的，首先是他们的教育水平、

自身技能的限制，其次，年龄的限制，尤其是女性，对于四、五十岁的失地妇

女来说，基本上是被就业市场淘汰的，再次，身体条件的限制。基于这些劣势，

这个年龄层男性再就业的主要是保安工作，女性主要是从事保姆工作这样低层

次的岗位，因此，他们的业缘网络层次是相当低的，里面的关系构成不能够很

好地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个年龄层是失地农民业缘网络建构的木桶短板。 

3.3 紧密度分析 

鉴于同样原因，很难确定网络成员数量，本文依旧采用另一种变通方式处

理，即用社会网络核心成员与成员的交往频次来确定它们关系的紧密程度。 

1.亲缘网络 

如上文提及，在住房结构变化推动下，失地农民的家庭类型主要以核心家

庭和空巢家庭为主。以核心家庭为例，其家庭内部的成员的紧密度是非常高的，

即丈夫、妻子、孩子构成了最稳固的三角形状，妻子和丈夫身后各有一张亲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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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网络，紧密度逐渐降低。 

 

2.地缘网络 

“您曾到过现在的邻居家串门聊天或者借东西吗？” 

从不 0 偶尔 1 经常 2 愿意 3 看情况 4 不愿意 5 

 

变量名称   数值       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样本数 

 

社             0           0.673 

会             1           0.287           

网             2           0.044 

紧             3           0.528 

  密             4           0.376 

度             5           0.092        3.923   115 

 

 “如果现在的邻居家有了红白喜事，邀请您参与，您是否愿意？”  

愿意 0 看情况 1 不愿意 2  

 

变量名称    数值        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样本数 

 

社             0           0.526 

会             1           0.382           

网             2           0.312 

紧             3           0.092 

   密 

度                                     0.566       115 

  
 

由统计数据，失地农民“从不到现在邻居家串门或借东西”选项率高达

67.3%，可知，他们已经逐渐向着城里人“钻进小楼成一统”的生活方式过渡，

但“现在的邻居有了红白喜事要求您参与，是否愿意”中选择“愿意”的选项

率也达 52.6%，“看情况”的也不占少数，可见，失地农民在心里有着较强的交

往的意愿，但较被动。因此，就紧密度来说，失地农民的地缘网络紧密度是非

常低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对于各个年龄层来说，新的地缘网络基本没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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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 

3.业缘网络 

 “上个月您把多少位同事带回家里吃饭？”  

变量名称     数值      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样本数 

 

社             2 以下        0.681 

会             2-5           0.298           

网            6-10           0.019  

紧            11 以上        0.011 

  密 

度                                    1.7115      115 

 

在中国文化中，吃饭涵义丰富，把一名非亲属领回家吃饭很大程度上意味

着他们的关系走得比较近了，很好地体现了紧密度。失地农民业缘网络在整体

规模相对其它网络还是比较庞大的，但加上“紧密度”限制，就迅速缩减了。

由数据可知，失地农民的业缘网络紧密度较高的规模集中在 3 人左右。 

3.4 基本结论 

结论一：失地农民群体不同年龄层的社会网络具有不同特征。如上所述，

对“0—19 周岁”和“60 周岁以上”⑤，其业缘网络基本处于缺失状态，亲缘

网络和地缘网络往往会有很多交叉之处，如，由于年龄的限制，他们的活动半

径一般离家较近，这样，住得近的亲属交往频率相对就高得多。因此，从农民

层次内的网络关系分析得出，对于这两个年龄层来说，应该侧重于地缘网络的

建构。对“20—39 周岁”和“40—59 周岁”，业缘网络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网络，

它和地缘、亲缘都有交叉，且对另外两个网络有很强的决定作用，就是说，如

                                                        
⑤ 60 岁以上（老年人）：约 800 人，社会网络线条的断裂具有不可恢复性（尤其是亲缘和地缘，亲缘上，原先平房和子女住

在一起，动迁后，大房子换得几套小房子，老人被孤立了出去；地缘上，外来人口的涉入，邻里重组，地理空间距离的变化

等）；40—60 岁（中年人）：约 1350 人，上有老下有小，负担最重、职业上的冲击最大（由从事农业转为非农业），情况最

复杂，问题也最多，因此该群体是动迁工作稳定的关键人群，是研究的重点。20—39 岁（年轻人）：约 900 人，成功市民化，

享受较多城市化带来的好处。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2011-3-11  第 18 页 共 32 页  

果两个个体之间的在业缘上有连接，很可能会拉近亲缘和地缘网络的关系，但

是如果在业缘网络上出了问题，其它两个网络就很可能遭到破坏。 

结论二：从失地农民整体来看，其亲缘网络存在质量上的限制，通俗地说，

就是失地农民家里有有权有势的亲戚的还是占少数，另外，亲缘网络属于先天

性的网络，具有客观性，不易改变；在地缘网络上，由于新的住房结构及租客

的阻隔，其现阶段构建得也并不理想；在业缘网络上，对于“0—19 周岁”和“60

周岁以上”两个年龄层的人群来说，基本处于缺失状态，而对于“40—59 周岁”

年龄层来说，业缘网络建构困难重重。综合可得，对于大多数失地农民来说，

很难通过自身层次的三个网络来实现特定的利益诉求。这样，正式的支持系统，

例如政策网络、社区服务网络和管理网络的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四章   嵌入资本的社会网络因素分析 

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在网络资本视角下对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进行

了多因素分析。 

4.1 客观性因素：教育因素、家庭收入因素、职业因素 

1）教育因素 

统计分析表明，“40~60 周岁”和“60 周岁以上”年龄层失地农民的整体

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绝大多数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一定程度上也使得

他们社会交往的层次较低，使得社会网的趋同性增强，异质性减弱。一般意义

而言，人们倾向于与背景相近的人交往，而相近的教育程度使得失地农民之间

更容易沟通，成为朋友的可能性相对要高。 

2）家庭收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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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失去土地之后，总感觉失去了依存的根本，即使原先从事的是非农职

业，我们揣测这可能就是文化的因子在起作用，尤其是 60 周岁以上的老人，因

为没有其他生活来源，有时不得不省吃简用，而事实上，他们的每套房子价值

上百万，但“房子不能用来吃”，这说明房子的变现能力有限，只能靠租出去

来获取收益。 

3）职业因素 

统计结果表明，“40~60 周岁”的失地农民绝大部分都已经脱离农业，完全

从事农业的只有 5％。但更多的是隐性失业，待业在家，一方面因为地处上海，

外出打工的并不多，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和职业技能限制，该年龄层的就业主要

集中在保姆、保安和家政，这样的职业状况，明显制约了失地农民与世博园搬

迁过来的居民进行交往，限制了失地农民社会网的规模；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网

的质量，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不利于融入社区。 

4.2 社交性因素：互动因素、结交场合 

 1）互动因素 

从失地农民来往人数互动频次来看，亲缘网络方面，因为通信技术的发展

和家庭规模的缩小，动迁在互动频次方面影响并不显著。从互动方式来看，搬

迁前后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电话与亲戚联系，冲击也相对较小，原因在于是整体

搬迁，集体安置。在地缘网络方面，动迁的影响较为显著，来往状况较之搬迁

前明显减少，上文中提高交往障碍和地理空间的解释，此处不再赘述。从失地

农民的核心帮助网来看，由于集中安置 B 区，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先的社会关

系网。 

另外，从年龄层来看，由于 40~60 周岁和 60 周岁以上人群总体收入水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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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来进行交换的资源非常有限，使得他们的社会网相应萎缩，进而使他们应

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严重不足，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调查发现，一

些人认为自己家庭条件不好，亲戚躲都来不及，更别说能给予什么帮助了，结

果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只能自己承担，例如个案研究中某女士提到“亲戚不

使坏就好了，还谈什么帮助呢”。 

2）结交场合 

失地农民交往主要通过是熟人闲聊和朋友介绍认识的，业务往来和婚宴聚

会也是很重要的渠道。也就是说，失地农民相互之间建立社会网络的渠道相对

单一。交往渠道的窄小，导致他们交往的群体相对单一，进一步使得失地农民

社会网络的趋同性增加，异质性减弱。相对而言，朋友介绍和熟人闲聊在 20~40

周岁人群中的比重远高于 40~60 周岁，而通过婚宴聚会认识的比重最高的是 20

周岁以下。 

4.3 主观性因素：交往意愿、交往障碍、交往观念 

1）交往意愿和交往障碍 

调查发现，总体而言，三个年龄层交往意愿都较强，比较而言，“60 周岁

及以上”年龄层交往意愿要低于其他人群，“40~60 周岁”年龄层的交往意愿最

高。在“40~60 周岁”年龄层中，如果从世博园搬迁过来的居民有了红白喜事，

邀请失地农民参与，81.5％的愿意，14.0％的看情况，4.5％的不愿意；而在被访

的“60 周岁及以上”年龄层中，51.0％的愿意，45.0％的看情况，4.0％的不愿

意。可见，失地农民对于红白喜事还是有很大的参与兴趣的，因为人情是村民

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之一。而交往障碍最明显的因素在于“共同语言少”。 

2）交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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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每个人在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社会网络时都会遵循一定的行为准

则。在调查过程中选取了几个非常熟悉的几个观点来考证失地农民建立和完善

社会网络的基本思想。 

第一，地缘观念，对“远亲不如近邻”的回答，三个年龄层都基本类似，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都在 80.5％以上，除去态度中立者，反对的不超过 1.0

％。可见工程动迁失地农民的地缘观念还是很强的，邻居在他们的社会网中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差序格局仍旧有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加入了理性的因素。 

第二，诚信观念，对“做人要讲诚信”这种观点，三个年龄层对此持肯定

态度的居绝对多数，达到 93.0％以上，这在几个选项中比重最高，可见诚信是

他们社会交往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换言之，诚信对社会网的建立和完善

非常重要。信任来自社会网络，信任嵌入社会网络之中，而人们的经济行为也

嵌入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信任主要是通过私人关系

来建立，以人际信任为核心，道德性的社会信任也往往建立在人际信任的基础

上，法制性的社会信任则很少。正因如此，工程动迁失地农民因自身抗风险能

力不足，在经营活动中会尽量规避风险，将信任的对象绝大部分锁定在和自己

具有共同特征的工程动迁失地农民身上，并通过社会网来获得自身的所需的资

源，例如地缘网络是该群体很重要的信息来源。 

第三，平等互利，三个年龄层对“为朋友两肋插刀”持赞成观点（包括非

常同意和同意）的分别占 19.6％（20—39 周岁）、18.2％（40—60 周岁）和 25%

（60 周岁及以上），中立态度的分别为 37.6％、31.3％和 40%，反对（包括反

对和强烈反对）的分别为 41.8％、50.5％和 35%。可见，为朋友两肋插刀并没有

得到大多数工程动迁失地农民的认同，说明该群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更愿意去

计较成本和收益。而对“朋友多了好办事”，工程动迁失地农民多数对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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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肯定（包括非常同意和同意），分别为 88.9％（20—39 周岁）、84.3％（40

—60 周岁）和 90%（60 周岁及以上），中立的分别为 9.6％、14.5％和 5%，反

对（包括反对和强烈反对）的极少。由此可知，朋友作为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

社会资源，因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换为社会资本而一直受到工程动迁失地

农民的重视。调查显示，给朋友帮忙，同意（包括非常同意和同意）收取报酬

分别占 25.1％（20—39 周岁）、28.0％（40—60 周岁）和 20%（60 周岁及以上），

中立态度的分别占 24.6％、31.0％和 30%，反对（包括反对和强烈反对）的分别

50.2％、41.0％和 50%，也有个别人回答说“看情况，要看帮助的程度”。 

第四，相对剥夺感方面，世博动迁是政府主导型搬迁，是非自愿的，工程

动迁失地农民认为自己对国家对世博作出了贡献和牺牲，所以应该得到较好的

安置。但工程动迁失地农民对政府的上层系统并不存在抵触情绪，关键在于基

层政府，例如他们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只是到地方后被弱化。另外，由于

土地出让是由村领导和镇政府代表他们和房地产商谈判，他们怀疑基层组织领

导在这个过程中存在设租的行为。再者，由于前后搬迁补偿标准并不一致，他

们的心理“不自觉“地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和不公平感，毕竟他们的参照对象

都是临近的几个村子。村领导并不居住在 B 区，他们大多在更高档的社区购买

了住房。这种失落感，从性质上来看是“相对剥夺”感，而这种“相对剥夺”

感导致对政府产生一种不信任感，埋怨政府欺骗了他们。 

总体而言，传统的“差序格局”在现代化的开放社区表现并不明显，经过

七年的培育，失地农民群体的社会网络已经具有了居民社会网络的某些特征，

差序格局和理性因素并存。他们社会交往的理性化倾向，导致工程动迁失地农

民社会网络中的关系构成进行了一番重组，紧密度也发生了变化。类似的人生

经历、一致的经济利益、相近的年龄等，都正在构成该群体人际关系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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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际关系越来越理性化的时候，一旦没有经济的滋润，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

只会越来越小。 

4.4 其他因素：信息因素、社会归属感因素、制度因素 

 1）信息因素 

调查发现失地农民主要通过新闻节目和熟人告知了解政府政策的，该群体

大部分人认为国家的政策仅仅得到部分落实，大部分人对目前生活满意（包括

很满意和比较满意）。深入了解后，笔者发现，该群体的信息获取渠道十分狭

窄，获取到的信息层次低、内容少、相互矛盾并且鱼龙混杂。更进一步的，在

工程动迁失地农民与政府的互动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大部分人是知道

国家有优惠政策，但如上所述大部分信息是通过非政府渠道甚至邻里闲聊、小

道消息等获取的。 

上述结果暗示了两者的交往频率非常低，失地农民和三林镇政府缺乏沟通，

而这种网络的相互联系非常微弱，导致信息的极度不对称。斯蒂格利茨认为公

共信息的获取成本是公众支付，其产权及收益也应该天生归属公众，而不是政

府或政府官员。如果公共信息的产权归属公众，那么公众产权的代理人——官

员，任何时候对公共信息的屏蔽、窃取、扭曲都是对公共产权的一种侵犯，是

腐败行为的一种，即“信息腐败”。 

一般说来，为对付代理人的“信息窃取”和“信息扭曲”，委托人有两个

可供选择的防范机制：一是退出机制，即用脚投票；二是言论机制。而官员敢

于隐瞒信息，是因为公共信息市场不存在竞争，“退出机制”不起作用。调查

发现，政府过于垄断信息，使得工程动迁失地农民对自己的搬迁费用使用状况

不甚明了，比如搬迁费用的标准。再者社会资本具有资本的特性，即能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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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并影响经济绩效与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总之，信息的公开化、制度化对

重塑失地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可谓意义重大。 

2）社会归属感因素 

失地农民心理归属感主要体现在：是否认同自身的户籍制度上已经变化的

居民身份，以及能否将自己看成社区的一员。调查结果显示，三个年龄层上 82.5

％以上都认同自己的居民身份，但大部分人并不认为自己享受到了市民所有的

权利，对“社区居民”的身份表达也都非常含糊。这表现在对物业的不满，例

如国家当时承诺的低成本（物业费 6.5 元/m²）并未兑现。 

3）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主要体现在失地农民户籍的变化上——由农村户口变成了城镇户

口。就 20~40 周岁的年龄层而言，这种变化是有利的，以往在就业时可能因为

农民身份受歧视，现在则完全消除了。对 40~60 周岁的失地农民而言，问卷中

有“是否享受到户口变化带来的好处”，69%的人群选择了“一点点”，这部分

人群中 40 周岁以上的居多。 

第五章   思考和政策建议 

上一章对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本章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

以期能为现有动迁政策提供建议。 

5.1 基于政策环境的思考 

政策环境方面，必须综合利用各种政策工具，重塑失地农民对基层政府和

居民的信任，最终形成下图所表示的网络。 

图一   基于政策环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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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型工程项目建设进行事先评估时纳入社会影响评估，同时加强政

策评估。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

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这些方面的信息， 作为决定政策变化、 政

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社会资源重要

分配途径的公共政策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与此相联系，政策评估的重要性也日

益突出。 

第二，分群体、分年龄层采取不同对策。如本文对不同年龄层的社会网络

现状特点进行了分析，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可根据不同年龄层的特点采取不同

的对策。 

第三，基层政府必须利用自己手上的舆论工具，对失地农民进行正确的引

导，适当降低他们对基层政府的期望值（图一中线①）。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失地农民对镇政府非常排斥，评价也非常低，怀疑镇政府领导存在贪腐问题，

并且大多数人认为国家的政策是好的，他们应该从大局考虑，自力更生，不能
2011-3-11  第 25 页 共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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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依赖国家和政府，只是政府应定期对他们拆迁后的生产、生活进行调查了

解，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后续发展问题。当然，也有部分失地农民仍存在对国

家的依赖心理和等、靠、要思想，认为他们为了世博会做出了贡献，应该享受

较好的待遇，基层政府应该给予特殊照顾，如果他们的利益受到侵犯，他们要

采取上访的形式来挽回他们的损失。 

第四，对于失地农民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如社会保障方面的养老问题、

医疗保险问题和基础设施问题，基层政府应该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方案

来，这也是基层政府能够获取失地农民社会信任的第一步（图一中线②）。笔

者曾到三林镇人民政府（社会保障部）和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了解针对失地

农民群体的具体政策和方案，但并未看到相关的政策方案，可以确定这一方面

的政策网络缺失。调查发现，失地农民普遍认为镇政府过多侵占了自身的利益，

一是老家安置补偿折价较低。二是村委会领导存在寻租可能。三是失地农民普

遍反映的医疗保险问题，存在小城镇和大城镇的不公。 

第五，基层政府应积极为失地农民之间以及失地农民和世博园搬迁过来的

居民之间创造交流的平台，拓展他们的地缘网络（图一中线③）。如果没有适

当的交往，失地农民之间的交流也就无从谈起。作为第一步，基层政府应该从

现有的小社区为试点，逐步推广。 

第六，镇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不断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把国家的

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给失地农民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才是治本之道。没

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失地农民就不可能有太多的资源来经营自己的社会关系网，

那么他们的社会关系网也就不可能有质的飞跃。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三林镇镇

政府设立了职业介绍所，这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失地农民的业缘网络（图一中线

⑧）。同时，基层政府可以作为失地农民的代言人和物业公司进行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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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不和谐问题，为构建和谐温暖的服务网络尽责（图一中线⑤）。当然，

更重要的在于指导居委会的各项工作，这一点同时也是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

的职能（图一中线④）。 

5.2 基于社区服务的思考 

社区服务方面，要充分发挥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职能，坚持以人为本，密

切关注失地农民自身需求，最终形成图二所示网络。 

图二   基于社区服务的模式 

 

政策环境型 社区服务型 

个人关系型 

地 缘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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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⑤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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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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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缘 网

络 

 

第一，扩大社区场所参与。王亮在《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归属感》中提到

社区作为居住在一定地域上的特定的群体所组成的共同体，难免带有相对的封

闭性和排他性，类似于俱乐部产品。因此，社区内的资源是社区提供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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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来源。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分析了良好的社区场所的建设对

社区居民场所参与，进而对社区活动和组织参与的影响。说明社区较好的物质

建设条件能够为密切社区网络施加影响。 

第二，扩大社区活动参与。1、定期开展形式多样、有特色的社区娱乐活动

与睦邻活动；2、在文体活动参与动员与管理体系建立的基础上建立社区相关志

愿活动、或是居民自治活动。社会网络是需要通过交换来维系的，人们在交换

中实现互惠，而这种互惠又进一步强化了交换和信任的关系。要在居住地和当

地居民建立起新的地缘关系，必须通过互惠的交换的社区活动才能得以进行。

交换即意味着双方处于相对对等的位置并占有对方需要却不拥有的资源。韦尔

曼认为，个人往往采取以下三种形式报答别人提供的帮助：①精确的交换，即

别人提供什么帮助就给予什么样的报答；②泛化的互惠，接受别人帮助的人报

答以其他形式的帮助；③网络平均，接受别人帮助的人不直接给予别人报答，

而是通过 会干部，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本来不是小区的人还老是给他帮助另一

个网络成员间接起到互惠的效果。 

第三，扩大社区组织参与。帮助失地农民建立失地农民自助团体。托克维

尔模式(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正式组成的自发性组织中面对面的合作

对于在公民之间产生民主规范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组织传授给他们信任、节制、

妥协和互惠的公民美德以及民主的讨论与组织技能。方竹兰认为，根据中国体

制改革现阶段的特点，中国社会资本的积累首先应从构建社会资本的自组织系

统做起。陈健民等运用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分析社团的作用，采用“市民社

区”的视角，把社团视为一种社会资本，认为社团的发展有助于建立人际间的

沟通与合作，缔造互信和互惠交换的规范，从而减少在公共事务和市场上的“搭

便车”或利益互损行为。最终对社区和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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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社会关系方面：1、居委会在优化自身传统职能例如调解邻里纠纷和

家庭纠纷；2、开展针对性的社区教育。社区教育是带有自身社区特点的社会教

育，其出发点和归宿在于消除社区的社会问题，为特定的社区及其成员的发展

服务。在失地农民社区融入的过程中，社区教育比其他教育形式更具有优势，

能针对失地农民的特点，为他们创设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此外，在社区规范方面： 

第一，健全社区制度。1、建立社区工作者介入制度，为失地农民提供专业

服务（图二中线⑨）。社会工作者通过指导案主充分利用系统拥有的资源，认识

自身的潜能和优势，掌握与人沟通的能力和技巧；2、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

制度歧视。狭义的制度就是指正式制度，它们以某种明确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并由行为人所在的组织进行监督和用强制力保证实施，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

规、政策、规章、契约等。在现代社会里外在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能够

为各种利益的协调搭建一个有效的框架，并对违反规则的行为提供强制约束机

制，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并实现社会的公平。 

第二，增强社区关怀。完善针对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无生活来源的“三

无”人员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劳动保障，为弱势群体提供暂时补助、工作信

息渠道与就业指导与培训，例如女性、40-60 周岁的失地农民等。 

第三，增加社区价值和社区认同。通过网络建设与制度推广，强化居民的

社区归属感，令其认同社区居民自治、倡导的自主管理农村事务的精神,以及民

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价值观。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认

为,公民参与能够巩固国家制度，有效的国家制度创造是公民参与更有可能兴旺

的环境。意大利的经验表明,改变正规制度能够改变政治实践。改革给地区政治

生活带来了看得见的、大部分是有益的影响，这些变化趋势也出现在南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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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不亚于北方。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改革都转变了旧的权力模式，创造了意

大利统一后从未有过的真正的地区自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要更加注重增强失地农民对居委会、社区团体和社区

居民的信任。通过社区制度的建立与社区规范的形成、社区参与网络的形成，

使居民最终建立起对社区居委会、社区团体与居民的普遍信任。普特南在《使

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最关键因素。在一个

重复博弈的稳定群体里，大家经过“利己”与“利他”的博弈过程达到互利的

统一，形成了对共同规范的内在信任和对互惠利他行为的稳定预期。建立信任

关系在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中是尤其重要的。城市社区建设如果不能合理解决

居民之间的信任危机。那么社会成员的疏离感就会进一步加深，社区行动效率

也会降低。社区信任能促进社区自治组织结构的建构，为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

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创造便利。福山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在群体和组织中，人们

为共同的目的在一起合作的能力。”而社会资本这种群体合作能力的基本前提是

成员之间的彼此信任。 

5.3 结语：走向以人为本的工程动迁 

事实上，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的建构是否存在理性模式以及如何构建，还有

待研究，我们上面的讨论也只提供了参考性的建议。总之，只有把农民自身的

智慧和国家与社会的支持结合起来，以人为本，中国的失地农民群体才能走得

更好更远，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也才能更加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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