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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圳大学于2005年7月至10月实施了由深圳大学社科部和校团委联合开展的社会调研、志愿服务、走进
社区、走进企业等一系列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就这样，95支队伍带着思考和激情深入了社会。
他们走农村，远赴云、贵等贫困山区，为群众送科教、送文化、送法律、送卫生，扶贫帮困；他们走
企业，进入国企、外企、私企，了解企业状况，关心企业员工的劳动和生活状况；他们走社区，感受
社区氛围，了解和关心社区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本书所选编的内容，是从95个社会实践团队的调查报告和论文中遴选出来的优秀文章。
阅读本书，我们可以读到：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纷繁复杂的社会，大学生们对民情及国情的历史的、
客观的、全面的观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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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邢锋教授，汉族，1965年生，清华大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问
学者，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5年度入选人员。
曾获“深圳市青年十佳教师”“深圳市青年科技带头人”“深圳市青年科技奖表彰奖”、广东省“南
粵优秀教师(教坛新秀)”等称号。
现为深圳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主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近年来致力于创建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规范化、专业化，对学生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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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社会的体验与感悟社会问题篇在深求职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调查青年未婚同居现象调查深圳市民
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调查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调查深圳市关内城中村改造调研城市孤寡老人生活状况调
查贵州水族多语共存与语言变异调研深圳市行业组织的发展及其运作模式研究深圳市民互联网使用情
况调查白领女性自主学习状况调查深圳小区业主维权运动的现状与对策经济问题篇深圳市民营企业发
展状况调查城乡公共汽车客运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国高尔夫产业现状与发展调查深圳市“净畅宁”
工程开展情况调查深圳市人力资本迁入的影响因素调查深圳市人力资本跨区迁入的影响因素调查深圳
中小企业员工跳槽情况调查浙江省武义县私营企业调查农村问题篇台山市农村医疗卫生状况调查农民
工职业病调查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问题调查深湛农村基层干部素质调研农村家庭经济支出结构调
研缓解基层政府财政压力之新思路教育问题篇深圳大学学生兼职问题调研深圳大学生使用电脑状况调
查深圳大学生实践能力调查“大众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调查深圳大学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调研城乡
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研究深港中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的调查深圳市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状况调查
关注深圳市外来工子女的教育环境贫困山区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深圳问题篇深圳市基础教育问题
研究深圳交通问题调查及解决方案深圳公共交通问题调查“深圳通”交通付费卡推广问题调查内地与
香港仲裁制度比较研究深圳市城管执法问题调研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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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然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对深圳有归属感，但还有25.93％的市民对　　深圳是没有这种归属感
和认同感的。
他们并不是不希望深圳繁荣兴旺的人，　　相反，他们为这个城市的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是就
是难以在心理上产　　生对深圳的归属感。
通过访谈的方式，我们了解到，这些市民对深圳没有归　　属感的原因主要有：　　首先是户籍问题
。
深圳人的定义是什么？
以是否将深圳作为主要居住地　　为标准，还是以那一纸户籍为依据？
以本次社会调查所遇到的王先生为例，　　他本人是湖南户籍人口，十几年前就自己一个人来深圳打
拼。
现在在深圳，　　他还是没有深圳户籍，但是有自己的家，生活还算和美，而且在他心里，自　　己
就是深圳的一员。
而一年一次的回乡省亲，那就像每年新年的例行度假，　　过年后，他还是会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
—深圳。
对于王先生来说，那纸户　　籍证明比起他在深圳这么多年而对深圳产生的归属感，简直微不足道。
但是　　在某些外来人员眼中，只有拥有深圳户籍，才是深圳人的真正证明，深圳户　　籍和附随在
户籍上的一些福利，例如城市医疗养老保障、下岗失业救济、子　　女上学等也能给他们带来归属感
。
就拿子女上学这一项来说，没有深圳户籍　　的外来移民的子女，在深就读需要交纳借读费，每学期
一千元左右，对于在　　深圳有稳定工作的移民来说，这并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没有稳定工作，或者
　　是收入较低的人来说，这是对他们的“剥削”，他们只会觉得自己被看作是　　二等公民，在这
个城市被区别对待。
　　其次是收入问题。
许多外来务工人员，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打工一族”　　，绝大多数来深圳后主要任务就是在工厂打
工挣钱，拿最低的工资，却要干　　最脏最累的活，辛苦一年又一年，把赚到的都寄回自己的老家，
盖房子或是　　改善家人的生活。
来深圳时，他们带着的或许是对生活的无奈，或许是大展　　拳脚的满腔热情；在深圳，他们没有亲
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温馨记忆，没有熟　　悉亲切的生活环境，只有挥洒汗水的艰辛和遭遇挫折的伤痛
；到他们得到自　　己所需要的东西，也就是那一点的工资之后，他们向往的是自己的家，而深　　
圳就如“婚后的媒人秋后的扇”，被遗弃了⋯⋯　　为什么不留恋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
分析原因，我们可以了解到，当人　　们愿意留在一个城市长期发展，他们就会希望在这个城市拥有
自己的房子，　　拥有自己的家，但是房子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奢侈品，尤其在物价如此之高的　　深
圳。
低学历是导致低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外来务工人员中学历不高的占　　很大比例，他们多数从事建
筑和服务性行业，以体力劳动挣取工资，而我们　　都知道深圳经济发展水平高、物价高、生活成本
自然也高，在中心区买套房　　要上百万，这样的房价不是一般工薪阶层能轻易承担得起的。
豪华的住宅可　　以说不是给港人、老外，就是给各类高收人人员建的。
福利房的受惠人群也　　只占少数，在深圳购房置业，对许多外来移民来说，就是“做梦都不敢想”
　　的事情。
工作赚钱对几乎所有人来说主要为了过上好日子，在这样一个“高　　贵”的城市，没有属于自己的
房子，又哪有人会愿意在这样一个地方通过租　　房而定居下来，度过自己的下半辈子？
　　最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淡和漠然也是导致深圳市民缺乏归属感的原因之　　一。
“在这个城市里，当有人渴望帮助时，更多的人成为漠然的‘看客’”　　，这就是深圳冷漠的人际
关系的真实写照。
而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当问及　　“您遇到人身威胁时，您认为别人会提供帮助吗”，32％的人回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进乡土中国>>

答：不会，　　50％的人回答：不确定。
这也就表明，市民对于其他人在热心助人这点上是　　否定或存在怀疑的。
其实，一个人陷入困境的时候，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　　但是同时又怀有戒心。
帮我的人会不会是另有企图？
原本愿意伸出援手的人　　同时也会想，我为什么要帮他？
他会不会是骗子？
在种种疑虑下，“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就这样，人与人冷淡相待，互相伤害。
在深圳，不要说陌生　　人之间，就是邻里关系的两户人家，也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住了几十年都
　　不知道邻居是什么人，干什么工作。
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也许和现代深圳　　人的生活模式有关，不停地加班工作，导致深圳人很少有
空暇时间和邻居交　　往，和在农村里走到哪儿都有认识的人不一样，“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没　
　有人会否认，但是在深圳，就似乎并不适用。
　　最后就是人对自己熟悉的东西往往保有特别的情结。
俗语说“谁不说自　　己家乡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这种情结也是不能使外来移　　民产生归属感的原因之一。
　　P85-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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