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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贫困研究】

城市社区格局重组与

流动人 口聚集地的社会分层

一一北京等五城市流动人 口社 区调查
’

张展新
’,

��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

氛 井
�

寸 �
刁

刁卜

北京 �。。。� 。 � �
�

澳大利亚麦克魁尔大学 �

�摘要�卷入高速城市化进程的村委会型社区正在从农村社 区开始转变成为与居委会型社 区并列的城市社 区
。

村委会型社 区同时保留了一些农村社区的体制遗产
,

主要是排他性的农村集体经济
、

福利制度和个人住房制度
。

这样
,

在流动人 口聚集的村委会型社区中
,

形成 了不 同于居委会型社区的本地人 口 与外来人 口之间的分�� 与分层
。

这意味着
,

由于村委会型社 区的出现
,

中国城市社会正在从单一的城乡分割式
“

本地一外来
”

二元结构向
“

双二

元
”

结构转换
。

〔关键词〕城市化 村委会型社 区 社 区格局重组 双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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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族
,

河北承德市人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

研究方向
�

社会

分层
,

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
、

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
。

导 言

最近
,

在有关农业户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经

济地位的理论和政策探索中
, “

二元城市
’,

现象
,

即农

业户籍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分割
、

分层
,

已经成

为一条研究主线
。

首先
,

城市形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

割
,

被称之为
‘、

农民工
, ,

的农业户籍外来劳动者虽然进

入了城市
,

但只能进入一个与城市居民不同的劳动力市

场
,

不能融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和社会福利体系 �李强
,

� � � � � 杨云彦等
,

�。。� �
。

大部分农籍外来劳动者或在正

规就业场所以临时工的身份非正式就业
,

没有与雇佣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
,

没有享受失业保险
、

医疗保险和其他

福利 � 或在非正规部门就业
,

以街头小贩
、

收废品
、

拣

垃圾等为生
。

农籍劳动者收入低下
,

工作时间长
,

经常

失业或被拖欠工资
,

且绝大多数从事城市居民不愿意

做的脏
、

累
、

苦
、

险工作
。

再者
,

同城市居民相比
,

农

籍外来人口居住面积小
、

拥挤
,

环境恶劣 �吴维平
、

王

汉生 � � � � �
。

还有其它方面的不平等
,

如农籍劳动者子

女在城市中就学困难并受到歧视 �崔传义
,

� � ��  
,

等

等
。

这样
,

城乡二元结构被移植
、

复原到城市内部 �陈

映芳
,

� � �  �
。

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很大程度上

被边缘化
,

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

这一
“

底层精英
”

群

体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对立和冲突可

中

本文的研 究获得 了福特签金会的资助
�

特此致讲

� �



能性 �李强
,

� 。。� 少
·

有关
“

二元城市
’,

的研究不仅勾画出农业户籍流动

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轮廓
,

也发展成为一

种分析框架 城市这两大社会群体之间不平等的根源
,

在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以及与之

相联系的排斥农业户籍人口的城市就业
、

福利制度
。

今

天
,

中国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化了
,

城乡之间的

地理边界或行政区划边界再也不是阻止农业户籍人口进

人城市和非农产业的屏障
,

但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分割

在
一

定程度 上依然延续着
,

并形成新的城市社会不平

等
。

因此
、

以来自农村的人口和城市居民两大群体为调

查对象进行研究设计
,

以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制

度及其演变展开分析
,

就成为既定的研究取向
。

具体说

来
,

把既定的二元城市分析框架应用于城市流动人口聚

集社区社会分层研究
,

一个似乎自然的推论是
,

在城市

流动人口聚集社区中形成了城乡分割式的二元不平等结

构
,

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之间存在的分割
、

分层 � 这个

二元结构不过是城市总体二元结构的微缩和在居住区的

空间形式
,

其决定力量依然是城乡户籍分割和城市的就

业福利制度
。

然而
,

最近有关
‘·

城中村
, ,

的研究开始把这方面的

学术注意力引向新的视角
。

在大城市
,

特别是沿海开放

城市的边缘地带
,

普遍存在着流动人口聚集的城中村

�李俊夫
,

� � � � �
仁,

在城中村中
,

形成了非常鲜明的本地

一外来人口的分割与分层 �李培林
,

� � � � �
刘梦琴

,

� � � ��
,

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
‘·

二元结构
’, 。

但是
,

不同

的是
,

在城中村里
,

与外来人口相对应的不是长期拥有

非农户口的城市居民
,

而是持农业户口或最近才转为非

农户「�的本地村民
·

这些村民并没有受惠于计划经济时

代形成的城市就业和福利制度
。

他们相对于外来人口的

优势地位来源于还在本村继续运作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

和农民的个人宅基地制度
。

这就是说
,

无论是从社会群

体上看还是在分层机制上说
,

城中村中的二元社会分层

与城市的城乡分割式二元结构都有本质的区别
。

值得进

一步探究的是
,

具有另类
‘。

土著一移民
’,

二元结构的城

中村是个别或局部现象
,

还是城市流动人口聚集社区的

另一种基本类型的代表�

本文的宗旨是探讨上述城中村文献引申问题的答

案
,

深化有关流动人口聚集社区社会分层的研究
。

我们

将主要利用 � 。。� 年北京
、

石家庄
、

沈阳
、

无锡和东莞

�长安镇 � 五城市流动人口聚集社区调查资料 �包括抽

样调查数据
、

社区背景调查数据和介绍资料
、

个人深度

访谈资料 � 来进行描述和分析
。

这一调查是中国社会科

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 � � � � 年 � 月至 � 月间组织

的
,

每个城市首先选取 � 个流动人口聚居社区或聚集居

住地
,

再在每个社区中抽取 ��� 名左右劳动适龄人口进

行调查
。

村委会型社区与城市社区格局重组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
,

特别是

��� � 年以后
,

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都在迅速增长
。

在城

市化过程中
,

原有城市的扩张和新城市的建立起到了主

导作用
。

城市扩张既包括原来的主城区向城乡结合部扩

展
,

也包括建立新城区
�

—
在原主城区之外建立相对独

立于主城区的城市新区
。

无论是城市扩张还是建立新城
,

都需要把大量的农业用地变为城市用地
,

这就带来 了农

村居住区体制变更的问题
。

理想的方式应该是土地
、

经

济
、

人口和区划的同步城市化
,

即如果一个行政村的农

业用地都化为城市用地
,

农业已经成为历史
,

该村村民

的户籍身份也随之变更
,

村体制为居民委员会所替代
。

但是
,

在大部分城市化的区域中
,

体制和人口的城市化

实际上大大滞后于土地和经济的城市化
,

形成了
“

城中

村
”

等现象
。

由于一些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主城区的高度发达

和主城区之外各种形式的城市新区的发展
,

那些位于城

市近郊区
、

暂时没有纳人城市规划的农村区域也被卷人

城市化进程
。

五城市流动人口聚集社区调查 �以下简称五

城市调查� 的一个样本社区
—

北京市海淀区土并村就

是这样的实例
。

该村在北京市中心城范围之外
,

依然有一

些农业用地 �
但由于附近有航天城

、

中关村软件园
、

上地

高科技园区等多个现代经济区
,

本村村民大多成为附近

企业的工资劳动者
,

该村也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居住
,

成

为与城中村类似的
“

城边村
” 。

城边村和城中村在社区管

理
� �

匕的共同特点是都实行或大部分实行村委会体制
。

与此同时
,

一些城市郊区农村社区也通过农村工业

化
,

与扩张中的城市连通
,

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 大范围

、

高速度的农村工业化也可能把某个相对独立于城市的农

村社区群落变成一个新城市
。

江苏无锡市郊区村镇工业

化水平很高
,

这些村镇实际上已经与扩张的市区合为一

体
。

无锡市的五个样本社区中有三个是实行村委会管理

体制的前农村社区
,

村办经济都很强劲
,

其中金星村

��� � 年被评为
“

全国十大首富村
’,

的第七位
。

这样的郊

区工业化新村一般都吸引了一大部分流动人口在本村企

业或在附近就业
。

农村工业化催生独立新城的一个实例

是广东东莞市长安镇
—

一个农村工业化新城
。

从上世

� �



纪 �� 年代起
,

长安镇通过大量引进外资
,

在短时间内实

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陈卫江
,

� � �� �
。

但是
,

过去的村

委会体制依然延续
,

目前镇政府下辖 �� 个村委会
、

� 个

居委会
。

�。。� 年
,

长安镇的外来流动人口高达 �� 万人
,

是本地人口的 � � 倍
。

城中村
、

城边村
、

郊区新村和独立新城都是前农村

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的具体形式
,

但是
,

即使不涉及这

些前农村社区的传统
、

习俗等根深蒂固的特点
,

仅仅从

管理体制
、

运行方式等方面看
,

这类转型也是不完整
、

不彻底的
。

这主要表现在
,

这些
“

新
”

的城市社区大都

保留了过去的管理体制
,

即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
。

居民

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分别是城市和农村的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
,

二者都有一些法定的在本居住区管理公共事务

的职能
。

但是
,

村民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相比
,

有一个

最大不同之处
,

在于其管理村集体经济的职能
。

居民委

员会仅仅是居住区公共管理组织
,

而村民委员会既是居

住区公共管理组织
,

也是统合村集体经济的组织
。

即使

村委会已经在名义上被居委会所取代
,

实际上在村民集

体经济和福利等方面还延续老办法
,

是
“

没有村委会的

村委会体制
’, 。

对于这类社区
,

城市政府管理的方式往往

也与规范的居委会体制社区有所不同
。

例如
,

在一些市

或市辖区
,

政府只负责
“

大市政
, ,

—
社区外围的基础

设施建设
,

让村委会型社区自筹或部分自筹投资内部的

基础设施建设
。

本文统称实行村委会体制的社区和没有

村委会
、

部分实行村委会体制的社区为村委会型 �城市 �

社区
。

村委会型社区在城市化浪潮中
,

在农村工业化的

促动下出现在城市
,

已经成为一种不同于居委会体制社

区的城市社区类型
。

这样
,

村委会型社区的出现和发展推动着城市社区

结构的重组
,

使城市区域中有了两种类型的居住区
。

一

是规范的居委会型社区
,

即一直实行居民委员会体制或

类似体制 �如城市单位的家属委员会 � 的社区
。

一是村

委会型社区
。

村委会型社区多位于城市区域的边缘地带
,

数量上也比不上居委会型社区
。

但在类似于长安镇的农

村工业化新城中
,

村委会型社区构成城市行政区划的主

体
,

城市可以说是
“

村委会型
”

的
。

城中村便成为流动人口
,

特别是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聚

集地
。

在一些城中村里
,

外来人口数倍
、

甚至十几倍于本

地人口
。

城边村的情况与之类似
。

北京的土井村吸引了大

量外来人口居住
,

外来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的比率接近

� �  
。

村委会型社区将随着城市化的继续推进和外来流动

人口的大量聚集而在城市中扩大自己的
“

地盘
” 。

单就地理位置而言
,

由于与城市经济的联系紧密
,

居委会体制社区对向城市流动的外来人口有吸引力
。

少数

居委会型社区可以大量吸引流动人口
,

一是由于这些社

区通常都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

附近有比较集中的大型市

场
、

商业网点或工业区等
,

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形式多样

的经商务工机会
� 二是社区居民有闲置房屋

,

可以向外

出租
,

或者愿意腾出住房向外来人口出租
。

例如
,

沈阳小

南街道六合社区毗邻全国第二大商品批发市场
—

沈阳

五爱市场
,

外来人口的房屋需求大
,

因此一些本地居民

把自己居住的房屋出租
,

自己到别的地方居住
,

以获得

丰厚的出租房屋收入
。

居委会型社区虽然也可能成为流动

人口的聚集地
,

但外来人口比重较高的社区多为村委会

型社区
。

样本社区的外来人口比重
。

在北京的五社区中
,

肖家河
、

土井作为村委会型社区
,

其外来人口比重明显

大于三个居委会型社区
。

石家庄都是村委会型社区
,

而沈

阳都是居委会型社区
,

前者的外来人口比重大都大于后

者
。

只有无锡的四个社区 �一居委会型
,

三村委会型� 的

外来人口比重比较接近
,

但居委会型社区的这一比重还

是最低的
。

长安镇的三个社区都是村委会型
,

其外来人口

的比重高居五城市全部社区外来人口比重之首
。

村委会体制下集体经济
、

集体福利和个人建房

村委会型社区和居委会型社区的

流动人口聚集性

村委会型社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吸引了大量的进入

城市的流动人口
,

特别是农业户籍流动人口
。

由于在城中

村中可以租到价格较低的住房
,

附近务工经商机会又多
,

外来人口比重相对较高
,

这是村委会型社区的一个

数量特征
� 而村委会型社区与居委会型社区的质的区别

在于其集体经济
、

集体福利和个人建房
。

不同于经济不

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农村
,

在位于城市中和城市周

边
、

吸引大量流动人口的村委会社区
,

村集体经济已经

非农产业化
。

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提高了这些社区

土地的经济价值
,

也为村委会和村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

商机
。

在广州市的城中村
,

村集体经济呈现多种形态
,

有

村集体自主经营的工商服务业企业
,

有直接向外出租土

地的纯土地出租经营
,

也有村集体物业出租经营
。

目前
,

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
,

村办企业收益出现下降趋势
,

村

集体在本村土地上自主投资兴建物业后向外出租已经成

为城中村集体收入的主要来源 �李俊夫
,

�� �� �
。

在村办

��



经济收益较高的地方
,

村委会有能力集中一部分收人
,

对本村居民进行各种形式的福利再分配
,

如村办企业分

红
、

养老金等
。

流动人口聚集的村委会社区的另一个特点是
,

村民

通过建房租房获得可观收入
。

在居委会社区
,

城市居民

无权个人建房
,

也没有多少空余房屋可向外出租
。

在农

村
,

国家实行宅基地制度
,

本意是为了解决村民居住问

题
。

然而
,

在卷人了城市经济或农村工业化程度较高的

农村社区
,

商业机会增多和外来人口涌入大幅度提高了

房地产价值
,

村民在宅基地上少量投资就可以获取丰厚

的租金回报
,

村民住宅的主要用途由自住改为向外来人

口出租
。

从北京等五城市流动人口社区研究调查中可以发

现
,

无论是居委会型社区还是村委会型社区
,

都承担了

卫生
、

治安等社区公共管理职能
,

这是这两类社区的共

性
。

但是
,

在村委会型社区
,

还有集体产业和集体福利
,

村民有个人建房的权利 �村统建住房等特殊原因除外 �
。

这些特征都是居委会型社区所不具有的
。

正是由于这些

特质
,

村委会型社区呈现出明显不同于居委会型社区的
‘·

本地一外来
’,

不平等模式
。

区中
,

大部分村民都出租房屋
,

而且这是他们的一项重

要收入来源
。

作为拥有城市户口的居委会型社区居民
,

在计划体制下的优势至今已经所剩无几
�
在居民个人向

外来人口出租房屋较多的居委会型社区
,

也往往是房屋

条件不好
、

城市人口中的低收入群体较为集中的社区
,

是在城市人口居住分层和区位化越发明显的情况下的相

对贫困的城市区域
。

下面分别从人均居住面积
、

人均小

时工资和社区人口职业构成三个方面
,

比较两类社区

中
,

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

�
�

住房不平等比较
。

表 � 对比了两类社区中人均住

房面积的差异
。

从总体上看
,

两类社区中
,

外来人口同

本地人口相比
,

人均居住面积都比较低
� 但在村委会型

社区中
,

这种差别更为明显
,

外来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

仅为本地人口的 �。� 左右
。

而在北京和沈阳
,

这一比例

分别为 � � �和 � ��
·

表 � 两类样本社区的人均住房面积

本地人口与农籍外来人口间的不平等
�

两类杜区比较

社社 区区 本地人 口口 外来人 口口 人均住房面 积比例例

�����牙 ��� ��
�

��� �外来人 口 � 本地人 口 ���

北北京 �居委会型社 区 ��� ��
�

� ���  
。

� ��� � ����

沈沈阳 �居委会型社 区��� � �
�

� ��� �
�

� ��� � ����

石石家庄 �村委会型社 区��� � � �     !
�

� ��� � �    

无无锡 �村委会型社 区��� � �
�

� ��� ��
�

� ��� � �    

总总计计 � �
�

� ��� � �
�

� ��� �  飞飞

表 � 两类样本社区的人均小时工资

为了比较两类不同社区中
,

本地人口和农业户籍外

来人口之间的不平等
,

我们在 �� 个社区中
,

按照两种方

法选取个人样本进行比较研究
。

在其中 �� 个样本社区

中
,

具有外地农业户籍的外来人口
、

本地人口 �居委会

中的居民或村委会
、

准村委会中的村民� 各抽取 ��
,

这

样的社区被称为混合样本社区�
。

在其他社区中
,

只抽取

农籍外来人口样本
。

由于实行集体经济制度和农村个人住房制度
,

村委

会型社区有三个不同于居委会型社区的特点
,

这些特点

都决定着社区内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不平等关

系
。

第一
,

就业不平等
。

村委会型社区有村办企业
,

这些

企业倾向于为本地村民提供较好的工作岗位和较高的工

资收入
,

而让低级岗位面向外来人口
� 社区的其他工作

岗位也向本地村民倾斜
。

因此
,

形成了有利于本地人的

劳动力市场分割
。

第二
,

在福利分配上
,

村委会型社区

基于村集体经济状况
,

为村民提供一些外来人口不能享

受的福利分配
,

如企业分红
、

养老金
、

住宅新村等
。

第

三
,

由于个人宅基地制度
,

村民可以自行建房
、

租房
,

而外来人口没有这种权利
。

在五城市调查的村委会型社

社社区区 本地人 口口 外来人 口口 人均小时工资比例例

�����元 ��� � 元 ��� � 外来人 口 � 本地人 口 ���

北北京 �居委会型社 区 ��� �
�

���� �
�

����  !∀∀∀

沈沈阳 �居委会型社 区 ��� � � ��� �
�

� ��� � � ���

石石家庄 �村委会型社 区 ��� � � ��� �
�

� ��� �  ���

无无锡 �村委会型社 区 ��� � �

����  
�

� ��� � �笼笼

总总计计 �
�

���� �
�

� ���  ����

�
�

工资不平等比较
。

表�显示了混合社区的人均小

时工资的对比
。

在居委会型社区中
,

外来人口的小时平

均工资低于本地人口
,

但差距不大
,

在北京和沈阳
,

外

来人口的人均小时工资分别为本地人口的 �眺和 �� � 。

而

在村委会型社区中
,

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间的人均小时

� 北京的混合样本社区 苗浦西里和东街
、

沈阳的混合样本社区二 台予和长南都及居委会

型社 区
,

石家庄的流合样本杜区桃 团村和北杜村都是村委会型社区
,

另一混合样本社区东里

南街作为从村委会 改为居委会
,

但仍浴 用村委金的管理方式
,

因此依然易于村委会型社 区 �

无锡 的四个社区都是混合样本社区
,

其中全盆村
、

苏庙村和 龙 山村足村委会型社 区
,

另一个

泥合样本社区南尖是居委会型
,

但由于调查毅据方 面的问趁
,

其个人样本可贪性差
,

不宜纳

入 定� 研究
。

东莞长安镇未进行混合抽样
�

由于当时尚未认识到城市社 区格局的 变化
,

在五

城市调查时 不可能在每个城市的样本社区选择中长顾两种类型
。

因此
,

祝形成 了样本社 区

奥型在城市间差异较 大的情况
。

� 北京和沈阳的居委会型社区样 本可能展比杖炸四的城市居民居住地
,

周此
,

如据此拍

论
,

居委会型社 区本地人 与外未者之间的工 资� 别可 能有所低估
。

但这 里重点足讨论两奥社

区 中的工资不平子程度差异
,

而表 � 所展示的这种差异是 昨常明 � 的

��



工资差别较大
,

在石家庄和无锡
,

外来人口的人均小时工

资分别为本地人口的 � �� 和 � �� 
。

这可能意味着
,

在居委

会型社区居住的劳动者正在卷入城市的统一劳动力市场之

中 而村委会型社区中有劳动力市场分割
,

这种分割在外

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造成了工资收入的不平等
。

�
�

职业机会不平等比较
。

在北京和沈阳的居委会型

社区中
,

本地人口的职业构成都高于外来人口的职业构

成
,

即中高级职业的比例相对高
� 但是

,

社区本地人口

的职业构成明显低于五城市抽样数据估计的全市职业构

成总体水平
。

而在石家庄和无锡
,

情况很不一样
�

本地

人口的职业构成不仅高于外来人口职业构成
,

而且分别

接近和高于全市职业构成总体水平
·

居委会型社区职业

结构的相对状况表明
,

与本市总体水平相比
,

居委会型

社区本地人口的低层次职业比重偏高
。

这反映出在新的

城市社会和空间不平等格局中
,

流动人口聚集的居委会

型社区处于相对低下的地位
。

村委会型社区职业结构的

相对状况表明
,

在与本市总体水平相比
,

村委会型社区

本地人口的中高级职业结构比重偏高
,

折射出当地职业

市场的分割
。

很明显
,

与居委会型社区相比
,

村委会型

社区中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就业不平等更大
。

归结起来
,

通过对五城市调查资料的研究
,

在两类

社区不平等的比较上
,

获得以下主要发现
�

第一
,

流动

人口聚集的村委会型社区有面向本地人的福利分配
,

而

流动人口聚集的居委会型社区没有这样的福利
� 第二

,

在村委会型社区中
,

本地人口向外租房获取可观租金
,

而居委会型社区居民出租房屋较少
�
第三

,

在居委会型

社区中
,

本地人的住房条件好于外来人口
,

但村委会型

社区中
,

本地人的住房优势更大
� 第四

,

居委会型社区

中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平均小时工资没有很大差别
,

而在村委会型社区
,

本地人的平均小时工资要明显比外

地人高 � 第五
,

在两类社区中
,

本地人口的职业构成都

好于外来人口
,

但居委会型社区本地人口的职业构成明

显低于本市总体职业构成水平
,

而村委会型社区本地人

口的职业构成接近或高于本市总体职业构成水平
。

因此
,

在村委会型社区
,

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不平等更

为明显
。

这种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又不同于居委会型社区

中的
“

本地一外来
’,

不平等机制
。

因此
,

这是一种与城

乡户籍分割无关的
“

二元社区
’,

分层模式
。

结论和讨论

城市化不仅是城市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多
,

也伴随着城市结构的变迁
。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到改

革初期
, “

生产大队
”

和后来的
“

村委会
”

总是意味着

农村人口和农业经济
。

今天
,

曾经沉寂在城市周边的成

千上万个农业村落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城市化进程中
,

成

为城市体系的一部分
。

我们在参照城中村等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
,

通过对北京等五城市流动人口社区调查资料的

研究
,

发现村委会型社区已经成为城市社区的一个基本

类型
。

城市社区格局以这样的方式重组
,

也表明现在的

城市空间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体制与物理形态

相重叠的城市空间
,

新的城市建成区已经没有多少原来

意义上的
“

城市体制
”

的内容
。

村委会型社区虽然已经融入城市
,

但还保留着农村

社区的体制遗产
。

这主要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

的集体经济
、

集体福利和个人住房制度
。

这样
,

当大量

外来人口涌入村委会型社区时
,

类似于过去严酷的城乡

分割那样的分割
、

分层基础就形成了
�

只有本地村民参

与集体经济和集体福利分配
,

享有个人建房租房的权

利
,

外来人口只能被排斥在外
。

这样的
“

本地一外来
’,

身

份
、

权益和机会不平等
,

从程度和机制上看
,

都大大不

同于居委会型社区中正在弱化的
‘。

本地一外来
”

不平等
。

对五城市调查的研究发现说明了村委会型社区内
“

本地

一外来
”

人口和劳动力分割
、

分层的特殊性
。

城市社区格局重组的发现和村委会型社区内分割
、

分层的发现初步揭示这样一个动向
�

由于村委会型社区

被纳入城市
,

城市人口社会结构正在从过去的城乡分割

式的二元结构向双二元结构转变
。

在这种双二元结构中
,

居委会型社区附着城乡分割式二元结构
,

村委会型社区

支撑以农村社区体制遗产为基础的
“

新二元结构
, , 。

我们

对这样一种双二元结构的认识刚刚开始
,

还没有对其进

行定量化描述
,

更没有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解释
。

但可以肯定一点
,

那就是新二元结构的分量和影响力将

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而增长
。

这一趋势呼唤更多
、

更广泛的学术投入
。

对于农籍外来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及相关问题的理

论和政策研究而言
,

双二元结构观有两点特有的启示
。

第

一
,

城市中
,

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矛盾甚至对立

是有的
,

但整体激化的可能性并不大
。

原因是
,

在居委会

型社区中
,

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不平等逐步缩小
�
在

村委会型社区中
,

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矛盾呈地方化
、

社区化
,

而不是整体化
。

第二
,

村委会型社区在促进农村

人口向城市转移方面有很大局限性
。

村委会型社区确有吸

纳流动人口的能力
,

往往成为农村流动人口进城的
“

第

一站
’, 。

但是
,

由于这类社区中存在着与地缘
、

血缘和派

他性的土地制度相联系的壁垒森严的
“

本地一外来
, ,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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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贫困研究】

中国流动人口的特征
、

需求和公共政策思考

于学军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
,

北京 �。。。�� �

【作者简介」于学军 �� � �  一 �
,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
,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
,

研究员
,

法学博士
,

主

要研究领域是人「�经济学
、

老年经济学和人口政策
。

改革开放以来
,

特别是上世纪 � � 年代以来
,

流动

人口迅猛增加
。

在过去的 �� 年里
,

流动人口大约增加了

口分割与分层
,

流动人口在这里定居和发展的难度要比

在更像现代城市社区的居委会型社区中定居
、

发展的难

度大得多 因此
,

要推动流动人口向城市主流融合
,

需要

在改善他们的就业
、

福利条件的同时
,

重点改善他们在

居委会型社区的居住条件
,

使他们之中素质较高的一部

分得以在居委会型社区定居
,

在城市得以生存和发展
。

这

应当成为城市流动人口政策的一个着力点
。

� 倍

看
,

目前已经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 �既
。

从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深人发展
,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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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收入转移对中国城市贫困与收入分配的影响

Ineo爬 Transfer : ImPaet on Urban Poverty and

InC0me DIStrlbUtjon

本文利用14 个城市调查资料的测定结果表明
,

中国城

市贫困发生率在 10 义左右
。

城市贫困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

中遇到的一个新现象和新问题
,

高失业率和社会保障体系

不完善是造成这一问题恶化的重要原因
。

治理这个问题最

要紧的是要加大公共收入转移
、

扩大和促进就业
、

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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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的特征
、

需求和公共政策思考

Chlnese Migrdnt PopUldtion: CharaCterlstles
,

D e m o n d s a n
d P u b l j e p o l l e y T h i n k i n g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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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格局重组与流动人口聚集地的社会分层

Reshaping of Urbon CommunltleS ond the SOelal

Strdtlf1Cdt10n In CO皿很In i t i e S o f M j g r 己n t P O p U一

l d t i o n

改革开放以来
,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 口持续增

加
,

目前已超过全国人 口总数的 10%
,

这是我国工业化
、

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必然产物
,

也是我国人 口发展的一

个新特点
。

但是
,

由于认识的误区
、

制度的冲突
、

体制

的障碍
,

使得流动人 口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
,

问题没

有得到很好解决
。

解决这些问题
,

政府的作用至关重

要
。

能不能解决好流动人 口问题
,

也是对政府的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检验与考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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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不仅是城市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多
,

也

伴随着城市结构的变迁
。

本文利用对北京等 5城市流动人

口社区调查资料
,

作了有关流动人 口聚集社区社会分层的

研究
,

发现由于村委会型社区被纳入城市
,

城市人 口社会

结构正在从过去的城乡分割式的二元结构向双二元结构转

变 因此
,

要推动流动人 口向城市主流融合
,

需要在改善

他们的就业
、

福利条件的同时
,

重点改善他们在居委会型

社区的居住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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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贫民窟问题

Urbdn1Zdtjon dnd Urbdn S IUmS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飞速发展
,

在未来的巧年间将有超

过 2 亿人 口成为城市新居民
,

如何把他们平稳地纳入城市

生活的轨道是中国未来需要面临的挑战
。

城市化带来首当

其冲的问题就是住房问题
。

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
,

一旦忽

视这个问题就很可能陷入积重难返的贫民窟泥潭
。

本文阐

述了城市化与贫民窟的关系
,

探讨了减缓贫民窟发展的一

些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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