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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分析

刘永雷, 李 强

( 西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 推进社会现代化必须关注人的现代化。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 , 农民工

的现代化对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社会流动的经历使得农民工初

步接触了现代性 , 然而城市社会的排斥、职业选择困难以及受教育程度低、较少接触大众

传媒等因素则制约了农民工进一步现代化。产生这些障碍的根源 在于 制 度 设置 的 不 合

理、传统观念及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以及教育公平的缺失。此外本文还对此问题提出了

一些初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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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

世人瞩目的成就 , 不仅经济发展连续多年保持着较快

的增长速度 , 而且在政治、法律、文化、科技等领域也取

得了很大的成绩 ,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到现代文明为生活和工作所带

来的便捷。然而, 在津津乐道我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制

度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

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体成员构成的 , 没有个人, 也就没有

社会。只有人才是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主导因素。在一个

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 , 现代

制度是不可能很好地运转的。只有那些在现代科技经

济和其他各种组织中的人都获得了与这个社会现代化

发展相一致的现代性 , 这样的社会才可以说是一个真

正的现代社会。

所谓人的现代化或者现代性的获得 , 是指个体在

主观态度和客观行为等方面从传统性较多的状态向现

代性较多的状态转变的过程。现代性是指一种与传统

社会不同的社会特征 ,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

活或组织模式 , 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 并且在后来

的岁月里, 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

代性理论认为 , 现代制度、现代组织和现代科学技术的

发展会逐渐使身处其中的个体具备相应的现代品质。

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加速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同

时 , 也扩大了城乡之间固有的差距, 形成了传统性与现

代性泾渭分明的两极群体 : 一方面是大量传统的具有

乡土气息的农民 , 另一方面则是引领中国现代化前进

方向的现代人。我国是一个有着八亿多农民的农民大

国 , 社会现代化能否最终实现, 最终就是要看占人口大

多数的农民能否实现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 , 能否

适应社会急剧变迁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 农民工的出

现为破解农民现代化的难题提供了现实出路 : 他们是

农民中最早接触现代城市文明的群体 , 由于在城乡之

间流动 , 他们可以将在城市获得的对现代文明的体验

带回乡村社会 , 在自身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带动更多

的农民获得现代性 , 从而对农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

现代化变革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本可以为我国现代化提供现实可能的群体 , 却在自身

的现代化道路上步履维艰 , 面临着种种阻力, 本文在此

对制约农民工现代化的各种因素进行粗浅的分析 , 以

期进一步理解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和问题。

二、农民工现代性发展的困境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放宽 ,

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土地进入了城市或城镇 ,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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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统生活方式的转变, 这种社会流动对于农民工的

现代性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一篇较早的文献中,

郭正林等学者通过对湖南一个以外出务工为主的村落

的调查发现 , 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的现代观念和综

合素质都比较强。广大的农民工通过流动到城市的经

历 , 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先前在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思

维方式 , 并开始从流动经历和城市体验中获得新的价

值观和行为模式。

然而农民工的现代性只是相对于更纯粹的农民而

言的 , 而与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要求相比, 他们在现

代化的道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 还要面对很多的阻

碍因素。

首先 , 城市社会的排斥妨碍了农民工更好地体验

城市生活。周晓虹等人指出, 单纯的流动并不能带来个

体的改变, 伴随着流动的城市经历和与现代文明的接

触才是引导农民抛弃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关键所

在。申存慧在河南的调查则验证了这一判断, 他发现由

于城市社会的排斥等原因使得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社

会 , 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会有很多很深刻的关于城市的

生活体验 , 这种有很大局限性的流动对他们的现代性

的帮助并不大: 流动农民与非流动农民甚至出现了“无

差化”现象。城市居民普遍对农民工抱有一种防备的态

度, 歧视农民工的事件更是经常见诸报端, 反映了农民

工真正参与城市生活, 体验城市生活的困难。

其次, 职业选择限制了农民工现代性的培养。据中

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调

查, 进城打工的农民主要有三个流向 : 约 25%的民工进

入工厂成为工人, 约 23%的民工成为个体工商户, 而有

52%的民工从事商业服务业。也就是说, 只有少部分的

民工在现代工厂工作, 其他的都从事“城市非工业”。按

照英克尔斯的现代化理论, 工厂和其他代化的组织是

培养一个人适应现代城市文明所需要的开放性 , 效能

感、时间观念和普遍主义原则的关键场所。农民工由于

所进入的行业现代性程度较低, 缺乏与高层次的现代

性人群互动的机会 , 造成了他们在现代性获得较为缓

慢。

第三 , 教育已成为农民工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

过程中的瓶颈。在英克尔斯的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

中 , 正式教育与人的现代性的相关性是最强的 , 相关系

数为 0.52, 其次是大众传媒接触 , 相关系数 0.45, 再次

是职业( 工厂经历) 相关系数为 0.41。农民工接受的教

育比城市居民低很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

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研究显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城

市低 , 多数为初中及小学,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寥寥无

几。农民工多数只受过 10 年的正规学校教育 , 而且大

多数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 而用人单位多只是将农民

工当作廉价劳动力来使用 , 很少或根本不为他们举行

任何形式的再教育活动 , 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教育对

他们的现代性提高的作用并不显著。

此外, 较少接触大众传媒也影响农民工现代性的

提高 , 农民工普遍的超常的劳动时间, 这使农民工与大

众媒体的接触减少。据李强 2002 年在北京的调查 , 北

京市农民工每周工作 7 天时间平均每天 10.36 小时, 最

长的有时达到 24 小时。另据对珠江三角洲的调查 , 不

仅是一般的工时经常拖延, 而是强制加班也比较普遍 ,

每日平均工作时间为 12.5 小时, 一些工厂星期六 , 星期

日和规定假日不休息。如此长的劳动时间, 再除去吃饭

时间, 休息时间, 就没有多少时间关注媒体了。即使看

电视, 也是为了休闲。这种现状也使得与大众媒介的接

触这个因素对农民工现代性的提高作用大打折扣。

三、制约农民工现代化的原因分析

农民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 , 表面上看似

乎是由于农民工群体整体的文化素质不高 , 难以进入

较好的职业、接触更先进的文化所致 , 但深层原因却不

止于此, 需要我们认真地进行反思和分析。

( 一) 制度原因———不合理的制度设置使得农

民工不为城市社会所接纳

在较少国家 制 度 干 预 的 西 方 社 会 的 现 代 化 过 程

中, 农民作为一个阶层的地位属性的改变 , 主要通过职

业与生活路径的改变而实现, 而在我国, 农民社会地位

的改变, 则更多地受到制度性条件的制约。以户籍制度

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体系是造成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

社会、深度体验现代性的根本原因。

首先, 户籍制度造就了农民工这样一个身份标识 ,

使农民区别于市民。建国后我国户籍制度和其他一些

配套的制度和政策架构起“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

元社会结构 , 把城市和农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区隔

开来 , 农民不仅是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分类, 更成为一

种身份标志, 无法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改

革开放以后, 户籍制度较以往有了较大的松动 , 农民有

了职业选择的自由, 但是国家的许多制度安排仍然立

足于这种身份制度 , 农民的身份使农民工在城市就业、

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方面受到差别性对待和集体排

斥, 阻碍着他们向市民角色的转换。

其次, 现有的保障制度难以惠及农民工 , 使农民工

面对一个极不稳定的工作环境。现行的失业保障、医疗

保障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措施以及《劳动法》、《工伤保

险条例》等法律法规主要适用于城镇居民。而在本来就

缺少法律和自我保障意识的城市流动农民工群体中 ,

这些制度和法律无法实现对农民工应有的保护 , 难以

为他们提供实际支持。近几年来拖欠农民工工资、侵犯

农民工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 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在

这种缺乏保障的情况下, 农民工经常处于频繁的更换

工作与失业的状态之中 , 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是

无法为培养其现代性提供持续足够的支持。

第三, 现行的劳动就业制度促成了劳动力市场结

构的不合理分割。一般地讲, 西方劳动力市场的层化效

应是由于就业者的教育水平、劳动技能等自致性因素

造成的。而在我国, 由于旧的体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

预 , 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多的行政因素: 同样素质的城市

就业人员和农村就业人员 , 其机会却大不相同 , 绝大多

数农民工只能在条件差、薪酬低、缺少保障和福利的次

属劳动力市场就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城市中的农民

阶层较多的人为个体户 , 或散工零工而较少有人进入

现代性程度较高的企业或组织的现象。前文已经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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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推进社会现代化必须关注人的现代化。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 , 农民工

的现代化对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社会流动的经历使得农民工初

步接触了现代性 , 然而城市社会的排斥、职业选择困难以及受教育程度低、较少接触大众

传媒等因素则制约了农民工进一步现代化。产生这些障碍的根源 在于 制 度 设置 的 不 合

理、传统观念及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以及教育公平的缺失。此外本文还对此问题提出了

一些初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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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

世人瞩目的成就 , 不仅经济发展连续多年保持着较快

的增长速度 , 而且在政治、法律、文化、科技等领域也取

得了很大的成绩 ,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到现代文明为生活和工作所带

来的便捷。然而, 在津津乐道我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制

度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

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体成员构成的, 没有个人, 也就没有

社会。只有人才是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主导因素。在一个

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 , 现代

制度是不可能很好地运转的。只有那些在现代科技经

济和其他各种组织中的人都获得了与这个社会现代化

发展相一致的现代性 , 这样的社会才可以说是一个真

正的现代社会。

所谓人的现代化或者现代性的获得 , 是指个体在

主观态度和客观行为等方面从传统性较多的状态向现

代性较多的状态转变的过程。现代性是指一种与传统

社会不同的社会特征 ,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

活或组织模式 , 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 并且在后来

的岁月里, 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

代性理论认为 , 现代制度、现代组织和现代科学技术的

发展会逐渐使身处其中的个体具备相应的现代品质。

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加速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同

时 , 也扩大了城乡之间固有的差距, 形成了传统性与现

代性泾渭分明的两极群体 : 一方面是大量传统的具有

乡土气息的农民 , 另一方面则是引领中国现代化前进

方向的现代人。我国是一个有着八亿多农民的农民大

国 , 社会现代化能否最终实现, 最终就是要看占人口大

多数的农民能否实现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 , 能否

适应社会急剧变迁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 农民工的出

现为破解农民现代化的难题提供了现实出路 : 他们是

农民中最早接触现代城市文明的群体 , 由于在城乡之

间流动, 他们可以将在城市获得的对现代文明的体验

带回乡村社会 , 在自身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带动更多

的农民获得现代性 , 从而对农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

现代化变革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本可以为我国现代化提供现实可能的群体 , 却在自身

的现代化道路上步履维艰 , 面临着种种阻力, 本文在此

对制约农民工现代化的各种因素进行粗浅的分析 , 以

期进一步理解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和问题。

二、农民工现代性发展的困境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放宽 ,

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土地进入了城市或城镇 ,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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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统生活方式的转变, 这种社会流动对于农民工的

现代性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一篇较早的文献中,

郭正林等学者通过对湖南一个以外出务工为主的村落

的调查发现 , 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的现代观念和综

合素质都比较强。广大的农民工通过流动到城市的经

历 , 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先前在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思

维方式 , 并开始从流动经历和城市体验中获得新的价

值观和行为模式。

然而农民工的现代性只是相对于更纯粹的农民而

言的 , 而与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要求相比, 他们在现

代化的道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 还要面对很多的阻

碍因素。

首先, 城市社会的排斥妨碍了农民工更好地体验

城市生活。周晓虹等人指出, 单纯的流动并不能带来个

体的改变, 伴随着流动的城市经历和与现代文明的接

触才是引导农民抛弃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关键所

在。申存慧在河南的调查则验证了这一判断, 他发现由

于城市社会的排斥等原因使得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社

会 , 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会有很多很深刻的关于城市的

生活体验 , 这种有很大局限性的流动对他们的现代性

的帮助并不大: 流动农民与非流动农民甚至出现了“无

差化”现象。城市居民普遍对农民工抱有一种防备的态

度, 歧视农民工的事件更是经常见诸报端, 反映了农民

工真正参与城市生活, 体验城市生活的困难。

其次, 职业选择限制了农民工现代性的培养。据中

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调

查, 进城打工的农民主要有三个流向 : 约 25%的民工进

入工厂成为工人, 约 23%的民工成为个体工商户, 而有

52%的民工从事商业服务业。也就是说, 只有少部分的

民工在现代工厂工作, 其他的都从事“城市非工业”。按

照英克尔斯的现代化理论, 工厂和其他代化的组织是

培养一个人适应现代城市文明所需要的开放性 , 效能

感、时间观念和普遍主义原则的关键场所。农民工由于

所进入的行业现代性程度较低, 缺乏与高层次的现代

性人群互动的机会 , 造成了他们在现代性获得较为缓

慢。

第三 , 教育已成为农民工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

过程中的瓶颈。在英克尔斯的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

中 , 正式教育与人的现代性的相关性是最强的 , 相关系

数为 0.52, 其次是大众传媒接触 , 相关系数 0.45, 再次

是职业( 工厂经历) 相关系数为 0.41。农民工接受的教

育比城市居民低很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

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研究显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城

市低 , 多数为初中及小学,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寥寥无

几。农民工多数只受过 10 年的正规学校教育 , 而且大

多数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 而用人单位多只是将农民

工当作廉价劳动力来使用 , 很少或根本不为他们举行

任何形式的再教育活动 , 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教育对

他们的现代性提高的作用并不显著。

此外, 较少接触大众传媒也影响农民工现代性的

提高 , 农民工普遍的超常的劳动时间, 这使农民工与大

众媒体的接触减少。据李强 2002 年在北京的调查 , 北

京市农民工每周工作 7 天时间平均每天 10.36 小时, 最

长的有时达到 24 小时。另据对珠江三角洲的调查 , 不

仅是一般的工时经常拖延, 而是强制加班也比较普遍 ,

每日平均工作时间为 12.5 小时, 一些工厂星期六 , 星期

日和规定假日不休息。如此长的劳动时间, 再除去吃饭

时间, 休息时间, 就没有多少时间关注媒体了。即使看

电视, 也是为了休闲。这种现状也使得与大众媒介的接

触这个因素对农民工现代性的提高作用大打折扣。

三、制约农民工现代化的原因分析

农民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 , 表面上看似

乎是由于农民工群体整体的文化素质不高 , 难以进入

较好的职业、接触更先进的文化所致 , 但深层原因却不

止于此, 需要我们认真地进行反思和分析。

( 一) 制度原因———不合理的制度设置使得农

民工不为城市社会所接纳

在较少国家 制 度 干 预 的 西 方 社 会 的 现 代 化 过 程

中, 农民作为一个阶层的地位属性的改变 , 主要通过职

业与生活路径的改变而实现 , 而在我国, 农民社会地位

的改变, 则更多地受到制度性条件的制约。以户籍制度

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体系是造成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

社会、深度体验现代性的根本原因。

首先, 户籍制度造就了农民工这样一个身份标识 ,

使农民区别于市民。建国后我国户籍制度和其他一些

配套的制度和政策架构起“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

元社会结构 , 把城市和农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区隔

开来 , 农民不仅是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分类 , 更成为一

种身份标志, 无法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改

革开放以后, 户籍制度较以往有了较大的松动 , 农民有

了职业选择的自由, 但是国家的许多制度安排仍然立

足于这种身份制度 , 农民的身份使农民工在城市就业、

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方面受到差别性对待和集体排

斥, 阻碍着他们向市民角色的转换。

其次, 现有的保障制度难以惠及农民工 , 使农民工

面对一个极不稳定的工作环境。现行的失业保障、医疗

保障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措施以及《劳动法》、《工伤保

险条例》等法律法规主要适用于城镇居民。而在本来就

缺少法律和自我保障意识的城市流动农民工群体中 ,

这些制度和法律无法实现对农民工应有的保护 , 难以

为他们提供实际支持。近几年来拖欠农民工工资、侵犯

农民工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 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在

这种缺乏保障的情况下, 农民工经常处于频繁的更换

工作与失业的状态之中 , 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是

无法为培养其现代性提供持续足够的支持。

第三, 现行的劳动就业制度促成了劳动力市场结

构的不合理分割。一般地讲, 西方劳动力市场的层化效

应是由于就业者的教育水平、劳动技能等自致性因素

造成的。而在我国 , 由于旧的体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

预 , 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多的行政因素: 同样素质的城市

就业人员和农村就业人员 , 其机会却大不相同 , 绝大多

数农民工只能在条件差、薪酬低、缺少保障和福利的次

属劳动力市场就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城市中的农民

阶层较多的人为个体户 , 或散工零工而较少有人进入

现代性程度较高的企业或组织的现象。前文已经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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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湿地现状及保护对策

王 玮

( 华中师范大学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 湿地作为一种资源 , 在保护环境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分析了长江中下游湿地面临

的问题 : 湿地面积锐减 , 功能退化 ; 水质恶化 , 湿地富营养化 ; 外来物种入侵 ; 水 利 工程 影

响 ; 生物多样性锐减 , 生态功能下降。并提出保护措施。

关键词 : 湿地 ; 长江中下游 ; 湿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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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湿地

湿地是地球 上 水 陆 相 互 作 用 形 成 的 独 特 生 态 系

统. 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

要的生存环境之一 , 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控制土壤

侵蚀、促淤造陆、降解环境污染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

《湿地公约》中 " 湿地 " 的定义为 : 湿地系指不问

其天然或人工、常久或暂时之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

水域地带 , 带有静止或流动、咸水或淡水、半咸水或咸

水水体者, 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 米的水域。因此 ,

湿地不仅仅是我们传统认识上的沼泽、泥炭地、滩涂

等 , 还包括河流、湖泊、水库、稻田以及退潮时水深不超

过 6 米的海水区[1]。

二、长江中下游湿地概况

长江中下游湿地作为中国湿地 8 个主要区域之一

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淮河流域 , 是我国淡水湖泊分

布最集中和最具有代表性地区 , 分布于湖北、湖南、江

西、安徽、江苏和上海 6 省( 市) 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 面

积 78 万平方公里, 是我国最大的自然和人工复合的湿

地生态系统 , 湿地面积有 580 万公顷 , 占全国湿地面积

的 15%, 我国著名的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

巢湖和洪泽湖全部在这一地区 , 有国际重要湿地 7 块 ,

是我国湿地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也是亚洲重要的

候鸟越冬地, 被列为世界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

点地区[2]。该区水资源丰富, 农业开发历史悠久, 为我国

重要的粮、棉、油和水产基地。

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由 300 多湖泊组成, 面积 350

km2, 是北、南方水禽重要的迁徙和栖息地。江苏有亚洲

最大的沿海淤泥质滩涂,有太湖、洪泽湖及中小型湖泊

湿地 , 以及长江、淮河、京杭大运河等河流湿地及沼泽

湿 地 , 总 面 积 416.3 万 hm2, 占 江 苏 省 国 土 面 积 的

60.9%。截止到 2001 年, 共建 9 个湿地自然保护区[3]。

三、长江中下游湿地的现状

长江中下游湿地保护面临一系列问题 : 围垦和改

造导致湿地面积锐减, 湿地防洪蓄洪能力大大降低。污

染和富营养化使水质下降危及水生生物资源。外来物

种入侵威胁生物多样性。水域生态系统分割萎缩导致

野生动植物生境破碎化和岛屿化。资源不合理过度利

用造成生物多样性锐减, 湿地生态功能下降。

( 一) 湿地面积锐减, 功能退化

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农业垦殖、城镇建设占地等问

题 , 使湿地面积不断萎缩 , 洪泛和泥沙淤积 , 造成湖泊

和湿地自然退化。水库由于泥沙淤积功能锐减。如江西

水土侵蚀量达 2 亿 t/a, 给各大河流上游水库造成 1000

万 m3 的淤积量,相当于每年消失一座中型水库。在过去

的几十年里 , 江西主要河流河床平均淤高 1m 多 ; 鄱阳

湖每年泥沙淤积 2000 万 t。

洞庭湖在 1949～1984 年的 36 年间, 面积 (水位

34.5m)从 4350 km2 减少到 2343 km2( 现 有 2691 k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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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和组织对一个人现代性成长的决定性作用 ,

农民工无体制资本可以利用的状况决定了他们只能被

限制在一些现代性程度不高的职业。

( 二) 观念原因———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农

民工进一步现代化的枷锁

现代性是在与传统性的对比中得出的 , 个体身上

传统性质素的多少也决定了个体现代性的获得程度。

周晓虹指出, 传统的农耕文化是制约农民现代性获得

的关键因素 , 只有脱离土地和传统的农业环境才是农

民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行为方式是

传统性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许多研究表明, 乡土社会

网络在农民工的流动特别是首次流动过程中发挥了重

大作用。他们的信息来源、寻找工作的方式等 , 都更多

地依赖亲缘地缘社会关系网络。这种依赖的主要原因

是出于节约流动资本和交易资本 , 以获得更高经济收

入之目的。这样的流动方式有可能会发生迁移的连锁

反应 , 客观上给了农民工把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移植到

城市的机会。很多农民工在社会交往中依赖和选择同

质群体以及初级社会关系 , 并以此为基础来构造他们

交往与互动的圈子 , 由此产生了农民工群体中的“结

群”和“自组织”现象。有的甚至在城市建立自己的社

区———“都市里的村庄”, 如北京的“浙江村”、“安徽

村”, 南京的“河南村”等等。这种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

亚社会生态环境的形成又进一步保护了农民工身上所

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 , 减少了其与市民互动的

广度 , 不利于其融入城市社会, 提高自身的现代化程

度。

( 三) 教育原因———教育公平的缺失迟滞了农

民工及其子女现代化的步伐

农民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坎坷重重 , 很重要的一

个原因是自身的文化素质较低 , 接受新事物、适应新环

境的能力较差。这些虽然表面上可以归结为自身原因,

但追根究底却与国家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 , 对农村

教育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城镇所致。关于这一问题学者

们已多有讨论 , 这里不再赘述。但是需要警惕的是 , 对

于个体而言, 教育虽然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 , 然而

某个社会整体的教育制度却可以导致这个社会结构的

再生产 ,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此曾作过精辟的讨论。

我国的现状是 , 大批农民进城流动使其子女成为缺少

家庭关爱的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 , 家庭教育缺失留下

的真空政府和社会没有及时填补上 , 这些农民工子女

面临着如过早辍学、心理问题严重等等很多问题。第一

代农民工的教育状况我们已经无法改变 , 但是如果让

这种教育的不平等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 农民工的子女

获得的教育尚不如他们的父母 , 那么他们恐怕会重蹈

他们父母的覆辙———在缺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情

况下四处打工 , 不平等将在代际间传承 , 那么 , 农民工

的现代化只能成为一种幻想。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就会

更加漫长。

四、对策及建议

同样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处境 , 有学者站在

外来移民的角度上认为它是一个外来人口融入新社区

的问题 , 也有的站在流入地的立场上将其认定为一个

流动人口综合治理的问题 , 但本文认为农民工流动更

深远的意义在于它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 毕竟这

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考虑到我国现

代化的长期目标 , 我们必须对农民工现代化难题进行

破解。本文尝试着对此提出了以下的思路:

( 一) 加大制度支持力度

针对制度束缚农民工现代性获得的现实情况 , 首

先应重点解决农民工就业缺乏保障和支持的问题。蔡

志海指出 , 为促成农民工的现代化, 应该为进城农民工

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 , 这一支持系统应包括三个基本

的子系统: 制度系统、文化系统和组织系统。首先, 当前

政府应从政策和制度方面改革户籍、用工等制度 , 为农

民进城务工创造一个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 , 并将农民

工纳入到社会保障制度中来 , 保障其基本生存权利 ; 其

次, 从文化观念系统角度看, 要打破排斥农民工的观

念 , 以平等的心态来看待农民工 ; 最后 , 将农民工纳入

到城市组织体系中来 , 如工会组织、社区组织等 , 并在

城市社区服务、社区工作上为社区内的农民工提供必

要的生产、生活帮助 , 为他们解决心理上出现的障碍 ,

以便他们能尽快地适应城市社会生活 , 融入到城市社

会中来。

( 二) 加强对农民工的再教育

基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特点, 中国农民的个人现代

化问题实质上是在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下农民的再社会

化问题。从这一判断出发, 当前农民的现代性就是对社

会现代化过程中主流文化的社会化程度, 而教育、人众

传播媒介、流动经历和城市体验则是农民再社会化的

有效途径 , 因此提高农民的现代性就必须从这些方面

入手 , 在企业和社区中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观

念教育。另外由于很多农民工都是在并未做好必要的

素质准备的情况下外出流动的 , 因此流出地的地方政

府应对准备外出的农民工做必要的包括职业技能、企

业制度、法律常识等方面知识的培训。农民工自身也要

努力学习各种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以适应现代社会的

发展。此外还应改革教育制度, 注重教育资源的公平分

配, 改善落后的农村教育状况, 着力解决农民工子女面

临的一系列教育问题。

( 三) 立足农村培养现代性

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的实际国情 , 我国农民既不

离土也不离乡的生活方式将长期地存在 , 大部分农民

在城市中的流动必然是短期的 , 他们只能与城市作浅

度的互动。因而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中, 应该

贯彻以人文本的思想, 使农民在农村可以通过发展经

济而享受现代生活方式 , 接受教育而具备现代思想观

念, 实现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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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actors Binding Moderniz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LIU Yong- lei, LI qiang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730070, China)

Abstract: social modernization is eventually driven by people. In a country with a majority of peasants, the

moderniz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acts upon the proces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 peasant workers

experience modernity during their migration from countryside to cities, nevertheless, the exclusionism of urban

communities, employment problems, low literacy and inadequate exposure to mass media hinder those peasant workers

from being modernized. To explore deeply, we may attribute these barriers to institutional system, traditional belief and

way of behavior, and apparent absence of equal education rights. Based on above discussion, the paper tempts to put

forward tentative measures to tackle the problem of moderniz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Key words: peasant worker; modernity acquisition; bind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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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Green Logistics of China' s Automotive
Industry
LIU Jing- jing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usiness School, Hubei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Automot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grown so fast as to be a mainstay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Logistics for this field also developed rapidly; therefore, it is quite meaningful to have a discussion on how to develop

green logistics for automot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gistics of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then raises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green logistics, and discusses approaches to green

logistics development in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Key words: green logistics; automobile industry; recycling 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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