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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如果他们融入不了城市，又退不回农村，他们将成为中国社会问题的焦
点。
    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时期，既面临着一种融入城镇的大好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一种被城镇淘汰的社会风险。
    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如何面对这种社会风险？
规避这种社会风险的路在何方？
    农民工要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由农民工向新产业工人阶层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
。
    农民工教育是一个宏大的话题，教育和引导农民工、提高农民工素质既是社会的责任，也是农民工
自身的义务。
只有当亿万农民工实现融入性教育时代，才有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时代，才是中国城市化的时代。
为此，我们提出了在风险社会视野下，农民工融入性教育模式的建构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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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建社，教授，社会学博士。
先后主持国家、省部级、市厅级科研课题20余项，著书共计300多万字。
主要著作有《新产业工人阶层——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社会冲
突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主要论文有《社会变迁下的中国“农民工”》、《民工荒，挑战中国用工体制》、《农民工分层：中
国城市化思考》、《农民工融人城市过程中的冲突与分析》、《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代沟分
析》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教育问题及对策探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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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  21世纪的中国能否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中国    （一）21世纪的中国是城镇化的中国    
（二）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的产物但却难以融入城镇  二  农民工在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着社会风险的考
验    （一）农民工面临就业的社会风险    （二）农民工面临消费的社会风险    （三）农民工面临岁月
流失的社会风险    （四）农民工面临健康损害的社会风险  三  农民工规避社会风险，需要融入性教育   
（一）教育是民生之基，也是农民工生存与发展之本    （二）风险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第
二章  问题的提出  一  研究的问题    （一）研究缘由    （二）研究的问题    （三）核心概念——融入性
教育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的目的    （二）研究意义  三  农民工教育研究综述    （一）国外
移民教育概况    （二）农民工教育背景阐释    （三）农民工教育需求分析    （四）农民工教育问题研
究    （五）农民工教育的对策和模式探讨  四  研究设计    （一）理论工具    （二）研究假设    （三）相
关概念    （四）研究方法  五  研究特色与创新    （一）研究的特色    （二）研究的创新第三章  风险社
会与农民工风险迁移  一  风险社会理论    （一）现代社会风险新阐释    （二）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  二  
农民工风险迁移意愿    （一）风险个人化    （二）农民工风险迁移第四章  农民工文化教育现状与分析 
一  农民工文化教育现状    （一）几组调查数据    （二）农民工文化素质影响其就业前景    （三）农民
工文化素质制约其市民化的过程    （四）新生代农民工改变了企业职工队伍的文化结构  二  “教育荒
”是珠三角“民工荒”的根本原因    （一）珠三角“民工荒”之争    （二）“民工荒”是“知识断裂
”的表象    （三）“民工荒”是文化技术低的“陷阱”    （四）“民工荒”是教育市场“晴雨表”  三 
农民工文化教育素质低的原因分析    （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导致城乡人口文化素质的差距    （二）
城乡教育资源不均导致城乡人口文化素质的差距第五章  农民工教育权利的问题与保障  一  农民工教育
权利问题    （一）农民工受教育权的实现直接影响其相关权利的实现    （二）农民工受教育权的实现
直接影响其融入城市的程度    （三）农民工受教育权的实现直接影响其下一代的成长  二  农民工受教
育权利面临的冲突及其表现    （一）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难以实现    （二）农民工子女教育成为社会
问题  三  农民工文化素质教育需求    （一）农民工思想教育需求    （二）农民工文化教育需求    （三）
农民工技术培训需求  四  农民工文化素质教育的社会功能    （一）教育关系到农民工教育权的有效保
障    （二）教育关系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三）教育关系到农民工快速市民化的进程    （
四）教育关系到农民工继续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五  农民工教育权利保障对策    （一）农民工受教育权
的法律体系建构    （二）农民工受教育权保障机制建构第六章农民工融入性教育模式建构  一农民工融
入性教育内涵    （一）农民工融入性教育的概念    （二）农民工融入性教育的意义    （三）农民工融
入性教育的具体内容  二  农民工融入性教育模式建构    （一）完善一套与和谐社会建构相匹配的农民
工融入性教育管理制度    （二）形成一个与城市化相匹配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模式    （三）构建一个
与城市化相匹配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管理体系  三  农民工融入性教育信息情报网络建构    （一）农民
工教育信息情报严重缺失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路径：教育信息情报机制建构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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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问题的提出　　我国正处在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就
业，成为亿万“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
但是农民工在创造城市繁荣的同时，品尝的却是城市给他们带来的寂寞和歧视；农民工建设城市、身
居城市，但心灵却无处栖息；也就是说他们工作在城市却融入不了城市，他们与城市工人不同，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
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局面，除了制度上的原因，关键在于农民工融人性教育的缺乏，农民
工成为继续教育的边缘，他们得到继续教育的权利的丧失。
对中国农民工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时间不到8年。
农民工不仅仅是文化素质低，而且融入城市的生活素质、技能素质更低。
因此，对于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也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农民工的教育不仅是教育部门的问题，也是农民工自身发展社会化的问题，更是中华民族得以凝聚、
延续、稳定的根本问题。
　　农民工教育是一个宏大的话题，教育和引导农民工、提高农民工素质既是社会的责任，也是农民
工自身的义务。
只有当亿万农民工实现融人性教育，农民工才能真正融入城市，才是中国城市化的时代。
为此，我们提出了农民工融人性教育，在融人性教育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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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融入城市研究》、国
家教育部重点项目《农民工教育模式探索》的阶段性成果，提出了在风险社会视野下，农民工融入性
教育模式的建构等问题。
 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加速时期，农民工面对着融入城镇的大好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被城镇淘汰的社
会风险。
如果农民工在这次机遇中，没有很好地融入城镇社会，那么他们将向何处去？
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或是新生代农民工）。
令这一代人的境遇更加尴尬的是，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镇，他们很难逾越横亘
在面前的经济、文化、技术、制度、素质之墙。
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们进不了城镇，又回不去农村，这不仅仅是农民工个人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的
社会问题。
可见，如何面对这种社会风险，如何规避这种社会风险，处理这种社会风险的路在何方，是值得我们
积极探索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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