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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の社会変化と再構築―革命の実践と表象を中心に」1８年度第２回研究会             2006.6.23 

   (研究代表者：韓敏)        

       

               流动人口研究的回顾——理论与实践  
 

周大鸣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国族群研究中心 

 

一．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广东省流动人员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进入本省和    

在本省内跨市(市政府所在地的市区，下同)、县(含县级市，下同)暂住的人员”称为“ 流 

动人员”。 

 

暂住人口——《深圳经济特区暂住人员户口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暂住人员， 

是指没有特区常住户口，持有效证件进入特区，并在特区居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

民。”  

 

二．流动人口与农民工 

 

现有流动人口绝大多数为农民工。 

农民工：又称作进城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外来民工等，通常简称农民工。 

正是机构雇佣 

非正式机构雇佣——散工 

 

三.农民工的形式 

 

“离土不离乡者”的乡镇企业工人 

“不离土也不离乡者”、“不离土却离乡者”的农场或种植大户的雇工 

“离土又离乡者”的进城农民工。其中以进城农民工的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并形成了独    

特的“农民工”群体。  

 

四.趋势 

 

规模性的农民工群体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至 90 年代以后急剧扩大，至中期达到

高 潮，目前全国常年跨区域流动着的大约有 1.2 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 20－25%。他们主要

来自人多地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主要流向大中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仅珠江

三角洲常年流动的农民工就有 2000 多万。  

 

五.社会问题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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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急剧膨胀，加剧了城市基础建设的负荷。 

-给城市造成更大的就业压力 。 

-从业复杂，居住分散，流动性大，管理难度大，使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犯罪率明显

上升，计划生育政策难于实施。 

 

乡村 

-农业劳动力素质的弱化，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力下降。 

-加快了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 

-乡村缺乏活力、凋敝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角色转换  

 

六.研究的视角、内容与方法  

 

1．劳动力乡－城流动及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研究  

 

动力乡－城流动动因 

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与就业模式  

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职业定位  

 

2.农民工角色  

 

城市“边缘人”与新二元社会结构  

农民工分层 

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农民工的婚恋与家庭模式  

农民工的收入与消费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  

农民工的心理和观念  

农民工的犯罪与社会控制  

 

3.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与社会保障  

 

    生存权益  

劳动权益 

社会保障  

 

4.农民工的教育与管理 

  

    农民工的教育 

    农民工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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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民工与中国城市化  

 

农民工与输入地的城市化  

回流农民工与输出地的城市化  

农民工的城市化  

·农民工城市适应与角色转换完成的基本条件 

·农民工城市适应与角色转换的现状  

·农民工城市适应与角色转换进程中的障碍 

·克服农民工城市适应与角色转换中障碍的建议  

 

七.农民工研究的不足之处  

 

研究难以显示调查对象之间的差异性 

缺乏跨学科研究 

描述、解释多，未有预测性研究。  

对策建议以抽象的思路、原则比较多，研究的成果可用于实际工作的不多 

对农民工的社会适应这一核心问题研究不够 

研究明显缺乏“主位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