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转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农转工>>

13位ISBN编号：9787801908940

10位ISBN编号：7801908945

出版时间：2006-1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张汝立

页数：319

字数：21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转工>>

内容概要

农转工是中国特有的安置因征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工作的一种制度。
作者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不同时期农转工人员在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特征，并总结出计划经济
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转工人员的主动边缘化以及在市场经济发展，城郊农民的比较利益发生变化情况
下的被动边缘化和在国有企业效益下滑、下岗失业加剧条件下农转工人员的再边缘化的生存状况。
作者指出这些现象背后都有深刻的体制原因，并进而得出农转工人员的边缘化具有体制左右的特征—
—体制性吸纳和体制性排斥影响着不同类型的农转工人员的边缘化的结论。
该研究对于分析市场剧烈变动背景下的农民城市化后果的启示也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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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汝立，1960年5月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
南开大学社会学硕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政府管理研究
所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城市化问题。
发表《社区开发与移民过程——对昌五社区的考察》、《延伸地带——昌五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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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边缘化”和“再边缘化”这两个概念，对于分析进入城市农民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社会认
同以及认识他们在现有城市体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作者在大量文献资料和可靠的实地调查资料的基础上，
分析了近50年来我国的农转工城市化，并以农转工人员的生活状况为中心分析了不同时期农转工人员
在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特征。
作者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农转工人员是主动边缘化，在市场经济得到发展城郊农民的比较利益发生变化
的情况下是被动边缘化，而在国有企业效益下滑、下岗和失业加剧的情况下农转工人员被再边缘化。
作者对农转工人员的再边缘化现象的描述细致、分析深刻。
这项研究关于市场剧烈变动背景下农民城市化后果的分析，对我国农村快速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富有启
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思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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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转工：失地农民的劳动与生活》选题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农转工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农
村居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形式，而到目前为止，对此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第二，我国现有体制对
进入城市的农民的吸纳和排斥作用，在农转工身上集中体现出来，这对于人们预见和推测户籍制改革
后农民进入城市的限制因素，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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