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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业城市化到人的城市化

———我国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研究阶段和问题综述＊

毛哲山

【提　要】我国农民工形成和发展可划分 成 职 业 城 市 化、地 域 城 市 化、身 份 城 市 化 和 人 的 城 市 化 四 个

历史阶段，而人的城市化即城市社会融入问题 是 最 终 需 要 解 决 的 问 题。通 过 从 国 内 和 国 外 两 个 理 论 层 面，

对社会融入以及我国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研究背景、理论命题以及研究趋势进行梳理，发现不

同理论视角研究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在研究对象、方法上在该领域研究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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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３０年 来，农 民 工 作 为 中 国 产 业 工 人 的 组

成部分，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 增 长、推 进 中 国 工

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这个群体在保障 城 市 化 劳 动

力供给，增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同 时，也 在 不 断 地

实现群体自身的主动城市化，成为我国城市 化 中 一 支 不

可忽视的群体。从 建 国 初 期５０年 代 的 社 队 企 业 和 乡 镇

企业中出现的从事产业工人工作的无法向城市流 动 的 农

民，到上世纪８０～９０年 代 离 开 家 乡 到 三 资 等 企 业 工 作

的离土离乡的农民工，再到流入地逐步放开 户 籍 政 策 让

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市民。这个近２亿左右 的 群 体 城 市 化

正在由浅入深推进。

农民工这 个 群 体 在５０多 年 的 发 展 和 壮 大 过 程 中，

无论是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农民工个体心理层面都 发 生 了

很大的变化。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建 国 初 期 我 国 采 取

了集中精力发 展 城 市 和 工 业 的 政 策，特 别 是１９５８年 户

口政策的出台，基本限制了城乡人口 之 间 的 流 动，农 民

工即使从事产业工人的工作也无法进入城 市 户 籍，无 法

获得身份的认同。改革开放以后，由于 经 济 发 展 对 于 劳

动力的需求，才逐步放开农民外出务 工 的 限 制，实 现 农

民向城市的自由流动。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水 平 的 提 升

和城乡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严峻形势，我国 开 始 提 出 城

乡一体化，对 于 城 市 务 工 农 民 身 份 准 入 门 槛 逐 步 地 放

开。而从农民工个体来看，单一 “孔 雀 东 南 飞”时 代 外

出的农民工 只 是 将 城 市 作 为 增 加 收 入 水 平 的 一 个 暂 居

地，而现 在 农 民 工 随 着 对 于 城 市 生 活 观 念、方 式 的 认

同，他们的 “过客”心理在逐步 淡 化，而 更 愿 意 融 入 城

市并成为城市的主人。

所以，从 以 上 分 析 看 出：职 业 城 市 化、地 域 城 市

化、身份城市化到人的城市化 （通过在社 会 化 中 对 城 市

生活方式 和 观 念 认 同，融 入 城 市 社 会 的 过 程），① 是５０

多年来我国农民工群体从萌芽到发展壮大的四个 发 展 阶

段。而如何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是其城市 化 发 展 的 最

终阶段，也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课题。

＊　本文系２０１０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人的城市化：

新生代农 民 工 城 市 社 会 融 入 问 题 研 究” （批 准 号：１０ＹＪＣ

８４００５４）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文军： 《农 民 的 “终 结”与 新 市 民 群 体 的 角 色 “再 造”》，

《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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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的

　　不同理论视角　　　　　　

　　国外虽然没有出现农民工这个群体，但 是 也 曾 经 历

过从农民到市民的过程，比如早年英国 “圈 地 运 动”中

失地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和融入。整体上看对 于 社 会 融 入

以及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有以下几个研究角度：

相对于国内，由于工业化发 展 的 推 进，国 外 发 达 国

家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水平超过我国，分析 国 外 对 于 城

市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拓展我国社会融入 研 究 的

角度和视野，国外对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的研 究 也 可 以 分

成以下几个方面：

１．城乡关系对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

人类总是合群而居的社 会 群 体，传 统 农 业 应 该 是 农

业社区发展的基础，但随着经济和 社 会 的 发 展 才 形 成 社

会结构和功能不同的 城 市 社 区。在 社 会 学 意 义 上，德 国

社会学家滕尼斯 （Ｔｏｎｎｉｅｓ）１８８７年最早提出 “社区”这

一概念，在研究社区的同时 滕 尼 斯 比 较 了 城 市 和 乡 村 两

个区域不同的 社 会 生 活 方 式、观 念、含 义 和 行 动 结 构。

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芝加哥学派的帕克 （Ｐａｒｋ．Ｒ．Ｅ）、

沃斯 （Ｌ．Ｗｉｒｔｈ）等 从 理 论 上 系 统 地 对 芝 加 哥 市 内 的 犹

太人聚居区、波兰移民区、贫民窟等单 个 社 区 以 及 城 乡

生活 方 进 行 了 研 究。① 城 市 符 号 互 动 论 者 洛 芙 兰 德

（Ｌｏｆｌａｎｄ，Ｌ．）、阿 林 斯 基 （Ａｌｉｎｓｋｙ，Ｓ．Ｄ．）等 对 城 市

生活和城乡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应用性研究，分 析 了 城 市

和乡村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并 关 注 由 此 产

生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社会融入问题。②

中国城乡 关 系 是 同 中 国 特 定 的 历 史 时 期 相 联 系 的，

总体上经历了城乡对立、城乡差别 化 和 城 乡 统 筹 三 个 阶

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 村 人 口 向 城 市 的 流 动 在 制 度

准入和经济支持力度上有很大的 差 异 性。作 为 经 济 和 社

会发展水平都相对较高的城市，对农民有很强的吸引力。

１９５９年伯格 （Ｄ．Ｊ．Ｂｏｇｕｅ）发表的人口推拉理论是研究流

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他 将 迁 移 的 结 果 视 为 原

住地推力或排斥力相互作用后的 结 果。从 我 国 基 本 国 情

来看，城市的发展远远 高 于 农 村 的 发 展，我 国 城 市 优 势

的教育、基础设施、经济 等 资 源 推 动 农 村 人 口 向 城 市 的

流动。但是由于受到自身的教育水平、制度等资源限制，

他们很难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特 别 在 当 前 城 乡 尚 未 实

现一体化的前提下，土地依然是城 市 化 主 体 农 民 生 存 的

根本，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农民自 身 对 于 土 地 的 看 法 都

会影响到其城市社会融入。特别是 对 于 一 些 失 地 而 被 动

城市化的群体，如何保障其利益并 且 促 进 其 适 应 和 融 入

城市社会就更为重要。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楼培敏 （２００４）从城 市 化 中 土 地 制 度 改 革 入 手，关 注 失

地农民的基本权益和保障问题，认 为 征 地 涉 及 到 粮 食 安

全和农民生计两个方 面 的 问 题，只 有 解 决 好 农 民、土 地

和城市发展 的 问 题，才 能 实 现 经 济 社 会 与 人 的 协 调 发

展；③ 廖小军从农民和 土 地 关 系 入 手，在 大 量 实 证 资 料

的基础上阐述了当前中国产生失地农民的 原 因、现 状 和

对社会安定的影 响；④ 同春芬 （２００６）分析了中国土地制

度的演变启示及农民土地权益侵害的表现等等。这些研究

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土地是农民的根本，起着维持农民基

本生活和社会保障的双重作用，土地的丧失是农民权益的

最大损失，应该从制度上进行改革以弥补对农民的损失，

实现农民的城市社会融入和社会安定和谐。张海波、童星

（２００６）通过对南京５６１位失地农民的实证调查分析，发现

由于 “时间性”和 “空间性”两个因素使失地而被动城市

化群体无法实现自我认同的转换，无法获得城市的适应性

和现代性。⑤ 李培林采取将现实提炼 “压缩”的方法塑造

了一个在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羊城村，分别从制度、社会

网络、土地等层面论述了一个村落如何失去其本来的面目、

从传统农村向城市社会的过渡。他认为，一个完整的村落

共同体，有五种可以识别的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

行政边界、自然边界和经济边界。随着村落的非农化、工

业化和城市化，边界发生分化，五种边界不再重合，但这

个边界分化过程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有一个从边缘到核心，

从经济边界到社会边界的开放秩序。当经济边界、自然边

界、行政边界变化后，文化边界和乡土认同也发生变化，

自然城镇化的趋势使得村落价值体系也多元化了，村落中

越来越多的人趋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体

系。这是一个特定区域内村落的逐步城市社会融入方式，

但是对于因政府征地而导致城市化的村落和不断向城市涌

入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向城市社会融入的边界并不是按照

这个顺序进行的，有的从行政边界直接打破，有的从社会

边界和自然边界打破，那么他们的城市融入可能会不一样，

效果可能也会不一样。⑥

２．从融入程度和阶段来分析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

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和融入不仅仅是地域上和职业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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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还涉及到其他制度和观念层面的变化。从社会变迁

的角度来看，物质层面的变迁会很快，制度变迁次之，而

文化和观念层面的变迁则最慢。早在１８９０年，以美国社会

学家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就开始对欧洲来到美国的新

移民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进行研究。西方的移民主要针对主

流社会和外来社会的关系问题展开，按照其基本的倾向可

以归纳为 “同化论”和 “多元论”两大流派。主张 “同化

论”的学者倾向于强调外来移民对当地主流社会的适应性，

抛弃既有的文化传统和观念，以适应现有环境。比如１９７４
年帕克就将融合与同化认为是个体从其他群体获得记忆、

情感、态度，并且共享他们的经历和历史，逐 步 融 汇 成 共

同的文化生活；① 与此 观 点 不 同 的 是 社 会 融 合 的 “多 元

论”，比如学者李明 欢，他 强 调 “不 同 种 族 或 社 会 集 团

享有保持 ‘差 别’的 权 力”。而 霍 斯 则 通 过 对 美 国 韩 裔

族群的研究提出 了 “非 零 和 型 同 化”。他 指 出，对 于 一

些社会职业地位较高的群体而言，其较高的 社 会 经 济 地

位不一定能与社会性同化一致，也就 是 说，虽 然 这 些 韩

裔族群在文化上适应了美国社会，但他们不 可 能 在 社 会

方面同化于美国社会结构的所有重要方面，他 们 同 时 还

保存着自己的 文 化 内 核，这 种 形 态 被 称 为 “执 着 性 适

应”。② 可 以 看 出，无 论 是 “同 化 论”还 是 “多 元 论”，

都主要是从文化层面来理解社会融合问题。

我国学者也关注到这个层面问题，并 进 行 深 入 地 研

究，田凯 （１９９５）认为农民工适 应 城 市 社 会 生 活 必 须 具

备三个方面的 条 件：一 是 在 城 市 找 到 相 对 稳 定 的 职 业；

二是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以及社会地位能够 形 成 一

种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其具备 与 当 地 人 发

生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条件；三 是 由 于 这 种 生

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当地人的接触，使新移民 可 能 接 受 并

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所 以 流 动 人 口 的 融

合包括三个层面：经济 层 面、社 会 层 面、文 化 层 面。朱

力 （２００２）认为，社会融合 的 经 济、社 会 和 文 化 层 面 是

递进的，经济层面是立足的基础；社会 层 面 是 城 市 生 活

的进一步要求，反映的是融入城市生 活 的 广 度；心 理 层

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的是参与城 市 生 活 的 深

度，只有实现心理和文化层面的适应，才 能 使 流 动 人 口

完全融入城市社会之中，所以，融合与 适 应 不 是 简 单 地

等同于同化，它比同 化 更 具 有 主 动 积 极 的 意 义。③ 陈 元

（２００４）在阐述中国城 市 化 的 特 点 时 指 出，我 国 城 市 化

滞后于工业化，大 量 农 民 工 在 乡 村 和 城 市 间 流 动 就 业，

他们在城市仍是 “集 体 户”，无 法 融 入 城 市，他 们 收 入

低，多年来收入增长滞缓，其生 活 质 量、自 身 素 质 和 生

活行为无法随着城市化而发生变化，但他并 没 有 进 一 步

论述除了经济因素以外，导致他们生 活 质 量、自 身 素 质

和行 为 无 法 适 应 变 化、融 入 城 市 的 其 他 原 因。④ 李 强

（２００４）通过对北京地区７０位农民 工 的 个 案 调 查 分 析 发

现：虽然众多农民进入城市，但 实 际 上，农 民 与 市 民 两

个群体仍然是 壁 垒 分 明，且 不 说 户 籍 身 份 的 重 大 差 异，

就是日常生活上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也依然生 活 在 两

个世界，或者说进城 农 民 生 活 在 “城 市 中 的 村 庄”里，

他们的 工 作、日 常 交 往、行 为 方 式 等 均 区 别 于 城 市 居

民，所有这些都潜伏 着 群 体 矛 盾 和 群 体 冲 突。⑤ 张 继 焦

（２００４）从就业与创业 中 迁 移 者 的 城 市 适 应 角 度，提 出

社会融合应当从对城市生活的感受、经 济 生 活、社 会 生

活、社会交往、恋爱婚姻等方面来分析。⑥

３．从社会结构角度来分析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问题

社会结构本身是一个大的系统，个 体 行 为 受 制 于 社

会结构的影响，所以很多学者从社会系统的 角 度 来 分 析

社会融合，上 世 纪５０年 代 卡 尔·博 兰 尼 （Ｋａｒｌ．Ｐｌｏａ－
ｎｙｉ）便在社会转型的视角下考虑融合问题，他认为：在

大部分的历史时间里 “不是经济嵌入在 社 会 关 系 中，就

是社会关系嵌 入 在 经 济 系 统 中”。纯 市 场 的 独 立 存 在 势

必对社会系统乃至文化系统造成一定的破 坏，损 害 社 会

整合和系统整合。托马斯和茨纳涅茨基在 《身 处 欧 美 的

波兰农民》中，运用书信和报纸等资料研 究 了 波 兰 农 民

移居到美国之后转变为工人和市民的过程，认 为 移 民 的

结果是个体逐渐脱离家庭和社区，促进了人 的 个 性 的 发

展，从而也使初级 群 体 对 个 人 的 控 制 减 弱。⑦ 而 从 政 策

角度来关注社会融合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０６年联合

国秘书长在 《国际迁移和发 展》报 告 中，提 出 了 比 较 系

统的移民社会融入问题：“迁移的成功在于迁移者和东道

国社会的相互适应。为 了 完 成 这 种 适 应，人 们 越 来 越 意

识到，尽快地促进迁移者在居留地 的 目 的 国 融 入 当 地 社

会，符合迁移者和东道 国 的 最 大 利 益。融 入 社 会 的 基 石

是平等对待和禁止任何歧视。融入社会取决于多种因素，

包括有能力使用当地语言进行交 流、准 入 劳 动 力 市 场 和

就业、熟悉当地风 俗 习 惯、接 受 东 道 国 的 社 会 价 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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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直系亲属相伴或者有可能入籍”。

国内学者王春光 （２００６）运用 “半城市化”概念，从

社会整合的层面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

认为由于系统、社会生活和行为、社会心理三个层面的相

互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 “半城市化”表现出结构化、长

期化和永久化的特征，这将对中国的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

产生不利影响。①张文宏、雷开春 （２００８）运用对上海新移

民的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城市新移民

的社会融合的结构以及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城市

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包含着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

和经济融合四个因子；从社会融合程度来看，城市新移民

的总体水平偏低，从具体影响因子来看，体现出心理融合、

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依次降低的趋势。②

三、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的

　　趋势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融入以及农民工 城 市 社

会融入问题的研究，我们发现他们有的侧重 于 制 度 和 客

观环境，强调外在因素对人的城市融 入 的 制 约，有 的 单

纯侧重于 个 体 心 理 层 面 的 分 析，强 调 个 体 对 城 市 的 认

同，有很强的针对性，但也存在 一 定 的 片 面 性。作 为 一

个系统工程的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研 究，其 研 究 和

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

１．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应该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

作为产生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壮大于９０年代的农民

工群体，其内部已经在出现层化和代 际 更 替，随 着 第 一

代农民工群体逐渐返乡和年轻一 代 的 兴 起，生 于８０后、

９０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将成为２亿农民工的主体，他

们的成长 环 境、对 城 市 的 认 知、生 活 观 念、消 费 观 念、

法律意识等都同第一代农民工有一定的差 异 性。他 们 对

工作的期望正在从 “生存型”向 “发 展 型”转 变，对 城

市的心理 期 望 正 在 从 “城 市 过 客”向 “城 市 主 人”过

渡。如何客观、科学的分析这个群体现 在 的 生 存 和 心 理

状况，并从政策等方面提供更宽松的环境让 其 顺 利 地 融

入城市社会，将对社会和谐和稳定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对

这个群体的研究或将成为研究的重点。

２．加强社会结构和个体两个层面的结合研究

城市化过程中，人的城市社会融入受制于两个方面因

素的共同作用，既有微观层面的个人的原因，同时也有宏

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变迁对个人城市融入的影响，这个层面

的影响对现在的中国特别重要。一些制度性的因素直接左

右着迁移者个体的教育水平、工资收入以及社会保障等。

由于制度所产生的制约性因素，当前在农民工城市化过程

中的阻碍作用依然凸现，如果将进城农民工群体占有的资

源分成经济资源、制度资源和文化资源，从资源占有的角

度来分析他们的城市融入，那么，制度资源应该在农民工

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中占基础性的作用，并制约了农民工经

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获得，给农民工群体顺利融入城市带来

了障碍。所以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研究需要具有系统性，

需要将社会结构研究和个体行为两个层面的研究相结合。

３．关注定性研究在研究个体行为融入研究中的作用

社会学研究的魅力在于将主观的指标操作化，用科学

规范的数据和图表来描述或解释社会事实和人的行为。特

别是对于农民工这个群体的行为和发展轨迹的分析，更需

要采取定性研究的方法，分析其在城市社会融入进程中的

社会关系、经济、文化等资源形式占有状况。所以，需要

重视定性研究在进行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中的作用，将定

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使本领域的研究更加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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