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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市民与农民工
文化冲突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目前，农民工人已成为“中国制造”的主体

和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毋庸置疑，这是

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与民生问题必须高度关注

的群体。 近 30 年来，随着大批农民进城务工，
城乡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方面，中国现

代化与城市化发展迅速；另一方面，城市居民

与进城务工的农民（社会称谓农民工）在社会

文化方面产生的差异、分歧、冲突也日趋加深。
城市居民认为大批农民工人挤占了城市有限

的资源，包括劳动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公共

服务资源等等，使城市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

降低；而大批农民工人则抱怨收入低、遭受歧

视、社会保障性差、低端劳动环境几乎没有向

上发展的空间等等。 事实上，这种分歧与冲突

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满意度。 值得重视的现

象是，年轻一代农民工人的比重已占到这个群

体的 61.6%（16—30 岁），他们由父辈进城“赚

钱” 的单一目标， 变为发展自我的多元目标，
即：不仅要“横向移位”，而且要“垂直向上”。 毋

庸置疑，市民希望城市生活更加有序，而进城

的农民工人则希冀尽快融入城市生活。 如何缩

小这种冲突，实现人们的合理愿望，无疑考验

着政府及政策制定者。

本研究以实证研究和有关调查报告为主，
以市民与农民工人冲突现象为背景，旨在从文

化社会学的视角，反思中国民生建设中人文思

想 的 缺 失，反 思 政 府、政 策、政 体 在 对 农 民 工

人， 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工人在生活空间、劳

动空间、公共服务空间、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等

诸多方面的严重缺失。 为寻求构建和谐社会，
以及文化建设和改善民生问题提供理论思路。

一、农民工的贡献与在城市中

的生存状况

（一）农民工人的概念

农民工人被泛称为“农民工”，最早出现于

198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1]特

指中国改革开放后由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群

体，即“户籍身份还是农民、仍有承包的土地，
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

的人员”。 [2]农民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基本

融入城市，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单位，相

对稳定的收入；第二类，常年在城市打工，同时

流动性较强， 比如在春节或农忙季节返乡，在

城市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和居住地；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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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间歇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兼顾农业生产。
[3]他 们 的 职 业 特 点 是：劳 动 密 集 型，文 化 程 度

初 级 型，体 力 劳 动 型，劳 动 作 业 艰 苦 型，社 交

单一型。
其实，农民工这个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或明

或暗地隐含着一种身份性歧视。 我们在作这个

调查的时候虽然使用“农民工”一词，但仍然质

疑这个概念。
目前, 农民工数量已有 2.4 亿人口， 其中

16—30 岁的占 61.6%， ①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

末和 90 年代，②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年随父辈进

城，并在城里出生或在城市中长大。 他们对融

入城市有着与父辈不同的渴望，他们的家乡观

念淡薄，疏离故土，其生活样态与城市居民差

异不大，对城市有认同感。 “渴望融入城市，成

为新市民。 ”③

统计资料还显示，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已超

过 47%，成为 30 年来城市化率增速最快的国

家之一。 ④但实际上许多尚在城市流动打工的

农民未被纳入城市人口的统计范畴， 这部分

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并未真正“城

市化”。
（二）农民工对中国城市化的贡献

有关资料显示：“农民工这一新兴工人阶

级队伍在人数上已超过传统工人人数，成为当

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他们占城市第二产

业的 57.6％，占 商 业 和 餐 饮 业 的 52.6％，占 加

工制造业的 68.2％，占建筑业的 79.8％。 据测

算， 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 GDP 是 2.5
万元人民币，2.4 亿农民工创造的 GDP 大约是

每年 5.7 万亿元。 ”[4]无疑，农民工为中国城市

化与现代化建设贡献了力量， 成了 “中国制

造”的主体。
农民工在城市所从事的职业， 除了建筑

业、制造业外，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中的中低端

工作岗位上，极少数人为自由职业者。 [5]他们从

事的是城市人不愿从事的高温、高空、有害、有

毒的行业和工种，且收入低，劳动强度大。
近年来，工业发达省份出现了工厂“用工

荒”现象，常常为招不到合适人才而影响企业

生产经营。 一些企业因用工短缺而造成开工不

足、设备闲置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 据

调查，许多企业第一线的工人 90%以上都是农

民工。 ⑤

综上，我们不得不说：离开了农民工,中国

的现代化与城市化必将遭到重创，离开了农民

工城市人很快会回到物质匮乏的时代。 如果城

市中没有了农民工的劳动身影，城市的生活秩

序可能会“乱作一团”。 而“中国制造”的基础将

会动摇，快速增长的 GDP 必将锐减。
（三）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

根据相关调查资料， 与城市居民相比较，
当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主要

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收入方面。 平均月收入

为 1747.87 元， 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

(3046.61 元)的 57.4%。 ⑥第二，社会保障方面。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

育 保 险 的 参 保 率 为 67.7% 、77.4% 、55.9% 、
70.3%和 30.7%， 分 别 比 城 镇 职 工 低 23.7%、
14.6%、29.1%、9.1%和 30.8%。 第三，职业安全

状况。 36.5%的农民工面临高温、 低温作业问

题，41.3%农民工的工作环境中存在噪声污染，
36%的农民工工作环境存在容易伤及肢体的机

械故障隐患，34.7%农民工工作环境存在粉尘

污染问题。⑦第四，劳动时间状况。每天工作 6—
8 小时占 29%；每天 8—10 小时占 44.4%；每天

10 小时以上 20.4%。 每周休息 1 天占 55.6%；
每周休息 2 天占 20.4%； 每周休息 3 天 2.2%；
有 20%的人未填答。 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强体

力劳动者休息日少，闲暇时间也少。 [5]第五，生

活条件差。 据对北京市内两个大型社区的调查

显示： 农民工 70%为租房者，其中雇主提供住

宿的有 16%，自购房的占 6.1%，另有少许借住

亲友家。 居住楼房者有 15.1%， 住棚户区的有

①“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让梦想变成现实”， http://jnsb.e23.cn/html/rkdb/20110117/rkdb9412588.html。
②theory.people.com.cn，http://news.sina.com.cn/s/2010-02-01/033817024052s.shtml。 本文采用 4000 万的数据，特作说明。
③于建嵘：“用制度让新农民工进城”，http://opinion.hexun.com/2010-02-02/122574420.html 。
④“中国城市化率超 47%”，http://cul.sohu.com/20110727/n314676087.shtml。
⑤“关于进一步重视‘用工荒’和‘就业难’问题”，http://www.dzwww.com/rollnews/news/201101/t20110116_6947134.htm。
⑥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27918126.html。
⑦“全总：青年农民工收入社保低等 6 大问题亟待破解”，见 http://www.sina.com.cn ， 2011 年 0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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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住地下室的约 4%。 带有取暖、厕所、洗

浴、厨房等设施的住所仅占 19%，而多于 80%
住户缺少这些设施。 第六， 几乎没有闲暇时

间。 尤其是靠体力从事服务业的劳动者，往往

是披星戴月， 有时甚至连基本的休息都难以

满足。 而且越是节假日他们越忙。 他们没有身

体 检 查 的 概 念，原 则 上“头 疼 脑 热 自 己 抗，小

病自己买药吃，大病才进医院，危病往往放弃

治疗”。 而用于培养情趣、提高欣赏能力的消

遣几乎不敢想。 [5]

另据笔者 2010 年对北京市两大社区的调

查显示：“八个零”折射农民工体面与尊严生活

之困境。 “八个零”即大多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

闲暇时间①几乎为“零”，休闲生活中的文化精

神消遣几乎为“零”，对文化性休闲概念的理解

几乎是“零”，参加社区活动几乎是“零”，融入

城市文化几乎是“零”， “休养生息”的意识是

“零”，闲暇时间与孩子玩的时间几乎为“零”、
传递他们“诉求”的渠道几乎为“零”。 [5]

当然，不能否定，还有一部分农民工人在

这个过程中靠诚实的劳动， 靠高超的劳动技

艺，靠勤学向上的努力，改变了原来的生活面

貌，也体现其人生价值、社会价值。

二、冲突中的主要问题

（一）工资待遇问题

低工资是普遍公认的事实，多年来这个问

题始终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 据中华全国总工

会随机抽样访问了 80 位农民工的结果显示：
按时拿工资占 16.3%， 年底一并得到工资的占

11.2%；偶有工资被拖欠的占 32.5%，经常被拖

欠的占 11.2%，从未按时拿过工资的占 28.8%，
后面两项之和占 40%；而欠薪的建筑企业比例

超过 50%。 ②

另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显示，解决工

资拖欠问题仍是农民工最迫切的要求。 一些企

业每月扣留员工 20%—30%的工资作为“风险

抵押金”， 要求工作满三年且不能出现任何差

错，否则全部扣除。 多数生产企业的农民工每

月工作 26 天以上，每天平均工时在 11 小时左

右，均超出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 全国范围内，
在可拿加班工资的农民工中， 从未拿过的占

54％，有时拿过的只占 20％；农民工中，76％的

人在节假日加班从未享受过国家规定的加班

工资待遇。 [6]

这几项调查工作虽然是由不同机构完成、
间隔时间有 6 年之多，但遗憾的是，对比结果

几乎没有改进。
（二）子女教育问题

子女教育问题是每一个进城务工人员的

核心问题。 可以说，所有的付出都寄希望于他

们的后代能变成有机会接受教育、拥有较高文

化素质的城里人。 然而，在许多城市的学校和

教师中，歧视农民工子女现象相当普遍。 “民工

家庭背景的学生不能参加学校或政府举办的

活动，不能参加三好学生评选，不能参加体育

比赛。 大多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

水平低，流动性大，办学合法化问题很难解决，
有的地方甚至百般阻扰兴办农民工子弟学校，
或强行加以取消。 ”[7] 2011 年 8 月下旬，北京市

有 关 部 门 一 道 命 令 强 拆 24 所 农 民 工 子 弟 学

校，致使一万多名孩子无校上学。 虽然，有相当

部分的孩子得到安置，但也有很多孩子不得不

回了老家。
上公立学校学费高，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面

临的最大困难，除缴纳借读费外，据悉还需给

学校 3000-10000 元不等的赞助费。 “每年开学

之际，学校总得少那么百八十人。 有的回老家

了，有的转学了。 至于有没有人辍学，那就没办

法统计了。 ”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和中国儿童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目前我

国有近 2000 万流动儿童， 在义务教育年龄段

的流动儿童中，9．3％的孩子处于失辍学阶段。
这意味着全国有近 200 万流动儿童失辍学。 [7]

（三）农民工被歧视问题

据“搜狐网公益论坛”（第 29 期）报道，被

访的农民工表示：“这个词荒谬、 毫不准确，非

①本文的闲暇时间是指劳动之余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除了恢复体力外，更重要地是用于欣赏、体验、学习、培养兴趣等能多方面

发展自我的时间。
②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800/213/2005/2/li4419284934152500229952_1589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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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含有歧视性。 不仅有第一代农民工，而且还

有三代、四代、五代，好像意味着我们八辈子不

得翻身。 ”①这个词语的歧视性，使得他们被城

市与乡村边缘化，举例说：目前国家对农民有

一套保障机制，对城市职工也有一套城市保障

机制。 可是两边的保障都与农民工无关。
他们没有归属感，原有的乡村文化、道德

观念、行为方式无法与城市居民对接，城市对

农民工入城的心理歧视和排斥，引发了他们在

就业、受教育、挣工资、政治参与、社会保障、救

济制度、接受公共文化服务等诸多方面被边缘

化。
甚至某市某中央部委资助某小学联合办

学，该部委的要求是，不得接收附近农民工的

孩子。 ②

另外一个例子，近日，在“文化自觉与国家

形象”研讨会上，一位从事国际城市规划的人士

发言说，关注农民工现象实在是多余；把农民弄

进城里来干活是城市管理者的错误； 这样不仅

把城里人养懒了，而且由于农民进城，也把城市

搅乱了。这样的言论令人震惊。而震惊之余我们

试图找到城市歧视和漠视农民工的根由。 难道

这只是个别？但农民工在城市的处境可以说明，
这个“个别”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四）文化精神生活匮乏问题

相当多的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居住了多年，
他们服务于社区街道卫生、垃圾处理，他们的

工作与市民日常生活有关，但他们却很少参加

社区活动。 他们反映说：“一是没时间，二是社

区活动很少考虑到他们。 ”主观上，他们普遍存

在自卑心理，与城市居民有疏离感；客观上，社

区工作把这一群体边缘化； 公共服务资源的

配置很少顾及他们。 我们在调查中看到，社区

干部对所辖区域内的外来人口基本情况了如

指掌， 但是社区公共服务方面的活动时常会

忽略这个群体。 [5]事实上，社区忽视农民工只

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社会上这样的“忽视“比

比皆是。
农民工希望他们能得到与市民同样的待

遇。 他们在填答的问卷中排在前四位的诉求

是：“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免费娱乐设施；分享

社区休闲文化生活，诸如图书馆、讲座之类；希

望社区能创造机会与北京人交朋友；希望社区

有定期的社交活动。 ”
（五）缺少社会福利保障问题

曾被新闻媒体极度关注的两件事： 一件

是： 重庆农妇吴远碧，1989 年随夫携儿带女进

城打工，不料却患上一种“怪病”，腹部积水，肚

胀如鼓。 第一次进医院就花光了积蓄。 出院不

久，腹部积水又发作。 为不拖累家庭，农妇挥刀

剖腹自医，差点送命。 所幸其挥刀自剖的惊世

行为，启动了时下底层民众遇到困境获得救助

的一般模式：媒体报道—领导重视—职能部门

积极行动，得到了救治。 但终因病情严重，多日

后还是离开人世了。 ③无独有偶，河南新密市一

企业工人张海超工作 3 年多后，被多家医院诊

断为尘肺，但企业却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证明资

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取得了

去作正式鉴定的机会，但郑州职业病防治所为

其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 为寻求真相，28 岁

的他跑到郑州医大第一附属医院，不顾医生劝

阻，坚持“开胸验肺”，用一个人的无奈之举，揭

示了真相。 [8]农民工有病无处医，反映了他们遭

遇的“社会保障真空”。 2010 年 1 月，北京打工

妹之家联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布的《金融危

机与外来女工的生活、 工作状况调查报告》显

示， 在接受调查的非正规就业女工中， 只有

15%的人拥有社会保险。 ④

三、对冲突的文化反思

市民与农民工不断产生的冲突，就其社会

背景而言， 中国正经历着一场重大的社会变

革：利益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人性与信仰的快

速倾履、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更迭等等因素加

剧了社会的无序。 但深层的问题体现在政府、
政策、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存在多种缺

失。

① http://gongyi.sohu.com/20110715/n313529369_2.shtml2011 年 7 月 17 日。
②这是笔者亲耳听到的。 若有志愿者调查，本人愿提供具体线索。
③http://news.ifeng.com/society/2/detail_2011_05/23/6555612_0.shtml。
④ 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0/01/27/34702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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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面而尊严的生活制度设计之缺失

“二元社会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府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实行不同政策，并

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 劳动

就 业 制 度、人 事 制 度、组 织 制 度、人 口 迁 移 制

度、教 育 制 度、财 政 制 度、住 房 制 度 乃 至 政 治

参与制度等， 从总体上将农民与城市居民分

离开来，形成了农民与市民社会地位不同的制

度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其中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要打破这个藩篱。 然而，事实上，某些问题

形式上有所改进，但实质上原有的壁垒并未被

触动。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隔离的政策，造

成了人们意识中的城市和农村壁垒森严，城里

人、街上人和乡下人泾渭分明。 观念的歧视导

致了农民工在诸多方面存在的歧视。 由于他们

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

同权，经济上得不到应有的福利，政治上也缺

少地位，因此，沦为二等公民。 ”[9]

在调查中我们访问和参观了多个农民工

的家庭环境， 绝大多数的房屋属于棚户区，生

活环境“脏乱差”是普遍现象，“蜗居”是真实写

照。 即使与北京人同处一处，他们之间几乎没

有交流。 农民工这样说：“城里人骨子里瞧不起

我们”。
一位学者曾说：“冲突是有关价值、对稀有

地位的要求，是权力和资源的斗争。 在这种斗

争中， 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致伤害对

方。 ”[10]（p. 180） 只是这个论断应用到中国有点片

面。 其实除了利益与资源相争之外，还存在制

度设计的不公与不完善。 而制度的不公正是这

种冲突的重要根源。
（二）生存空间的政策制定之缺失

早在 2004 年， 联合国国际劳工局发布年

度报告：“中国农村大 约 有 4.9 亿 左 右 的 劳 动

力，全国 19 亿亩的耕地充其量需要 1.9 亿劳动

力， 加上农村乡镇企业吸纳的 1.3 亿左右劳动

力， 约有 1.7 亿农村劳动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

态或潜失业状态，农村失业率约达 34.7％。”①遗

憾的是，至今在广大的乡、镇一级的行政单位

中基本没有明确的、常规的劳动力管理机构对

农民就业加以指导、培训，或提供信息服务，致

使农民盲目进城， 或始终处于低端劳动力市

场。 一是众多的农村劳动力得不到发展空间；
二是生存空间更加逼仄。 还有一个严峻的现

实：城市发展占用农民土地，由“拆迁”引发的

冲突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相当多的农户失去了

赖 以 生 存 的 土 地 ， 也 失 去 了 他 们 的 生 存 空

间———不入城难，入了城更难。
（三）政治参与制度设计的缺失

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期， 与之相伴的磨

合、冲突也是必然的。 但是必须有一个“安全阀

门”来缓释冲突。 学者科塞认为：“任何社会系

统在运行过程中由于敌对情绪的累积而产生

的足以破环系统安全的压力， 需要通过建立

‘安全阀’加以排除。 而搭建对话平台释放冲突

压力，就可以产生‘安全阀’的效应。 ”[10]（p.1）但是

“安全阀”在中国是一个缺失的设置系统。
“几乎没人替我们说话，我们也没地方去

说话。 ”被访的农民工都这么说。 虽然第十一届

全国人大代表增加了 3 位农民工代表，但是对

应于 2 亿多人口的群体， 这样的比例太低了。
几年前，广东省选出了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

大代表胡小燕，几亿农民工终于在国家最高权

力机关有了自己的代言人。 然而，胡小燕的履

职征程却极为崎岖。 从履任之初激动地通过媒

体公开手机号码，而后每天疲于应付几千个电

话而不得不关掉手机。 她感慨：“有职无权，只

能干着急。 ”[11]胡小燕的烦恼，一方面表明农民

工政治参与在中国的稀缺，另一方面说明社会

几乎没有缓释冲突的“安全阀”机制。
据全国总工会称： 在工会组织中已有 1/3

的农民工会员，但是会员的权益、合法权利却

很少有工会组织帮助与解决。 ②

（四）发展空间的制度设计之缺失

学者亨廷顿曾说：“第一代的贫民区居民

将社会礼让和政治消极这些传统的农村观念

带到贫民区，而他们的孩子却是在城市的环境

中长大并接受城市人的目标和企望。 父母满足

于地理上的横向移动，孩子则要求在地位上垂

①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1612764.html。
② “全国总工会:推动工会建立将更多农民工劳务派遣工纳入组织”，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4687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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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上升。 如果在某一时间的等待后，孩子这种

要求无法满足，则反抗、暴力就会发生。 ”[12]（p.233）

目前，中国新的一代农民工占到 61.6%，那么，
城 市 中 至 少 有 年 龄 在 16—30 岁 之 间 的 超 过

1.5 亿的青年工人来自农村。 他们渴望获得同

样受教育的权利， 挣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工

资，拥有以户籍为标志的居民权益，买得起住

房，得到相互的尊重。 他们绝不满足于“地理上

的横向移动”，而是有着“垂直向上”的强烈诉

求。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农民工人大多

数仍生活在城市边缘，其父辈所遭受的等级待

遇也在他们身上延续。 即使这样，也仅有 6.4%
人打算离开城市。 [13]

“与父辈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烈的平等期

待。 在权益问题上，他们正显示出由被动的妥

协转向积极抵抗，更有可能跳槽、罢工，及偶尔

举行抗议。 ”他们中有四成人想当老板，想要丰

富多彩的生活， 而不是赚钱机器。 他们中有

73.8%需要职业技能培训， 有 55.9%需要创业

知 识 培 训 ， 有 48.7%需 要 学 历 提 升 培 训 ，有

38%的人需要劳动法等法律知识的培训。 另外

需要职业安全卫生知识培训的有 15.9%， 需要

人文知识培训的有 15.6%， 需要生活知识培训

的有 11.6%。 [13]

事实上，接受高质量且正规的教育对他们

的一生，乃至全社会都将是一种福音。 要使他

们“垂直向上”，教育是核心、是根本。 然而，中

国教育改革也并不尽人意。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

实行“等级化学校制度”，即集中优质资源，向

一些名牌学校倾斜。 这一制度加剧了教育资源

配置的失衡， 其恶果之一是大量农家子弟失

学。 多项调查显示：青年一代农民工文化程度

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占总数的 80%，其中初中

占 54%，高中或中专占 26%。 [14]近些年，虽然大

学“扩招”入学比率升高，但是农村孩子入学率

却每况愈下，另外“毕业即失业”的现实，又粉

碎了相当多农家子弟求学的梦想。
文化程度低，缺乏专业劳动技能，只能从

事一些体力活或简单的技术工作。 在这个基础

上，他 们“垂 直 向 上”的 发 展 空 间 还 能 有 多 大

呢？ 而最糟糕的后果是中国难以有能力很快实

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这是其

一。 其二，当“垂直向上”的诉求无法满足，就可

能出现反抗、暴力现象，社会稳定与繁荣将举

步维艰。 无疑，这是在当前文化建设和解决民

生问题方面对政府最严峻的考验。
（五）人文思想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缺失

西方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表明，管理不善的

城市也将制造“罪孽”。 许多思想家、作家笔下

描写的西方城市早期的贫民窟、底层大众、“血

汗工厂”等场景，真实地记录了城市化进程中

曾经的伤痛。100 多年前，人类终于找到了城市

发展的正确道路： “城市是爱的器官，城市规划

应该以人为中心，关心人、陶冶人。 ”[15]（p. 6）

中国城市刚刚遭受了“逃离北上广”（即逃

离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现在虽然有回

潮的趋势，其原因却是因为“二、三线城市”需

要“拼爹”，而让人起步艰难。 城市中普遍存在

的“蚁族”、“蜗居”、“棚户区”，成为光鲜城市中

的条条暗影。 在“百度”上点击“城市，让生活更

好”，跳出来的却是：“城市让生活更糟”。 就连

中产阶层也感到生活压力很大，沮丧、无助、愤

懑和危机感如影相随。 不言而喻，入城的农民

与农民工的境况可想而知。
（六）城市化中乡村空间模式和文化信息

缺失

中国城市化建设已经 30 年， 每座城市都

像“摊大饼”越摊越大。 “目前中国有城市 655
座，而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已经达

183 座。 ”[16] “城市大跃进”显而易见。 当今中国

人对城市概念的理解太商业化，以为拥有高楼

大厦、宽阔马路、CBD 集群、豪华车遍地跑、灯

红酒绿的夜景、接二连三的会展、举办大型活

动就是国际化大城市。 人们忘却了城市必须与

乡村有机地融为一体，以“蓝天、绿地、碧水、清

洁、安宁、宜人”为城乡发展的宗旨，这既可以

从根本上改善城乡关系、解决城乡差距，也可

以改变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从根本上实现经济

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目标。
如果不考虑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甚至

完全不顾他们的利益和文化根基的城市化，其

结果只能扩大新的城乡差距。
西方城市化的历史表明：最好的城市化应

当是大、中、小城市与县、镇、乡村合乎比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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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与共存；公众的纳税钱应合理分配，而不

只是向大城市倾斜；绝大多数城市的功能尽量

单一，体现独特价值。 城市化不是不要农村，而

是乡村与城市形成有机体。 目前，中国首要问

题是解决城乡差距、 市民与农民的政策平等、
产业与农业的同等待遇。 核心问题是：城市管

理者要给所有人以尊严与体面的生活环境，给

人以追求价值信仰的动力、搭建为人实现梦想

的舞台，同时还能够延伸乡村“历经千百年演

绎出的人地关系，以及丰富的空间模式和文化

信息。 ” [17]（p.34）

文化建设与民生问题历来与民众的实际生

活紧密相连。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快速而行的

城市化所带来的各种冲突，都将制约文化建设

和民生问题的解决。 特别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

多的农业大国，城市化进程不可操之过急！
党和政府已关注到农民工生存状况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让群众体面劳动”。 [18]温

家宝总理也强调，“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

有尊严”，[19] 还特别指出：“要像对待自己的孩

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 让他们逐步融入城

市生活。 ”①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提出：“打开‘城

门’， 接 纳 他 们 成 为 城 市 和 现 代 经 济 的 一 部

分”。 ②

基于上述思想， 我们建议政府各职能部

门，切实关心农民工的“票子、房子、孩子”等切

实利益问题，缩小城乡空间差距、地域差距、文

化差距。 以制度性关怀保障他们的“体面劳动”
和“尊严生活”；保障年轻一代有“垂直向上”的

舞台、途径、能力，而他们能力的获得需依靠政

府提供良好的教育。 我们也必须重新审视和反

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目标、政策、规划等问题，让

市民和入城的农民工在国家文化建设和解决

民生问题中切实受益，以从整体上提升中华民

族的素质，实现国家的文化复兴，这是现代化

与城市化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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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protection, but the for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still very serious,
and the challenge we face is still huge. From the conditions tha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enerat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as based on the
basis of the anew though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is a new civilized concept suggested on the basis of
ecological dilemma for getting rid of the human society and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a concept relative to the original,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put forward a new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In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cess,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s always theme and requirements. （WENG Zhi-yong ）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Farmer Workers in Urbanization of China: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
In China’s 30 years of urbanization design, the lack of planning of the migrant rural workers’ living space, the lack of system design for
their public service and social security, the lack of social management and service to make them live decently and with dignity in the cities.
The empirical study gives priority to relevant survey report and focus on public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citizens and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explores the causes of confli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ociology to explain this kind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cultural roots, reflect on the deep-rooted influence of “dual society system”, reflect on the erroneous zone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reflect on the lack of human though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 ’s livelihood in China.（MA Hui-di ）
The Social Transition and Petition Letter Treat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1978
years, China has entered in the period of rapi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Chinese nation caught up with the trend of the progressive era
in great stri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arted in 1949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hina. With this transition
process, the complaint management, one socialist country management wa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began to create, develop and
continuously adjust and perfect, in different times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The complaint management always centered around the
social transition of the central task and serve for the big picture. The current petition problems, with the great changes in our society is
big,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ccompanied by special phenomen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at complaint, resolves disputes, we must start
from the actual condition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and take the legal path.
（WU Chao）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during the New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outlook of the new period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not only is various and comprehensive, but is theorized, deep. It take development as the basic theme,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and
rejuvenation as the ultimate goal, as the people’s interests as the basic starting point and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e humanist valu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eatively deepened the humanitarian value idea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takes develop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basic task and premise, and emphasize to achiev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verall consideration and social harmonious way methods to further enrich and
perfec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ays of development theory; It not only stick to the basic principle that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its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re the final reas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veals subject value drivers the
contemporary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the aspect of value pursuit and social practice and made historic propel and creative distillation
of the motive power principle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CUI Qiu-suo）
Valuable Exploration in the Power Operation System Built by CPC for Mutual Restriction and Coordination ：Power monitor
is a double-bladed sword. For a long time, socialist countries are easy to have corruption for lack of effective monitoring of power.
Capitalist countries, on the country, tend to have friction and conflicts due to the finicky power monitoring system, which has passive
effect on the decision making. CPC proposed to build healthy power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system under effective monitoring, which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This is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ower theory and borrowing of the western
theory, and at the same time, a summary and innovation of the operation practice of socialist state power. （GUO Wen-liang）
Mao Zedong’s Theory on Reforming Category System —An Important Issue in Studying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Category is a knot in the human epistemology, and the system is the systematic organization of concepts, categories and
theories.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should be realized by reforming the past philosophical categories and systems. Mao
Zedong used the Marxist position, view and methods to have reformed a series of traditional categories such as “seek truth from facts”,
“knowledge and action”, “contradiction”, “mean” and others, and realized the first historical leap in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which is of great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ONG Tao）
A Few Elements of Marxism in Mass Communications：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s a process to spread it among the ordinary
people.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formation time,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s the result of communicators, contents, channels,
audiences and effects. As a result, to review the specific constructs, functions of the five elements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Marxism. （WANG Huang ZHOU Jian-chao）
Causes of the Situation Unrest in the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Revelation to China ：Abstract: The recent
unrest in the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s caused by mainly the internal factors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the external forces. The
internal causes include slow economic development, large gap between the poor and the rich, unequal distribution, etc.; and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decrease of US influence, Russia’s action and US’s attempt to lead to democracy. A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made to
deal with the passive influence to China economy. While developing economy,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ocial justice, improve social
structure and steadily promote system reform and allow citizen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cisions. （SHI Xue-hua TANG Jing-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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