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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浪潮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网经济社会影响最深远
的事件之一。
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关系一个庞大社会群体的自身发展与福利，更直接关系我国城市化进程能否
顺利推进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真正建立。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着重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以及文化心理层面研究分析当前我国农民
工的市民化状况及其内在影响因素。
研究指出，在经济生活方面，尽管目前农民工的转移动机日益多元化，但经济因素仍然是影响其市民
化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社会生活方面，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重构对其市民化具有重要作用，进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
，不是由都市性取代乡村性的替代过程，而是在乡村性上增加都市性的吾加过程。
在制度设计方面，随着各地的改革步伐加快，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门槛已逐步弱化，但附着在户
籍制度之上差别化的福利安排所导致的较高市民化成本，正在成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又一重要门槛
。
建立多元化成本分摊机制、突破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门槛将成为未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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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单菁菁，生于江苏，长于北京，社会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
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城市蓝皮书）副主编。
长期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发展战略及城市问题研究，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北京、天津、海南、江西、
贵州、西藏及广州、深圳、珠海、杭州、郑州、昆明、西安、三亚、中山、苏州、都江堰、防城港、
金沙汀流域、怒江流域等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或专项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
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和重点课题、所级重点课题、青年基金课题、
省部委及地方委托课题等59项，其中主持课题28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中国社科院重大课
题3项，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2项、青年基金课题1项、所重点课题2项、省及地方委托课题19项；参加
了17部学术著作的撰写工作，其中任（副）主编3部、合著14部；出版专著《社区情感和社区建设》，
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50多篇，撰写研究报告50多篇，向国务院提交了10余项政策建议，总字数200多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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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建议第一节 主要结论第二节 对策建议附录1：外来人口城市融入状况调查表⋯⋯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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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问题与假设　　本书研究的角度同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
以往有关农民工的研究大部分是从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流动规律、社会层级、地域分布、资源配置
、社会管理等角度人手，进而从宏观层面对政府决策、社会组织以及制度安排等作出建议。
而本文则希望在制度、机制等宏观层面的分析之外，能够回到农村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中去，透过他
们在城市中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了解他们如何在城市这片新天地中重新构筑起属于自
己的社会网络和生活范式，借以追寻他们开创新生活的足迹和实现市民化的心路历程。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农村外来人口研究的基础应该转入日常生活的层面，先撇掉在他们身上的各种结
构指涉，返回到他们亲手构建并生活在其中的生活世界，通过追踪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以及连
带出来的行为方式、意义脉络和价值取向来勾画他们的生活轨迹。
　　一般认为，农民工融人城市的市民化过程必须具备3个基本条件：首先，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
职业；其次，这种职业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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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条件；最后，这种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的影响使
其逐渐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
即农民工融人城市的市民化过程包含了3个层次，或称3个递进阶段：经济层面的进入与立足，社会层
面的参与和适应，以及文化心理层面的认同与融人，这也是我们此次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3个基
本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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