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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书名所列的两大主题“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是笔者很长一段时间所关注的主要研究领
域。
笔者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始于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
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人民大学还没有社会学这个专业，笔者对于社会学的兴趣更多是读书得来的。
当时，有关社会学的著作中文版很少，多数是外文书。
在北京，外文书藏书最多的要数“北京图书馆”(今天已易名为“国家图书馆”)了。
读研究生的时候，着实读了不少北京图书馆的外文书。
那时候的北图还没有搬到现在的白石桥，还是在北海南门的老北图。
笔者有幸能够得到北图的外文外借的图书证，数不清有多少次来来往往于当时所居住的北城地兴居和
老北图之间，借阅了大量书籍，其中很多是社会学的著作。
所以，后来写研究生论文的时候，写的是有关社会分层中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探讨发达国家的白
领阶层，也可以称作中产阶级，当时国内的术语还是“脑力劳动者”。
　　笔者对于城市农民工研究的兴趣也是说来话长，1990～1991年在英国布里斯特尔(Brist01)大学访问
一年，是中英友好奖学金资助的，读书过程中，看到大量关于迁移(migration)方面的材料，1992年夏季
在美国安阿伯(Ann Arbor)密执安大学安静的图书馆里也阅读了不少城市移民(urban migration)方面的书
籍。
这样从90年代初期开始，先是从理论上，后来又从实证上探讨流动人口、城市化和城市农民工问题。
本书是作者在大约十多年的时间里，关于城市农民工、城市流动人口、中国城市化问题等主题研究心
得的一本集子。
　　笔者在本书中提出了和试图验证如下的一些观点：　　第一，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中国城市农
民工是城市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城市里较长时期地居住、生活和工作，但是无论他
们自己还是整个社会并不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城市的，而是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农村的社会群体。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处在城市里的边缘位置上，所以常被称为城市中的“边缘人”，在生活方式上也
成为城市里的一个特殊的亚文化群体。
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民也有根本的区别，他们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接受了城市的不少文化和
观念，这些使得他们很难再复原到农村原来的生活轨道上。
　　第二，造成上述城市农民工特殊社会分层地位的首要制度原因在于户籍制度。
本书探讨了新中国户籍制度的起源，认为，户籍制度建立以后，起到了两个最主要的社会功能，第一
是使得革命以后的经济分配、资源分享的秩序得以维持。
我国在尝试了打碎阶级的实验以后，需要用“非所有权”的屏蔽手段来维持经济秩序，而户籍是“非
所有权”式的、最为有效的屏蔽手段。
依靠户籍阻止农民进城，实现了向城市工业发展倾斜的政策，完成了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
笔者认为，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一种身份制度，当然，构成当时中国身份制度的不仅是户籍，除了户籍
制度外也还有一整套复杂而又相互匹配的身份制度，但是，户籍制度是这套制度的核心。
笔者认为，改革以来，户籍制度的“社会屏蔽”功能有所衰落，经济所有权的功能已经出现了回归的
趋势。
财产权作为社会筛选机制和技术证书权的筛选机制都已经对于户籍权力提出了挑战。
当然，在产权方面和技术证书方面，农民工也不占优势，农民工仍然有可能处于城市社会分层的下层
。
但是，产权和技术证书权作为主导的社会筛选机制以后，社会公平的机制和理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第三，在上述户籍制度的影响下，传统的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的模型发生了变化。
中国农民工流动的推力与拉力的模型与国际上的模型有很大区别。
在户籍制度的作用下，推力与拉力都会出现变形。
有些推力或拉力，会出现“功能失效”，也就是说，此种因素虽然还存在，但是它却失去效用，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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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流动人口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
迄今为止，我国的户籍改革虽然也推出了若干重要举措，但是，原有制度的惯性较强，户籍使推拉失
效的现象依然如故。
　　第四，笔者提出，非正规就业会是数以亿计的流人中国城市的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形式。
应充分认识非正规就业的正向社会功能。
非正规就业为中国巨大的失业人口、流动人口、过剩的农村劳动力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应改变目前对于非正规就业的管理对策，改变一些地方打击非正规就业的作法，应对其采取扶持、帮
助的对策。
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这也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必要机制。
从根本上说，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都应当得到保障，而不应该仅仅是城市居民和正规就业者的利益得
到保障。
　　第五，农民工中有底层精英存在，如果对于他们通通采取整体排斥的政策，是不公平的，也不利
于社会稳定。
　　第六，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是职业流动最为频繁的群体，然而，频繁的职业流动并不
能导致他们职业地位的上升，笔者提出地位累积的解释，城里人由于可以通过档案制度实现地位累积
，而农民工则没有地位累积。
　　第七，笔者将我国城市农民工的家庭关系归为五种基本模式，即单身子女外出型、兄弟姐妹外出
型、夫妻分居型、夫妻子女分居型和全家外出型。
笔者发现这些以分居为主要特征的家庭模式，与传统的家庭理论是冲突的，也给社会学研究带来了很
大困难，笔者对此进行了阐释。
　　第八，笔者印证了中国城市农民工高比例向家乡汇款的现象，笔者分析了这种向家乡的高比例汇
款的原因及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第九，笔者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多数处于无保障状态，受到失业、疾病的频频袭击，笔者提出了
建立三条保障线的对策建议。
　　第十，笔者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发现了流入城市农民对城市
居民的不满情绪。
本书剖析了我国农民与市民交往的历史，提出在今后几十年里，流入城市农民与城市居民将是在我国
城市中共同生活的、长期共存的两大社会群体，提出增强他们之间的沟通、理解与合作，消除他们之
间的隔阂、误解与冲突，从而保证我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
　　第十一，本书从剥夺理论视角研究了中国城市农民工在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等方面所受到的不
公正待遇，提出绝对剥夺在现阶段还是普遍现象，提出了多阶剥夺的观点，认为绝对剥夺降低以后，
相对剥夺的问题还会再提出来。
　　第十二，本书证明，城市外来人口分为两个大的群体，他们的构成和需求有巨大差别，因此在户
籍改革上，要分析户籍为不同群体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利益，特别是要理解两大群体的不同要求，根据
他们的要求进行改革。
　　第十三，本书分析了中国城市化的五种模式，即小城镇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大城市模式、城市
群模式和乡村生活城市化模式，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道路显然不应固守在某一种模式上，而应采
用兼收并蓄的方针，根据不同情况采用多种模式。
　　第十四，本书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人口高度密集的东南沿海城市带的形成是难以避免的。
“东南沿海线”是与传统“爱辉一腾冲线”大体平行的划分东南沿海省份与其他地区的线条，该线东
南是我国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
东南沿海是我国农村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可以预计是未来中国人口最为集中的聚集区，也将是中国城
市化未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
　　第十五，本书提出了三元社会结构的思路。
三元结构首先是以二元结构为历史前提的，笔者认为使用三元社会结构的说法更能够反映中国的实际
情况。
第三元群体的本质在于它与农村居民相比是一个占有一定城市资源的群体，它与城市居民相比又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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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仅占有十分有限城市资源的群体，是被排斥在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体。
这个新产生的群体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而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身份群体。
　　本书除了笔者的劳动以外，也凝聚着笔者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学生、朋友的贡献。
本书第十四章是由笔者当时的学生、现在中央编译局的周红云博士完成的，第二章、第十五章和第十
八章，则是笔者与研究生张海辉合作的成果，第十七章第一、二节的写作则有笔者过去的学生，现在
人民大学任教的李迎生教授、郝大海博士的参与。
清华大学的唐壮先生为第六章做了不少文献准备工作。
此外，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大多是笔者组织学生进行调研完成的。
对于所有上述学生、朋友、同人的贡献，在此深表谢意。
　　笔者多年来的研究和写作是在妻子张华女士无微不至的关心下完成的，所以，也特别感谢她的贡
献。
　　本研究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1ASH003)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02JAZ840003)的资助，在此谨致谢忱。
　　　　　　　　　　　　　　　　               　李　强                                        2004年7月5日于清华大学蓝旗
营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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